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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洋基因”到“纯中国”，
中国标准占84%

众所周知， 咱们中国高铁
是在“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的
道路上诞生的，当初从欧洲、日
本引进了1型车、2型车、3型车
和5型车四种不同的技术平台。

后来， 咱们基于这些技术
平台造出了自己的高铁， 但还
是有问题没解决———这些车不
能“互联互通”。中国铁道科学
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王悦明介
绍， 这些技术平台的标准系统
不统一，没有做到标准化统型，
不仅司机的操作台不一样，连
车厢里的定员座位都不一样，
无法相互替代。 一旦某节车出
现故障，需要组织乘客换乘，临
时调来的车很可能出现要么
“挂不上”，要么“缺座位”。

不仅列车上有这种尴尬，因
为车型标准不统一，每种车都需
要有备用车停在车站应急，动车
检修的车间也要把4种车的零部
件全配备，甚至高铁司机也要把
各种车型都学习一遍。

为了打造适合中国国情、
路情的高速动车组设计制造平
台， 实现中国高速铁路动车组
自主化、标准化和系列化，在中
国铁路总公司主导下， 中国铁
道科学研究院技术牵头， 集合
中车集团及相关企业的力量，
开展了中国标准动车组设计研
制工作。

在高速动车组254项重要
标准中，中国标准占84%。中国
标准动车组整体设计以及车
体、转向架、牵引、制动、网络等
关键技术都是我国自主研发，
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中国
标准动车组的“标准”，意味着
今后所有高铁列车都能连挂运

营，互联互通。只要是相同速度
等级的车，不管哪个工厂出品，
不管是哪个平台出品， 都能连
挂运营， 不同速度等级的车也
能相互救援。

寿命长乘坐更舒适， 是今
后高铁的主力军

与“和谐号” 相比，“复兴
号”有啥不一样的地方呢？小编
先给您介绍五大优点。

“寿命”更长
中国标准动车组在降低全

寿命周期成本、 进一步提高安
全冗余等方面加大了创新力
度。为适应中国地域广阔、温度
横跨正负40℃、长距离、高强度
等运行需求，“复兴号” 进行了
60万公里运用考核，比欧洲标
准还多了20万公里。最终，整车
性能指标实现较大提升，“复兴
号”的设计寿命达到了30年，而
“和谐号”是20年。

“身材”更好
采用全新低阻力流线型头

型和车体平顺化设计， 车型看
起来线条更优雅， 跑起来也更
节能。坐过“和谐号”的朋友都
会发现， 动车组车顶有个“鼓
包”，那其实是受电弓和空调系
统。咱们“复兴号”把这个“鼓
包” 下沉到了车顶下的风道系
统中，使列车不仅看起来更美，
列车阻力比既有CRH380系列
降低7.5%－12.3%， 列车在
350公里时速下运行， 人均百
公里能耗下降17%左右。

“容量”更大
从外面看“复兴号”身材更

好了，登车后，旅客还会惊异于
空间更大， 因为列车高度从

3700毫米增高到了 4050毫
米。虽然断面增加、空间增大的
情况下， 按时速350公里试验
运行，列车运行阻力、人均百公
里能耗和车内噪声明显下降，
而且有心的乘客还会发现，座
位间距更宽敞。

舒适度更高
“复兴号”空调系统充分考

虑减小车外压力波的影响，通
过隧道或交会时减小耳部不适
感； 列车设有多种照明控制模
式， 可根据旅客需求提供不同
的光线环境。 当然更令人惊喜
的是， 车厢内实现了WiFi网络
全覆盖。当然，这个连接效果如
何，还有待乘客们上车检验。

“警惕性”更高
“复兴号”设置智能化感知

系统， 建立强大的安全监测系
统，全车部署了2500余项监测
点， 比以往监测点最多的车型
还多出约500个， 能够对走行
部状态、轴承温度、冷却系统温
度、制动系统状态、客室环境进
行全方位实时监测。 它可以采
集各种车辆状态信息1500余
项， 为全方位、 多维度故障诊
断、维修提供支持。

此外，列车出现异常时，可
自动报警或预警， 并能根据安
全策略自动采取限速或停车措
施。在车头部和车厢连接处，还
增设碰撞吸能装置， 在低速运
行中出现意外碰撞时， 可通过
装置变形， 提高动车组被动防
护能力。

中国铁路总公司总工程
师、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华武说，
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
标准动车组将在印尼高铁项目
中使用，“复兴号” 也将是中国
高铁“走出去”的主力军。

“复兴号”开跑！
中国标准超八成，是今后高铁主力军

6月25日上午，中
国高铁家族又添新成
员———“复兴号”！ 中国
铁路总公司总经理陆东
福表示，“复兴号” 是我
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
权的中国标准动车组，
它的成功研制生产，标
志着铁路成套技术装备
特别是高速动车组已经
走在世界先进前列。

作为中国最新一代
的标准动车组，“复兴
号” 到底有哪些过人之
处？小编为您“揭秘”。

1803年：英国的特里维西克
制造出第一台在轨道上行驶的
蒸汽机车。

1814年：英国的斯蒂芬森制
造出一台5吨重的“皮靴”号蒸汽
机车。

1929年：斯蒂芬森父子设计
建造的“火箭”号蒸汽机车，时速
可达58公里。

1881年：中国制造出自己的
第一台蒸汽机车“龙号”机车，运
行于唐山至胥各庄铁路。

1952年：我国第一台“解放”
型蒸汽机车仿制成功，揭开了我
国蒸汽机车制造史上的新篇章。

1958年：我国开始制造内燃
机车，先后有“东风”型等3种型
号机车最早投入批量生产。

1969年：“韶山1型” 电力机

车投入使用，这是中国铁路使用
的第一代国产干线客、货两用电
力机车。

2004年后： 中国研制生产
“和谐”系列电力机车，成为目前
中国普速铁路客货运输的主要
牵引机型。

2017年6月：以“复兴号”命
名的中国标准动车成功研制生
产并上线正式运行，标志着中国
铁路技术装备达到了“领跑世
界”的先进水平。 ■来源：人民网

铁路机车史小贴士

首次亮相的红“复兴”

动车组驾驶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