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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轨道交通创新与速度并进 “一张大网”编织城市新梦

轨道为都市生活注入“速度与激情”
报告点击

加强应用基础研究，拓展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突出
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
新，为建设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
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提供有力支撑。

感受1

“在哪个地铁站附近？”
每次在和朋友聚会询问地点
时， 年轻的周灿问的第一句
话都会是这句。 自打长沙地
铁开通， 乘坐地铁出行就成
了她的首选。

“方便、快捷又舒适。”周
灿说， 买票也不用带现金甚
至不用带地铁卡， 用手机
APP就可以提前买好， 再凭
二维码取票， 另一台手机则
开通了闪付功能， 用手机在
入闸口扫一扫就可以自动结
算进站。

然而， 这仅仅只是长沙
市轨道交通践行“智慧出行”

的一个小案例，如今，长沙地
铁1号线部分站点还实现了
人脸识别以及人群密集检测
功能，当人群密集度过高时，
视频监控将自动触发预警等
功能。

目前，长沙地铁3号线、4
号线、5号线、6号线四条地铁
线正在建设中， 它们将形成
双十字构架、 米字型拓展的
轨道交通格局， 根据已经公
布的远期规划， 长沙线网方
案由12条线组成，总规模456
公里。12条地铁线构成的智
慧轨道交通网， 将让包括周
灿在内的市民出行更便捷。

扫码过闸，一个APP搞定排队购票

在长沙地铁4号线最北
端的罐子岭站， 这里已经完
成车站主体结构， 附属结构
仍在进行施工中， 项目部施
工人员的电脑里， 三维立体
模型正在展示车站结构和内
部管线走向布置。

这是全线体量最大的车
站，从临建开始，项目部就采
用了BIM技术（建筑信息模
型）进行建模、优化临建设施
的布置。到后期时，BIM技术
被用来合理选择交通疏解的
道路、 交通疏解期数以及疏
解具体方案， 以避免不必要
的拆迁工作。

“既能节省投资，又能节
约资源、 加快施工进度。”来

自长沙市轨道交通4号线一
标工程指挥部的技术部经理
胡亮亮介绍， 这是一项近几
年才在长沙地铁施工现场推
广开来的技术， 地铁施工条
件复杂， 各专业间的交叉作
业多， 传统的基于二维图纸
的管理方式已经难以满足地
铁工程的项目管理， 通过对
工程用三维数字模型呈现的
方式， 可以实现项目管理精
细化和信息化等目的，“有些
问题在施工前就能够发现，
避免了施工期间的碰撞。”

如今，长沙地铁4号线、5
号线及6号线全线都应用上
了这项新技术。

感受2 应用新技术，生产效率提高了

“机器人不仅可以实行
24小时监控， 收集到故障信
息后还可以自动做出分析并
给出解决方案。”在长沙市轨
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 通号
部的数位工作人员正在对一
台名为“开路者”的机器人展
开技术攻关， 这个机器人不
到成年人膝盖高， 在布满电
线和电箱的机房里行走时，
可以将画面实时传递到工作
人员的手机上。

“机器人目前已具备了
远程控制、视频回传、巡迹、
温湿度探测等六大功能。”通

号部工作人员张小虎介绍，
地铁车站多位于地下， 环境
比较封闭、发热源多，机器人
可以收集故障信息并自动进
行分析， 为未来的运营维护
提供总结参考，“未来将主要
用于机房无人化巡检。”

已经开通的长沙地铁2
号线和1号线共计43个车站
里，每个车站每次都需要两名
人员巡检，未来，这部分的人
力工作可能会被机器人所代
替。目前，机器人目前还在研
发阶段，计划明年批量生产并
投放进各个地铁站的机房。

感受3 运维交给机器人，实现无人化

地铁从一条到正在构建的双十
字，城际铁路从无到有，全国首条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磁浮商用运营示
范线开通、高铁汇集……过去的几年
里，长沙的轨道交通不仅形式越来越
丰富，也在多个科研领域有突破。

截至11月17日， 长沙地铁已安
全运营1299天， 日均客运量超过62
万乘次，网络平均兑现率100%。

2017年5月，“长沙磁浮快线科
技工程成套系统技术研发与工程化
应用”在湖南省科技奖励暨创新奖励
大会上获得科技创新奖，这条由湖南
磁浮公司负责投资、建设、运营的长
沙磁浮快线，是产学研创新结合的代
表之一，通过各方的协作，将磁浮的
先进技术从实验室搬向了商业应用，
完成了从无到有的跨越。

憧憬

数读
长沙地铁
日均客运量超62万乘次

按照湖南省委、省政府“建设制造
强省”的整体部署，长沙将打造“国家
智能制造中心”作为推进长株潭衡“中
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群建设的
首选战略， 将先进轨道交通装备产业
作为“十三五”期间突出发展的战略性
新兴优势产业来抓。

10月底， 长沙和株洲联合举办
2017中国(湖南)国际轨博会，展览范
围涵盖轨道交通全产业链及轨道交
通创新成果，展示了我国轨道交通行
业的最新技术。目前，这项展览会永
久落户长沙。

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长刘义山表示，站在世界
交通大国的新起点上， 长沙轨道人将
与轨道交通同行一道， 身肩建设交通
强国的责任与担当，深入落实习近平
同志“十九大”报告精神，瞄准建设交
通强国奋斗目标，奋力从交通大国向
交通强国迈进。 ■记者 叶子君

奋力向交通强国迈进

在和朋友约去哪里聚会
时， 年轻的周灿问的第一句话
总是“在哪个地铁站附近”，自打
长沙地铁开通， 乘坐地铁出行
就成了她的首选。“方便、快捷又
舒适。”周灿说，买票也不用带现
金甚至不用带地铁卡， 用手机
APP就可以提前买好，再凭二维
码取票， 另一台手机也开通了
闪付功能， 用手机在入闸口扫
一扫就可以自动结算进站。

十九大报告中， 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 要加快建设创新型
国家，建设交通强国，同时报告
指出， 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
调发展新机制，“以城市群为主
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
调发展的城镇格局”。这意味着
交通运输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
性和服务性作用将变得越来越
重要。

2014年，长沙地铁2号线开
通试运营， 长沙正式进入地铁
时代， 这让每天在河东河西往
来的人们感受到了不堵车的畅
快感，“轨道交通” 也成为了长
沙市民生活中的新词汇。 轨道
交通时代的开启， 不仅仅大大
提升了我们的出行效率和愉悦
体验， 更重要的是相关的制造
正成为一张国际名片， 让湖南
制造、 中国制造蜚声国际，同
时，随着轨道交通建设覆盖面的
增加，“城市群”的建设也开始了
增速。

地方发展离不开交通建
设，铁路和轨道交通以其安全、
环保、正点、全天候、装载量大
等其他交通运输工具都无法比
拟的强大优势， 对一个地区经
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是最大
的，同时，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
的发展水平， 也是衡量城市现
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尺。 交通成

本的降低和速度的提高， 以及
因交通发达而缩小的距离半
径， 不仅给个人带来了生活和
工作便利， 也给“一小时经济
圈”或“一小时都市圈”这样的
城市群建设提供了重要载体。

根据世界级城市群的经
验， 主城区或核心城市具有明
显聚集效应的辐射范围， 大致
在交通一小时可通达的范围。
继长沙市去年开通国内首条中
低速磁浮线后， 湖南株洲市轨
道交通1号线紧接着确定采用
磁浮制式并将于2018年开建，
这条磁浮线将延伸至湘潭市和
长沙市河西地区， 未来长株潭
城市群将形成一条城际轨道环
线，实现三城之间“无缝对接”。
无疑，融合了长沙、株洲、湘潭
三市的长株潭城市群已经成为
国内领先的轨道交通产业“展
示窗”，逐渐发挥着越来越大的
市场示范作用。

在方便市民方面，长沙轨道
交通践行“智慧出行”，除APP、
二维码、手机闪付等科技化的使
用之外， 长沙地铁1号线部分站
点还实现了人脸识别及人群密
集检测功能。 在对接城市群方
面，则以自身的地理优势和如今
的制造优势，在国家长江中游城
市群规划中抢先迈开了步伐。

目前，长沙地铁3号线、4号
线、5号线、6号线四条地铁线正
在建设中，将形成双十字构架、
米字型拓展的轨道交通格局，
根据已经公布的远期规划，长
沙线网方案由12条线组成，总
规模456公里。12条地铁线构成
的智慧轨道交通网， 将让市民
的出行更便捷， 同时更将让整
个城市如同一辆加速的列车，
奔往城市群建设的春天。

■本报评论员 张英

开往春天的列车
“十九大报告看民生”系列评论13

市民用开通闪付功能的手机在地铁入闸口扫一扫，就可以自动结算进站。（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