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家好，首先自我介绍
一下，相信大家对我一定不
会陌生，我，是一根钢轨。

以前，我们钢轨家族有
一个难听的外号—————“咣
当一族”。 原因是以前铺设
铁道线，每隔25米就会有一
个新“家族成员”加入进来，
两根钢轨之间都有一个接
缝， 列车轧过去的时候，会
发出“咣当”的声音。

从1990年，我们就开始
了“咣当一族”向“悄声一
族”的进化。努力做到一条
线路一根钢轨，比如说咱们
的青荣城际铁路，全长除了
道岔前后和绝缘地段等特
殊情况，其他地段全是由一
根钢轨组成。

我和其他兄弟姐妹在
“合体” 变成无缝长钢轨过
程中，每个焊接接头都要经
过16道工序，最高需要经受
高达1400多度高温的锤炼。

在我们“合体”完成后，
平直度也有很高的标准和
要求。 焊接接头表面要平
整，不能弯曲，平直度要控
制在每米 0.1—0.3毫米之
内， 也就相当于5根头发丝
那么细。

焊接完成后还要进行
落锤试验，就是把一个1000
公斤的铁锤， 吊至5米高的
空中，自由落体砸向焊头。

如果两锤不断说明合

格， 可按照参数批量焊接，
如果实验结果相反，则需推
倒重来，绝不含糊。

经过了重重考验后，我
们终于“变身”成长为轨条。
在出厂前，由“钢轨医生”的
探伤接头给我们的钢轨接
头做“B超”检验。

终于，我们坐着长轨车
出厂啦！

随后在施工地点进行
“闪光焊”焊接，将我们所有
的成员连接成一整根钢轨。

我们长轨家族开始工
作后，经过长时间辗轧会出
现“小病痛”，所以还有专门
的钢轨打磨车对我们进行
“治疗， 来保持钢轨的平直
度。平直度越高，列车的声
音就越小，旅客乘坐列车就
越舒适。

大家还记得那个出名
的“高铁窗台上竖立八分钟
不倒的硬币”测试吗？我们长
轨家族功不可没， 我们也为
快速发展的中国铁路骄傲！

“咣当、咣当”的声音消
失了，我们钢轨家族也在时
光的流逝中， 见证了中国
铁路的变迁。在这背后，是
一代代铁路人勤劳刻苦、
反复研拓， 用持续奋斗的
精神，同心协力在发展的浪
潮中创造着属于中国铁路
的色彩。

■据齐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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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钢轨的自述
从“咣当一族”进化为“悄声一族”

“

无砟轨道

延伸

没专利会被卡脖子
如果说高架桥是中国高铁的光荣史，无

砟轨道却有一段血泪史， 不少网友可能会觉
得无砟轨道可能就是一块混泥土， 有什么技
术？ 其实无砟轨道是建高铁的一个非常重要
的核心技术，因其技术难度太大，工艺非常复
杂，几乎没有国家能成功复制。德国也将此技
术视为最高绝密技术之一， 是绝对不对外出
售的技术。

德企技术人员曾说过， 看了录像你们也
学不懂。即使有技术，但没专利的话，中国高
铁出口也肯定会被卡脖子的。 为了打造中国
高铁自己的品牌， 抢占国际高铁市场的制高
点，这是一个必须过的坎。困难摆在了中国高
铁面前，如果缺少专利，中国高铁将很难走出
国门参与世界高铁竞争。 为打造中国独立自
主的高铁品牌，抢占国际高铁市场的制高点，
具有完全知识产权的无砟轨道成套技术是必
须要突破的关键技术。

技术突破甩开其他“高铁国”
2004年，中国在遂渝线开展了成区段的

无砟轨道综合试验， 研究解决不同类型无砟
轨道结构、扣件、道岔、施工工艺等关键技术
问题，取得了可喜的科研成果。

直到2010年， 中国才终于研制成功。试
验成果在成都至都江堰的城际高铁得到实
践，性能非常优异。但是中国各地气候和地质
情况相差非常大，之后两三年，中国又进行了
大量的创新、优化和标准化工作，性能终于超
过德国， 中国的无砟轨道几乎可以用于全球
任何地方。， 这一成功也真正松开了列车的
“缰绳”， 让中国高铁走向世界少了份非常严
重的束缚。

就这么一块混凝土， 中国申请了40多项
专利保护自己， 中国无砟轨道是有属于自己
的“身份证”的，每一块无砟轨道里面竟有两
块芯片，从消铸、养护、存放到铺设每一个环
节都可以读取它的状态。

使用读板器一刷， 这块板所有历史信息
就都会显示出来，性能这么强，这么炫酷的无
砟轨道它的制造工艺中国也是绝对保密的，可
以说中国的无砟轨道技术“媳妇熬成婆”，已经
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挡中国高铁的出口了。

中国高铁如今受世界瞩目， 不断地揽到
海外大单， 成为中国的一张名片， 当然并不
仅仅是“无砟轨道”技术，其他技术也是有很
多领先的，甚至，适应各种地理和气候环境。
中国高铁已经可以说几乎能在全球任何国
家进行建设，这也无疑把其他“高铁国”甩在
了后面......

■综合百家号、腾讯视频

无砟轨道是秘技
如今有了“中国标准”

芯片和无砟
轨道技术是高铁
成功运行的两大
技术核心， 芯片
是中国较早独立
研发出来， 打破
国外垄断的。而
对于无砟轨道技
术， 此前德国一
直领先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