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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磁浮具有速度高、安全
可靠、噪音低、震动小、载客量大、
耐候准点、 维护量少等优点，目
前， 高铁最高运营时速为350公
里， 飞机巡航时速为800-900公
里，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浮可以
填补高铁和航空运输之间的速度
空白。

据介绍，作为目前可实现的、
速度最快的地面交通工具， 高速
磁浮用于长途运输， 可在大型枢
纽城市之间或城市群与城市群之
间形成高速“走廊”。按实际旅行
时间计算， 在1500公里运程范围
内，高速磁浮是最快的交通方式。
以北京至上海为例， 加上旅途准
备时间， 乘飞机需要约4.5小时，
高铁需要约5.5小时，而高速磁浮
仅需3.5小时左右。

建高速“走廊”
北京到上海仅3.5小时
1500公里内旅程，坐高速磁悬浮比乘飞机快

随着我国城镇化战略的推进， 亟待解决城市交通、 能源和环境等问
题。 业内人士指出，当前城市轨道交通方式中，地铁可满足市区大运量需
求，但造价高、噪音大，站点间距大时车速显得略低；轻轨运量中等，高架线
路造价约为地铁三分之一，但同样不适应大站间距；而有轨电车造价低，
但运量小噪音大，亦不适应大站间距运营。

相比之下，国产新一代中低速磁浮车属于中等运量交通制式，具有振
动噪音小、爬坡能力强、转弯半径小等优势，其速度、弯道和坡道这三项综
合技术指标，是目前其他单一制式轨道交通无法同时实现的。

新一代中低速磁浮列车有望实现最大运行时速 160�公里， 能显著缓
解车轨耦合振动，提升系统的竞争力，拓展中低速磁浮的适用范围；有望
用一种轨道交通制式，覆盖时速 160�公里以下城市中等运量客运需求，实
现城市———城郊快捷联通。 ■据新华社、华夏时报、新京报

目前，多个发达国家都进行了长期
持续研发，并建有高速磁浮试验线等研
发验证平台。据了解，日本拥有42．8公里
的山梨磁悬浮试验线，并在试验线上实
现了时速603公里的最高试验速度。德
国的磁浮技术最高试验速度达到505公
里/小时，并在我国上海建成了运营时速
430公里的国际首条商业运营高速磁浮
线， 但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系统及工
程化应用在我国尚属空白。

据了解，我国正在建设高速磁浮实

验中心、高速磁浮试制中心，预计今年
下半年投入使用。 同时，5辆编组时速
600公里高速磁浮工程化样车的研制目
前也在顺利推进中。

“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系统核心技
术，不仅意味着我国全面掌握自主设计、
制造、 调试和试验评估方法， 更重要的
是， 这意味着我国建立了具有国际适应
性的中国高速磁浮系统核心技术和标准
规范体系， 形成高速磁浮交通系统完全
自主化与产业化能力。”知情人士表示。

多国发力高速磁悬浮

事实上， 作为一种国际尖端
技术， 高速磁浮是当前世界轨道
交通技术的一大“制高点”。由于
高速磁浮拥有“快起快停”的技术
优点，能发挥出速度优势，也适用
于中短途客运。 可用于大城市市
域通勤或连接城市群内的相邻城
市，大幅提升城市通勤效率，促进
城市群“一体化”、“同城化”发展。

此外，高速磁浮采用“抱轨”
的方式运行，列车没有脱轨风险。
牵引供电系统布置在地面， 采用
分段供电， 同一供电区间只能有
一列车行驶，基本无追尾风险。与
轮轨列车相比， 磁浮列车没有传
统的“车轮”，行驶时与轨道不发
生接触，无轮轨摩擦，维护量也更
少，具备全寿命周期成本优势。

没有脱轨和追尾风险

填补高铁和飞机速度空白

中低速磁悬浮也有自身优势

未来，乘坐高速磁浮从北京到上海仅需3.5小时左右。时速600公里
的高速磁浮可以填补高铁和航空运输之间的速度空白， 对于完善我国立
体高速客运交通网将具有重大意义。

磁悬浮列车是
怎么漂浮起来的

不少科普文喜欢用
“同极相斥”来解释磁悬浮
列车的漂浮， 由于列车与
轨道安装的磁体磁极相
同， 列车就在排斥力的作
用下漂了起来。

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
确，想让列车漂浮起来，可
以采用“同极相斥”也可以
采用“异极相吸”。

上海磁悬浮线路是一
个典型的“磁吸型”磁悬浮
列车， 即采用了“异极相
吸”方式。

一般“磁吸型”磁悬浮
列车采用的是“常导磁悬
浮”技术，也被称为“电磁
悬浮技术”。德国是早期采
用常导磁浮技术的国家之
一， 目前中国也在大力的
试验这一技术， 而上海磁
浮线路便是由德国引进。

来看下方这张技术示
意图，1是悬浮和推进用磁
体，2可视为电磁铁（准确
说应该是长定子铁芯电枢
绕组），3为导向和制动用
磁体。

你可以简单的把1和2
想象成磁铁的N和S极，两
者间产生吸力， 使得列车
向上“浮”起来，而3的作用
则是保证列车不会在运行
中与轨道碰撞， 同时可以
对列车进行导向制动。

在这种情况下， 列车
不论是水平方向还是垂直
方向都不会与轨道接触，
从而减少了阻力。

对于这种技术来说，
虽然由于磁铁的存在导致
车辆更重， 但其可以在较
低速的情况下保持车辆漂
浮， 因此在低速磁悬浮线
路上颇受欢迎， 北京的S1
低速磁悬浮列车就是采用
了“磁吸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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