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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应朝着总体规划,区域化,局部化的方向发展,逐步建立信息化建设管理体系和智能化运营管理控制体系,使国内城

市轨道交通项目建设成为安全的新骨干。运输方式准时,方便,环保,节能,维修少。作者的多年工作和理论研究经验主要讨论了城市轨道交通工

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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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建设现状 

1.1城市轨道交通机械化建设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一定差距。目前,

国内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中使用的盾构掘进机主要是进口的。 

1.2在用于城市轨道交通的专用系统和设备方面,例如：通信,信

号,AFC等自动控制系统的技术水平与国际相比有一定差距。 

1.3与发达国家相比,城市轨道交通的技术水平存在差距。主要表现为

系统集成能力薄弱,缺乏专业的公司进行全过程管理的工程项目管理,设

计,咨询,施工,运营。 

1.4与发达国家相比,运营管理存在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中国劳动力

较多,自动化程度和信息水平较低。主线上每公里的运营管理人员几乎是

发达国家的两倍。 

1.5在中国城市轨道交通的技术创新中,特别是在新交通系统的研发

中,存在明显的缺陷。 

2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的发展趋势 

2.1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总体规划。当前,国内运输枢纽中 严重的问题

是旅客转乘的不便。主要原因之一是在技术和管理方面缺乏总体规划和统

一设计。目前,中国一些城市已经对城市轨道交通线网系统技术标准和方

案,车场和停车场,主要变电站和通信线路的综合规划进行了专门研究。 

2.2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的区域扩展。目前,在中国一些城市在中心城区

发展城市轨道交通的同时,他们也开始着手编制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

个别城市已开始建设城市轨道交通。 

2.3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与设备国产化。城市轨道交通项目投资规

模巨大,本地化是减少项目投资的重要途径。目前,国内城市轨道交通制造

企业与国际企业合作开发产品和生产产品,提高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降

低了城市轨道交通项目的建设成本。但是,应该更加重视对中国引进技术

的消化,吸收和改进,以实现自主研发和真正国产化,逐步开发关键零部件

以及易损件和消耗品。大大降低工程成本。 

2.4城市轨道交通技术智能信息。智能城市轨道交通系统是城市轨道

交通领域高科技自动控制技术的全面体现。它充分利用了信息传输和自动

处理技术,对提高现有交通设施的利用率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目前,国内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设备系统的技术标准相对较高,但整体整合水平不高。

因此,我国应该对城市轨道交通安全保障体系进行研究,全面发展高度智

能化,集成化的快速事故预防预警系统和安全疏散救援系统。 

2.5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中的环境保护与节能。的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发

展必须重视生态建设协调,资源综合利用等重大问题。生态城市的建设对

城市轨道交通的相关设施(如风井,入口和冷却塔)提出了更高的环境要

求。为了使城市轨道交通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城市轨道交通应加强环境

保护和节能研究,在技术装备和管理过程中要协调安全,环保,节能和低维

护之间的关系。另外,在建设集约化社会的要求下,如何节省建设投资和运

营成本也是非常重要的任务。 

3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建设发展的管理策略 

3.1加强宏观层面的领导和管理,建立国家层面的领导和协调机构,并

与规划,技术和运营部门合作,协调城市轨道交通发展中的主要技术问题。

在借鉴,吸收和吸收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的发展

规划和实施方案,明确城市轨道交通发展战略的相关产业政策,技术政策和

建设标准,并制定相关的政策。适时出台法律法规,加强对城市轨道交通建

设行业的监督管理和组织协调,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快速,有序,健康发展。 

3.2加强技术研发,提高产业水平。开展城市快速轨道交通系统成套技

术研究,提高中国城市轨道交通总体技术水平,完成产业技术跨越,打破国

外技术垄断,促进产业发展。城市轨道交通管理部门,研发机构和经营者应

当密切配合,就技术开发项目的建立,筹资,研发,鉴定和知识产权管理达

成一致,促进技术开发项目的有序,高效管理。 

3.3促进技术整合,加强协同管理。技术集成是技术创新活动的一种

形式,是解决城市轨道交通发展过程中技术创新问题的快速有效途径。这是

一种创新的方法,可以通过系统集成方法评估和选择合适的新技术,并

将新技术与城市轨道交通的现有技术集成在一起,以推出新产品和新工

艺。技术集成的过程管理着重于新旧技术的集成,其核心是所有相关方的

协同管理。 

3.4加强技术联盟的管理。技术联盟将通过共同的研发信念将联盟中

的研发人员紧密联系在一起。它已成为新技术和新产品开发的 新方式。

随着国际化进程的发展,为了完成城市轨道交通中一些高投入的技术研发

项目,有必要与国内城市,国外机构或企业结成技术联盟,进行技术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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