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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8日，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四院”）轨道
所监控大屏上，一列高铁以每小时350
公里的速度通过了赣江特大桥。在此
之前，高铁经过桥梁，时速无法超过每
小时250公里。这一百公里的时速提
升，是铁四院邀请中国科学院翟婉明院
士一起，联合进行技术攻关攻克了难
题。当天，翟婉明院士通过视频接受了
记者采访，讲述院士工作站的成立始末
和正在进行、将要进行的一系列技术攻
关。

大跨度桥铺设有砟轨道
火车过桥不减速

中国的高铁速度早就享誉全球，大
家在享受列车超高速度的时候，有没有
发现：高速奔跑中的它会在特定的地段
减速。这种减速一般出现在通过大跨
度桥梁之前。

为什么过桥要减速？这就涉及到
高铁建设卡脖子的难题了。由于大跨
度桥梁变形复杂，在2018年以前，跨度
在200米以上的高铁桥梁均只能铺设
有砟轨道。

什么是有砟轨道？它是指轨下基
础为石质散粒道床的轨道，传统的铁路
都是有砟轨道。这种轨道的通过时速
低于250公里。而高速铁路大多路段
采取的是无砟轨道，它是当时世界先进
的轨道技术，采用混凝土、沥青混合料
等整体基础取代散粒碎石道床的轨道
结构。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铁四院总
工程师肖明清拿出模型解释。铁路桥
梁随着温度和列车荷载变化，桥梁会有
一定变形，轨道的设计就要适应桥梁的
变形，让两者变形保持一致，才能保证
高铁通过的安全。

翟婉明院士表示：“我们在实验室
里，做成千上万次的模拟实验，得到了
一系列的技术参数，探明了大跨度桥梁
复杂变形对车—轨—桥动力学性能的
影响机制。我们把这些数据反馈给铁
四院。他们通过相关的工程设计来验
证我们的实验结论。”

2018年，铁四院成立了翟婉明院
士工作站，第一个攻克的难题就是昌赣
铁路上的赣江特大桥。这座桥全长
2.156公里，主跨长300米，是国内首座
设计时速350公里大跨度高速铁路斜
拉桥，是世界上首座主跨300米铺设无
砟轨道的大跨度高速铁路斜拉桥。

在监控视频上记者看到，列车过
桥，速度不减，平顺且轻盈。赣江特大
桥之后是商合杭铁路裕溪河特大桥等
一系列大跨度铁路桥的工程。“通过这
些工程的顺利验收和使用，我们和院士
一起，为以后大跨度铁路桥梁轨道设计
提供了技术支撑。”肖明清说。

挑战时速400公里高速
中国速度有了更高追求

2018年翟婉明院士工作站在铁四
院建立以来，明确了双方的合作机制，
针对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的痛点
难点问题，双方团队各自发挥优势，一
系列高速铁路和城市交通难点问题得
到突破。

我国目前的高铁设计时速为350
公里，能不能让高铁跑得更快？翟婉明
院士的回答是非常肯定的。目前时速
更快的成渝中线高铁建设已经启动，这
条高铁的设计时速达到400公里。速
度提升，那么既有的时速350公里的轨
道结构设计荷载、线路平纵断面参数等
关键技术能否适应时速400公里尚不
清楚。

铁四院再次和翟婉明院士及其团
队合作完成了“时速400公里高速铁路
轨道结构适应性研究”，提出的时速
400公里无砟轨道结构关键设计参数
等相关成果，被纳入《成渝中线高速铁
路设计暂行规范》，有力支撑成渝中线
高铁的设计和建造，项目建成后，中国
速度又会被刷新。

轨道交通不仅仅是铁路，轨道交通
也在大型城市的各个角落里。如何降
低地铁运行噪声，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
利益。翟婉明院士提出地铁和轨道的
减震降噪技术设计，也将被铁四院应用
于地铁的设计和施工中，让未来的地铁
噪声小，更环保。

维护出百年高铁
为现有高铁增寿命

目前，我国高速铁路运营总里程数
已经超过4.5万公里。高铁建造时，规
定的使用年限是60年。在高铁长期运

行中，轨道结构动态变化不可避免，保
证庞大的高铁运营安全性，是现阶段的
难题。

高速、重载铁路轨道结构耐久性提
升关键技术由翟婉明院士主持，是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院士团队联合铁四
院在内的多家高校和企业，形成“产学研
用”联合攻关团队，用五个月的时间，完
成项目申报和审批。这个项目，也是院
士工作站第三期的主要攻关内容。

这个项目体量庞大，翟婉明院士也
给铁四院指出了攻关方向：发挥铁四院
多年在铁路检测和监测上的优势，把铁
路的智能运维作为突破重点。“我们的
监控设备、检测技术支撑着这项工作，
智能感知系统反馈数据，然后诊断、评
估，给运维开‘处方’。希望在院士的带
领下，我们的高铁能在60年的使用期内
运行良好，甚至能增加寿命，变成‘百年
高铁’。”铁四院轨道所所长张世杰说。

郭可滢 通讯员曾波

武汉晚报讯（通讯员李佳蔓 实习
生刘可欣）在一个占地面积约30亩、
库存粮食约5万吨的中型储粮库区
内，一个集装箱式的大机器正通过环
流管道输送氮气至粮仓内，制造接近
纯氮的环境，“闷死”吃粮食的害虫。
一家来自武汉的企业通过这种方法实
现了绿色储粮。

22日，从武汉东昌仓贮技术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东昌）获悉，
该公司自主研发既可在常压运行模
式下保湿充氮、又可应用于老旧仓
房的“双工制氮”集成设备，实现对
空气高效的“氮氧分离”“去氧留氮”
作业，以替代药剂的制氮技术实现
绿色杀虫，破解了普通房式粮仓难
以应用充氮技术的难题。该技术在
武汉的粮库试验成功后已在全国多
地的 8 个规模化（每个均超过 5 万
吨）的粮库应用。

武汉东昌总工程师李秀峰介绍，
为了避免害虫吃掉粮食，以往是通过
药剂杀虫，但会对粮库环境造成污
染。“氮气化学性质非常稳定，常被用
作保护气体，比如填充到食品包装袋
中，防止食品腐烂变质。在粮库中推
行充氮保粮技术，既能通过降低氧气
含量杀死害虫，还能保障甚至优化粮
食品质。”李秀峰说。

然而，去年“双工制氮”集成设备
在武汉某粮库试用时，遇到了制约传
统充氮技术的问题。“充氮后才一天，
氮气就漏完了。”李秀峰回忆，由于仓
库漏气现象严重，氧气含量一直降不
到标准浓度。

为解决问题，李秀峰联系到武汉
工程大学，希望对方能够研制一种提
高仓库气密性的涂料。

“我们这个涂料，相当于在仓库
内部形成一个不漏气的膜。”武汉工
程大学科学技术发展院副院长闫志

国介绍，了解企业需求，他们组织团
队针对气密性与环保两大特点进行
攻关开发，用大半年时间筛选原料、
调整配比，通过50多次配方实验，研
制出了理想的涂料，在隔绝氮气类气
体的同时，基本实现无残留、无污染、
无气味。

在武汉粮库完成了“双工制氮”系
统的全库区配置及技术验证工作后，
今年武汉东昌市场与研发人员走出湖
北，几个月时间已将技术推广至河南、
陕西、江苏等地。

“双工制氮”集成设备。 通讯员李佳蔓 供图

用高浓度氮气“闷死”害虫

全国8家粮库用上“武汉造”绿色保粮装备

武汉晚报讯（记者
陶常宁 通讯员曾斯
袁永华 肖熊 张建成）
5月 22日下午2时许，
随着最后一座上跨铁
路转体桥成功转体，历
时月余，武汉地铁前川
线二期顺利完成5座转
体桥施工，为今年通车
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这么重的桥是怎么
转起来的？感觉不可思
议。”21日下午，位于黄
陂横店的第4座转体桥
施工现场，一座长165米
的庞然大物在空中平转，
80分钟的紧张作业，精
准完成65°转身，引来
不少市民纷纷驻足观看。

22日，第5座转体
桥施工现场旁边，同样
有不少附近居民围观。
家住横店街的80岁的
杨友菊对现场记者说，以前去汉口是坐
汽车，自从地铁通到横店后，他们都是坐
地铁出门，等前川线二期通车，他们再去
前川也可以坐地铁了。

据了解，前川线二期工程全长15.35
公里，线路从目前正在运营的横店站向
黄陂广场延伸，由于线路多处上跨铁路，
因此5座上跨铁路的转体桥施工成了控
制工程进展的关键节点。

前川线二期工程建成后将与前川线
一期贯通运营，将给前川、横店、盘龙城
片区居民的出行带来极大便利。

高铁通过大桥保持350公里时速不减速

院士工作站技术攻关让高铁跑得更顺滑

铁路相关轨道模型。 曲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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