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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近日公布的信息显示，中国将在高速铁路建设上投资两万亿元，建设里程将达到1.8万公里。作

为轨道交通国家实验室（筹）的挂靠单位，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机车车辆整车滚动振动试验台、弓网混

合模拟仿真试验台等设备的西南交通大学，将在时速350公里及以上的高速列车的研发中一展身手，为

高速列车的研发提供专业技术上的全面支撑。 

 

图为西南交通大学机车车辆整车滚动振动试验台。西南交大供图 

 

五角钱的“宴席” 

 

“我们有一次去安徽的一个厂家调研，出来时饿得要命、冷得要命，没有饭馆，只发现一个工地，

工地上的工友很多是四川人。一说是老乡，他们很热情，结果，我们只花了5角钱，吃得很好，而且很

饱，仿佛是那段时期吃得最好的宴席！”回忆为机车车辆整车滚动振动试验台零部件寻找制造厂的经

历，西南交通大学牵引动力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张卫华教授感慨：“那时候真是年轻，冷也不怕，饿也

不怕，硬板凳也不怕，有时候一坐火车就是几十个小时，天南地北到处闯。”“要是现在，交通这么发

达，铁路也提速了，也没有那么多苦吃了！” 

 

苦是苦，可比苦还重要的是当时实验室的负责人、张卫华当时的博导沈志云院士说的一句话：“干

不好，我们是要掉脑袋的！” 

 

张卫华表示，1989年批准立项时，试验台的建设经费是6000万元，“在那时候哦，这笔钱几乎就是

天文数字，大家都知道担子很重，都有一种历史的使命感”。所以，从组织和筹建者沈志云，到参与者

张卫华等一批年轻的教师，个个拼命干，一些人当时被笑称为“拼命三郎”。 

 

说起牵引动力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这个试验台，不得不提到这个试验台的自主知识产权。在试验台旁

边，该实验室副主任曾京介绍，除了配套的液压激振系统外，其他的设备、零部件基本上都是实验室的

组建人员亲自设计的，然后四处寻找厂家制造，最后完成组装，“可以说，我们拥有全部的自主知识产

权”。 

 

不过，这个自主知识产权来之不易。除了设计、制造、组装的不容易，那时候科研团队的组建也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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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困难。张卫华记得，自己好像是学校有史以来第一个免试读博士的，条件是要到实验室干活。“我那

时硕士毕业，已经说好留在力学系任教了。”只不过，他被沈志云用了激将法：“你能不能吃苦，敢不

敢当拼命三郎？”从小在农村摸爬滚打出来的张卫华也不甘示弱，毅然上了这艘扬帆起航的大船。 

 

“那时，设计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没有蓝本，只有几张照片，一切都要靠我们一步一步

走下去。”张卫华表示，当时铁路上跑的机车也就几十公里，可他们设计的试验台的测试速度却高达

400公里，其难度可想而知。 

 

困难归困难，试验台终于在1993年建成，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机车车辆（四轴）整车滚动振动试验

台，而另一个在德国。为了适应我国机车车辆研发的需要，在铁道部的立项支持下，张卫华主持对原有

的试验台进行了改扩建工作。2003年，新落成的试验台和世界上同类试验台想比，成为规模最大、功能

最多、技术最先进、唯一可实现内外轨速差的机车车辆（六轴）滚动振动试验台，标志着中国在铁路机

车车辆试验研究能力方面已经迈入了世界的前列。 

 

这5角钱的“宴席”也许没有人知道，也许没有人提起，但机车车辆整车滚动振动试验台在我国机

车车辆发展中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以及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的殊荣，已经载入我国铁路创

新的史册。 

 

两万亿元的压力 

 

据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沈志云教授介绍，从2004年到2010年，国家批准新建铁路4万公里

以上，总投资达到4万亿元以上。其中，高速铁路的建设里程已从原来的1.2万公里增至1.8万公里，运

行速度将超过现有的世界最高时速——350公里。以京沪高速铁路为例，全程1138公里，原计划5小时到

达，但现在设计希望在4小时抵达，考虑到列车通过大桥、城市等地段的降速，则最高时速将提至380公

里以上。 

 

目前波及全世界的金融危机，已经开始影响到中国，国家需要通过大规模铁路建设来拉动经济，为

此，国务院批复的铁路投资额已经达到2万亿元。 

 

张卫华表示，这么大规模地投资建设高速铁路建设，让他们觉得肩上的担子相当沉重。现有的试验

台还要进行改扩建。因为要测试时速380至400公里的高速列车，测试时的临界速度要高达时速500公里

左右。因为世界上还没有相应的研制工作，毫无经验可以借鉴，因此，他们将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和制

约。 

 

一是要解决与线路的匹配问题。高速列车在高速运行状态下，反映牵引能力的轮轨间摩擦力会减

小，如何突破粘着限制？随着运行速度的提高，钢轨的不平顺对列车激扰加剧，如何解决乘客舒适度问

题和脱轨安全性问题？二是要解决与接触网的匹配问题。即在高速运行状态下，由于振动加剧，会造成

受电弓和电网之间出现离线的情况，无法保证高速列车的电源供应，如何解决，也需要进一步研制。三

是气流问题。即高速列车在运行中，由于空气不仅仅产生越来越大的阻力，而且会扰动列车的运行姿

态，会发生左右摇晃的情况，就像划桨时桨片在水中的运行状况很难把握。 

 

“这些任务很艰巨，我们以前的成绩与现有的要求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需要我们在速度、振动和

稳定性等方面的研究有大的提升，有些技术问题，我们还要与相关单位展开联合攻关。” 

 

不过，有科技部、铁道部等相关部门的支持，张卫华还是满怀信心。据他介绍，在今年上述两部委

联合拨款的支撑项目上，将投入30亿元进行京沪高速列车自主创新。而以张卫华牵头的共性基础研究课

题，其科研经费就达到1.2亿元。 

 

两万亿元，对张卫华所在的牵引动力国家重点实验室而言，这仍然是天文数字，他们感到的是压

力，肩负的是更大的责任。 

 

国家实验室的创新平台 

 

面对未来，张卫华充满信心，这是因为实验室的强大团队，以及此前已经积累的理论基础和实际经



验，“我们这个团队基本上都是土生土长的。”实际上，继2003年之后，今年7月，该实验室在工程与

材料领域国家和部门重点实验室评估结果中，再度被评为优秀。据悉，此次评选优秀率仅为15%。 

 

从实验室的人员来看，固定人员53人中，院士2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3名，教授、研究员38人，副

教授、副研究员、高工12人，博导27名。“老中青三代呈梯队结合，具有强大的战斗力。” 

 

除了人才队伍，实验室建成后取得的一系列成就也是高铁研发的有力保障。十几年来，实验室取得

了十几个重大奖项，包括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项、二等奖1项，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项等。

团队从理论和实践方面为高速列车的研发积累了强劲的实力。 

 

实际上，在2007年10月，中国首个瞄准解决高速铁路需求的“973”项目——高速列车安全服役关

键基础问题研究，已在西南交大立项启动。该项目以列车在高速运行时的安全问题作为主要研究课题，

将为我国高速铁路建设和高速列车安全运行提供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撑。 

 

作为该项目的首席科学家，张卫华表示，与高速列车相对应的是一系列的高标准、严要求。近日，

他新接到的一个课题是关于高速列车舒适度的。该课题将围绕列车车厢的温度、湿度、噪声、振动、照

度、乘坐空间、娱乐设施等展开跨学科的广义舒适度研究。比如刚上列车时，一般人对灯光并不在意，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会对灯光的强弱、颜色等产生反应，这就需要调节，以适合乘客的需求。“这需

要我们把物理、生理、心理等方面结合起来研究，以调整相关的设施，让人乘坐起来感到舒服。” 

 

当然，要解决这些问题并非易事。沈志云表示，列车时速在350公里以上时，其速度每提高10公

里，牵涉到的科技含量等就成倍增加，因此，一定要搞好基础研究。 

 

对于中国高速列车的发展，沈志云说，此前曾有人产生过怀疑。京津高铁正式运行以后，这种怀疑

自然消失了。他说：“我们的列车不能只停留在时速200多公里，在未来，利用真空管道研制时速在600

～800公里的超高速列车也是有可能的。” 

 

为了实现高速列车的技术突破，科技部、铁道部和教育部已经定在西南交通大学筹建轨道交通国家

实验室，这是更大规模、更高水平的国家级创新平台。为了应对持续运行时速350公里、设计时速380公

里的新一代高速列车自主创新的需要，国家实验室将以高速列车为核心，围绕高速列车系统动力学、轮

轨关系、弓网关系和高速列车运行安全等，开展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相信在2012年，时速

350~380公里的高速列车将飞驰在中国大地上，引领世界高速铁路技术的发展，成为我国自主创新的典

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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