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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张小明 龚政

10 月 21 日，第十二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轨

道交通产业技术创新专业赛半决赛项目名单已

在湖南省科技厅、株洲市科技局官网公示，这场

轨道交通领域的“巅峰对决”即将上演。

这些参赛项目的创新技术特点将为该行业带

来那些改变？近日，记者跟随市科技局负责人深入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与入围半决赛的 8

个项目团队负责人深入交流，了解轨道交通领域

头部企业的研发方向与进展。这些项目研发虽始

于轨道上，但可应用到多个方面，通往“四方”。

赛事期间，市科技局联合本报，对优质项目进

行解读与推荐，扩大参赛项目影响力与关注度。

★为混动机车驶向欧洲
项目名称：满足一带一路运用要求的混合动

力调车机车
本项目紧密围绕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充分

利用国内外先进技术力量和资源，确定合理的总

体参数，完成满足“一带一路”欧洲区域运用要求

的调车机车研制及认证，实现“安全、便捷、高效、

绿色、经济”的产品技术平台搭建，助力全球轨道

交通互联互通，提升我国轨道交通产品品牌形

象，形成中国装备“走出去”示范效应。

欧洲区域调车机车主要采用纯内燃驱动，运

用时对周边环境造成较大影响。本项目结合行业

发展趋势，利用动力电池高安全性、高能量密度、

轻量化优势，采用更高效牵引变流系统、牵引电

机等技术路径实现节能减排，实现“接触网+动

力电池”的混合动力调车机车装备制造，解决欧

洲对柴油机组排放要求的提高和能源危机的担

忧问题。

★为人工智能安装“慧眼”
项目名称：基于人工智能的自适应焊接技术

研究及工业应用
围绕制造过程工艺知识的“机器人-工艺”

系统动态交互机理与控制，通过深度融合人工智

能技术，开发针对大型焊接部件的智能化焊接技

术，突破多机器人任务规划与协同及焊接作业中

的 6 项关键智能工艺制造技术，开发工艺大数据

智能模型，细化控制焊接过程并实现焊接参数的

实时调整，完成物料智能识别、焊接智能编程、柔

性工装智能装夹、焊接工艺智能决策、焊接过程

自适应调控、焊后质量检测及智能评判，实现焊

接全流程的智能控制。

该项目团队长期从事轨道车辆车体制造技术

研究，承担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高铁白车身

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完成了轨道交通车辆部件

的整套自动化机器人焊接产线，为首个具备完整

智能制造要素的全流程、自动化系统。突破了机器

人作业过程中的任务规划与协同、视觉在线检测

与测量、自适应力控制等共性关键技术。

★为机车运行保障“温度”
项目名称：机车热保障系统健康管理
自首套系统开发以来，机车热保障系统健康

管理对热保障设备（牵引风机、冷却塔等）的运行

状态实现了实时监测和故障诊断、故障预测，实

现了机车智能化、机务智慧化、检测高效化。

机车热保障系统通过采集系统的多元参数

（风速、振动、温度），可建立风道堵塞、偏磨损坏、

轴承缺油、轴承烧损等与之诊断模型，自动判断

设备状态及健康程度，并基于数据分析结果进行

维修指导和设计优化，减少故障检测和定位时

间，避免机破等重大故障的发生。

此外，该项目还开发了全链条的硬件设备及

全时空的分析软件，其开发经验可推广至空调及

其他子系统进行智能化转型发展，并指导部件厂

商优化产品质量，提升用户的维保水平，降低全

寿命周期维护成本。

★为氢能开发提供容量
项目名称：氢能轨道交通大容量金属固态储

氢系统
基于金属固态储氢材料高体积储氢密度、高

安全性的特点，研发人员开展大容量金属固态储

氢系统研究，对于提升氢能轨道交通车辆等车载

储氢量和续航里程，提升产品竞争力，拓展市场

空间，推动氢能源动力系统在交通领域的示范应

用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项目团队掌握了氢能源系统集成等研

发关键技术，具备高储氢密度、高安全性等突出

优势，不仅适用以氢能轨道交通车辆等为代表的

重型车辆供氢需求，还能满足氢能源牵引车、搅

拌车、自卸车和叉车等重型道路车辆供氢需求，

契合湖南省工程机车产业优势。同时，可开发满

足公路运输要求的车载移动式供氢系统，为省内

企业和高校开展氢能源技术研究，提供安全、便

捷、低成本的氢能储运加服务。

★为系统检测实时“监控”
项目名称：重载机车车钩力智能在线监测与

诊断系统开发及应用
机车车辆的脱轨、脱钩和钩缓装置的结构失

效问题，均与重载列车的纵向冲动有着密切的关

系，同时也集中体现在中部机车的车钩力幅度变

化上，现有的车钩力测试模式寿命周期短，数据

量不足，主要在特定场景下的试验应用，且装置

与钩缓系统的检修兼容性较差，造成监测不便和

效果达不到预期等缺陷。

本项目针对重载机车车钩力的实时监测需

求，进行了全寿命周期的新型监测技术开发及应

用,在世界轨道交通领域，首次实现车钩力监测

在机车全寿命周期的应用,克服了以往车钩力监

测装置，因受钩缓拆卸检修的制约，只能在特定

条件下，对车钩力进行试验性考核的问题，满足

了机车全寿命周期的车钩力监测需求，使钩缓系

统故障的在线检测和诊断工程化成为可能，从而

对不同运输路径和操控模式下实际车钩力进行

实时监测，进一步提高列车运行安全性。

★为规模运输再添动力
项目名称：系列化动力单元大功率交流传动

电力机车组研究与应用
铁路重载运输是我国大宗货物、煤炭运输的

主要方式，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处于相当重要

的地位，作为重载运输牵引的动力，机车装备尤

为重要。

本项目以四轴动力单元为基础的模块化设

计方法，开发系列化动力单元大功率交流传动电

力机车组，解决重载运输牵引定数的功率匹配难

题，减少司乘人员配置、降低运营成本，实现我国

铁路牵引装备的高质量发展。

项目的研发，刷新了全球电力机车单机功率

和起动牵引力的纪录，构建了动力单元大功率交

流传动电力机车组产品平台，构建了基于大数据

和神经网络的集智能驾驶技术、智能运维系统和

智能诊断技术为一体的重载机车智能系统，创了

基于主动安全和被动安全的两万吨重载列车安

全保障技术体系。

与国内外类似电力机车相比较，该项目单机

功率最大、牵引力最强、牵引吨位最大、重载安全

体系最完善、智能化程度最高，已达到国际领先

水平。

★为降低噪声拓宽途径
项目名称：轨道交通车辆噪声主被动融合控

制系统
对于高速行驶的列车来说，降噪是世界级

难题之一，每降低一个分贝，难度呈几何级上

升。而本项目针对轨道车辆大空间非稳态宽带

噪声控制，研发了一种适用于吸收低频宽带噪

声的新型降噪装置，使列车客室内低频噪声降

低 3dBA。

研发人员采用模拟退火算法和多通道自适

应前馈有源控制方法，实现司机室低频段平均有

源降噪 3dBA 以上，解决了车辆有限重量和空间

约束下低频声波控制的难题。该项目所有专利成

果已成功应用于动车组、地铁、机车等 40 多个工

程项目，其轨道车辆空调风道降噪装置，可以在

风道有限的设计安装空间里，实现对宽频噪声的

高效吸收，攻克车辆有限重量和空间约束下低频

声波控制的难题，保障整车噪声水平优于国内外

竞争对手。

针对轨道交通车辆、工业厂房和建筑等领域

普遍存在的、频谱特征显著的噪声源和降噪需

求,项目团队设计、生产系列化、标准化的噪声主

被动融合控制系统,建立相应的选购、安装和施

工体系，气开发的降噪系统及装置可应用至工业

厂房、发电站、特高压变电站、地铁站台、大型会

议厅的噪声控制。

★为驱动技术推陈出新

项目名称：新一代轨道交通高效驱动系统
技术

本项目旨在通过对转向架、牵引电机、牵引

系统、冷却系统、悬挂系统、走行部监测系统、试

验平台进行突破性创新，最终搭建新一代基于高

效驱动系统技术的走行驱动系统平台，助力城市

轨道交通走行驱动系统升级换代、占领新一代轨

道交通走行驱动系统技术领域高地、引领走行驱

动系统技术未来的发展，目前已完成样机试制，

正进行试验验证。

团队负责人介绍，此项目采用世界首创的架

悬式永磁直驱轴箱内置转向架，研制了新型联轴

器和高转矩密度永磁直驱电机，对走行驱动系统

集成创新。不仅突破逆变器供电模式下开关频

率、电机工作频率与牵引电机固有频率之间的匹

配设计、基于智能感知的主动悬挂控制等技术，

还通过实时仿真、虚拟试验技术将试验验证环节

前置，搭建更安全、低能耗、低噪声、低维护成本、

高系统集成的新一代轨道交通高效驱动系统技

术平台。

眼下，项目研制成果已运用于广州 12 号线

智慧列车、宁波 3 号线二期示范车项目，后续将

在不同市场重点推荐该新一代轨道交通高效驱

动系统技术平台产品，预计每年至少可产生 10

亿元销售额。

始于轨道 用于四方
解析中车株机“国赛”项目八大新技术

中车株机生产的混合动力调车机车。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