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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碳纖維複合材料 減重13%節能逾15%

■「未來地鐵」採用碳纖維技
術，整車減重了13%、綜合節能
15%以上。 香港文匯報山東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丁春麗 綜合報道）昨日，中車四方股份公司（下稱「中車

四方」）研製的6輛編組「下一代」地鐵列車在山東省青島的調試線上完成試跑。該

列車採用先進的碳纖維技術，整車減重了13%、綜合節能15%以上，被業內譽為

「未來地鐵」。下一步，該列車將開赴地鐵線路，開展線路試驗和運行示範。

據「中車四方」副總工程師丁三三介紹，「下一
代」地鐵列車最大的特點是更輕、更節能。其

車體、司機室及設備艙等均使用碳纖維複合材料製
造。與採用鋼或鋁合金等傳統金屬材料的傳統地鐵
相比，該車的車體、司機室及設備艙分別減重30%
以上，轉向架構架減重40%，整車減重13%。

車窗變觸屏 還可播視頻
相比傳統的金屬材料，碳纖維複合材料是根據產
品形狀、受力情況等，通過計算一層層「鋪」起來
的，由於自身結構複雜，其成型工藝難度大。碳纖
維複合材料此前僅被用在列車裝飾部件和少數次承
載部件上。「中車四方」通過與材料供應商聯合研
發，突破了碳纖維大型複雜件結構設計、成型工藝
等關鍵技術，實現了碳纖維複合材料在地鐵列車主
承載結構上的大規模應用。
列車的牽引系統採用了新型高效節能的碳化硅逆
變器和永磁同步牽引電機，車輛更輕、牽引系統更
高效，因此跑起來「更節能」。與傳統地鐵相比，
整車綜合節能15%以上。
車窗變身一面觸控大屏。乘客只需用指尖點擊車
窗，就能在車窗上上網看視頻、瀏覽新聞、觀看電

視節目……與傳統地鐵相比，下一代地鐵列車「更
智慧」。

駕駛全自動 升級「狀態修」
據介紹，該列車設計最高時速為140公里，且運
行全程為全自動駕駛。車輛設置強大的智能監測和
預警系統，實時感知列車狀態，實現在途故障預
警。同時，通過建立「健康檔案」，在列車處於
「亞健康」狀態時就主動介入維護，將傳統的「計
劃修」，升級為先進的「狀態修」，實現智能維
護，提高了車輛的安全保障能力。

新技術減振 新材料降噪
「下一代」地鐵列車首次採用全主動懸掛技術，

能夠探測車廂振動，實時對懸掛系統進行調節，使
其時刻處在最佳的減振狀態，車輛運行更平穩。應
用新型隔聲降噪材料、設備，客室噪聲降低5分貝
以上。車廂更安靜。同時配置智能空調、

智能照明等新型旅客設施，帶來更舒適的乘車體
驗。

車廂可加減 升運營效率
與傳統地鐵相比，「下一代」地鐵列車的適用性

也更強。列車會「變身」，即「靈活編組」，可根
據客流變化，在2節至12節範圍內任意搭配車廂，
降低運營成本，提高運營效率。同時，適應更為惡
劣的運營環境，無論高溫、高寒、高海拔，還是小
曲線、大坡道，列車都能運行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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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丁春麗

「未來地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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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重 重量僅為鋼材的20%到30%

硬度 比普通鋼材硬度高10倍，硬度
僅次於金剛石

安全 耐疲勞、耐腐蝕性突出，可保證
列車在30年「服役期」內不發
生疲勞、腐蝕等失效

耐熱 在惰性氣體中，可耐2,000℃高
溫功功成成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京報》及微信公眾號「雄安發
佈」消息，河北省稀土功能材料製造業創新中心成立大會
18日召開，中心落戶雄安新區。據了解，中心專家委員會
有21名兩院院士。
據報道，創新中心的組建單位河北雄安稀土功能材料創新

中心有限公司，是以稀土領域的六家央企、七家上市公司為
核心股東組建。該公司還聯合60餘家重點企業、高校和科
研院所成立「國家稀土功能材料創新戰略聯盟」，涵蓋稀土
領域70%的重點實驗室、工程研究中心等國家級研發平台。
此外，創新中心專家委員會由60餘名稀土科技、產業等
領域的著名專家和學者組成，其中中國工程院、中國科學院
院士21名，原中國工程院副院長干勇院士擔任委員會主
任，屠海令、張洪傑、嚴純華、李衛和黃小衛五名院士擔任
副主任。

帶動區域經濟 鑄就戰略優勢
稀土作為支撐新一代信息技術、高端裝備、新能源汽車、

機器人、軌道交通、高端醫療器械等先進製造業發展的關鍵

核心材料，正在發揮着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創新中心主任黃
小衛表示，將堅持行業共性技術的研發定位，致力於突破產
業發展急需的短板和弱項，加強創新成果工程化能力，着力
解決行業關鍵材料、關鍵工藝和關鍵設備等工程化方面的難
題，加快技術擴散和產業化應用，提升行業服務能力。
河北省工信廳廳長龔曉峰表示，河北省將積極通過政策、

資金、人才等保障措施確保創新中心的高質量建設，真正將
稀土資源優勢轉化為帶動區域經濟發展的產業優勢，進而鑄
就國家戰略優勢。

建世界級稀土先進製造業集群
報道指出，下一步，創新中心將緊抓雄安新區科技高地的

建設機遇，按照「實體公司+戰略聯盟+專家委員會」的創
新平台組建模式，推動構建創新資源高度集聚、組織結構開
放多元、運行機制靈活高效的新型稀土功能材料協同創新載
體，打造以京津冀為核心，輻射全國的世界級稀土先進製造
業集群，並努力升級為國家稀土功能材料製造業創新中心，
推動中國從稀土資源優勢向產業優勢最終向戰略優勢轉化。

河北稀土創新中心落戶雄安

中國地勢複雜，從東南沿海到東北高
寒、西北沙漠的多樣化環境，給高鐵的設
計帶來巨大挑戰。「以輕量化為核心的綜
合解決方案是解決安全與效能的最好方

案。」丁三三認為，輕量化的方案擺在業界前的有兩條
路：高強度合金材料和複合材料。不過碳纖維材料的批
量化應用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碳纖維複合材料的體
系發展失衡，整個配套的工藝缺乏聯動。」

需找到工藝技術平衡點
中國碳纖維主要應用於航空航天、體育休閒和工業應
用，其中用於體育休閒佔比超過55%，用於航空與汽車
等領域加起來才5%。從技術方面，碳纖維精度和一致性
不高，差異性太大，沒辦法批量化應用。有資料顯示，
2018年，我國碳纖維產能利用率只有30.77%。國產碳纖
維找不到合適的應用領域，軌道交通找不到合適的碳纖
維，丁三三認為，軌道交通應用的碳纖維定位並不高，
但是對結構、工藝的有多樣性要求，這需要應用端與供
應端的磨合，找到工藝技術的平衡點。
從實驗室走到工廠的工程化之路很長。丁三三表示，
創新和吸收要做到位。航空航天、風電、汽車等領域的
碳纖維應用有多年的成熟運用經驗，技術持續發展，在
解決材料、結構設計及製造工藝等方面問題具有借鑒意
義 ■資料來源：搜狐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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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中車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中國中車）下屬的中車唐山機車車輛有限公司
（下稱中車唐山公司）18日在意大利北部工業重鎮都靈
舉行意大利現代軌道交通技術聯合研發中心揭牌儀式。
據介紹，這個全球性的研發中心以中車唐山公司控股

的意大利藍色工程技術公司為依託，旨在進一步推動兩
國在交通領域的技術合作，為當地提供創新交通運輸解
決方案，同時為其他國家提供交通領域技術服務。

意方：料產業鏈受益
中國中車副總裁王軍在致辭時說，成立聯合研發中心

是中國中車與意大利合作共贏、協同發展的又一標誌性
成果，為今後雙方深化交流合作提供了更好平台，將為
意方提供更多就業機會。
都靈工業協會主席達里奧·加利納說，這一中心的成

立將使整個產業鏈受益。中國是推動全世界生產力發展
的重要力量，「一帶一路」建設為意中兩國創造了更多
商機。
都靈市市長基婭拉·阿彭迪諾、都靈所在的皮埃蒙特

大區主席阿爾貝托·奇里奧、藍色工程技術公司首席執
行官穆罕默德·艾德、中國駐米蘭總領事宋雪峰、中國
駐意大利大使館公使銜經濟商務參贊李濱等各方代表約
500人出席當天活動。
藍色工程技術公司創立於1993年，總部位於都靈，

業務涉及軌道交通、汽車、信息技術等領域。2016年，
中車唐山公司完成對藍色工程技術公司的股權收購。

■「未來地鐵」車窗變身一面觸控大屏。圖為一名
乘客用指尖點擊車窗屏幕，嘗試其上網看視頻和新
聞等功能。 香港文匯報山東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