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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改变生活

高铁时代
　　

　　在青藏铁路二期勘探、建设期间及之后，中国铁路既有线

六次大提速为人津津乐道。从 1997 年 4 月 1 日到 2007 年 4 月

18 日，中国铁路通过对既有线进行改造，特别是对提速干线的

线桥涵隧、通信信号、牵引供电、调度指挥等行车设备进行大

面积更新改造和技术创新，使得中国铁路从时速七八十公里的

绿皮车时代，迈入了既有线部分区段最高时速达 250 公里的“准

高速”时代。

　　2008 年 8 月 1 日，在北京奥运会即将开幕之际，京津城际

铁路通车运营。这意味着中国铁路迈入了高铁时代。

　　2015 年夏天，有位瑞典朋友在乘坐京沪高铁时录了一段视

频，放到网上就火了。视频的内容，是他将一枚硬币立到高铁

的窗台上，这枚硬币竟然坚持了 8 分钟才倒掉。故事就发生在

京沪高铁南京至常州段。

　　在这段简单的“硬币实验”背后，则是钢轨接头处平直度

工差不能超过 4 根头发丝，这不仅仅是工匠精神的体现，更是

科学技术实力的体现、工艺创新能力的体现。

　　当有人质疑中国高铁是混杂了各国技术的“山寨大集合”

之时，哈大高铁的成功投入运营，有力地回击了此种说辞。

　　2012 年 12 月 1 日正式开通运营的哈大高铁，北起黑龙江

省哈尔滨市，南抵辽宁省大连市，线路纵贯东北三省。其设计

时速 350 公里、营运时速 300 公里。但在通车运营初期，实行

冬季和夏季两张列车运行图，分别按时速 200 公里和时速 300

公里开行动车组列车。但自 2015 年开始，哈大高铁和之后建

成的盘锦至营口高铁，不再实行冬季运行图，而是全部以时速

300 公里运行。原来，在哈大高铁运营的最初三年，特别是冬

季，铁路部门探索研究出了一整套克服季节性冻土影响、控制

高铁冬季冻胀的办法，积累了有效应对恶劣天气的安全运营经

验。从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穿越冻土里程最长的高原

铁路——青藏铁路开通，攻克多年冻土、高寒缺氧、生态脆弱

三大世界性难题，到哈大高铁的开通，铁路建设者已解决了路

基“冻胀”控制技术难题，形成了高寒地区高速铁路成套技术。

　　目前，根据新修订的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2016-2030

年），预计到 2020 年，全国高速铁路将增加到 3 万公里。从寒

冷的北国，到位处天涯海角的海南岛，中国高铁的路轨已经铺

到气候条件、地理条件各不相同的地方。作为全球最大的高铁

路网，中国高铁有着自身的技术优势。

　　除了铁路建设以外，中国在各种公路建设方面，也是“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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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 年 1 月 30 日生于辽宁新民。1964 年毕业于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技术物理系，同年，先后任中国科学院物

理研究所实习研究员、课题组负责人之一。1973 年被

派往英国剑桥大学进修，接触到世界超导研究的最前沿。

　　1986 年，在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IBM) 苏黎世研究实

验室工作的柏诺滋（Bednorz）和缪勒（Mueller）发表

的研究成果，与赵忠贤探索高温超导的思路发生了共鸣。

赵忠贤是国际上最早认识到铜氧化物超导体重要意义的

少数科学家之一。他立刻积极组织团队、创造条件，启

动了铜氧化物高温超导体的研究工作。在那段激情燃烧

的岁月里，赵忠贤带领团队争分夺秒，夜以继日地在实

验室工作，困了就以实验桌为床，或坐在椅子上打个盹

儿，醒了继续做实验。在最紧张的时刻，赵忠贤曾连续

48个小时没有合眼。正是以这种忘我的献身与拼搏精神，

他带领团队利用自己现搭的炉子和测量设备，在简陋落

后的条件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2008 年，赵忠贤探索出一种新思路，进行铁基高温

超导体。2013 年，“40 K 以上铁基高温超导体的发现及

若干基本物理性质研究”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2015

年，在瑞士召开的第 11 届国际超导材料与机理大会上，

赵忠贤被授予 Bernd T. Matthias 奖。未来，其研究成果有

希望用于制备新一代超强超导磁体，有着重大的应用前景。

赵忠贤：激情燃烧的超导物理学家

惊世界殊”的。

　　无论公路与铁路，中国的桥梁建设令世人侧目。6 月 28 日，

世界首座高速铁路悬索桥——五峰山长江大桥北主塔胜利封顶。

之前的悬索桥，从未超越过 10 万吨级。这也使五峰山长江大桥

成为全球第一座高速、重载公铁两用悬索桥，创公铁两用悬索

桥荷载最大、设计速度最快、跨度最大等三项世界第一。总长

6.4 公里，主跨 1092 米的大桥：上层为双向 8 车道高速公路，

设计时速 100 公里；下层为 4 线铁路，设计时速 250 公里。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