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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为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国务院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

改革的方案》等提出的任务，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启动实施“先进

轨道交通”重点专项。根据本重点专项实施方案的部署，现发布

2018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本重点专项总体目标是：创新“以我为主、兼收并蓄”原则

下的国际化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模式，到 2020 年，在轨道交通系统

安全保障、综合效能提升、可持续性和互操作等战略方向形成包

括核心技术、关键装备、集成应用与标准规范在内的成果体系，

满足我国轨道交通作为全局战略性骨干运输网络的高效能、综合

性、一体化、可持续发展需求，并具备显著的国际竞争优势，支

撑国家“十三五”发展战略全面实现。到 2020 年，我国要具备交

付运营时速 400 公里及以上高速列车及相关系统，时速 120 公里

以上联合运输、时速 160 公里以上快捷货运和时速 250 公里以上

高速货运成套装备，满足泛欧亚铁路互联互通要求、轨道交通系

统全生命周期运营成本降低 20%以上、因技术原因导致的运营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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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事故率降低 50%以上、单位周转量能耗水平国际领先、磁浮交

通系统技术完全自主化的技术能力。 

本重点专项按照轨道交通系统安全保障技术、系统综合效能

提升技术、系统可持续性技术、系统互操作技术 4 个创新链（技

术方向），共部署 10 个重点研究任务。专项实施周期为 5 年

（2016-2020 年）。 

2016 年，本重点专项在 1 个重点研究任务已启动实施 2 个项

目。2017 年，本重点专项在 1 个重点研究任务已启动实施 1 个项

目。2018 年，本重点专项拟在 2 个重点研究任务启动 2-4 个项目，

拟安排国拨经费总概算 1.125 亿元。项目配套经费总额与国拨经

费总额比例不低于 3：1。 

项目申报统一按指南二级标题（如 1.1）的研究方向进行。除

特殊说明外，拟支持项目数均为 1-2 项。项目实施周期不超过 3

年。申报项目的研究内容须涵盖该二级标题下指南所列的全部考

核指标。项目下设课题数原则上不超过 5 个，每个课题参研单位

原则上不超过 5 个。项目设 1 名项目负责人，项目中每个课题设

1 名课题负责人。 

指南中“拟支持项目数为 1-2 项”是指：在同一研究方向下，

当出现申报项目评审结果前两位评价相近、技术路线明显不同的

情况时，可同时支持这 2 个项目。2 个项目将采取分两个阶段支

持的方式。第一阶段完成后将对 2 个项目执行情况进行评估，根



   — 3 — 

据评估结果确定后续支持方式。 

1.高速铁路成网条件下铁路综合效能与服务水平提升技术 

1.1 高速铁路成网条件下铁路综合效能与服务水平提升技术 

任务目标：研究解决高速铁路成网条件下运输需求、服务模

式与运力配置的协调机理这一重大科学问题；攻克基于全网运力

资源配置与大数据应用的路网运输组织重大技术瓶颈，形成包括

铁路综合效能与服务水平提升理论与方法体系、“更安全、更可靠、

更高效、更便捷”的运输组织成套技术及标准规范、面向路网的

运营与服务协同决策支持平台在内的适应铁路运营战略转型需要

的新型铁路运输组织工程技术体系。 

重点研究内容：高速铁路的社会经济影响机理与定量分析评

估理论；高速铁路成网条件下铁路客货运服务模式设计与资源配

置技术、铁路客货运效益与服务水平提升技术、铁路网运营综合

保障技术、面向路网的运营与服务协同决策支持系统。 

总体考核指标：基于既有铁路基础设施和载运装备条件，通

过新型铁路运输组织工程技术体系的实施，实现繁忙通道铁路运

输能力提高 10～20%；客运旅行速度提高 10%以上，动车组运用

效率提高 10%以上；货物运到期限兑现率达到 85%以上，通过示

范工程验证。研制的决策支持平台满足泛欧亚铁路互联互通运营

的功能动态组合需求，支撑铁路“走出去”战略从装备和建造技

术输出拓展到运营管理技术在内的全系统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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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速铁路成网条件下铁路客货运服务模式设计与资源

配置技术 

研究内容：研究高速铁路的社会经济影响机理与定量分析评

估理论；研究解决解决高速铁路成网条件下运输需求、服务模式

与运力配置的协调机理这一重大科学问题；研究高速铁路成网条

件下铁路客货运需求预测、面向多元运输需求的客货运服务模式

设计、运输通道能力利用模式设计、集疏运一体化网络设计以及

运输通道与枢纽运力资源配置等关键技术。 

考核指标：形成高速铁路社会经济影响评价指标体系与定量综

合评价方法；形成铁路运力资源配置与运用全局优化、精细化控制

理论方法；形成多元运输需求预测、运输通道和集疏运能力配置与

运用、铁路客货运服务模式设计与定量评估等关键技术；建立适合

中国国情并具有国际普适性的高铁成网条件下客货运服务与运力

资源配置模式集合以及相应的技术标准，在铁路基础设施配置条件

不变条件下实现繁忙通道铁路运输能力提高 10～20%；完成可对项

目各项功能和性能指标进行验证评估的应用示范工程。 

（2）铁路客货运效益与服务水平提升技术 

研究内容：揭示铁路运输全过程多粒度时空服务网络耦合特

征及提效机制，研究铁路运输全过程网络化能力运用与需求-能力

动态适配理论；研发适应多服务模式和复杂路网结构的谱系化客

运产品设计、多种运输方式客运组织协同、跨国界/跨区域轨道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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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互联互通客运组织、旅客列车开行方案与列车运行图集成化协

同编制等关键技术；研发适应多服务模式和复杂路网结构的谱系

化货运产品设计、集装化运输组织优化、铁路货物运到期限保障、

货物智能装载与运送安全保障、高铁快捷货运全程作业组织优化

等关键技术。 

考核指标：形成多服务模式下铁路客货运产品体系设计与实

现关键技术体系；研制适应谱系化客运产品体系设计的旅客列车

开行方案和运行图一体化编制系统，研制货物运输全过程计划平

台系统；建立集装化用具及配套设施、货物智能装载与运送安全

技术标准规范；通过示范工程验证，在既有基础设施和载运装备

条件下，客运旅行速度可提高 10%以上，动车组运用效率可提高

10%以上，中小节点服务频率提高 20～50%；货物运到期限兑现

率可达到 85%以上；完成可对项目各项功能和性能指标进行验证

评估的应用示范工程。 

（3）铁路网运营综合保障技术 

研究内容：揭示路网图定能力保持要素及其相互作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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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列车群状态推演与风险评估技术、基于状态预警的应急处置与

运维支持技术；研制面向路网基于大数据的铁路运营与主动安全

保障系统。 

考核指标：形成路网图定能力动态分析、评估、预警与运维

资源动态配置理论；形成需求侧导向的新型调度指挥、铁路运维

协同优化、体系化铁路主动安全保障技术；实现对铁路运输全过

程计划、监控和调度指挥一体化；由安全事件造成的列车延误率

降低 20%；完成可对项目各项功能和性能指标进行验证评估的应

用示范工程。 

（4）面向路网的运营与服务协同决策支持系统 

研究内容：研究铁路运输全网全程多源异构多模式信息共享

与集成应用技术、运营与服务导向的大数据构建/挖掘/运用与多

层多粒度互操作技术；研究面向客货运营与服务过程的智能化辅

助决策技术、异构信息系统群功能融合与协同决策技术、满足泛

欧亚铁路互联互通运营与服务需求的系统模块化定制技术；构建

面向路网运营与服务的协同决策支持平台。 

考核指标：形成面向运营与服务的跨部门、跨专业信息共享

与集成应用技术；研制承载新型铁路运输组织工程技术体系的全

路网运营与服务协同决策支持平台系统；研制满足泛欧亚铁路互

联互通运营需求的功能模块，实现功能动态组合的要求，具备支

撑铁路“走出去”战略由装备和建造技术输出拓展到运营管理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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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在内的全系统输出技术能力；完成可对项目各项功能和性能指

标进行验证评估的应用示范工程。 

2. 基于动态间隔的运能可配置列车运行控制系统技术 

2.1 基于动态间隔的运能可配置列车运行控制系统技术 

任务目标：攻克基于空天地多源信息融合的列车定位、进路

控制、信息多径传输与控制、动态间隔配置、制动及安全防护、

运能动态配置等关键技术；研制列车运行间隔可动态配置、具有

小型化和低密度轨旁设备和具有高可维护性的新型列车运行控制

系统，满足承担国防安全功能的西部和边远地区低密度稀疏铁路

运输路网的安全、高效运营和持续能力保障的需求。 

重点研究内容：适应稀疏低运能路网低成本建设运营需求的

运能可配置列车运行控制系统关键技术；基于多源位置信息融合

定位的可动态配置列车追踪间隔的新型列车控制系统。 

总体考核指标：形成适用于广域稀疏路网高安全性的具有空

天车地一体化、多信息融合定位、动态间隔控制的新型列车运行

控制系统成套装备、仿真测试验证平台、产业化平台；在我国西

部和边远地区典型稀疏铁路网线路上进行系统覆盖总里程不少于

100 公里的应用示范验证。 

（1）稀疏低运能路网列车运行控制系统关键技术 

研究内容：研究车载高可靠安全计算技术；研究列控系统可

测性设计技术、智能故障分析与诊断算法及运维决策支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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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制通用型车载高性能安全计算平台；研究控制设备一体化和小

型化技术；研究支持多传输模式的高可靠无线数据传输技术及低

传输质量下数据恢复技术；研究列控地面设备虚拟化及快速动态

重构与配置技术及车载设备适配技术；研究列控系统动态间隔配

置技术及基于运能动态配置的智能综合调度技术。 

考核指标：适用于我国西部和边远地区稀疏铁路网的运能可

配置列车运行控制系统关键技术验证平台及工程化样机系统、系

列设备标准和在我国西部和边远地区典型稀疏铁路网线路上进行

系统覆盖总里程不少于 100 公里的应用示范验证。 

（2）基于位置信息融合的可动态配置列车追踪间隔控制系统 

研究内容：研究支持车车通信的车载设备主动安全防护技

术，基于空天地多源信息融合的列车定位技术和列车完整性自检

测技术。研究基于列车追踪间隔动态可配置的移动授权生成技术

及故障安全防护机制；研究与列车追踪间隔动态可配置机制相适

应的列车安全制动模型及安全防护技术。研制新型列车运行系统

成套装备、仿真测试验证平台。 

考核指标：安全设备满足 SIL4 级安全完整度等级要求；系

统可用度达到 99.999%；适应运营时速 80 至 250 公里；列车运行

追踪间隔可动态配置，列车定位误差小于 5 米，最小列车追踪间

隔不大于 3 分钟，在我国西部和边远地区典型稀疏铁路网线路上

进行系统覆盖总里程不少于 100 公里应用示范验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