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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智轨”列车试乘当
天，记者体验到了无人驾驶技术
的运用，但冯江华则告诉记者，现
在还未实现无人驾驶，要有完整
的法律法规和技术保障。

冯江华表示，从目前来看，
“智轨”列车还不太适宜无人驾
驶，“司机比高铁司机要求更高。
因为高铁是一个快速的封闭的通
道，智轨则是一个复杂环境，车与
人在混合环境下会产生很多风
险。”

他表示，希望以后用车的城

市市民能为车辆让出一个安全快
速的运行通道。如果能保证车辆
的绝对通行无阻，未来的无人驾
驶就没问题。而在目前情形下，
公司在研究主观防范安全问题的
技术。

据悉，目前，“智轨”列车实现
的是司机辅助驾驶，之后马上会
在新车上实现自动识别、感知、驾
驶的部分功能。所谓的辅助驾
驶，其实就是自动驾驶+人工驾
驶，即大部分情况下是自动驾驶，
司机只控制速度和制动。特殊情

况下，人工能干预驾驶。比如在
没有虚线的情况下或者有岔道，
遇见新的路况，列车可直接选择
人工模式开出去。再比如，傅萃
清举例称，如果遇到极端天气，把
地面上的白线盖住了，肯定会影
响车辆感应，那就会降为人工驾
驶。

张俊林则介绍，“智轨”列车
的司机都是经过公司专门培训，
需要轨道交通方面的专业驾照才
能上岗。目前车行驶时必须有司
机在，但不排除未来不需要。

冯江华透露了自动驾驶的预
期时间表：“今年列车会实现自动
循际的功能，将来实际驾驶的时
候只要简单地给一个运行的指
令，列车就会按照虚拟轨道运行；
明年要增加ATO防护功能和前后
防碰撞的预警相关功能，同时还
会实现声音警示等主动安防功
能；2019年以后会实现半自动驾
驶和实现ATO的运行；2020年毫
无疑问，作为一个道路运输工具，
希望率先实现全自动驾驶功能。”

（澎湃）

全球首列“智轨”列车湖南试运行

据澎湃新闻报道，
10月23日，由中车株洲
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
司自主研发生产的“智
轨”列车，在湖南株洲市
区的神农大道上试验运
行。我国首条智能轨道
快运系统示范线一期
工程完成基本建设，启
动线路匹配测试和试
乘。这标志着首列采用
虚拟轨道跟随控制技术
的“智轨”列车实现上路
运行。

据了解，首批服务
于体验线的“智轨”列车
共有 3列，预计明年正
式上线运营。

今年 6 月初，中车
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率
先发布了创新型城市轨
道交通产品——智能轨
道快运系统。无轨运
行、建设成本低、施工周
期短、运载能力大、节能
环保……“智轨”列车颠
覆了人们对城市交通的
传统认识.那么，它到底

“智”在哪里？
记者在当天试乘过

程中看到，列车运行时
驾驶室里虽然有司机，
但司机全程无需触碰方
向盘，属于“无人驾驶”
状态。司机需要做牵
引、制动、主动安防以及
对列车行驶方向进行辅
助操作。比如在有其他
车辆进入自身轨道时，
司机需进行鸣笛示意。
而列车在进行换道、转
弯时，司机无需手动操
作，列车可自动完成并
发出蜂鸣声预警。此
外，试乘全程车速保持
匀速平稳，较周围小轿
车略快，全程未停泊，一
路绿灯。

该车辆是如何实现
自动驾驶的？在车速
匀速、一路绿灯的背后
有何秘密？列车的成本
有多高？记者在试乘现
场采访到多位权威专
家，为你一一解答这些
问题。

这列“智轨”列车的车身由3
节绿黑相间的车厢组成，车长
31.64 米、宽 2.65 米，最大载客数
307人，最高时速70公里，无需铺
设有形轨道。试乘中，记者感觉
不到任何噪声，行驶至拐弯处时，
转弯半径与普通公交车相当。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
限公司城市基础设施事业部副总
经理张俊林告诉记者，之所以试
乘时一路下来感觉整个路况很畅
通，是因为列车有一个强大的通
信系统，在快到红绿灯路口时，会
马上发出指令，提出优先口令，红

灯马上就会变成绿灯，保障列车
优先通行，同时保证运行速度。
此外，“智轨”列车采用双车头设
计，省却了掉头的麻烦。

张俊林表示，“智轨”列车强
调的是一个系统。“这不是单独一
辆车，而是包括基站、通信、网络

在内的大系统，相当于有一个大
脑在控制。”他介绍，“智轨”列车
的所有信息都会通过主基站发出
指令，在经过的路口还安装有相
关设备，列车通过控制设备提出
优先需求，相关设备会给红绿灯
指令，使其变色。

张俊林介绍，“智轨”列车所
使用的磷酸铁锂电池是一种快充
模式的电池，站台是一个充电
点。列车进站之后充电10分钟就
可以跑25公里，基本满足了常规
的公交线路以及轨道线路的需
求，不需要过多布局线网和充电

站。而对于列车本身电池的续航
能力，张俊林表示具体和路况、列
车服务有关，大概充一次电能跑
50多公里。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冯江
华则对未来电池的发展作出了预

估。他表示，到 2020 年，当电池
的充电能力达到现在的 8 倍，甚
至15倍时，可能5分钟、甚至3分
钟就可以满足 25 公里的需求，

“电池提升之后，对整车的运行能
力将起到关键的支撑作用。”

而对于将电作为主要动力源

的“智轨”列车，在用电量的表现
上也有经济性。据中国中车首席
技术专家陈文光介绍，“智轨”列
车能够节约30%的用电量，一般
一列电车一年电费132万元，按此
计算，“智轨”列车替代后一年可
节约40万元的费用。

张俊林介绍，“智轨”列车的
成本相比于其他同类运输工具非
常小，“一般地铁的单公里建设成
本要达4-7亿元，轻轨是1.5亿元，

‘智轨’列车的成本只有 4000 万
元，还不到地铁的十分之一。”

据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
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傅萃清
透露，目前位于湖南省株洲市的
智轨列车示范线造了 3 公里，仅
投资了 9000 多万元。也就是单
公里建设成本降低到了 3000 万

元左右。
此外，据冯江华介绍，从投资

角度讲，“智轨”列车可大大降低
既有中运量运输系统的投资，原
本轨道交通的投资是目前智轨列
车的2倍以上；同时，“智轨”列车
的车站等配套设施更加齐全，比
普通公交车站完善很多。甚至
于，若某城市还在某一发展阶段
难以承担“智轨”列车既有成本，
还有简配版可以考虑。

据张俊林称，目前全国已有

70多个较大规模城市在对接“智
轨”列车项目。这些城市都有在
规划轨道交通，但出于成本、城市
规划、时间周期等因素，很多都没
有正式实施，目前绝大部分还是
以公交车为主。

他认为，对于大城市而言，可
以在将地铁作为大运量人流输送
工具的基础上，将“智轨”列车作
为中运量的输送工具，公交车作
为支线输送，自行车作为最小的
灵活性的出行。而对于小城市而

言，可把“智轨”列车作为主干线
大运量的需求，公交作为支线的
需求，自行车作为灵活性的出
行。“我们也正在思考是以大城市
支线为主，还是以小城市主干线
为主，还是以特殊城市观光线为
主，目前都在规划中，还没有明确
定论。”

目前，已确定的是“智轨”列
车已在广东省韶关市落地，据张
俊林透露，预计明年可在当地乘
坐到“智轨”列车。

可对信号灯发出信号，让其“由红转绿”

充电10分钟运行25公里，未来甚至只需要3分钟

.造价不到地铁的十分之一，适合中运量运送

无人驾驶现在能完全实现吗？还需要相关法律法规与技术保障

“智轨”列车驾驶室

“智轨”列车在湖南株洲试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