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记者走进由北京交通大学、佳讯飞

鸿（北京）智能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共同筹建

的宽带移动信息通信铁路行业重点实验室。

在5G技术的助力下，该实验室开展多项智能

铁路信息通信关键技术研究。

一个是大众化出行的常用工具，一个是

当下热门的新兴技术，当铁路遇上5G会碰撞

出怎样的“智慧火花”？“未来的铁路四通八达，

以‘互联网+’‘物联网+’为推动力，运用5G、

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将提升铁路运输

服务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铁路运转将更加

智慧。”北京交通大学教授钟章队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

智慧出行是发展方向

铁路是国民经济大动脉、重大民生工程

和综合交通运输体系骨干，在经济社会发展

中的地位和作用至关重要。

去年 8 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

司出台的《新时代交通强国铁路先行规划

纲要》提出，到 2035 年，将率先建成服务安

全优质、保障坚强有力、实力国际领先的

现代化铁路强国。20 万人口以上城市实

现铁路覆盖，其中 50 万人口以上城市高铁

通达。智能高铁率先建成，智慧铁路加快

实现。

“智慧铁路是我国铁路建设发展的长

期战略方向，随着国家在铁路领域的持续

规模投入，高铁网络快速发展和普速铁路

技术升级改造，铁路在生产运输各个环节

的智慧化发展得到长足的发展。”钟章队

说。

5G技术代表着互联网科技的一大进步，

而将5G技术运用至铁路运输中，除了可以提

高乘客的旅途体验，也会推动车站数字化和

智能化,提高铁路系统的工作效率。

钟章队介绍，5G的一大优势是大带宽，其

高速率、低时延、高密度的特点大大提高了网

络连接效率。同时，可以与铁路多种场景融

合，发挥更大的优势，提高货运效率、优化客运

服务、改善旅客出行体验。

“铁路通信作为铁路关键基础设施，面临

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势必在智慧铁路建设

上扮演重要角色。”国铁集团工电部通信主管

姜永富说。

智慧铁路正加速走来

今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

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指出，未来，国家铁

路网将由7万公里的高速铁路（含部分城际铁

路）和 13万公里的普速铁路（含部分市域铁

路）组成。

“我国还将率先建成京津冀、长三角、

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城市群城际铁路

网，加快都市圈市域铁路建设，促进干线

铁路、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和城市轨

道交通‘四网’融合发展。”国家铁路局局

长刘振芳说。

未来的铁路四通八达，在5G通信技术助

力下，我国铁路将走进信息化发展的全新阶

段。2019年9月，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

司联合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合作开发的“5G+AI
智慧机务系统”正式投用，这是全球范围内首

次在铁路机车上应用5G技术，对提升机车数

据转储效率，加快铁路科技创新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2019年11月，杭州火车东站5G网络正式

启用，成为国内首个5G网络全覆盖的铁路枢

纽。杭州东站内配备的物流、安防、咨询、零售

等5G智慧应用场景，为枢纽管理和游客带来

全新体验。

记者了解到，在不久的将来，5G技术将在

铁路行业全面推进，其所带来的不仅是通信

质量的提升，还可以使大量人群场景下的高

速上网、随时随地移动支付，4K高清视频通话

体验、超高清多路视频回传等成为可能。此

外，还将催生高速铁路自动驾驶、多种交通方

式无缝换乘和大规模物联网等大量铁路新业

务。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浪潮

推动下，5G、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工业

互联网等智能科技正在与轨道交通行业加速

融合，我国轨道行业也将进入智能发展阶段。”

铁路总公司电务部前主任刘朝英说。

迈入5G时代任重道远

“5G高速率、低时延、高密度的特点会大

大提高网络连接效率，将使旅客无聊的候车

时光充满乐趣。”钟章队介绍说，在列车上、旅

途中可以利用便捷的5G网络进行工作、学习、

了解各地的风土人情。

钟章队表示，利用5G大带宽能力，还可以解

决机车、动车组等大量车载数据下载问题，实现超

大数据量的车地传输，服务于车辆巡检和运行监

测分析。另外，在货运服务中铁路对货物全程全

链条的监测以及编组站的视频监控系统等，都可

以应用5G，来更好地为铁路行业服务。

目前，5G技术正在为我国铁路行业提供

更多更高效的服务，是否表明我国铁路已迈

入5G时代？对此，钟章队认为“下这样的定论

为时尚早”。“5G技术确实正在为铁路行业提

供更多更高效的服务，比如‘5G+AI智慧机务

系统’大大提升了机车数据转储效率，但目前

铁路只是利用了公网中5G的部分技术，来解

决局部的一些问题。然而，这一5G技术并不

是铁路专有的。”钟章队说。

钟章队表示，要想真正建设好智能铁路，

铁路专用的移动通信技术发展至关重要。目

前，现有的铁路GSM-R数字移动通信系统正

在向下一代移动通信系统演进。而基于 5G
技术发展铁路自己的专网（即5G-R），现在还

处于探索研究阶段，5G针对高速铁路的特殊

需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等铁路专网真正能

进入到开放又安全的移动互联网时代，工作

效率会极大提高。”钟章队说。

未来，铁路迈入 5G时代，带来的将是智

能化、数字化的飞速发展。中国高铁在智能

装备方面，以5G通信技术为基础的云计算、大

数据、移动互联、人工智能、北斗导航等新技术

将广泛应用，时速350公里的复兴号动车组实

现自动驾驶也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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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5G 智慧铁路还有多远？
▶ 本报记者 刘琴

第三批服务型制造示范
遴选工作开启

本报讯（记者 于大勇）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通

知，正式启动第三批服务型制造示范遴选工作。此次遴选

的类别包括示范企业、示范平台、示范项目、示范城市等。

根据《关于开展第三批服务型制造示范遴选工作的通

知》，此次申报主体应在我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

格，运营和财务状况良好，近 2 年内（2019 年 1 月 1 日起）未

发生重大质量、环保或安全事故，没有违法行为或涉嫌违

法正在接受审查的情况。

其中，示范企业面向定制化服务、供应链管理、检验检

测认证服务、全生命周期管理、总集成总承包、节能环保服

务、生产性金融服务及其他服务型制造创新模式开展遴

选。申报企业应为具有鲜明服务型制造特点的制造业企

业。申报企业应通过战略规划、组织保障、技术创新、流程

再造、市场拓展、人才培养等措施进行服务型制造转型升

级，并取得显著成效。在本行业或相关领域内，其生产技

术与工艺、服务能力与水平具有一定优势，服务收入占企

业营业收入比重达 30%以上。

示范平台面向定制化服务、供应链管理、共享制造、检

验检测认证服务、全生命周期管理、总集成总承包、节能环

保服务、生产性金融服务及其他服务型制造创新模式开展

遴选。申报平台应为从制造业企业衍生出的服务平台或第

三方专业服务平台（包括应用服务提供商），也可为高校、

科研院所、行业组织等服务机构。

示范项目针对依托产业集群发展共享制造的项目进行

遴选。申报项目应围绕相关产业集群的共性制造需求，建

设共享工厂、共性技术中心，为产业集群内企业提供共享

物流、仓储、采销、人力等服务，促进集群内生产组织效率

提升。

示范城市面向推动服务型制造创新发展有切实举措和

突出成效的城市开展遴选。申报城市应在推动服务型制造

创新发展方面政策举措实、工作力度大、转型成效显著、支

撑体系持续优化，能够为其他城市发展服务型制造提供经

验借鉴。申报示范城市分为工业设计特色类和其他类。申

报工业设计特色类的城市，应拥有一批国家级工业设计中

心，在制造业重点领域设计突破、高端制造业设计人才培育、国

家工业设计研究院创建、工业设计基础研究等方面取得显著成

效，工业设计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成效突出。

据悉，发展服务型制造是提升我国制造业核心竞争力

的重要途径，也是全球制造业的大势所趋。2016 年 7 月，工

业和信息化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发展服务型制造专项行

动指南》，提出了发展服务型制造的 10 个行动方向，为我国

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升级指明了路径。首批服务型制造示范

遴选工作始于 2017年 1月。

2019年9月，搭载5G设备的402号“和谐HXD3D”型大功率电力机车驶入西安机务段机车整

备场，标志着由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合作开发的“5G+AI”铁路

智慧机务系统正式投用。（资料图） 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摄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