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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4 年度拟推荐中国铁道学会科学技术奖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
名称

铁路沿线安全多源感知综合监测系统

完成
单位

南京派光智慧感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完成
人

1曹玉龙，2侯文玉，3狄威，4赵丽建，5张杰，6徐伟昌，7蔡海文，

8宋国亮，9吴文广，10贾跃军，11贡照华，12夏宝前，13胡细东，14

成明华，15陈晓冈，16潘振华，17李阳，18蒋浩,19诸叶刚,20叶青，

21张序潭，22蒋肖锋，23高涛，24吴国强，25王列伟

拟
推荐
等级

一等奖

项目

简介

本项目自 2015 年起，历经近十年的科技创新与实践，研发了具有
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铁路沿线安全综合监测系统”，实现了铁路沿线
各类安全风险的实时监测，融合铁路“工务、供电、电务”等各分工
专业需求，研发一体化平台，打破信息孤岛，构建面向铁路“安全”
和“效率”的态势感知系统，保障铁路运行安全。

项目以分布式光纤传感技术为核心，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
进技术，构建了铁路沿线安全状态感知神经。攻克了基于铁路沿线既
有光缆的长距离、多参量、分布式安全综合监测关键技术；首创了隧
道安全监测与照明设备融合的技术方法与工程实现路径，填补行业空
白；突破了大范围、长距离铁路超视距运行环境协同感知的难题；提
出了以光纤传感为主、多种技术融合的多源感知方案，建立了铁路沿
线安全综合感知网络体系，研制了成套感知技术及装备，实现外部人
员、地质灾害、基础设施、外部环境等多风险要素的在线协同感知；
构建了专业融合、技术融合的铁路沿线安全综合监测平台，实现对铁
路各类安全风险的主动防控。

项目成果在金温高铁、杭台高铁、敦白高铁、京沪高铁、沪蓉线、
等多条高铁、普铁及城轨线路得到应用，系统覆盖铁路（轨道）线路
里程超 1000 公里。实践证明系统运行稳定可靠，累计报警安全风险事
件百余起，实现了对铁路外部环境风险、地质灾害、基础设施状态的
全天候实时监测、智能识别、精确定位和自动报警，有效提升铁路运
营安全和智能化运维水平，减少巡检人员投入，降低劳动强度，取得
了显著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

本项目获得授权 PCT 专利 2 项、发明专利 28 项、实用新型专利
38 项，软件著作权 75 项，发表论文 18 篇，企业标准 6项；相关成果
获江苏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上海市科技发明奖一等奖，中国专利奖
优秀奖。有力促进了行业科技进步，推动行业由“定期检测”向“故
障修”、＂可预见性维修＂发展，在铁路安全监测与运营保障领域具有
重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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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名称
五峰山长江大桥运营期线桥关键参数研究

完成

单位

江苏省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高速铁路有限公司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淮安高铁基础设施段

完成

人

1 丁建奇，2马腾飞，3程飞，4王磊，5何越磊，6段金超，7李再帏，

8尚俊强，9雷林，10沃慧群，11 孟晓亮，12万乐山，13韦康，14

路宏遥，15刘杰，16本立平，17唐星星，18王先明，19孙大伟，20

武伟

拟

推荐

等级

二等奖

项目

简介

项目针对世界上首座高速铁路悬索桥五峰山长江大桥运营期的

线桥关键参数进行研究。通过风洞试验建立运营期千米级高速铁路

悬索桥的风荷载模型；利用现场测试和实验室试验结合的方式获取

运营期多荷载作用下的疲劳荷载模型；通过轨道现场动静态检测试

验研究桥上有砟道床稳定性和服役性能，得到运营期桥梁结构变形

与轨道几何变形关系。通过监测与评估桥梁结构状态，为特殊气候

和不同交通条件下的运营状态实时评估提供依据和预警信号，为桥

梁的维修与管理决策提供指导；建立了多荷载作用下的疲劳荷载模

型，研究了有砟道床稳定性和服役性能，并建立了针对柔性桥梁上

轨道线路的平顺性评价方法，为高速铁路的安全性和耐久性提供支

持；为千米级公路-高速铁路两用悬索桥提供关键参数和荷载模型，

填补了该领域在结构和荷载模型方面的空白，为类似规模的悬索桥

建设提供指导和支持。

项目研究成果直接应用于大桥的日常运维管理，通过监测与评

估桥梁结构状态，为不同气候和交通条件下的运营状态实时评估提

供依据和预警信号，为桥梁的维修与管理决策提供指导。同时积累

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用于指导同类桥梁的建设和运营实践。

项目研究过程中获得实用新型专利 3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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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进一步提高铁路综合客运枢纽换乘效率研究

完成单位

完成

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铁上海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人
1 张海军，2王晨，3石利群，4胡俊豪，5袁宇晨，6蒋士朋，7

徐洪敏，8蒋凯，9杨涵辛，10张传琪，11冒佩文，12于航，13

季哲炫，14岳民

拟推荐

等级
三等奖

项目简介

开展进一步提高铁路综合客运枢纽换乘效率研究，是综合

运输体系可持续发展、推动“四网融合”、满足人民多样化出行

需求、实现铁路综合客运枢纽更新迭代的需要。目前国内既有

的研究成果中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包括换乘效率、换乘顺畅性、

换乘安全性和换乘舒适性等方面内容，对于直接体现枢纽换乘

效率的主要换乘方式间的换乘时间以及枢纽至城市节点的通达

时间和运营创新性方面的考虑较少，缺少反映枢纽换乘效率关

键性指标的研究。本项目通过建立 6个维度 25 项指标的铁路综

合客运枢纽换乘效率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层次分析法确定影响

铁路综合客运枢纽换乘效率评价指标的权重及关键指标，应用

模糊综合评价模型评价铁路综合客运枢纽的换乘效率水平。重

点对北京南站等典型枢纽进行调研，提出能够反映铁路综合客

运枢纽换乘效率的关键性指标及其目标值，对既有枢纽从硬件

和软件两方面提出完善枢纽内指示标识、优化调整换乘配套设

施、增设新业态交通功能区、合理组织各类流线、简化安检流

程、实施枢纽一体化运营管理机制等意见。对新建铁路综合客

运枢纽提出合理选择枢纽区位、枢纽设计及布局积极融合新理

念、适度向枢纽内引入部分城市功能、以匹配的换乘配套设施

支撑立体化枢纽发展等建议，为评价和提升我国铁路综合客运

枢纽换乘效率、推动铁路综合客运枢纽体系发展提供支撑。

基于本项目研究成果，后续又深入开展了《江苏省多层次

多制式轨道交通协同运营便捷换乘模式及路径研究》、《推动多

层次轨道交通高质量发展——南京都市圈视角下扬州轨道网布

局思考》、《铁路客运枢纽换乘效率提升方案研究》、《江苏省城

市群城际铁路运营服务标准研究》、《沪宁沿江高铁（苏州段）

客运需求调查及列车开行优化方案》等项目研究，为公司产生

综合经济效益达 240 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