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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心设计打造精品京雄

“作为一名铁路建设者，能够参与雄安站
建设是职业生涯之幸。我们要建设经得起历
史检验的精品工程。”中铁建工集团雄安站项
目部党支部书记王星运感慨道。

自2018年动工以来，京雄城际铁路的建设
工作者坚守匠心，创新建造技术，应用全装配
式一体化等技术保证京雄城际的高效建设；秉
持科学设计理念，以雄安站为中心，构建高度
复合聚集的“站城一体化”开发模式。

不同于传统钢筋混凝土工程所使用的现
浇体系，京雄城际铁路首次在铁路领域实现
了从基础、桥墩、桥梁到桥面系的全装配式
一体化结构设计和施工，有效提高了京雄城
际铁路的施工效率，切实达到节能减排、缩
短工期和降低风险的效果。

据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
师康学东介绍，这种装配式一体化桥梁建
造，不论是桥梁工程的桩基、墩身、墩帽、
箱梁，还是桥面防护墙、电缆槽等，都是在
工厂内进行专业化设计、分段标准化预制，
再运到现场拼装而成。

由于工艺精度要求高，上百吨重的混凝土
墩身预制，钢筋定位误差需要控制在2毫米之
内。为了实现“毫米级”拼装精度，京雄高铁
的科研团队自主研发了12套工装设备，保证拼
装过程中的精准对位。这样的桥梁建造技术被
人们形象地称为“像搭积木一样建高铁”。

桥梁装配式一体化技术在铁路领域的成
功实践，为京雄城际铁路建造打下了坚实基
础。而雄安客运站“站城一体化”的理念，
则打造出“公共交通快速发展，城市枢纽高
效建设”的双赢局面。

雄安站是京雄城际铁路规模最大的新建
车站，建筑面积 47.52 万平方米，站台规模
13台23线。国铁集团秉承站城一体化理念规
划设计雄安站，植入多样性的复合功能和跨

领域的公共空间，融入城市需求的集约配
置，有效衔接城市空间和其他交通方式。

步入雄安站，灵活多样的双层立体候车
布局吸引了很多旅客的注意。基于立体布
置、紧凑布局的原则，雄安站进站以地面层
为主，高架层为辅，旅客可以根据需求自由
选择候车地点。同时，在地面层和站台层之
间设置出站夹层，实现旅客“进出分层，到
发分离”，保证进出站的顺畅无阻，提高换乘
效率，为旅客节约更多时间和经济成本。

“‘站城一体’是雄安站的一大亮点，雄
安站做到了枢纽区域与城市规划、产业开发
有机融合，实现车站城市空间与枢纽、城
轨、地下空间的有效衔接和融合。”雄安站站
长杜小军说。

全新的一体化设计理念，将雄安城际铁
路与雄安新区的建设融为一体。未来，雄安
站将不仅仅是城市客运的交通枢纽，更是带
动雄安新区发展的城市触媒点。

智能科技点亮智慧京雄

作为中国建设的又一条智能高铁，京雄
城际铁路在多项关键技术上取得了新的突
破，以一个智慧大脑为核心，从智能建造、
智能装备和智能运营三个方面描绘出智慧京
雄的新蓝图。

在雄安站，京雄城际铁路部署了一个智慧
大脑。它可以将生产管控和服务信息自动采集
到一个数据平台，开展数据汇集和治理，建成
京雄智能高铁的大数据资源库。同时支持开展
跨专业、跨行业的多维智能分析，为智能诊
断、智能预测、智能决策等提供技术支持。

“能够随时检测到我们基础设施的安全状
态。这种检测就如同一个心脏病的病人带了
一个HOLTER （动态心电图） 一样，不管是
在医院还是在家，医院能够随时检测他的病
情。”康学东这样形容“智慧大脑”。

在智能建造方面，京雄城际铁路首次采

用全线、全专业、全设计阶段的 BIM （建筑
信息模型） 应用，实现设计、施工到运营三
维数字化智能管理，创造出智能高铁的“数
字孪生”，即同时获得一条实体高铁和一条虚
拟的数字化高铁。

据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总体设计
师肖锐介绍，在初步设计阶段，设计人员利
用卫星影像、航空摄影以及无人机数据，建
立BIM高精度模型，对项目建成情况进行可
视化展示。通过全线、全专业参数化建模，
建设工人在施工之前就能模拟出整条铁路，
详细了解到建设过程中的重点难点，每一个
环节的问题都能够得到完整追溯。

“比如一个螺丝钉坏了，维修人员可以查
询到这个钉是哪个厂家生产、如何安装的，
确保正确维护。一些重要设备和节点，安装
了感应设备，可以就健康状况自己发出警
报。”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京雄城际项
目四电专业负责人任超解释道。

依托 BIM技术，京雄城际铁路实现了智
能梁场、钢筋自动化加工和智能板厂等一系
列成果，产品精度大幅提高。此外，京雄城
际铁路还将铁路BIM模型融入雄安新区CIM

（城市信息模型） 平台，为数字雄安的发展打
下了良好基础。

在智能装备方面，京雄城际铁路运用先
进的列车控制系统，基于智能控制、故障诊
断与预测等技术，实现新一代的智能化牵引
供电和通讯体系，形成线路、通讯信号和牵
引供电等基础设施全生命周期精细化管理。

目前，科研工作者投入智能化腕臂安装
车、自动化接触网立杆车和吊弦标定设备等
5 种智能装备，在雄安站南侧建成全路首个
下沉式牵引变电所，将全息感知、多维融
合、重构自愈和智慧运维特性融为一体。此
外，在京雄城际铁路BIM+GIS （地理信息系
统） 的建设模式中，北斗系统的铁路信号施
工定测技术、信息化仓储管理及质量追踪系
统、移动通信 GSM-R 智能网络优化技术等
科创成果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智能运营方面，雄安智能高铁车站能
够为旅客提供全过程出行服务，从雄安抵达

大兴机场，100 米之内就可以换登机牌。不
论是精准定位还是路径规划，都能快速查
询。为了随时掌握移动装备的情况，车站还
采用电子标签管理，实现预测性维修。同
时，针对行车中存在的设备故障隐患、行车
事故和不可控的自然灾害等问题，车站启用
综合视频一体化、地震预警等智能技术，做
到超前防范，提升高铁防灾能力。

“这是一条超级‘聪明’的高速铁路！”中
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员赵
红卫感叹，在短短91公里的高铁线路上，京雄
城际铁路用71项智能技术向世人亮出中国高铁
新名片，为世界智能高铁树立了新标杆。

绿色科技助力生态京雄

京雄城际铁路秉承了雄安新区“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在设计中凝聚着诸
多巧思，工程师们结合了最新的设计理念和
技术，将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理念贯穿铁路
设计和施工的全过程。铁路建设中如何把科
技创新和绿色发展结合起来？京雄城际铁路
交出了满分答卷。

首先，在设计理念方面，京雄城际铁路
在设计之初便结合生态和绿色理念，在站厅
内外将山水、园林、绿植等景观要素有机融
合，打造绿色的铁路基建设施，构建移动的
绿洲长廊。这些绿色元素的加入提升了旅客
出行体验，过去长途出行中枯燥的心情也得
到极大缓解。

除了在设计观念上革新，京雄城际铁路
更是在技术和装修上全面贯彻绿色环保理
念，引入多项“硬核”技术来提升车站的节
能减排效应，同时减少铁路修筑对周边居住
人员的噪声污染。

雄安站的屋顶铺设了4.2万平方米的光伏
建材，极大提高了节电效率。据计算，这些光
伏建材的年均发电量可达580万千瓦时，相当
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500吨，植树12万公顷。

雄安站在装修上采用了一种“素颜混凝
土”，即清水混凝土。这种特殊的混凝土改变
了石头、沙子、水泥等不同原料的配比，使
完工后的建筑表面光滑平整，无须二度加
工，呈现出自然的灰色。更重要的是它十分
环保，没有任何刺鼻的味道，给旅客带来了
自然舒适的候车体验。

“这些清水混凝土立柱都是一次浇筑成
型，边角顺直、弧度顺滑、挺拔俊美。”中铁
建工集团雄安站项目部总工程师吴亚东介
绍。为了达到目的，每道制造工序都进行了
上百次实验，其中材料配比的实验更是进行
了上千次，最终取得10多项专利，为整体设
计带来一股清新的自然之风。

不仅是车站内部很环保，列车所经之处
也注意细节设置，力争将高铁运行对环境的
影响最小化。

吕国喜是霸州市北落店村村民，听闻京
雄城际铁路将会经过这里，他之前担心列车
每天疾驰而过，肯定会制造出大量噪音，影
响日常生活。

当看到列车经过时产生的噪音极小并且
只集中在几秒钟时，吕国喜和其他村民松了
一口气，“你不注意，根本不知道高速列车已
经过去了呢！”

这一小小的改变归功于全封闭声屏障的
应用。京雄城际铁路采用了世界首例时速
350 公里的高速铁路桥梁全封闭声屏障，它
全长 847.25 米，可将噪音降至 20 分贝以下。
康学东表示，全封闭声屏障技术的运用是铁
路设计上一次大的突破。

雄安站的一层和三层是候车室，列车从
二层经过。当旅客在候车时，如何降低列车
驶过所产生的“轰隆隆”噪音？铁路设计的
工程师早就考虑到了这一点。

雄安站在国内首次采用装配式站台吸音
墙板，这种墙板采用声学设计，上面有很多
55 毫米的孔眼，夹层为玻璃丝绵。“这种墙
板极大降低了列车通行时产生的噪声，人们
在候车时听到列车经过的响动，大概相当于
一辆汽车驶过公路的声音。”中铁十二局雄安
站房项目部副总工程师何锦辉说。

传统文化滋养人文京雄

京雄城际铁路努力打造“高颜值”车
站，将本地文化融入造型设计、室内装修等
方方面面，让车站成为展现雄安地域文化的
亮眼名片。

雄安站外观采用“青莲滴露”设计主
题，呈水滴状椭圆造型，椭圆形屋盖轮廓如
清泉源头，似一瓣青莲上的露珠。

设计师巧妙地将当地的“水”文化融入
雄安站的造型设计。“清泉源头，风吹涟
漪”，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首席专家、
总建筑师周铁征这样解释它的寓意：“车站毗
邻白洋淀，这样设计就是力求与雄安新区的
水文化相契合。”雄安站呈现出的“青莲滴
露”造型，寓意“青莲滴露、润泽雄安”，体
现了亲近自然、可持续发展之意。

从雄安站到北京西，一站一景，处处别
出心裁。康学东表示，固安东站设计主要以
水波形大屋顶及树状廊柱为主体造型，充分
体现了固安的“中国温泉之乡”“矿泉水之
乡”等生态文化；霸州北站设计主要采用

“龙形”与“门”字相结合的方案，传达出霸
州“三关之锁钥、冀中之机枢”的历史文化。

当列车驶离车站时，沿线的桥梁栏杆设
计更是独具美感。据康学东介绍，全线桥梁
栏杆和人行道盖板图案采用荷花图案，设计
理念取自雄安新区白洋淀荷花的寓意。跨大
广高速连续梁拱涂装日景配色，内拱圈采用
冷色调，外拱圈采用暖色调，从高速公路上
遥望铁路桥，色彩绚丽丰富，呈现出彩虹效
果，寓意多姿多彩的美好生活。

雄安站设立了多组幕墙组成的进站单元
体。幕墙上显示着中国传统农耕文化中的二
十四节气，寓意雄安新区四时更替、春秋代
序、生生不息，蕴含着设计人员对雄安新区
的美好祝愿。文化元素的加入使雄安站更添
了几分厚重的文化底蕴，潜移默化地为南来
北往的旅客提供精神滋养，用文化的力量为
他们洗去旅途的疲惫。

千年大计，交通先行。未来，雄安站将
成为中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新枢纽，京
雄城际铁路将与京港高速铁路、津雄城际铁
路、雄石城际铁路、雄忻高速铁路在雄安站
交会，为京津冀地区长远发展和雄安国家级
新区建设注入新的活力。京雄城际铁路必将
成为“中国智造”的又一典范，不断向世界
展示中国发展的加速度和新时代下的新风采。

京雄城际铁路京雄城际铁路——

中国高铁的中国高铁的““智慧名片智慧名片””
严严 冰冰 贾雪彤贾雪彤 黄嘉莹黄嘉莹

“光谷”采光，建成长556米、宽15米的能量收集场；清水
混凝土技术，打造 192 根三维曲线型“开花柱”；高铁数字孪
生，构建全过程、全专业运用BIM（建筑信息模型）设计的智能
数字模型；全封闭声屏障，在高速铁路上修建847.25米“隔音隧
道”；超大光伏屋顶，铺设4.2万平方米光伏建材，年均发电量可
达580万千瓦时；5G信号全覆盖，万物互联，未来已来。

这些亮点满满的智能化设计，都来自中国新近通车的智能高
速铁路——北京至雄安新区城际铁路（以下简称京雄城际铁路）。

2020年12月27日，京雄城际铁路大兴机场至雄安新区段开

通运营，自此京雄城际铁路实现全线贯通，雄安站同步投入使
用。京雄城际铁路全长91公里，最高设计时速350公里。如今，
从雄安站出发，仅一顿早餐的工夫，便可到达大兴机场。从雄安
到北京，原本2小时的车程，只需要50分钟便可直达。

高铁是中国装备制造的一张靓丽名片。作为国内自主研发的
智能高铁，京雄城际铁路以数字化和智能化为核心，围绕“精
品、智能、绿色、人文”的总目标进行建设，广泛应用人工智
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建筑信息模型等前沿科技，智能
化设计多达71项。

11月月11日清晨日清晨，，前不久刚前不久刚开通运营的雄安站迎来开通运营的雄安站迎来20212021年年第一缕曙光第一缕曙光，，开启新年的新征程开启新年的新征程。。 孙立君孙立君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复兴号驶过“彩虹桥”——京雄城际铁路霸雄特大桥。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20202020年年1212月月2626日日，，当地居民与雄安站合影当地居民与雄安站合影。。 周宇杰周宇杰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