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工程技术与管理·第 05 卷·第 15 期·2021 年 08 月 ������������������������������JFMV�JO�Y��L������

1�引言

国际重载协会认为，重载铁路是指满足列车牵引质量

����W及以上、轴重为 ��W及以上，且行驶距离大于 ���NP，

每年度的运货量不低于 ����万 W，以上条件至少满足两项的

铁路线路。

重载列车是指列车从始发、运送、到站三阶段均是由专

用型货车编组而成，同时采用单型、双型或多机牵引的方式

运送总重不小于 �����W的列车。

当前，重载运输是基于一定的技术装备，通过集中与运

输相关的综合设备和能力，以扩大列车编组的方式完成超重

型货物的运输。由于铁路运输量大，价格相对便宜，速度较快，

并且效率较高，在很多国家，铁路成为了物资以及旅客运输

的主要方式，开行重载列车是铁路运营单位受成本结构影响

的必然选择。

2�中国铁路重载运输研究现状

由于普通铁路载重有限，因此便有了专用的重载铁路，

专门运输大宗货物，提高效率 >��。长期以来，铁路运输领域

的学者们分别对重载运输的结构组织、相关技术、行驶方案

等方面进行了理论化的研究和实际化的践行，例如，通过对

中国大秦和朔黄路线的挖掘和分析，对如何正确的布局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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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环顾现下各国铁路运输，客运的高速性和货运的重载性是铁路运输现代化的显著标志。��世纪��年代，美国在世界铁路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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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进行了学习和探索，有效地提升了中国重载运输的效率。

同时，经过分析，为论文的写作思路提供了重要支撑。

2.1�装—装车区域的车流顺序优化

多年间，对于装车区域的车流顺序优化是研究的一项热

点，包含开行方案和期间所生成的广义费用。优化是以减少

总换算所消耗的时间为目标，优化装载区域与货运车间的顺

序和流向。

2.2�运—集疏运系统一体化

综合运输体系往往离不开集疏运系统，因此将该系统进

行一体化处理也成为了当前的研究方向。通过对该系统的组

成机理，分别从集、疏、运三个角度挖掘合理的分配方案。其

中“集”代表着装车，“疏”是根据一体化的方式寻找匹配方

案，因此限制因素不多，“运”是整个系统的重要部分，由于

智能化的设备在铁路领域的不断更新和应用，采用信息共享的

方式完成三者间的协同已成为当前中国重载运输的发展方向。

2.3�车—开行方案

对于如何设置列车间的开行已大概有了系统性的组合方

式，但针对不同线路间的独有特性，各具特色的开行方案显

得尤为有优势 >��。

2.4�技术支撑—重载运输相关技术

针对重载运输的问题，虽然中国当前分别在车辆的技术、

铁路路线、列车重联的同步性等方面进行的研究起步滞后，

但对于如何提升运输能力起到了支撑性的作用。需要额外指

出的是，由于不同地区的线路的差异化使得对应的重载运输

产生了差异化的目的，从而开行方式也存在有差异化，因此

在开展重载运输方面，组织结构和技术也不尽相同。

3�重载列车的发展及前景

3.1�重载列车的发展

重载运输作为铁路现代化标志之一，对于中国对内对外

资源的运输有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已经讨论了铁路的发展进

程，而关于重载运输在中国的起步比较晚，开始于 ����年，

与世界最早的美国重载铁路运输相比几乎晚了半个多世纪。

����年，中国决定开行重载列车，并在京秦铁路和丰沙大铁

路运行。这是中国最早进行重载运输的实践活动。

考虑到运量需求、货流、重载列车类型的有限性，整列

重载列车、单元列车、组合列车已成为最佳的方案。单元列

车是按照机车、机车、车辆、列尾的方式所构成，组合列车

是按照机车、车辆、机车、车辆、列尾的方式所构成 >��。

其中，组合万吨列车，前半列辆数与后半列辆数须均衡。

重载列车不得编组空重混编列车。开行其他编组方式的重载

列车须进行动力学试验。�万 W及以上吨级列车发展现状：由

于和谐机车元列车重联即可实现 �万 W重载运输。相关部门

正在试验 �万 W及更高的重载运输组织。

3.2�重载列车的前景

对于不同区域和不同线路下的重载列车，需要确定与现

状和发展相符的车辆装备和线路的单元列车，以朔黄铁路的

重载列车为例，分别对其组合方式进行计算、同时通过实验

和仿真的方式制定出与区域环境相符合的列车组合方式，从

而促进发展前景。

4�提高重载运输水平的措施

当前中国在运输和组织方向已收获了一定的成果并取得

了一定的经验，但如何对铁路重载进一步发展也面临着众多

的问题。为能有效解决问题并提升重载运输的能力，探究如

何提升列车牵引重量等级、路网运输能力、组织效率等势在

必行。

4.1�提高列车轴重

其他国家，普通列车的轴重重量大约为 ��a����W，而发

达国家一定将其重量值定为 ����a����W，最大值为 ��W。当前

中国所采用的轴重重量大约为 ��W，且目前在研制采用 ��W、

��W、��W轴重下的所需的配套技术，同时希望在不变动当前

铁路线路的前提下，通过机车生产技术的提升，尽可能发展

��a��W承载范围内的重载运输；甚至扩大承载约束力范围至

��a��W。

4.2�构建大能力运输通道

在构建客运专线、以分线的方式实现客货运输、释放已

有线的标准下，增快改进朔黄铁路的速度，形成以煤炭运输

为主体的多通道大运力的线路。同时对新建设的运煤线路，

对现有的线路运输能力有限的区域的电气化进行改造，对长

江以北的线路设置牵引重量等级为 ����W，对长江以南的线路

设置牵引重量等级为 ����W，确保南北地区间的货物流通。

纵观中国铁路运输历史和能源政策调理，当前铁路的运

输仍以煤炭运输为主，其他类型的货物为辅。南北区域的运

输货物主要包含有物资、能源、粮食、冶炼等高质量物品；

东西区域的运输货物主要为煤炭资源，经合理规划当前线路

及新建的线路，万吨以上的运输专线逐步形成，同时粮食及

木制品也是该线路运输的主要物资，从而确保煤炭基地的煤

炭资源能够有效的运输到市场所需的区域。

4.3�运输组织

������双层集装箱重载运输

澳大利亚等国家当前采用双层化的集装箱作为重载列车

的运载方式，有效地促进了运输技术的发展。因此重载运输

所能承载的货物不再受限于煤炭类型的大宗散货，同时其他

类型的货物也可同样适用。同普通的列车相比，采用双层化

的集装箱方式运输能够节省 ���的成本。为此，通过借鉴其

他国家的运输技术，同当前中国的集装箱运输方式相结合，

采用双层集装箱的方式进行货物运输能够提高运输过程中的

效率和收益。

������组织重来重去运输

重来重去运输意味着列车在运输去的途中和运输回的途

中均运载着大量的大宗货物，在直达列车中最为常见。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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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整条线路上的货源分布情况进行分析，构建重来重去运输

是提升运输效率和经济效益的有效途径。通过该种方式有利

于增大铁矿石、煤炭等大宗货源的运输量，提升市场的运载

占比。同时，双层化的集装箱以重来重去的方式运输能够避

免空箱返回，降低运输所需成本。该类型运输的核心在于能

够优化运输结构，以直达的方式代替零散方式，以系统化安

排的方式替代分散化的安排，实现均衡化的运输。为此，铁

道部针对煤矿、钢厂、港口实施了重来重去运输方案，同时

针对社会中需要运输量大的大客户也实施了价格优惠、运送

速度快等措施提升重来重去运输在总运输中的占比。

������加大装车地大宗货物直达列车开行比例

设置直达列车能够保证装卸设备、机车、线路、站台等

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在提升了使用效率的同时也加快了

固定资本的周转。除此以外，直达列车具有运输的周期短，

从而使得列车的周转也得到了提升，进而提高效率。总而言之，

增大直达列车的开行比例，能够节省运输过程所需的成本费

用，同时对沿途中的站点作业时间和任务也能得到有效降低，

使得经济效益显著提升。

4.4�完善集疏运一体化组织

集疏运一体化是有效衔接集和疏过程。也就是说对发货

方、运输方、收货方间完成一体化的连接。因此，完善集疏

运一体化就是要求将该过程视为一个整体，以效率最大化和

社会效益最大化为目标，对运输的集、疏、运流程进行统一

安排并协调实施。而信息共享是完成这三阶段的必要前提，

通过智能化的信息系统有组织的货流任务进行组织与安排，

同时兼顾 2'节点的集装和疏卸环节。

5�结语

在多年来铁路领域学者的研究下，中国铁路的运输装备

和相关技术规定管理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形成了完整的重

载运输结构，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重载运输模式。然而，

线路的升级完善、线路的分布构建尚需进一步发展，同时车

流安排及运输方式也是提升重载运输的关键。为此，提升中

国铁路运输的性能与效率仍是当然的主要研究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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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娇�关于提高铁路重载运输能力的思考>-��国外铁道机车与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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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元 �0:K。测算结果如表 �所示，用核电厂还贷期较

基准电价上涨 ��的代价，换来了未来商运 ��年到 ��年电

价下降 ���和 ��年到 ��或 ��年下降 ���。

表 1�三代核电厂浮动上网电价测算

项目

浮动上网电价（增值税率

���）

浮动上网电价（增值税率

���）

基准电

价
��

��∆ ��∆ ��∆
基准电

价
��

��∆ ��∆ ��∆

电价 ��� �� ��� ��� ��� �� ��� ���

变化

幅度
�� ���� ������ ������ �� ���� ������ ������

5�结语

论文结合财务评价模型和核电厂实际经营特点，提出了

核电厂阶梯上网电价定价机制。根据典型三代核电机组批量

化建造成本测算阶梯上网电价，还贷期基准电价上浮 ��能

够换来贷款清偿期核电电价下浮 ���和折旧摊销提完期核电

电价下浮 ���。核电浮动上网电价在保持核电厂经济效益与

现行政策不变的情况下，结合国家电价改革思路设计了核电

厂浮动电价机制。该政策模拟测算结论，能够引导全国核电

机组平均电价降低，为核电形成具有经济竞争力的基荷电源

提供方向，为中国实现减碳承诺提供重要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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