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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报微信平台

随地铁电客车司机夜间“悄然起航”

第一视角揭秘9号线新车调试

天津地铁5G可视化应急调度平台上线

快速高效精准应对突发情况
地铁7号线开展基坑渗漏抢险应急演练

6个小组两小时控制“险情”

22:00
班前学习，领取调试任务

李科睿是参与列车调试的一名电
客车司机，在办理出乘作业并经过酒
精测试仪检测后，他开始参加上岗前
的调试部署会。“今晚调试任务为制动
测试，列车在牵引状态时，务必确认好
前方信号显示、道岔位置正确，最近正
线施工较多，注意线路状态，随时做好
停车准备。”

李科睿认真记录乘务长的叮嘱，
随后与施工负责人根据方案内容进行
桌面演练，确保列车调试高效进行。

23:00
整装待发，检查列车状态

在领取行车备品包，确认好包内
手持台、司控钥匙等物品后，李科睿拿
上调试专用检点表，开始检车作业。9
号线列车长度约为80米，双面检车需
要行走将近200米，检查项目多达150
余项，大到转向架构架，小到螺栓迟缓

线，李科睿全神贯注、仔细检查，最终
确保列车满足出库的安全要求。

00:30
披星戴月，列车出库上线

“行车调度员，调试列车943车进
行通讯测试。”“943 车通讯测试正常，
待前方 X17 信号开放，根据调试时刻
表发车时间通过转换轨进入正线区
段。”调试工作正式开始，出发！

01:20
挑灯夜战，调试如火如荼

李科睿将列车开行至指定的封锁
区间，并观察列车的运行状态。随后
按照调试方案及指令执行调试，测试
列车空气制动性能、站控功能，进行车
地设备联调联试。

在列车行进过程中，工作人员测试
信号系统各项基础数据，验证新的信号
系统对车辆系统的运行控制。车站精
确停车控制、行车相关接口等功能。

“加速至 60 公里/小时，快速制

动。”“牵引拉满，3秒后再紧急制动。”
“测试下制动距离和制动反应。”“降受
电弓，打到蓄电池牵引位，施加牵引，
测试蓄电池牵引。”在这样高频度的指
令中，李科睿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执
行精准的操作，协助工作人员测算不
同制动方式的各项数据，检验不同工
况下新系统与新车的匹配情况。当晚
共有6辆列车同时进行调试作业，包括
李科睿在内的12名电客车司机，驾驶
列车穿梭于封锁区间内。

04:00
调试完毕，清晨收车回库

列车时而加速，时而减速，伴随清
晨第一缕阳光的洒入，当晚的调试作业
全部完毕。李科睿根据指令驾驶列车
行驶回段，顺利完成当晚的调试任务。

在 260 余天的调试中，乘务团队
参与的8列双系统车，调试任务已全部
完成，新增购车型试验已全部完成，第
一阶段信号倒切前的总体任务已提前
完成。

为提升深基坑应急救援处置能
力，完善快速响应机制，牢固树立“安
全第一”的思想，近日，天津地铁 7 号
线在代建8号线六里台站开展基坑渗
漏抢险应急演练。

本次演练模拟“基坑北侧地连墙
墙缝开挖面以下出现涌水涌沙现
象”。演练时，项目正在进行基坑开挖
作业，工程师现场巡查时发现基坑北
侧地连墙墙缝开挖面以下出现涌水涌
沙现象，出水量较大且带压，随即要求
现场立即停止作业，人员撤离，并向总
指挥汇报。项目总指挥接到预警，宣
布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技术保障组、
应急抢险组、警戒疏散组、医疗救护
组、综合协调组、后勤保障组6个应急
救援小组人员到位，叉车、吊车、泵车、
挖掘机、电焊机、打孔机及注浆机等物
资设备陆续进入抢险现场。

监测人员对渗漏点附近基坑周边
的地表、管线、建筑物沉降以及地连墙
测斜、水平位移，观测井水位变化情况

进行连续监测。同时，抢险人员结合
现场情况，有序开展沙袋封堵、基坑抽
水、渗漏注浆等工序。两小时后，“险
情”得到有效控制。

本次演练，检验了项目应急预案
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提高了全员应
急处置能力，同时为各项目应对险情
积累了经验，引导全体参建人员熟悉
应急抢险工作流程，掌握针对基坑渗
漏水的应急处置方法。

新报记者李文博
图片由中建津轨提供

目前正值“七下八上”的防汛关
键期，为了能够快速、高效地应对各
类应急突发情况，天津地铁在 5、6、
9、10号线率先上线可视化应急指挥
调度平台。该平台可利用 5G 网络

“单兵”设备，整合各种信息资源，打
造地铁应急信息网，实现对应急事件
的全方位监控和指挥调度，在地铁行
车保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悉，“单兵”设备是指可视化的
通信记录仪。当列车或车站设备出
现故障时，工作人员可通过图像、视
频等途径及时了解现场情况，并远程
提供技术支持，可快速应对紧急情
况，从而更加完善了行车调度指挥功
能。可视化应急通信调度平台，是基
于5G高速网络，搭载专用定制5G可
视“单兵”设备，利用现有设备基站，
实现不限距离的集群对讲。

津铁通信公司提前筹备5G可视
化应急调度平台建设项目，在一个月
之内顺利完成了5、6、9、10号线平台

界面搭建工作，并完成了设备统一调
拨分配、硬件设备安装部署和使用人
员培训工作。

在发生突发事件时，该平台可进
行不限距离的集群对讲，实现位置定
位、音视频通话、远程视频回传、移动
巡检、可视化应急指挥、远程作业监
管、音视频云存储等各类功能，助力
调度指挥人员迅速了解现场情况，快
速应对，实现精准响应。

新报记者李文博
图片由轨道交通运营集团提供

“为了保证改造期间线路不停
运，我们主要利用夜间非运营时段
施工，行车密度不会降低，乘客出行
不会受到任何影响。改造后，9号线
将整体使用本地化国产自主可控的
移动闭塞系统（CBTC），这也是全
套系统首次在中心城区轨道交通线
路上的创新应用。相比原系统，
CBTC信号系统在安全性、可靠性
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而且列车的稳
定性会更强。新系统的应用将彻底
解决原系统故障率越来越高、备件
供应难、维护成本高、运能运量低等
问题。天津轨道交通集团还开发了
远程重启功能，可以实现对故障设
备的无缝切换，系统保障能力更
强。”天津轨道交通运营集团副总经
理、总工程师王清永表示，CBTC信
号系统将在9号线全线正线、2座车
辆场段、21座车站、控制中心的信号
设备和38列车的车载信号设备中
应用，同时需要配套完成的改造工
程还有通信系统、供电系统等。

据悉，新信号系统将于今年年
底前投入使用，同时9号线的新车也
将同步上线投入运营。新增购的9
号线电客车共计10列，均为B型车，
每列车长79米、宽2.8米，为2动2拖
4节编组，最高运行速度100公里/小
时，最大载客量1138人，相比既有列
车，新车搭载了多项新技术，智能化
程度更高，车辆安全性、可靠性、舒
适性进一步提升。

新车采用先进的节能理念，通
过对车体结构及主要部位的优化，
实现整车减重约5%。列车配置变
频空调，较定频空调节能约20%，制
暖能效提升50%，配合座椅电加热
系统，可为乘客提供更加舒适的乘
车体验。同时，智能检测系统及等
离子净化装置可实时调节车厢温
度、净化空气，有效提升列车客室空
气质量。 新报记者李文博
图片由轨道交通运营集团提供

9号线年底前
迎全新升级

从去年年底开始，天津地铁9号线启动信号系统更新改造工程。改造完成后，9号线行车指挥能力将大幅提
升，信号系统安全稳定运行能力、车辆运行准点率、行车间隔、全程运行时间均会有明显改善，高峰时段运力将提
升40%。为了保障双城旅客的正常通勤，9号线的新车调试要在地铁线网运营结束之后进行，电客车司机得在夜
间驾驶调试列车“悄然起航”。

李科睿在车内李科睿在车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