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轨道交通建造关键技术高级研修之心得体会 
学员：徐震 

迎着九月中秋，我乘着祖国的和谐号高速铁路，来到了美丽的石

家庄铁道大学。这里是高速铁路设计关键技术的发祥地之一，拥有轨

道交通技术领域的顶尖级专家。 

首先，为我们讲座的是高铁设计领域知名专家，杜彦良院士，他

系统地为我们讲述了高铁的前世今生，当今中国高速铁路的发展已经

进入了黄金时代，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无论面

临多么复杂的地理环境，我们的铁路建设者们都能攻坚克难，用自己

的智慧和汗水，展现中国高速铁路建设的聪明才智。我作为一个普普

通通的中国人，每当看到在中国的大地上，奔驰的和谐号列车，自豪

感和荣誉感油然而生，短短几十年时间，中国的铁路建设经历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由最初的蒸汽时代，步入了内燃、电力时代，进而到如

今的高速时代，每一个时代的变革，都离不开铁路人孜孜不倦的追求，

对时代脉搏的把握。 

然后，杨绍普校长为我们讲述了轨道交通振动噪声控制的发展现

状，引入交通环境振动工程的概念，深入浅出地为我们介绍了车辆构

成、车辆振动噪声控制技术以及轨道基础设施振动噪声控制技术，最

后对车辆的乘坐舒适性及振动噪声标准进行了详细介绍。通过杨校长

的全面介绍，让我真正对轨道交通振动噪声有了很深刻的认识，明白

了高铁在 300km/h 的高速下，振动噪声对高铁的影响十分巨大，直接

对高铁运行的舒适性产生重要的影响。 

第二天，朱永全教授为我们讲述了城市轨道交通建造技术发展现

状与展望，主要从城市交通现状及解决途径，发展历程和发展趋势进

行了讲述，其中城市轨道交通是服务于城市客运交通的运量大、速度



快、安全可靠、准点舒适的快速公共运输系统，它可以位于地下、高

架或地面，可有效解决城市交通拥堵现象。朱教授重点讲述了减少城

市地面交通干扰与地铁车站施工方法，车站的设计原则，其中，车站

规模主要根据本站远期预测高峰小时客流量、所处的位置的重要性、

站内设备和管理用房面积、列车编组长度及该地区远期发展规划等因

素综合考虑确定，而站厅的作用是将由出入口进入的乘客迅速地、安

全地、方便地引导到站台乘车，或将下车的乘客同样地引导至出入口

出站。结构型式与施工方法以及暗挖施工新技术，其中新意法是在总

结前人对新的不良地层施工经验的基础上，通过近代岩土力学三维分

析和实验研究，升华提炼出来的，它对施工中围岩变形的控制更为全

面，这种工法能在极为广泛的围岩类型中运用，特别是浅埋软弱不良

地层中，既能保证施工安全，又能保持一定的进度。因而“新意法”

是“新奥法”后隧道修建理念的又一新进展。 

城市地下空间利用与轨道交通路网规划技术的讲座由石家庄市

轨道交通建设办公室的韩春素副主任主讲，主要讲述了城市总体规划

与综合交通体系规划，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轨道交通线网规

划编制，线网沿线控制性详细规划，线网规划维护与修编。让我了解

到城市规划，应当坚持政府组织、专家领衔、部门合作、公众参与、

科学决策为原则；城市规划分为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两个阶段；大、

中城市根据需要，可以依法在总体规划的基础上组织编制分区规划。

同时城市规划要求妥善处理城乡关系，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体现布

局合理、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原则，保护自然与文化资源、体现城



市特色，考虑城市安全和国防建设需要等很全面的城市规划技术。 

通过前面的理论学习，在继续教育学院领导们的精心组织下，我

们对正在施工的石家庄地铁进行了实地学习，下进盾构施工井底，看

到直径很大的隧道及盾构机给我无比的震撼，让我真正理解到地铁的

建设是多么不容易啊，如果没有先进的盾构设备很难完成隧道的建

设。 

真正对盾构施工的学习，是由杜立杰教授为我们做的专题讲座，

TBM 与盾构施工技术。主要从全断面隧道掘进机选型设计与施工技

术，近二十年来有关 TBM 理论研究与工程实践经历，重点讲述了

TBM 的主要类型及基本原理，国外工程应用进展及前景，重大案例

分析，工程规划与施工组织管理要点，及 TBM 选型设计与不良地质

施工关键技术。经过实地学习，再来听杜教授的讲课，有了对 TBM

于盾构施工更加深刻的理解。 

最后，杨广庆教授讲述的路基工程稳定性与灾变控制技术，周冠

南总工讲述的大型轨道交通工程项目施工组织设计与管理，陈伟教授

讲述的大型桥梁结构及施工新技术等都为我们上了一堂又一堂的精

彩课程，为我们的实际工作提供了大量丰富的理论知识支撑和工程案

例，对指导实际工程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应用价值。虽然研修时间仅仅

几天，但是这几天学习的知识量远远超过几个月乃至几年都无法学到

的知识和认知。本次学习让我受益匪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