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0 

 

“先进轨道交通”重点专项 

2017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为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国务院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

理改革的方案》等提出的任务，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启动实施“先

进轨道交通”重点专项。根据本重点专项实施方案的部署，现发

布 2017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本重点专项总体目标是：创新“以我为主、兼收并蓄”原则

下的国际化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模式，到 2020 年，在轨道交通系

统安全保障、综合效能提升、可持续性和互操作等战略方向形

成包括核心技术、关键装备、集成应用与标准规范在内的成果

体系，满足我国轨道交通作为全局战略性骨干运输网络的高效

能、综合性、一体化、可持续发展需求，并具备显著的国际竞

争优势，支撑国家“十三五”发展战略全面实现。到 2020 年，我

国要具备交付运营时速 400 公里及以上高速列车及相关系统，

时速 120 公里以上联合运输、时速 160 公里以上快捷货运和时

速 250 公里以上高速货运成套装备，满足泛欧亚铁路互联互通

要求、轨道交通系统全生命周期运营成本降低 20%以上、因技

术原因导致的运营安全事故率降低 50%以上、单位周转量能耗

水平国际领先、磁浮交通系统技术完全自主化的技术能力。 

本重点专项按照轨道交通系统安全保障技术、系统综合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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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提升技术、系统可持续性技术、系统互操作技术 4 个创新链

（技术方向），共部署 10 个重点研究任务。专项实施周期为 5

年（2016-2020 年）。 

2016年，本重点专项在1个重点研究任务已启动实施2个项

目。2017年，拟在1个重点研究任务中支持1-2个项目，拟安排

国拨经费总概算为9100万元。凡企业牵头的项目须自筹配套经

费，配套经费总额与国拨经费总额比例不低于1:1。 

项目申报统一按指南二级标题（如 1.1）的研究方向进行。

申报项目的研究内容须涵盖该二级标题下指南所列的全部考核

指标。项目下设课题数原则上不超过 5 个，每个课题参与单位

原则上不超过 5 个。项目设 1 名项目负责人，项目中每个课题

设 1 名课题负责人。 

指南中“拟支持项目数为 1-2 项”是指：在同一研究方向下，

当出现申报项目评审结果前两位评价相近、技术路线明显不同

的情况时，可同时支持这 2 个项目。2 个项目将采取分两个阶

段支持的方式。第一阶段完成后将对 2 个项目执行情况进行评

估，根据评估结果确定后续支持方式。 

1．区域轨道交通协同运输与服务技术 

1.1 区域轨道交通协同运输与服务技术 

总体目标：突破区域轨道交通协同运输与综合服务关键技

术；实现区域轨道交通的高效能一体化运输、协同安全保障与

综合信息服务。 

重点研究内容：区域轨道交通高效能协同运输技术研究；

区域轨道交通系统安全综合保障技术研究；区域轨道交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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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技术研究与系统搭建。 

考核指标：建成区域轨道交通运营安全保障大数据中心、

协同运输组织与服务决策支持系统和综合信息服务平台；与既

有运输组织模式相比区域路网总体运输能力提升 15%；应急响

应与运维效率提升 10%；具备针对轨道交通出行者即时信息服

务的旅程覆盖率达到 90%的技术能力。 

（1）区域轨道交通高效能协同运输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研究基于出行链的区域轨道交通运输需求预测

及灵敏度分析技术、轨道交通网络及枢纽有效承载力评估技术、

区域轨道交通网络中不同方式及枢纽间的运能匹配技术、多模

式下区域轨道交通精细化运输方案协同编制技术、区域交通运

输组织协同优化技术，研制区域轨道交通协同运输决策支持平

台。 

考核指标：构建“点-线-网”多尺度的有效承载能力评估指

标与评估模型，掌握多模式多系统精细化运输方案协同编制技

术，路网总体运输能力提升 15%、旅客跨方式旅行时间下降

10%、区域轨道交通正点率达到 99%。 

（2）区域轨道交通系统安全综合保障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研究我国典型区域对轨道交通的功能、组份结

构和服务需求等特征；研究区域轨道交通系统全局功能行为、

运行协同、互操作机制和失效机理的建模理论与方法，及各组

份系统运行、无缝接驳与服务协同技术；研究区域轨道交通系

统全局安全性、可靠性、可用性、可维修性和互操作性（RAMSI）

分析、评估与增强技术；研究区域轨道交通协同运营、综合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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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安全保障一体化技术及一体化平台系统设计与集成技术。 

考核指标：形成区域轨道交通系统全局 RAMSI 分析预测

理论与方法体系，形成可定制的基于 RAMSI 的区域轨道交通

应急响应与运维一体化平台系统设计与集成技术；具备区域轨

道交通因技术原因导致的轨道交通运营安全事故率降低50%的

技术能力，居国际领先水平；轨道交通系统可用性达到 99.9%

的技术能力。 

（3）区域轨道交通信息服务技术研究与系统搭建 

研究内容：研究区域轨道交通信息协同处理与发布机制及

关键技术，突破移动互联环境下的服务需求的挖掘、服务资源

优化配置与一体化出行导航技术，构建新一代综合信息智能化

服务技术体系，建立基于开放架构的区域轨道交通综合信息服

务平台。 

考核指标：建立交通信息协同处理标准规范与动态发布机

制，构建开放共享的区域轨道交通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具备针

对轨道交通出行者的信息服务智能终端覆盖率达到 100%、即

时信息服务的旅程覆盖率达到 90%的技术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