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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坚定科技报国
创造震惊世界的“中国速度”

梁建英曾任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现任国家高速
列车青岛技术创新中心主任。曾获评国家科
技进步特等奖、中国青年科技奖、山东省科技
进步一等奖和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有突出贡
献中青年专家”、国家“万人计划”中青年科技
领军人才、全国最美科技工作者、全国五一巾
帼标兵、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青岛楷模等荣
誉和称号。

1995年，梁建英大学毕业后，成为中车四
方股份公司的一名铁路列车设计师，从此与中
国铁路事业结下不解之缘。2004年，经过五次
大提速的全国铁路平均客运时速只有 65.7公
里，落后西方发达国家 40 年。为加快铁路客
运发展，国家发布《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开辟
了中国高速铁路的新纪元。那时，我国高铁领
域技术积累并不成熟，中车四方公司从200公
里动车组引进消化吸收起步，但外国合作方只
说每个步骤怎么做，却绝口不提背后的原理，
这让梁建英深刻感触到，“巨人的肩膀不好站，
必须让自己成为巨人才行”，“产品可以买来，
技术创新能力是买不来的”。她坚定了“用自
己的双手去设计出我们中国人自己的高速列
车”的信念。

2006年，34岁的梁建英担任时速300公里
高速动车组项目主任设计师，这是她第一次亲
手设计完全自主创新的高速列车。从时速
200公里到300公里，速度提升的背后，是无数
道需要跨越的高难度技术门槛。梁建英丝毫
不敢懈怠，她带领研发团队废寝忘食、“早八晚
九”，从关键技术研究到方案设计，从仿真分析
到试验验证，成功突破空气动力学、系统集成、
车体、转向架等关键技术。2007年12月，国内
首列时速300-350公里动车组成功问世，大大
提高了我国高铁的运行速度，也让中国高铁在
世界上站稳了脚跟。自此，使命和任务接踵而
至，中国高铁的速度与高度在梁建英的手中不
断刷新。

2010年，她主持研发的和谐号 CRH380A
动车组，在京沪高铁先导段跑出时速 486.1公
里的世界铁路运营试验最高速；2016年，主持
研发的复兴号在京沪高铁以 350 公里时速运

营，使我国成为世界上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高
的国家；2021年，她带领团队研发的时速600公
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成功下线，成为“地表最快
飞行器”。一列列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高
速列车从山东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中国速
度”不断诞生新纪录，震惊着世界。

矢志创新为民
让人民更有尊严地出行

作为铁路工人的女儿，梁建英年幼时住在
距离火车站直线距离两三百米之处，有着深深
的火车情怀。但上大学后，面对绿皮火车给群
众带来的拥挤不便、车速缓慢、吵闹嘈杂等情
况，她内心被深深触动，“为人民带来安全、快
速、舒适、便捷、智能、绿色的出行生活”成了她
热切的期盼。创造世界最高速的同时，梁建英
朝着舒适的乘坐环境、群众出行的“幸福感”不
断努力，车厢内的噪声、平稳度、座椅长度等每
一个细节都牵动着梁建英和团队的心思。

复兴号研制之前，和谐号 CRH380A动车
组车厢内的噪音指标已非常优异，比国外动车
组还低，但为了“在更舒适安静的环境下完成
旅程”，梁建英定下使复兴号“噪声再降低3分
贝以上”的技术目标。在当时全世界的技术条
件下，将车内噪音降低 1 分贝已是极大的难
题。为此，她带领团队全面分析噪声源头，对
车体结构、端部空调等进行新一轮降噪处理，
仅对不同材料和结构的隔音试验就做了 3000
多次，最终成功使车厢内噪音降低 4-6分贝，
以 350 公里时速运行时最小仅为 65 分贝，以
300公里时速运行时为 62-63分贝，超越国际
铁路联盟规定的高速列车以 300 公里时速运
行时的68分贝限值。

为造出性能最佳的车头，梁建英带领团队
设计46个概念头型，实施23个工业设计方案，
遴选 7 个头型进行海量仿真计算和试验。当
最终方案出炉时，车头数据打印成A4纸堆了1
米多高。“飞龙”车头流畅的线条、生动的曲面、
动感的色带，将复兴号雕刻为一张富有中国气
派、高颜值的“中国面孔”，创造了阻力降低、升

力降低、气动噪声降低等超群的气动性能，获
得中国专利奖最高奖——“中国外观设计金
奖”。复兴号从样车下线到最终定型，耗时整
整一年半，线路试验达2300多项，里程达到61
万公里，相当于绕赤道跑了15圈，最终实现整
车阻力降低 12%，平稳性指标达到优级，能耗
降低17%，人均百公里耗电仅3.8度，成为中国

“智”造的新标杆。硬币、钢笔随复兴号运行屹
立不倒的视频刷爆网络，稳定舒适的旅程中，
更多人感叹：“不愧是中国！”

不惧挫折失败
始终战斗在研发一线

安全是高速列车最基本的要求。安全保
护措施尤其是被动安全防护技术，是保护乘客
生命和财产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从2011年
开始，梁建英和团队就把被动安全防护技术作
为重点研究方向，然而，科研之路注定不会一帆
风顺。

在进行复兴号第一次实车碰撞试验时，梁
建英团队已进行了三年艰苦攻关和事无巨细
的技术储备，前后进行过上千次仿真计算，大
家充满信心，但试验失败了。车头完好，后面
的车厢部分脱轨，这次失败令研发人员感到失
望。时任技术研发总工程师的梁建英在电话
中听到这个消息，鼓励研发人员，“技术创新从
来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有成功就有失败，关
键是要把数据拿回来，我们还可以重来，分析
失败的原因，找到下次成功的技术方案。”鼓舞
的话语令研发人员几乎流泪。梁建英带领团
队不断观看录像、复盘讨论、倒推分析，最终找
到试验成功的关键——列车车钩的设计。经
过不断调试，高速列车实车碰撞试验取得成
功，被动安全技术顺利应用到复兴号上，碰撞
试验得来的宝贵数据成为国家标准的重要技
术支撑，中国高速列车的被动安全防护技术实
现新突破。截至今年1月底，梁建英团队研制
的复兴号动车组安全运行达 5.4亿公里，创造
产值超过600亿元。

为了有效弥补高铁与航空之间的速度空白，
2016年，梁建英和团队把奋斗目标瞄准时速600
公里的高速磁浮。从项目启动到成套系统装备
下线，历时5年自主攻关，历经1680余项仿真计
算、4250余项地面台架试验和500余项线路试验，
经历一次次失败，啃下一块又一块“硬骨头”。
2021年7月20日，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世界
首套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成套工程化装备成功
研制，实现了我国轨道交通领域的重大创新突破。

截至 2022 年年底，中国高铁营业里程从
2012年的0.9万公里增长到4.2万公里，稳居世
界第一，“交通强国”的宏伟蓝图正在徐徐展开，
这是属于中国轨道交通事业的新征程，梁建英是
亲历者、实践者，更是推动者。驰而不息、久久为
功，如今，梁建英带领团队正在攻关商业运营时
速达400公里的高速列车核心技术，“未来，我们
希望能为大家带来更美好的出行生活。我想，这
也一定能成为推动我们实现强国梦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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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中国高铁从“跟跑”到“领跑”
国家高速列车青岛技术创新中心梁建英被授予“齐鲁时代楷模”称号

为充分发挥典型引领示范作
用，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立足本职岗
位、锚定发展目标、勇于探索实践，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
省委宣传部决定授予国家高速列车
青岛技术创新中心梁建英同志“齐
鲁时代楷模”称号。梁建英是中国
高速列车整车研制、系统集成创新
领域的技术带头人和领军人物，近
30年来坚守高铁研发一线，带领高
铁研发团队，掌握高速动车组关键
核心技术，成功研制从“和谐号”到

“复兴号”，从运营时速200公里到
350公里各个速度等级的高速动车
组和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
统，助力中国高铁实现从“跟跑”到

“领跑”的精彩蝶变，成为亮丽的“国
家名片”，为建设科技强国、交通强
国作出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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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建英被授予“齐鲁时代楷模”称号。

梁建英与同事进行探讨梁建英与同事进行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