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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颁发了关于交通强国建设相关纲要，促使我国轨道交通从快速发展阶段进入到智能

发展阶段，并加强对 5G 技术的有效运用，为实现智慧轨道交通创新提供有力帮助。为此，本文通过

对国内外智慧轨道交通发展现状进行分析，了解 5G 技术在轨道交通中的应用，实现智慧轨道交通创

新，为我国轨道交通事业的发展提供重要帮助的同时，也能够为我国社会发展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关键词] 5G 技术；智慧轨道交通；创新应用；建设发展 

 

 

The innovative application of 5G in smart rail transit 
Feng Boru 

Huangling Mining Railway Transportation Company, Shaanxi Huangling 727307 

[Abstract] With China's issuance of the relevant outline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 strong transportation country, 

China's rail transit from the rapid development stage to the stage of intelligent development, and strengthen the 

effective application of 5G technology, to provide strong help for realizing the innovation of intelligent rail 

transit. Therefo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smart rail transit at home and abroad, understand 

the application of 5G technology in rail transit, realize the innovation of smart rail transit, and not only provide 

important help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rail transit, but also provide a strong guarantee for China's social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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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 2019 年 9 月份，我国针对交通建设工作提出交通强国

建设相关纲要，促使在 2035 年全面完成交通强国建设工作，

实现交通强国建设目标。现阶段，为了加强轨道交通建设质量，

在轨道交通领域中融入了现代化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以及 5G

通信技术等，为实现智慧轨道交通提供良好帮助。在智慧轨道

交通建设过程中，应当加强做好移动通信系统运行安全，保障

轨道交通运行的可靠性。在轨道交通移动通信系统中所设计的

智能系统相对较多，其中包含了智能列车运行控制以及列车故

障智能预警等系统，为了进一步对其进行创新，在智慧轨道交

通中，应当加强对 5G 技术的运用，为我国轨道交通事业发展

提供有力保障。 

1 智慧轨道交通国内外发展现状 
我国轨道交通创新规划中明确指出在轨道交通建设中，应

当确保技术持续创新，加强智能化轨道交通建设力度，确保我

国轨道交通实现转型升级，并确保轨道交通建设技术能够在世

界处于领先地位。在北京冬奥会建设期间内，我国加强了京张

高铁智能动车建设工作，采取了卫星导航系统，并且动车时速

可以超出 350km/h，实现列车自动发车、自动调整以及自动运

行等功能，同时可以有效保障列车的安全性以及确保列车可以

在规定的时间内到达目的地，减少司机工作量的同时，也能够

确保旅客乘车体验，实现列车运行绿色节能目标。此外，在京

张铁路建设完成后，实现了一证通行以及智能刷脸等服务，在

高铁站内配置了智能机器人，在实现智能运输的同时，实现了

自主导航功能。此外，我国在 5G 技术的支持下，在上海虹桥

实现了全国第一个5G火车站，在成都实现了第一个5G地铁站，

并融入了车辆故障检测以及健康管理系统，实现了客流预警监

控以及安全监控，能够构建信号系统，实现自动维护以及主动

维修，同时构建多车无人驾驶管理模式。 

国外已经有多个国家开始建设智能轨道交通，满足轨道交

通服务需求的同时，实现了轨道交通组织运输智能化管理以及

智能安全监控管理，为确保轨道交通运输安全以及运输效率奠

定良好基础。除此之外，部分发达国家云计算技术以及人工智

能技术水平要超于我国，实现了铁路运输自动化驾驶功能，同

时融入了一体化技术、物联网技术、大规模传感器等运用，为

实现智能轨道交通提供了有力保障。目前国际铁路联网也倡导

各个国家加强轨道交通数字化转型，构建轨道交通数字化管理

平台。早在 2015 年，欧盟已经全面开启了智能轨道交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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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行动计划，并提出了智能轨道交通设备设施以及智能移动

管理等相关概念，为国外智能轨道交通运输建设提供重要帮

助。英国则在 2012 年就已经提出了轨道交通发展建设相关规

定，确保轨道交通在未来发展中实现绿色、节能、舒适以及安

全建设目标，为打造智能轨道运输平台提供重要保障。 

2 5G 在智慧轨道交通的应用 
2.1 列车智能控制 

轨道交通无人驾驶功能已经逐渐完善，由于受到列车以及

地区因素影响。导致在列车控制中信息传输出现延时的情况，

需要进一步对列车无人驾驶功能进行精确控制。在轨道列车无

人驾驶功能中，主要是通过利用信号传输对列车运行进行自动

控制，确保列车运行信息实现交互，为轨道列车运行提供安全

包括。在轨道交通系统中，根据列车的具体定位做好包络计算

工作，完成列车运行信息传输工作，确保列车在处于高速运行

状态后，能够对列车的行驶速度进行精确控制。为了确保列车

的安全，在信号系统中会自动完成列车安全包括计算工作，避

免造成轨道列车在运行时出现安全问题。如图 1所示。轨道交

通系统通过 5G 技术的有效运用，可以有效做好列车定位信息

收集管理工作，避免列车超出防护包络，根据类车定位信息，

结合列车运行 高时速以及 低时速做好统筹管理工作，在图

1 中可以有效控制好列车车头实际位置，列车追踪的过程中，

可以明确列车的端点位置以及包络长度，对列车的初始速度进

行有效控制。相对于 4G 技术，5G 技术的有效运用可以减少信

号传输延时情况，保障列车包络能够与列车位置想贴近，从而

对列车运行进行精确控制。 

 

图 1  轨道列车控制包络 

2.2 智能调度 

在 5G 技术的基础上，移动通信网络容量得到了大幅度提

升，而且在智慧轨道交通中，通过通信系统调度实现了业务拓

展，同时实现了智能头盔以及智能机器人调度系统，并与感知

终端以及智能平台进行统一接入，提高了系统的智能分析能力

以及管理能力，为轨道交通智能平台建设提供了重要帮助。在

智能轨道交通系统当中承载了音频智能调度空能以及数据信

息统计管理功能，针对列车运行实现了智能安全管理服务以及

员工智慧管控功能。在系统运行中，实现了多媒体以及 GIS 技

术新型业务，可以针对轨道列车运行实际情况做好应急通信工

作，实现自然灾害监测工作，加强做好列车形式防护管理工作，

确保个运输段轨道列车行驶安全以及保障列车行驶的可靠性。 

2.3 智慧车站 

智慧车站主要包含了以下两方面内容。1）乘客服务。通

过对 5G 技术的有效运用，可以确保乘客乘车的舒适度，提高

乘客服务智能化水平以及便捷化水平，在动态引导系统的有效

运用下，可以对乘客客流情况进行全面掌握，并制定相应的服

务调整方案，确保轨道列车服务质量以及运行效率。乘客在列

车休息的过程中，可以通过移动端或者车站专用终端，直接搜

索目的地会自动形成地图，并未乘客提供路径参考。此外，在

智能轨道交通中实现了专用热点以及 VR 等功能，可以为旅客

提供娱乐体验的同时，也能够减少旅客候车时间以及等待时

间，确保轨道交通运输行驶安全。在物联网技术的基础上，可

以实现感知车站设备联动控制，自动完成对车站湿度以及光照

调控管理，保障车站的舒适度。2）车站管理。在 5G 技术的应

用下实现了音频分析以及物联网感知功能，可以对车站内安全

要素进行精确感知与控制，能够在第一时间内做好危险识别管

理，即使在出现安全事故的情况下，也能够通过利用智慧系统

完成管理，并在第一时间内做好消防以及医疗管理工作，及时

对车站设备进行全面监控以及自动控制，实现车站设备周期性

管理工作，保障轨道交通车站设备设施的安全，为发挥出智慧

车站功能提供有效保障。 

3 5G 在智慧轨道交通中的创新 
在未来，智慧轨道交通在 5G 技术的应用下要想实现创新，

应当针对基础架构做好创新工作，从感知层到应用层做好整合

管理，并在 5G 技术的使用下，加强网络技术以及管理技术集

中管控，对各项数据资源实施安全保护以及集中管理，实现无

线制发展形势，加强通信网络以及公众移动通信网络的运用，

从而对智慧轨道交通基础构架进行改造与升级，实现新业务以

及新模式的出现，同时将智慧轨道交通建设运用大数据以及人

工智能等，确保智慧轨道交通基础构建实现创新。如图 2所示。 

 

图 2  智慧轨道交通构架创新 

在智慧轨道交通基础构架中主要包含了以下几方面。1）

智能感知层。智能感知层是智慧轨道交通中的重要基础结构，

也是融合信息的重要纽带。智能感知层的实现可以完成信息采

集以及信息传递，同时能够对传感网以及检测设备等进行全面

监控，获取各项设备运行数据信息，从而掌握各项设备运行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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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情况，全方位了解智慧轨道交通运输系统的实际运行情况，

为实现智慧轨道交通精细化管理提供了重要支撑。而智能感知

层中所涉及的设备相对较多，其中包含了传感器以及检测设备

等，为实现数据信息收集提供了重要帮助。2）宽带与泛在的

通信网络。该通信网络在 5G 技术的支持下，所涉及的网络相

对较多，其中包含了交通专网、运营商公网以及卫星网络等，

为智能轨道交通实现了公转融合的通信网络。3）平台方面。

在 5G 技术的实现下，智慧轨道交通基础构架实现了云计算平

台，能够实现数据共享以及收据管理，为轨道交通运输各项数

据信息进行全面管理，降低智慧轨道交通软硬件投资成本以及

运维成本，实现大数据处理以及智能分析功能，同时也能够为

智慧轨道交通提供发展决策，为智慧轨道交通提供一定的支

持。 

结束语： 
综上所述，智慧轨道交通的实现，为我国交通事业的健康

发展提供了重要帮助。在 5G 技术的支持以及应用下，智慧轨

道交通实现了智能调度以及智能管理等，为了进一步实现交通

强国，我国在 5G 技术的支持下，为了能够实现智慧轨道交通

创新，需要对智慧轨道交通系统基础框架进行整合处理，确保

智慧交通建设质量可以得到全面提高，为我国交通运输行业健

康发展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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