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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奋进新时代
壮阔东方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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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地铁梦，始于上世纪60年代初浦东农田里的多次

试验。改革开放为上海地铁插上了飞翔的翅膀，几代地铁人攻

坚克难，创造“豆腐里打洞”的奇迹，1993年 5月 28日圆

梦———1号线徐家汇站到锦江乐园站的6.6公里建成通车，上

海地铁从无到有。世博会前，运营总里程迅速拓展到420公

里，上海地铁从线到网，创造世界轨交建筑史的“上海速度”。

如今，上海已有17条轨交线路，总里程673公里，路网规模世

界第一，地铁已完全融入市民生活，不仅是最主要的出行工

具，也是滋养情怀、传递文明的城市第二空间。

首席记者 曹刚

连线 成网秀“速度”
滋养 情怀有“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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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工程师用袜子擦汗
曾有外国专家评价，上海地质条件

复杂，造地铁就像在宇宙中找支点撬
动地球，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地铁之
父”刘建航带领团队找到了“支点”。

早在 !"#$年，他和同事们在浦东
塘桥采取盾构法掘进 %&&多米，完成
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豆腐
里打洞”。!""&年 !号线开工时，年过
花甲的刘建航任总工程师，解决了盾
构穿越市区密集建筑群等众多技术难
题。此后十余年，刘建航退而不休，遇
到突发事件，无论白天黑夜，接到电话
就往现场赶。

时隔多年，申通集团原党办主任
金嘉模一直记得刘建航用袜子擦汗的
故事。“一天晚上，电话又响了，刘老立
刻出发。刚出门，他爱人就在后面喊
‘袜子！袜子！天冷，别忘了穿。’他接
过顺手放进口袋。抢险一夜，刘老满头
大汗，下意识掏出布擦汗。在场的人都
笑了，原来，是双袜子。”

忘我，是几代地铁人身上共同的
闪光点，也是缔造上海地铁建设奇迹
的关键密码。!号线建设关键阶段，刘
建航检查徐家汇站时发现数据异常，
判断车站连同周边多栋建筑有垮塌危
险。刘建航赶快叫停，见有人不听，他
急了，直接跳下基坑，站在挖土机前，
保住了车站。

事后，金嘉模问他怕不怕。“刘老
说顾不上，上海人想地铁、梦地铁，眼
看要梦想成真，不能有任何闪失。”从
!"'$年开展试验到 !""$年首条通车，
“三十年地铁梦，梦想成真”，当时成了
几乎所有媒体的头条标题。

客流纪录停在八年前
(&&$年 )月，上海地铁十周岁，有

%、(、$号线三条线路，运营总里程 ')

公里。那年，有 %&年地铁站务经验的
马珏成了人民广场站第 %% 任站长。
“当时，地铁不再是新鲜名词，早就成
了市民的老朋友，客流量逐年增加，特
别是上海获得世博会举办权后，客流
压力明显上升。”

在人民广场站厅的冷光灯下，马
珏当了近 %&年站长，见证地铁网络
快速发展。(&&(年五一前后，上海地

铁全网客流连续 ' 天超百万。而到
世博会期间，仅人民广场一个站，日
均客流就达 *& 万人次，极端最高达
%%& 万人次，纪录至今未被打破。“因
为世博会后，线网日益完善，换乘车
站越来越多，人民广场的客流压力被
逐步分担。”
马珏初到人民广场站时，+号线一

期已开始建设，上海即将出现首个三
线换乘的枢纽站。面对越来越拥挤的
换乘通道，她未雨绸缪，历时半年，带
团队统计高峰运营情况，分析数据报
表，精选设计方案，大胆提出“顺时针”
换乘新方案，得到专家认可，缓解了客
流压力。
“我当站长那些年，人民广场站是

全上海客流量最高的车站，不过后来
让位给世纪大道了。”马珏笑着解释，
随着地铁运营里程的递增，三线换乘
车站早就突破两位数，还出现了世纪
大道和龙阳路等四线换乘车站。

洋快餐里吃出金点子
上海 ,&&,年底获世博会举办权，

轨交建设迎来全新机遇。,&&-年 "月
$&日明确目标：世博会前建成 -&&公
里，而当时全市已有里程还不足 %&&

公里。
大决战全面展开，,&&*年最高峰

时，同时施工 %%'座车站，推进 %&&个
盾构，在世界轨交史上绝无仅有。“最
终在世博会开幕前，完成 %%条线路、
-,&公里运营里程，归功于不怕苦不怕
累的建设者们。”金嘉模感慨地说。

有一次，金嘉模在 %&号线一期工
地碰到项目负责人宋博。“他刚从地下
巡查完回地面，简直就是泥人，下半身
全裹满了泥浆。”他顾不上冲洗，马上
坐下来研究施工方案，令金嘉模动容。
“%&号线一期建设遇到过不少难点，都
挺过来了，我为他们骄傲。”

还有些麻烦出现在设计阶段。比
如 "号线徐家汇站，设计师原计划建
超大下沉式广场，联通周边商场和地
铁出口，方便疏散客流、聚集人气。缺
点是，徐家汇商城要关 $年，大伤元
气。指挥部多次开会，仍不满意。

金嘉模说，大家一筹莫展时，好消
息传来———城建设计院副总工程师徐
正良带女儿到徐家汇吃肯德基，在港

汇广场停车。正为车站设计冥思苦想
的他眼前一亮，觉得地下车库可改做 "

号线站厅和站台层，立刻拿出尺，反复
测量层高、柱距，发现三层地下空间正
合适。

很快，“环港汇广场”方案出笼，"
号线按期通车，徐家汇商圈也保住了。
洋快餐里吃出金点子，看似偶然，其实
得益于强大责任心，休息日也处于工
作状态，才可能收获“柳暗花明又一
村”的惊喜。

请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随着地铁建设和运营经验越来越

丰富，一些改变悄然发生———以往，高
质量完成“进度”是首要任务，如今更
注重提升城市“温度”，地铁不仅是市
民出行重要空间，也是一座城市的人
文展厅。

自 ,&%$年元旦，地铁音乐角在人
民广场公益开演，每周 ,场，去年底已
满 )&&场。来自高水准专业院团和接
地气群众团体的 ,&&&余人参演，观众
超过 '万人次。这些数字也许有些冰
冷，但有一首歌和几个拥抱，在金嘉模
的印象中是滚烫的，曾让他热泪盈眶。

一次，音乐角演出结束时，一名三
十多岁、衣着邋遢的流浪汉突然提出，
想上台唱一首《敢问路在何方》。“表演
都根据节目表走，要不要满足这个额
外请求？我们被他真诚的眼神打动了。
歌声很动听，博得满堂彩。”更让金嘉
模感动的是，一曲终了走下台，好几个
流浪汉冲上去热情拥抱。“在这温情脉
脉的空间里，他们感受到了平等相待
的尊重和认同，一定很感谢上海地
铁。”金嘉模了解到，他在济南创业失
败，只身来沪求职，困境中偶遇音乐
角，想借歌诉情。“后来他找到工作，我
们请他回来又唱了一次。”

上海地铁已成为饱含文化韵味的
移动风景线，引进英、美、法、德、匈等
国数百首经典诗歌；开行 ,&&余列次
文化列车，主题包括“贺友直三百六十
行漫画”“笔尖上的非遗”“张大千和毕
加索”“永恒的莎士比亚”等；在站内公
共空间开展壁画、装置等艺术尝试，最
近，梵高、莫奈等大师作品及妙趣横生
的衍生品空降陕西南路站厅橱窗，成
为“魔都打卡新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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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上海现有 *个在建轨交项目：)号线南延
伸（东川路站.奉贤新城站）、%$号线二期（世
博大道站.华夏中路站）、三期（华夏中路站.

张江路站），计划今年内通车；%&号线二期（新
江湾城站.基隆路站）、%-号线（封浜站.桂桥
路站）、%)号线（顾村公园站.紫竹高新区站）、
%+ 号线（长江南路站.航头站）等项目，有望
,&,&年前开通试运营。
今年底，本市轨交运营总里程将突破

*&&公里，到 ,&,&年形成 ,&条线路、约
+$&公里总里程的超大网络运营规模，今
后还将突破 %&&&公里。上海地铁去年工作
日日均客流 %&**万人次，今年 $月，全网
单日总客流连续三周创新高，最高超过
%,$)万人次。轨交线网日益完善，智能化程
度不断提升，上海地铁将越来越“聪明”。

远程监控所有工地
上海轨道交通远程监控指挥中心于

,&%'年投入使用，通过采集和分析监测
数据，预判、防范风险。申通地铁集团建设
管理中心副总经理史正洪介绍，这种智能
化监测手段，已覆盖所有地铁在建工地。
“全球眼”高清监控设备能全天候多

角度观察每个在建工地的情况———谁不
戴安全帽，谁操作不规范，都一目了然，大
大提高施工的规范和文明程度；盾构等设
备的实时状态数据，由众多机载传感器实
时采集并发回远程监控中心，稍有异常，
便会自动报警，以便及时排除故障；监控
中心每天还会收到各类详细的格式化数
据，综合监测施工进程，保障质量安全。
“地铁施工地点分散、距离远，集中管

理难度大。”%$号线项目发展有限公司董
事长尤旭东透露，%$号线在建的多个工
地，都引进动态人脸识别考勤系统，工作
人员刷脸进出工地，考勤考核效率大增。
以往工地考勤，有打卡、验身份证、指纹识
别、在安全帽中镶嵌芯片等方式，但身份
证和安全帽可以借用，工人指纹磨损后辨识
度低，人脸识别技术可有效规避这些漏洞。

实时监测车厢车站
,&%*年底通车的 %*号线，堪称上海地铁

的“智能担当”。它是国内首条完整采用本土
企业 %&&/自主研发、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

牌信号系统的全自动驾驶地铁线路。建设中的
%-、%)、%+号线，也计划采用全自动无人驾驶
技术，同样可实现设备自动自检、列车自动休
眠、唤醒、自动出入场、自动折返等功能，大幅
提高列车运行效率和可靠度。

与地铁信号相关的另一项重点工程，是正
在试点的智能在线监测平台。申通地铁集团维

保公司通号分公司设备管理部副经理陆
鑫源介绍，平台能 (-小时关注车厢和站
点内的设备变化，随时发现潜在问题，提
早排除险情。“它就像地铁的预警雷达，
通过在列车和车站机房设置众多点位，
准确检测关键设备的实时状态，并依托
大数据平台，进一步分析出设备的亚健
康状态，力争从‘预防性维护’升级到更
先进的‘预知性维护’。”

陆鑫源说，这个全行业首创的项目，
能取代人工巡检等重复劳动，且效率更
高。目前已在 %$号线全线试点，今年底
有望推广到 %(、%$、%'号线等线路。

刷脸进站未来可期
今年 %月 (&日起，上海地铁全网试

行“刷码过闸”，基于“01234大都会”官
方 566，所有车站都能刷手机进出站，每
天通过手机扫码支付进站的乘客已突破
,&/7 年内所有闸机都将支持二维码通
行。支付宝、微信和银联三种支付渠道也
已全覆盖。

支撑“地铁快付”系统的，是独具特
色的上海技术：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支付平台，保证消费全程封闭安全；全球
首创“二维码双脱机回写”技术，没网络
也可使用；将刷票、刷卡、刷手机三种方
式集成在同一套读写设备里，方便读取。

此外，语音购票、刷脸进站、智能客
流监测等多项技术也已完成实验室测
试，有望逐步应用于上海地铁。不久的将
来，用户不用掏出手机，借助人脸识别技

术，仅靠刷脸就能进站，并完成支付；通过多模
态智能语音交互技术，将可实现语音售票，乘
客只需要说出目的地，售票机便会自动推荐坐
到哪一站；基于视频识别的智能客流监测技
术，则可替代肉眼，观察车站客流速度、密度、
拥挤指数等，再结合运营和气象信息，预测流
量变化，帮助疏导客流、应急调度、防范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