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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交通载运装备与智能交通技术”重点专项

2025 年度第一批项目申报指南

为落实《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

划纲要》和“十四五”期国家科技创新有关部署安排，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启动实施“交通载运装备与智能交通技术”重点专

项（以下简称“重点专项”）。根据本重点专项实施方案的部署，

现发布 2025年度第一批项目申报指南。

本重点专项总体目标是：实现交通载运装备技术“自主可

控”，在安全、运力、能耗、排放、环境友好和服役可靠性等

关键本构性能方面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恢复和保持我国在轨

道交通装备领域的国际领先行列地位；填补我国交通载运装

备适应性空白；突破自主式交通系统基础前沿共性关键技术，

形成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智能交通系统技术，支撑加快建设

交通强国、科技强国。

2025年度第一批指南部署坚持问题导向、分步实施、重

点突出的原则，围绕轨道交通载运装备与自主化系统技术方

向，拟启动 2项应用示范类指南任务，拟安排国拨经费 0.55

亿元。应用示范类项目要求有企业参加且配套经费与国拨经

费比例不低于 3:1。

项目统一按指南二级标题（如 1.1）的研究方向申报。

浙
江

大
学

 kyy
cp



- 2 -

每个指南方向原则上只支持 1项，仅在申报项目评审结果前

两名评价相近、技术路线明显不同时，可考虑同时支持 2项，

并采取“赛马制”方式分两个阶段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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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施周期不超过 3年。申报项目的研究内容必须涵

盖二级标题下指南所列的全部研究内容和考核指标。

应用示范类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5个，项目参与单位

总数不超过 10 家。项目设 1 名项目负责人，每个课题设 1

名课题负责人。

本专项 2025年度第一批项目申报指南如下。

1.轨道交通载运装备与自主化系统技术

1.1 铁路客货协同运输装备关键技术研究（应用示范类）

研究内容：研究客货协同（或客货混编）运输装备智能

运输组织技术，研究运输物流组织与站场设施匹配技术，研

究运输装备线桥适应性技术，研究轨道交通枢纽多模式货物

转运技术，研究运输装备智能配置与追踪技术，建立适用于

高速、市域、城际铁路的客货协同运输技术体系，构建运输

综合仿真系统；研究客货混编模式下车辆间动态载荷识别与

运行状态评估技术；研究载荷不均衡条件下运输装备系统动

力学、悬挂参数匹配、振动模态匹配及动态适应性技术；研

发转向架轴重动态均衡自动调节系统，研究不同货物重量、

外形与运输装备的物理空间、车载载荷自动均衡、智能装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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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及装备，构建数字化、标准化实时物流信息管理和监测

平台，研制智能客运、货运、客货协同运输装备，并开展试

验验证，构建客货协同运输组织标准体系。

考核指标：客货协同运输装备智能运输组织系统、悬挂

参数自适应系统、车载载荷自动均衡系统、货物自动装卸系

统样机各 1套，实时物流信息管理和监测平台 1套，运输综

合仿真系统 1套，智能客运、货运、客货协同运输装备 1组，

速度不小于 250km/h，中间车载货空间＞85m³，在既有动车

组改造或新造车辆上试验验证，形成客货协同运输组织标准

体系。

关键词：运输装备，客货协同，载荷自动均衡

1.2 轨距自适应跨国联运重载货运设备关键技术（应用

示范类）

研究内容：围绕“一带一路”国家不同铁路运营环境和标

准要求，研究货运列车踏面与不同轨道断面、材料、载荷的

接触性能匹配技术，研究超长交路轨距自适应货运列车动力

学及安全性保障技术，研究服役环境、运行速度、线路模态、

运维体系对轨距自适应转向架关键部件可靠性的影响因素，

研究转向架变距机构与地面驱动机构的作用关系，形成轨距

自适应转向架设计规范；研究轨距自适应转向架各子系统互

操作关系，研究转向架变距机构工作机理、结构强度、疲劳

寿命、安全保障等技术，研究地面驱动机构关键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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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运车辆轨距自适应转向架及地面驱动机构寿命评估技术，

研制跨国货运装备的轨距自适应转向架及地面驱动机构样

机，研制轨距自适应跨国货运装备样车并开展试验验证。

考核指标：轴重≥23t，运营速度 100km/h；适应轨距

1435～1520mm；列车变轨距时速度不低于 5km/h，跨线工作

效率提升 60%以上；转向架自适应变轨机构寿命不低于

20000次，安装轨距自适应转向架车辆不少于 3辆。

关键词：轨距自适应，部件可靠性，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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