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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地铁为什么
不在夜间行车？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得
不提到一个比较专业的概念
——天窗。这里的“天窗”可
不是大家理解的汽车或者建
筑顶部的那扇窗户，而是属于
轨道交通的专有概念。

根据《铁路营业线施工安
全管理办法》第三章中对“天
窗”的描述，我们可知如下定
义：“天窗是指列车运行于中
不铺画列车运行线或者调整、
抽减列车运行线为施工和维
修作业预留的时间，按用途分
为施工天窗和维修天窗。”

这样一看就比较清楚了，
实际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在夜晚期间需要对线路
进行必要的保养和施工，而这
会占用一定的时间。

举个例子，大家经常会在
新闻上看到“国家铁路公司宣
布在某某时间对某某区域进行
调图”，或者在12306上购票的
时候，会发现一趟回家经常乘
坐的列车车次出现了“列车运
行图调整”，进而导致的购票时
间后延。这类问题的前置条件
就与本题前边的疑问有关。

所谓调图，就是对列车运
行图的调整，从而影响到旅客
乘坐的具体车次。导致这一
调整的原因有很多，比较典型
的就是信号系统的改造。

比如在线路的某位置由
于设计变更增加了几架信号
机或几组道岔，对应而来的，
就要对车站联锁逻辑进行重
新编写，再进行相应的应用软
件升级，显然这是一种线路条
件的变化。

再比如某线路从某铁路
局划转到另外一个铁路局进
行管辖，线路的调度管理要由
新的调度指挥中心负责，进行
重新接入，这显然也要反馈到
中心的运行图和大屏变化上，
相应地，可能就要对调度集中
控制系统进行改造。而以上
这类工作，显然在白天列车运
行的过程中是不允许进行操
作的。具体的施工就要等到
上边提到的“施工天窗”时间

段去进行，而这个时间一般都
是在夜晚。

以高速铁路为例，规定要
求原则上天窗时间不应小于
240 分钟，但实际上算上施工
入场前的准备，施工应急时间
预留，以及施工后现场的清理
与恢复，一般默认天窗时间都
会在凌晨的 00：00-06:00之间
进行。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
很少会看到G/D/C字头的列
车在这个时间段内始发的原
因。

但好在铁路的线路比较
多，两座城市之间的运输线路
一般都不会只有一条，所以我
们也有机会乘坐如北京-上海
D709这种“动车卧铺”。夕发
朝至，某种意义上满足了一部
分经常出差但又苦于赶红眼
航班的旅客。

客运量也是一个
重要考量因素

当然，除了主要的线路检
修问题限制了轨道交通的夜
间运营，客运量也是一个考量
因素。

众所周知，无论是地铁还
是铁路，作为城市的公共基础
设施，是具有一定的公益服务
的性质在里面的。这也是大
家经常提到，为什么中国的高
铁/地铁修完就亏损但还是要
修建的一个主要原因。

虽然轨道交通有公益性
质，但其背后也承载了许许多
多为之付出的工作人员，一味
的靠国家补贴显然也不现实，
还是要在完成基本任务的基
础上去创造利润。而夜间的
旅客少、出行密度低，要让铁
路车次和白天一样多，会造成
大量的资源损耗，所以减少夜
间车次也属于可理解的范畴
之内。

除此之外，大家都知道，
轨道交通行业对于运营工作
人员来讲，属于典型的“三班
倒”工作制。虽然夜间设备大
多是“低效率”运行，但值班人
员是必不可少的。夜间是人
休息的时候，精神状态也无法
与白天相比，如果夜间开行大
量的车次，对于工作人员本身

也会产生较大的压力。

与高铁相比，地铁的
运行时间更受限制

如果说，铁路的广袤还给
了我们夜间出行的机会，地铁
在这一点上就显得更局促了。

相比于国外的四线地铁，
国内的地铁目前都是双线为
主流。

从线路检修这个角度来
讲，要么别检修，检修了就不
能有列车在轨道上行驶（轨道
车和配合动车调试的列车除
外）。所以这也是制约了国内
地铁无法 24 小时运营的一个
重要原因。另外，线路不养护
肯定是不行的，毕竟公共交通
运输首要的责任就是保障乘
客能够安全可靠的出行。

为此，如何将检修周期和
设备故障控制在一定的范围
内，是城市轨道交通一直致力
于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相应
的智能运维系统研开发和大数
据的应用也在不断地帮助地铁
公司提高这方面的能力。

或者在未来的某一天，在
不修四线的情况下，地铁可以
实现间断化的24小时运营。

虽然目前我国的轨道交通
无法做到充分的24小时运营，
但也在不断的探索更多的解决
方案。比如一些一线城市出于
激活城市夜间商业能力的目
的，选择延长配套地铁线路的
运营时间。铁路则是在一些重
大的节假日选择加开各种临
客，尤其是到了春运这种“现象
级”流量的时候，更是如此。

前文我们说到，有人会有
疑问，春运期间铁路部门为什
么不加开高铁的夜间车次？
事实上，加开的车次是有的。
只是与白天发、白天到的车次
相比，夜间发、夜间到的这种
车次的售票情况还是差一些，
因为还是有很多旅客在进/出
车站的前后，需要二次倒车，
夜间发、夜间到的车次对于没
有大型综合交通枢纽的城市，
还是不太方便的。

最后，提前祝大家2020春
运路上，一路平安，团团圆
圆！ 科普中国

春运压力下，为啥不加开夜间高铁？
美天文学家发现
首颗在金星轨道内
运行的小行星

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日前发表公
报说，该校研究团队利用设在帕洛马
天文台的巡天相机“兹维基瞬态观测
设备（ZTF）”，在太阳系内发现首颗
完全在金星轨道内运行的小行星。

这颗被命名为“2020 AV2”的小
行星直径约 1至 3公里，绕太阳系公
转轨道呈椭圆形，相对于太阳系平面
倾角约15度，公转周期约151个地球
日。其运行轨道始终处于金星轨道
内，在近日点时非常接近水星轨道。

加州理工学院物理学教授、美国
航天局喷气推进实验室科学家汤姆·
普林斯表示，这颗小行星可能因为与
太阳系内的行星碰撞而坠入金星轨
道。与人类探测器经常通过绕行行
星加速的“引力弹弓”效应相反，这颗
小行星恰恰在“邂逅”太阳系行星过
程中失去能量。

加州理工学院红外线过程分析
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乔治·赫卢认为，
这颗小行星一定是从太阳系较远的
位置飞向金星。未来若要脱离现有
轨道，这颗小行星唯一的途径是在重
力作用下与水星或金星碰撞而被抛
出轨道，但如果发生这种状况，它极
有可能在碰撞过程中坠毁。 新华

银河系中心黑洞
正在扭曲合并恒星
孕育神秘新天体

据美国太空网站报道，天文学家
称，银河系中的黑洞正在扭曲和合并
恒星，形成一种奇特新天体。

像多数大型星系一样，银河系中
心存在一个超大质量黑洞，潜伏在人
马星座，这个黑洞被称为“人马座
A*”，它不断向黑洞内部牵引恒星、
灰尘和其他物质，形成一个恒星密集
区，其密度是银河系其他区域的 10
亿倍。

有时，距离黑洞最近的恒星必须
争夺空间，这种竞争变成一种奇怪而
暴力的“婚姻模式”。发表在 1 月 15
日出版的《自然》杂志的一项研究报
告指出，天文学家描述了环绕银河系
中心黑洞旋转的 6个神秘天体，它们
体积是地球数倍，外形接近长条形气
体团，然而它们具有小恒星的特征，
能够在不被撕成碎片的情况下，危险
地接近黑洞边缘。

这些奇特的天体是气体，还是恒
星？这些斑点可能是气体和恒星的
混合体，基于天体的形状、轨道，以及
与超大质量黑洞人马座A*的交互作
用，很可能每个G2天体是双星（彼此
环绕的恒星），它们在数百万年前在
黑洞引力作用下发生碰撞，混乱碰撞
之后仍不断溢出气体灰尘云。

观察结果显示，每当 G2 天体近
距离接近黑洞，就会变得更加紧密。
各种迹象表明，某种强大引力作用使
G2 天体中的双星紧密聚集在一起，
意味着它可能是某种新类型恒星。

目前研究人员还不能完全确定，
下一步他们将探索研究更多双星，目
前结果显示这些双星似乎是从黑洞
抛射出来。 新浪科技

近十年来，我国的
轨道交通产业发展迅
猛，动辄数千乃至上万
亿的投资，让各地的轨
道线路迅速成环成
网。无论是城市中密
密麻麻的地铁，还是遍
布祖国大地的铁路，都
极大地便利了我们的
生活。

然而，每年春运一
开启，火车票几乎是秒
光。国家发改委预测，
2020 年春运期间，全
国旅客发送量将达到
30亿人次，其中，铁路
4.4亿人次。返乡人群
购票压力大，铁路运输
压力大。

有人不免产生这
样的疑问：为什么高速
铁路绝大多数的车次
都是在白天，而晚上的
班次就那么少呢？不
能在晚上加开一些车
次，缓解运输压力吗？

这其实还有个类
似的问题，就是为什么
城市里的地铁到了晚
上十一二点就不再运
营了呢？

春运期间，高铁“医生”忙检修。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