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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1964年世界第一条高速铁路——日本东海道新干线建成投入运营以来，高速铁路以其运输能力
大、安全舒适、节能环保和全天候运输等优势，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重视，成为世界铁路发展的重要
趋势和交通运输现代化的最重要标志之一。
1981年法国TGV高速铁路建成通车，1991年德国ICE高速铁路建成通车，意大利、西班牙、韩国和我国
台湾高速铁路也相继建成并投入运营。
到2008年，已有11个国家和地区的高速铁路投入运营，运营里程超过7000公里；正在建设和规划建设
高速铁路的国家13个，在建规模1.25万公里，规划建设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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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京沪高速铁路系统优化研究》首次提出了京沪高速铁路顶层目标与基于顶层目标的系统优化设计思
路。
顶层目标是指面向系统的顶层设计，直接影响系统内多个子系统的设计并具有自顶而下的刚性约束和
资源配置作用，以技术元素为基本构成并兼顾经济、社会因素，是能够从全局高度反映系统总体技术
特点与技术水平的关键技术指标的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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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其他国家高速铁路　　在意大利，1970年开始建设第一条罗马-佛罗伦萨高速铁路，该线为既有
线改造而成，1992年完工，开行ETR450高速列车，最高运行速度250 km／h；2006年，罗马-那波利高
速铁路投入商业运营，最高运营速度300 km／h，被认为是欧洲铁路跨国运输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目前，意大利投入运营的高速铁路里程达到468 km。
　　在西班牙，1987年开始建设第一条马德里一塞尔维亚高速铁路，全长471 km，1992年4月投入运营
，线路设计速度300 km／h，列车最高运营速度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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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希望《京沪高速铁路系统优化研究》能对我国高速铁路建设有所启示。
《京沪高速铁路系统优化研究》所述的方法与思路是初步的、探索性的，难免有许多不妥之处，望读
者给予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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