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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磁悬浮列车主要由悬浮系统、推进系统和导向系统三大部分组成，尽管可以使用与磁力无

关的推进系统，但在绝大部分设计中，这三部分的功能均由磁力来完成。  

 磁悬浮列车原理

 

      悬浮系统的设计，可以分为两个方向，分别是德国所采用的常导型和日本所采用的超导型

。从悬浮技术上讲就是电磁悬浮系统（EMS）和电力悬浮系统（EDS）。图4给出了两种系统

的结构差别。

      （EMS）是一种吸力悬浮系统，是结合在机车上的电磁铁和导轨上的铁磁轨道相互排斥产

生悬浮。常导磁悬浮列车工作时，首先调整车辆下部的悬浮和导向电磁铁的电磁排斥力，与

地面轨道两侧的绕组发生磁铁反作用将列车浮起。在车辆下部的导向电磁铁与轨道磁铁的反

作用下，使车轮与轨道保持一定的侧向距离，实现轮轨在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的无接触支撑

和无接触导向。车辆与行车轨道之间的悬浮间隙为10毫米，是通过一套高精度电子调整系统

得以保证的。此外由于悬浮和导向实际上与列车运行速度无关，所以即使在停车状态下列车

仍然可以进入悬浮状态。

      （EDS）将磁铁使用在运动的机车上以在导轨上产生电流。由于机车和导轨的缝隙减少时

电磁斥力会增大，从而产生的电磁斥力提供了稳定的机车的支撑和导向。然而机车必须安装

类似车轮一样的装置对机车在&ldquo;起飞&rdquo;和&ldquo;着陆&rdquo;时进行有效支撑，这

是因为EDS在机车速度低于大约55公里/小时无法保证悬浮。EDS系统在低温超导技术下得到

了更大的发展。

      超导磁悬浮列车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其超导元件在相当低的温度下所具有的完全导电性和完

全抗磁性。超导磁铁是由超导材料制成的超导线圈构成，它不仅电流阻力为零，而且可以传

导普通导线根本无法比拟的强大电流，这种特性使其能够制成体积小功率强大的电磁铁。

      超导磁悬浮列车的车辆上装有车载超导磁体并构成感应动力集成设备，而列车的驱动绕组

和悬浮导向绕组均安装在地面导轨两侧，车辆上的感应动力集成设备由动力集成绕组、感应

动力集成超导磁铁和悬浮导向超导磁铁三部分组成。当向轨道两侧的驱动绕组提供与车辆速

度频率相一致的三相交流电时，就会产生一个移动的电磁场，因而在列车导轨上产生磁波，

这时列车上的车载超导磁体就会受到一个与移动磁场相同步的推力，正是这种推力推动列车

前进。其原理就像冲浪运动一样，冲浪者是站在波浪的顶峰并由波浪推动他快速前进的。与

冲浪者所面对的难题相同，超导磁悬浮列车要处理的也是如何才能准确地驾驭在移动电磁波

的顶峰运动的问题。为此，在地面导轨上安装有探测车辆位置的高精度仪器，根据探测仪传



来的信息调整三相交流电的供流方式，精确地控制电磁波形以使列车能良好地运行。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磁悬浮列车市场深度研究与投资战略研究报告

》共十一章。首先介绍了磁悬浮列车相关概念及发展环境，接着分析了中国磁悬浮列车规模

及消费需求，然后对中国磁悬浮列车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磁悬浮

列车面临的机遇及发展前景。您若想对中国磁悬浮列车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该行业，

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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