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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3 关注
沪苏湖高铁开始试运行，年底具备通车条件

42分钟，虹桥站→湖州站

| 年底具备开通条件，6个车站为新建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介绍，沪苏湖高铁于 2020
年 6月开工，2024 年 6月全线铺轨贯通，8月开始静态验收，9
月开始联调联试。自联调联试以来，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
重联动车组等先后上线，以不同速度等级进行往返检测试验
以及全线拉通试验，共开行各类试验列车 775 列，检测总里程
达 52463 公里，综合检测列车试验最高时速达 385 公里，安
全、优质、高效完成了各项联调联试检测任务。
据悉，沪苏湖高铁试运行将持续 1个月左右时间，预计

12月底具备开通运营条件。
在试运行期间，将进行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

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试验等项目测试，模拟线路正式运营
状态，对高铁运输组织、列车接发、开行密度、设备状态等方面
进行的一次全面“实战”检测，为正式开通运营提供科学依
据。试运行使用的列车采用运营动车组担当，沿途各站模拟办
理客运业务。
上海铁路枢纽工程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丰成林介绍，沪

苏湖高铁由上海虹桥站综合场引出，终至湖州站高速场，正线
全长约 163 公里，其中上海段 65 公里、江苏段 52 公里、浙江
段 46公里，设计速度 350 公里 / 小时。沪苏湖高铁全线设有
8个车站，2个为既有车站，6个为新建车站。在新建车站中，
江浙沪各两个，其中在上海新建上海松江站和练塘站，在江苏
新建苏州南站和盛泽站，在浙江新建湖州南浔站和湖州东站。

| 推动旅游，沿线景点打卡指南制作中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沪苏湖高铁总体设计
负责人陈国全介绍，从路网上看，沪苏湖高铁位于沪宁、沪杭
两大客运主轴的中间，沪宁通道上虽已有沪宁城际、京沪高

铁、苏南沿江高铁 3条高铁，但线路能力依然紧张；而沪杭通
道上仅有沪昆高铁 1条高铁，线路能力已经饱和，已经成为上
海与杭州及以南地区的交通堵点；合肥往上海方向客车需经
沪宁通道，加剧沪宁通道能力紧张的局面。因此，沪苏湖在湖
州与合杭、宁杭高铁衔接，建成后，杭州、合肥方向客车经合杭
高铁与本线可直通上海，可减轻沪宁、沪杭通道能力紧张的压
力。同时宁杭、合杭高铁沿线客流可通过沪苏湖直通上海，避
免到南京、杭州折角到上海，大幅缩短旅客到上海的旅行时
间。
沪苏湖高铁的开通，不仅将便利沿线居民出行，同时也会

推动相关区域的旅游，各地都为迎接游客做了积极准备。苏州
市铁路与航空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王睿介绍，新建的苏州南
站集高铁、城际铁路、地铁、低空飞行、公交、水上交通等多种
交通制式于一体，配套了商业、办公、会展、酒店等，旅客出了
苏州南站就可以换乘小汽车、公交、长途、出租、水上交通等，
也可以就地入住酒店。湖州市文旅部门负责人也来到试运行
列车上，推介湖州文旅资源，欢迎旅客前往湖州观光旅游。
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张志鹏认为，沪苏湖高铁的建成通

车将提升区域的营商环境，吸引更多高端人才、先进技术和资
本的集聚，将为G60科创走廊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
撑。此外，沪苏湖串联起上海、苏州市吴江区、湖州市一大批风
景名胜区和旅游景区，将推动旅游业和文旅融合。
上海客运段高铁列车员王晓君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在担当

沪苏湖高铁的联调联试相关列车乘务工作。作为苏州市吴江
区当地人，她和身边的亲戚朋友对这条“家门口”的高铁都期
盼已久，“我在上海上班，以前需要先坐地铁到苏州站再换乘
高铁，沪苏湖高铁开通运营后，我可以直接从苏州南站坐高铁
到上海虹桥站，预计比之前可节约一大半的时间。我的亲戚们
大多从事服装销售经营，沪苏湖高铁开通不仅方便了他们往
来于江浙沪城市间，还能扩大朋友圈，拓展经营辐射范围，带

动我们吴江区的商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据悉，为了给旅客提供更好的旅行体验，客运段正在制作

沪苏湖高铁沿线景点打卡指南，为旅客介绍每个站点附近特
色景点打卡地和当地民俗文化，比如同里古镇的历史文化景
点崇本堂、穿心弄等，旅客还可以在同里古镇走三桥体验民俗
婚礼、坐游船体验水乡生活。

| 多年前就开始规划，尽力避免对环境破坏

陈国全介绍，沪苏湖高铁最早在“十二五”就纳入了国家
中长期铁路网规划（2008 年），“十三五”期间开展前期研究及
设计工作，“十四五”期间开始建设，到现在的试运行，充分体
现了“规划向导”的理念。
据介绍，沪苏湖高铁虽然线路不长、经过的高级别行政据

点不多，但沿线城镇密集，多为经济重镇、国家级和省级历史文
化名镇，经济发达，旅游资源丰富，商务、旅游、务工等城际客流
需求旺盛，其城际铁路的功能显著。所以，在设计线路走向尽可
能经过沿线经济重镇、旅游景点等重要客流集散点并设站，以满
足沿线居民的出行需求，同时要符合城市规划发展需要。

沪苏湖高铁所经地区是江南水乡的代表，环境敏感区分
布广泛，经过“两山”理念诞生地、国家生态日起源地湖州市，
横穿过元荡湖、三白荡等重要湿地，穿越太浦河清水维护通道
等 4处生态保护红线，经过京杭大运河、东西苕溪 2处国家级
敏感点和黄浦江上游水源保护区，穿越上海市区 75个噪声环
境敏感点，跨越 36条等级航道、243 条河流。“我们在设计过
程坚持环保选线，绕避环境敏感区，主要采取桥梁等方式，防
止生态破坏和水土流失，减振降噪；强化工程景观设计，与沿
线环境协调。”陈国全表示。

文/晨报记者 郁文艳

图/晨报记者 郁文艳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

23日上午 9 时 27 分，首趟试运行列车 G55505 次从上海
虹桥站开出， 沿着新建的上海经苏州至湖州高速铁路 （简称
“沪苏湖高铁”）驶向湖州站方向，进行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
标志着沪苏湖高铁建设进入试运行阶段， 全线开通运营进入
倒计时。 记者登上这趟试运行列车，42 分钟后，也就是 10 时
09 分，到达湖州站。

沪苏湖高速铁路走向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