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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環境、能源壓力的增大，高鐵、城鐵等有軌道列車對“身輕如燕”的需

求也日益迫切，成為主要的技術進步方向。 
 
  成都天智輕量化科技有限公司創始人、西南交通大學交通運輸裝備輕量化研

究所所長權高峰教授及其團隊目前正致力於軌道列車輕量化產品的技術開發和

生產，他們的目標是，用高性價比的鎂合金和鎂基複合材料讓有軌道列車更輕、

更快、更省、更健康、更環保。 
 
  用鎂合金為有軌道列車減重 
 
  被業內譽為“中國鎂合金運輸裝備應用領域領軍人物”的權高峰教授及其

團隊近年來一直苦心鑽研的正是用鎂合金及鎂複合材料讓高鐵、城地鐵等有軌道

列車變得更輕。鎂合金是最輕的金屬工程結構材料，密度僅有 1.7，而鋁合金為

2.7，鋼是 7.8。可見鎂合金具有天然的輕量化優勢。在這一研究方向驅動下，目

前他和他的團隊已經開發出兩大類七種產品，包括鎂合金過渡車鉤（城軌列車和

高速列車）、鎂合金/鋁合金蜂窩模組（高速列車）、鎂合金臥鋪（軌道客車、公

路客車、船舶客艙）等，用於替有軌道列車和客運裝備“減重減肥”。 
 
  記者在權高峰教授的辦公室看到，普通的鋼制的過渡車鉤重達 84 公斤，普

通人根本沒有辦法搬動，而天智輕量化團隊利用鎂合金材料製作的過渡車鉤僅有

18 公斤，減少了 66 公斤。在減重實現便捷安裝的情況下，據權教授介紹，其性

能並不輸現有車鉤。而且重量減輕了，車身的負擔就會更小，能耗、排放也會相

應降低。“所謂輕量化，就在保證列車的強度和安全性能的前提下，降低列車整

備品質，從而提高其性能，減少能耗，降低排氣污染排放。”權教授指出，西方

先進經驗和我們的研究也證明了，當前我們國家的交通發展模式是不可持續的，

用軌道交通來逐步替代汽車是一種趨勢，比如用有軌電車代替汽車實現綠色城市

交通，是歐洲發達國家近年來的成功經驗。而運用輕量化材料為車身減重降減能

耗，也會使得軌道交通更加輕便節能環保。 
 
  業內人士指出，鎂合金及鎂複合材料是製造工業中可工業化使用的最輕金屬

結構材料之一，其性能特點決定了眾多的應用優勢：一是不同檔次的鎂合金材料

與相對應的鋁合金等材料性能相當，但是同時鎂更輕，而且製造成本也在不斷下

降；二是鎂合金材料更環保，相較於鋼鐵和鋁，鎂對人體無害；三是新一代的鎂



合金產品耐腐蝕性更強；四是鎂資源豐富，有資料顯示，我國鎂儲量世界第一, 
白雲石礦和菱鎂礦為提煉金屬鎂的主要原料, 世界白雲石菱鎂礦儲量的 2/3 集

中分佈在中國，全世界金屬鎂產量的 21/32 以上由我國提供。在此情況下，鎂合

金及鎂複合材料註定要在“中國製造”的減重行動中擔任重要角色。 
 
  向整車輕量化出發 
 
  為了將研發成果早日轉化成生產力，將生產力轉化成產品，在西南交大的支

持下，權高峰及其團隊註冊成立了成都天智輕量化科技有限公司，並在成都市溫

江區建成了一個試驗中心和生產中心。 
 
  目前其主打產品之一蜂窩模組已經完成小批量生產技術和裝備開發，鎂合金

過渡車鉤也完成實物樣品製備並送檢，正在進行適合小批量生產的成套裝備、模

具設計製作，年底前將實現銷售。另一款過渡車鉤也完成了模具設計，正在投料

試生產，即將進入測試階段。據權高峰介紹，目前其主要客戶為中國中車旗下青

島四方機車車輛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預期 2 至 3 年內的採購量可達約 5000 萬

元人民幣以上。而眾所周知，四方研究所是軌道交通行業車輛專業研究所，是軌

道車輛關鍵系統技術和產品的重要供應商。 
 
  但，生產過渡車鉤、蜂窩結構等部件遠不是權高峰教授及其團隊的主要目標。

既然鎂合金及其複合材料優勢明顯，他們自然是想把它運用到整車製造中去。 
 
  他們團隊的研究資料表明，運用鎂相關材料來製造有軌列車車體及內裝部件，

將大大降低其重量。以京滬高鐵的客運專線為例，如果將其車身用鎂合金來製造

整個車身，整體將減重約 13%以上，節能平均幅度則是 8%。以京滬高鐵目前全

線運營每天 1000 多班次的動車組來計算，全部應用鎂合金車體，一天僅直達列

車即可節約用電 126 萬度、折合減少二氧化碳排放 1146 噸。而一般節能幅度超

過 5%，國家就可能將其提上戰略發展高度，發文專門推廣。由此可見，運用鎂

合金及複合材料對列車進行減重以後，對於節能減排意義重大。 
 
  據介紹，目前權高峰教授及團隊和合作夥伴對鎂合金整車車身的前期研發包

括材料、型材、焊接等基礎研發已經完成，第二階段是技術系統集成階段，第三

個階段則是檢測認證、進入市場。目前他們已經進入第二階段即技術系統集成階

段。按照他們的計畫，在 2017 年將研發出有軌電車車體的樣車，2018 年研發出

道速動車車體的樣車。 
 
  獲多項國家政策支持 
 



  當下，權高峰及團隊在城市有軌電車輕量化研發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沿，其

團隊擁有專利多項，其中發明專利 21 項、實用新型專利 8 項、國際專利授權 5
項。其多項技術和佈局均處於“人無我有”的領先優勢中。 
 
  作為技術領軍人物，權高峰於 1994 年獲西安交通大學工學博士學位，

1999-2006 在德國勃蘭登堡工業大學和德國 GKSS 研究中心鎂合金中心工作，終

日與“鎂”打交道，歸國後，受聘西南交通大學交通運輸裝備輕量化研究所所長，

先後承擔過鐵道部、教育部、科技部、遼寧省等多項重點研究項目以及眾多個國

際合作項目。可以說，在鎂材料行業，權高峰教授是應用技術領域的頂級專家。 
 
  過硬的技術背景以及廣闊的市場空間，使得其研發專案獲國家多項政策支持，

包括 2011-2015 國家“十二五”科技支撐計畫項目立項支持、國家自然科學基金

2 項青年項目支持、2014 四川省“千人計畫”項目立項支持及成都市創業新產品

項目支持、雙流縣創業項目財政支持。 
 
  同時，他們也頻頻受到創投機構的關注。早在今年 5 月份舉辦的“創業天府·

菁蓉匯·雙流”活動中，天智輕量化的項目一出場就受到幾乎所有在場投資機構

的熱捧，30 多家與會投資機構悉數舉牌，當場溢價 1000 萬元，超過其融資意向

5 倍。 
 
  權高峰教授表示，天智公司已經得到了第一筆 VC 投資，目前公司正在準備

進行新一輪融資計畫，未來他們將攜手資本市場對公司進行管理經營、爭取早日

做大做強，為中國製造發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