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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控制与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 

开放课题基金申请指南（2023 年） 

 

轨道交通控制与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主要致力于轨道交通控制与安全科学技术领域具有

创新性的应用基础理论和基础性工作研究，为我国轨道交通控制与安全保障技术整体达到世界

先进水平进行前瞻性理论技术储备。为了充分发挥国家重点实验室科研平台的作用，进一步加

强科研合作和学术交流，轨道交通控制与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本着“开放、流动、联合、竞争”

的管理运行机制设置开放课题，支持与实验室主要研究方向相关的具有重要科学意义和应用前

景的基础理论和应用基础理论研究。 

 

一、 主导思想 

1. 申请课题应围绕轨道交通控制与安全领域面临的重要科学问题。 

2. 课题研究工作应具有国际前瞻性和创新性，鼓励人工智能、物联网及新一代信息通信等

先进技术方法在轨道交通中的相关应用研究，并重点资助智能铁路研究方向。 

3. 研究内容应具有实际应用前景，研究目标和预期研究成果应明确。 

二、 资助方向 

1. 轨道交通自主运行基础理论与方法 

（1） 列车运行全息感知方法 

（2） 自主运行控制基础理论和方法 

（3） 自主运行安全保障 

（4） 自主运行调度方法 

（5） 人工智能安全评价等轨道交通基础理论与方法 

2. 轨道交通流分析与控制理论 

（1） 基于人工智能的轨道交通动态调度优化方法 

（2） 面向轨道交通自主运行的不确定决策方法 

（3） 面向轨道交通自主运行的智能计算方法 

（4） 轨道交通网络多制式协同智能调度方法 

3. 轨道交通安全保障与运输组织理论及关键技术 

（1） 基于模型的系统安全分析建模方法 

（2） 列车多模态复合故障诊断方法 

（3） 轨道交通自洽式能量收集方法 

（4） 列车健康运维数字孪生构建方法 

（5） 开放移动环境下雷视融合目标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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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考核指标 

课题研究应为基础研究或应用基础研究，预期研究成果主要为发表高水平的学术论

文。具体指标如下： 

(1)在实验室认定的本领域国内外有影响力的期刊上发表论文至少 2 篇； 

(2)课题启动的第一年需向高水平期刊投稿论文 1 篇。 

五、 课题管理及经费使用 

严格按照《轨道交通控制与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基金管理办法》执行。课

题负责人和协同来访研究生在室工作期间生活津贴从开放课题经费中支出。 

六、 联系方式 

联系人：马老师 

通讯地址：北京交通大学轨道交通控制与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 

邮编：100044        电话：010-51684773   

E-mail: hrma@bjtu.edu.cn                  

                            轨道交通控制与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一日 

附件： 

1. 《轨道交通控制与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管理办法》 

2. 《轨道交通控制与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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