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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承德南站：站场规模为 4 台 10 线，站房建筑面积 14997
㎡，候车厅面积2295㎡，站房最高聚集人数为1500人。整体建
筑风格体现了“紫塞明珠，和合承德”的设计理念。

2.承德县北站：站场规模为 2 台 4 线。站房秉持“兴业创
新，盛世典藏——承德华章”的设计理念，建筑面积为 4997.66
㎡，候车厅面积为 958.5㎡，站房最高聚集人数 100人。站内设
有跨线钢桁架天桥一座，建筑面积468㎡，旅客为上进上出。

3.平泉北站：车站总建筑面积9992.3㎡，候车厅面积1879.2
㎡，站房最高聚集人数 400人；车站设 2个站台，旅客进出站形
式采用上进下出，场内设有 8m 宽钢桁架进站天桥一座，并设
8m 宽出站地道一座。整体风格体现了“契丹祖源，圣地平泉”
的设计理念。

4.牛河梁站：位于凌源市南5公里处，凌源位于辽宁西部，
因大凌河发源地而得名。牛河梁站外观以“百合绽放”为设计
概念，呼应牛梁河“第一朵花盛开的地方”的美誉，展示了“盛世
百合，炫美凌源”的花都形象。车站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站场
由2台4线组成。

5.喀左站：位于朝阳市喀左县境内，距喀左县城 14 公里。
喀左站在设计上充分结合古老而沧桑的蒙古文化，外观采用

“一主两从”的格局，通过层层跌落的方式完成中体与两翼的平
顺过渡，同时将建筑四周抹以圆角，体现蒙古包圆润特色。车
站建筑面积5000平方米，站场由2台8线组成。

6.奈林皋站：位于朝阳市龙城区大平房镇西 8公里处。奈
林皋站设计以突出高铁的现代气息，与周边历史人文环境紧密
契合。车站外侧墙面采用福建虾红理石，给人一种温馨、安静
的感觉。车站两侧与一站台直通连接，实现了站前广场通道和
车站通道的无障碍畅通。车站建筑面积1971平方米，站场由2
台4线组成。

7.朝阳站：位于朝阳市西北5公里处，朝阳古称“龙城”，三燕
古都，是一座有1700多年建城史的历史文化名城。朝阳站主体
造型以“花开鸟飞”为构思立足点，抽象出“凤凰来仪，展翅翱翔”
的整体形态，隐喻“凤鸣朝阳，古都腾飞”的设计意象和“海陆兼
备，四通八达”的交通优势。车站建筑面积11926平方米，站场由
3台10线组成。朝阳站是京沈高铁辽宁段新建车站中最大的一
座车站，未来也将成为京沈高铁与朝凌高铁的枢纽站。

8.北票站：位于北票市西南7公里处，北票市古称“川州”，
位于朝阳市的东北部，大凌河中游。北票站建筑深度挖掘了北
票这座历史名城的“化石文化”，整体采用三段式造型，宛若一
只展翅的龙鸟，两侧飞檐犹如羽翅托起头部，振翅欲飞，昂首翱
翔，体现了北票这座城市的勃勃生机和不断进取的城市精神。
车站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站场由2台4线组成。

9.乌兰木图站：位于阜新市阜蒙县七家子镇南 10公里处，
乌兰木图与闻名全国的乌兰木图山风景区同名。乌兰木图站
设计以蒙古包为基型，彰显出浓厚的民族特色。建筑立面通过
对盘肠、方胜图案和卷草纹的结合使用，互相缠绕，再通过线条
将图案设计成一种肩并肩的形象，象征着民族团结精神。车站
建筑面积2376平方米，站场由2台4线组成。

10.阜新站：位于阜新市北6公里处，阜新市位于辽宁省西
部的低山丘陵区，曾为中国重要的煤炭工业基地。阜新站建筑
创意从“河水雕琢灵石，金石为开”的理念出发，运用“雕塑感”
的艺术手法，塑造出如灵石般硬朗的第一观感。建筑中部高耸
的灵石形体营造出北方建筑的雄浑大气，灵石中部绽开，隐喻

“金石为开”的城市内涵。车站建筑面积10900平方米，站场由
2台6线组成。

11.黑山北站：位于锦州市黑山县小东镇西北7公里处，黑
山县是“辽沈战役”中名震中外的黑山阻击战所在地，被誉为

“武术之乡”。黑山北站把习武之人的刚猛庄重和现代建筑的
生动活泼融为一体，现代简约立方体的外观和墙壁两侧简明流
畅的线条，表达了高铁列车飞驰而过的流光效果，寓意“极速领
跑”和“欲飞而起”。车站建筑面积2684平方米，站场由2台4线
组成。

12.新民北站：位于沈阳新民市北5公里处，新民素有“中国
荷花之乡”的美誉。车站用简洁的建筑语素提炼出荷花的意
象，展现出新民“中国荷花之乡”的魅力。同时抽象表达出中华
象形文字“新民”的“民”字，建筑二层窗间墙体满足节能保温的
要求，形态上又有如新民温泉的泉水般晶莹典雅，富有动态特
征。车站建筑面积5986平方米，站场由4台8线组成。

13.沈阳西站：位于沈阳市于洪区，车站主体造型以沈阳深
厚历史文化为底蕴，用敦厚的城墙造型塑造出稳重、大方的形
象，象征着沈阳“八路通衢，通达之门”及历代兵家必争之地的
重要地理位置。造型庄重典雅挺拔，象征沈阳未来的发展繁
荣。车站建筑面积 10675 平方米，建筑面积为 5998 平方米，站
场由2台6线组成。

目前沈阳西站尚未启用，沈阳地区现运行的车次起始站及
终点站主要为沈阳南站、沈阳站和沈阳北站。

【京沈高铁之沿线车站】
13座车站串起沿线最美风景

辽宁段最大新建车站朝阳站将成为京
沈高铁与朝凌高铁枢纽站

辽宁13个城市进入高铁时代
途经沈阳的高铁线路达五条

2003年以来，辽宁境内相继建成并开通了6条客运专线。
2003年10月12日，秦皇岛到沈阳客运专线开通，作为我

国自主研究、设计、施工的第一条客运专线，秦沈（秦皇岛至
沈阳）客运专线途经的的葫芦岛、锦州、盘锦和沈阳4个地级
城市率先享受到客专时代带来的福利。

2012年12月1日，哈尔滨至大连高铁开通运营，辽宁省会
沈阳携手沿线的铁岭、辽阳、鞍山、营口共同进入高铁时代。

2015年9月1日，沈阳至丹东高铁开通，丹东、本溪2个地级
城市进入高铁时代，也使丹东到沈阳一小时经济圈成为现实。

京沈高铁辽宁段建成通车后，辽宁西北部两个重要城市
阜新、朝阳一步进入高铁时代。至此，辽宁省 14 个城市中，
除抚顺市外，其余13个城市全部进入了高铁时代。

按照国家发改委发布修订后的《中长期铁路网规划》，沈
阳被列为 19 个全国铁路综合枢纽之一。随着京沈、新通高
铁建成通车，“八纵八横”铁路网结构进一步完善，沈阳也正
式成为东北地区高铁枢纽城市。

随着京沈、新通高铁的建成通车，途经沈阳的高铁线路将
达到5条。同时，与长珲、长白乌等铁路联通，构成了从沈阳北
上长春、哈尔滨，东出珲春、丹东，西进通辽、太原，南下京津、沪
杭，通达全国的高铁网络，沈阳也将正式成为高铁枢纽城市。

京沈高铁设计时速为350公里，采用的是无砟轨道。轨
道板铺设于2016年4月25日开始，到2016年9月中旬结束。
在国内超过500公里长距离的高铁中，京沈高铁首次铺设了
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无砟轨道系统技术。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使用的轨道板在内埋入可识别
电子标签，使轨道板第一次拥有了“身份证”，提高了生产效
率，加强了质量管理，规范了轨道板的设计、生产、铺设、精调
运维全过程物联网应用，实现了全生命周期管理。

在此之前，此类型轨道板先后在湖北城际、盘锦至营口
和沈阳至丹东客运专线铁路短距离铺设使用，为时速350公
里的动车组列车在京沈高铁上安全、高速运行提供稳定、可
靠的路基基础。

由于京沈高铁辽宁段穿越辽西北地区，基本属于高寒地
段。为解决寒冷地区路基冻胀问题，京沈高铁首次在全线路
基采用混凝土基床的结构形式。同时，相比于哈齐、沈丹高
铁局部段落的混凝土基床，还对混凝土的等级、厚度和宽度
等进行了优化设计。同时，借鉴吸取以往的哈大、哈齐、沈丹
等东北高铁路基沥青混凝土及纤维混凝土封水层存在的易
开裂、渗漏、粉化等缺陷，京沈高铁设置了预制铺面结合两布
一膜隔水层的防排水系统。

扣莫明洞全长2470米，是京沈高铁全线的控制性工程之
一，也是目前国内最长的明挖隧洞。因阜新草坪机场限高要求
及小里程侧上跨阜盘高速公路，而且线路横穿东西扣莫村，村
庄内道路及各类管线纵横交错。工程设计中，为充分体现环保
理念，在京沈高铁线路横穿东、西扣莫村区段，技术人员创新性
采用了隧洞明挖下穿的形式通过。扣莫明洞设计标准高，集传
统暗挖和明挖、城市地铁、框架明洞等施工工艺于一体，存在下
穿国道沉降要求高，洞身防水等施工工艺要求高等难点。

【京沈高铁之大桥隧道】
最长的桥——兴隆店特大桥

兴隆店特大桥全长 23.65 公里，是京沈高铁全线最长的
特大桥。施工地段横跨沈阳市新民市与于洪区，沿线地形十
分的复杂，而且干扰因素多。兴隆店特大桥依次跨越沈通高
速互通匝道和107省道等多条既有线路、九龙河、7个自然村
以及3个农场，特殊孔跨多，空中俯瞰十分的壮观。同时，大
桥还穿越多条高压线塔，受干扰和制约的地方也比较多。兴
隆店特大桥采用的各项施工工艺技术，均为国内的顶尖技
术，代表了目前国内高铁桥梁建设的最高水平。

东北高铁最长隧道——辽西隧道

位于辽宁省朝阳市凌源境内的辽西隧道全长 13.205 公
里，是京沈高铁全线最长的隧道，也是目前东北地区已建和在
建高铁线上最长的隧道。辽西隧道地质情况复杂，穿越断层
破碎带，岩石及结构面强度低，地下水丰富，施工组织的难度
大，安全风险高。工程建设者多次邀请国内外知名隧道专家
现场论证，创新性采取了很多针对性措施，保证了施工顺利推
进和工程建设质量。

国内高铁最长明挖隧洞——扣莫明洞

【京沈高铁之高科技】
首次国内长距离高铁铺设
一块轨道板一个“身份证”

【京沈高铁之路网】
沈阳将正式成为
高铁枢纽城市

列车抵达阜新站。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首席记者 查金辉 摄

12月6日上午，编号DJ55616号列车从沈阳站出发，驶往朝阳站。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首席记者 查金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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