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恭喜重庆轨道交通运营里程突破 500 公
里！想知道新开通的地铁5号线北延伸段运营时间
等信息。

答：5号线北延伸段开通了6座车站，玉河沟站暂
缓开通，开通初期运营时间为7:30-20:30，5号线其
余区段运营时间维持6:30-23:00不变。线路开行大
石坝至悦港北路、大石坝至园博中心大小交路，交路比
例1:1。工作日大石坝至园博中心最小行车间隔7分
钟，园博中心至悦港北路最小行车间隔14分钟；双休
日大石坝至园博中心行车间隔7分30秒，园博中心至
悦港北路行车间隔15分钟。

问：我在3号线重庆工商大学站上车，在红旗河沟
站换乘6号线后，又在冉家坝换乘5号线到幸福广场
站下车，但如果我不换乘，直接坐到光电园站票价就不
一样，请问一下轨道交通定价标准是什么？

答：重庆轨道集团在市物价局的指导下，通过合法
程序制定了票价政策，并在物价局官方网站发布公
告。我市轨道交通采用按里程、递远递减的原则计价，
具体计价方式为：起步价2元［0-6公里（含）］，3元［6-
11公里（含）］，4元［11-17公里（含）］，5元［17-24公
里（含）］，6元［24-32公里（含）］，7元［32-41公里
（含）］，8 元［41-51 公里（含）］，9 元［51-63 公里
（含）］，10元［63公里以上］。目前，轨道交通票价执行
7元封顶的优惠票价。

重庆轨道交通已形成网络化运营，两个站点之间
存在多条路径，轨道集团按最短路径计价，这与乘客实
际乘坐路径可能不同。由于各站点站间距离有长有
短，不能单纯以车站数量来判断乘车票价。

问：想知道地铁内贴的广告是否有甲醛等有害物质？
答：轨道集团使用的广告胶贴均具有质检报告、环

保评估及质量认证等一系列符合标准的证明文件。图
中形式的广告均采用经过环保认证的3M可移背胶与
惠普环保墨水，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我们会继续严
格审核此类广告并把控材料质量，把乘客的意见和建
议进一步落到实处，力争为乘客提供更加舒适的乘车
环境。

问：单轨2号线4节车厢、6节车厢和8节车厢是
按什么顺序发车呢，有时候早晚高峰连着来几列4编
组或6编组车，遇不到8编组的车。

答：目前单轨2号线有可上线列车37列，其中8编
组10列、6编组18列、4编组9列，早晚高峰时段所有
可用列车全部上线。运营受实际客流量以及线路条件
等因素影响，目前8编组列车的运行交路是天堂堡至
较场口区段，4编组、6编组列车的运行交路是鱼洞至
较场口区段。因列车出库时间不同以及4编组、6编
组、8编组列车上线数量和运行交路不同，每次列车折
返后开行顺序会发生变化，乘客在同一个站遇到的列
车编组也有所不同。

问：为什么列车开班时行车间隔不均匀，有时1分
钟，有时3分钟。

答：因轨道交通线路长、上线列车数量多等原因，
为了满足乘客出行需求，列车需提前从车辆段出段投
入运营，受车辆段出段能力及地理位置等因素影响，列
车出段期间行车间隔略有不均。待列车出段完成后，
早高峰时段各线路行车间隔固定不变。

问：车站强弱冷标识如何看，强冷、弱冷有啥区别？
答：为给乘客提供舒适出行环境，重庆轨道交通在

夏季设置了“强冷”“弱冷”车厢。车厢空调制冷温度根
据外部环境、客流规律以及乘客反馈的实际情况进行
调整，其中地铁列车运行方向的前三节车厢为“强冷”
车厢，后三节车厢为“弱冷”车厢；单轨4编组列车1、2

号车厢为强冷车厢，3、4号车厢弱冷车厢；6编组列车
1、2、3号车厢为强冷车厢，4、5、6号车厢为弱冷车厢；8
编组列车1、2、3、4号车厢设定为强冷车厢，5、6、7、
8号车厢为弱冷车厢。“强冷”车厢的制冷设定温度为
25℃，“弱冷”车厢的制冷设定温度为27℃。乘客可根
据自己情况选择温度适宜的车厢乘坐。

问：2号线能不能开暖气啊，这么冷的天还开冷风
通风。

答：重庆轨道交通各线路列车空调均无制热功能，
为保持列车车厢内空气流通，列车空调在运营过程中
全程开启通风模式。建议乘客们根据天气情况及时添
加衣物，避免冬季寒冷带来的不适。

问：重庆轨道交通全线网实现了银联闪付卡进站
功能，支付方式更加多元化、人性化。如果在使用银联
闪付卡进站乘车时刷卡失败要怎么处理呢？

答：若进出闸机时刷卡失败，请乘客检查银行卡是
否支持银联闪付功能，或咨询车站工作人员闸机设备
是否处于脱机状态；如还是刷卡失败，请乘客联系发卡
银行处理；其它异常问题可至车站售票亭处理。

若乘客使用手机NFC绑定具备闪付功能的同一
张银行卡后，在一次行程里是不能刷银行卡进闸，然后
刷手机NFC出闸的。在一次行程里乘客只能使用卡
号相同、乘车介质相同的闪付卡进出闸机，否则会造成
乘客无法正常出站，同时会形成进站单边交易，造成额
外扣费。 据重庆轨道交通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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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电力先行。3月1日，重庆市潼南区小渡
镇，在轰鸣的机器声中，川渝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
（重庆段）基础工艺试点正在进行，这项首次落点重庆的
特高压工程将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增添新动能。

基础设施是唱好“双城记”的重要支撑。国网重庆
市电力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川渝1000千伏特高压交
流工程是国家《“十四五”电力发展规划》明确的重点输
电工程，纳入《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2023年重大项
目清单》。整个工程将新建四川甘孜、天府南、成都东和
重庆铜梁4座特高压变电站，变电容量2400万千伏安，
新建双回特高压线路约657千米，总投资286亿元。工
程建成后，西南电网的主网架电压等级将从500千伏提
升至1000千伏，能有效承接川西甘孜、阿坝地区水电等
清洁电能外送，保障成渝负荷中心用电需要，进一步推
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科技“开道”破题重庆山地作业难

重庆是有名的山城，川渝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
程整条线路以丘陵、山地为主，占比分别达 56.9%、
35.2%，面临诸多建设挑战。

“时间紧，任务重，我们积极采用科技‘开道’，利用
智能‘破题’。”站在正在施工的31号塔基下，国网重庆

建设公司现场项目经理姜斌指着运转的设备道。在工
程施工中，所有的基础开挖采用旋挖机进行成孔，在浇
筑混凝土时，全部采用灌注桩浇筑，避免了人员下坑作
业安全风险，是重庆电力工程首次实现作业人员基础施
工全过程不下坑。

如何确保混凝土浇筑质量？姜斌透露，作业中全部采
用先进的“智慧物联感知系统”，可对铁塔基座的混凝土浇
筑应力、温度、倾角等进行适时数据采集、储存、传输，完成
自动化上报，一旦发现问题，可以第一时间进行处置。

同时，该工程铁塔全部采用钢管塔，平均单基重量
高达215吨，创下了重庆输电线路工程中平均单基铁塔
最重的纪录。线路基础、组塔、架线全部采用机械化施
工，是重庆第一个实现全机械化作业的输电线路工程。

刷新重庆变电站建设多项纪录

在10多分钟车程外的铜梁区少云镇高碑村铜梁
100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现场，几台挖掘机来回穿梭
着，正在忙碌地进行场平施工。

作为川渝特高压重点配套工程之一，这个变电站占
地逾263亩，总投资22.78亿元，项目完成场平施工后，
有望在今年4月份开始装机，在2024年建成投运。

谈及建设难度，国网重庆建设公司特高压变电中心
副主任郑涪文说，电压等级、变电容量、建设规模等多个
方面均创下重庆电网变电站历史之最。“单台主变压器
重量达350吨，是500千伏主变压器的6倍，尺寸和重
量，都创了历史新高。”郑涪文举例说。

川渝特高压工程是落点重庆的第一项特高压工程，
将极大加速川渝电网一体化进程，提升西南电网整体供
电能力和运行可靠性，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
更加充足可靠的电力保障。

重庆晨报记者 杨野 通讯员 杨雪松

2号线能不能开暖气？早晚高峰列车如何编组？定价标准是什么？

你每天轨道交通出行你每天轨道交通出行 知道这些答案知道这些答案吗吗？？

这么冷的天还开冷风通
风，2 号线能不能开暖气
啊？使用银联闪付卡进站乘
车时刷卡失败要怎么处理呢
……关于重庆轨道交通诸如
此类的“小疑问”，你知道答
案吗？

昨日，重庆轨道交通公众
号发布乘客对轨道交通的“小
疑问”，并进行了一一解答。

川渝特高压重庆段31号塔正运用旋挖机进行基
坑开挖作业 （国网重庆电力供图）

特高压首次落点重庆 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加速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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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2月24日，轨道交通2号线佛图关段，列车穿行花海。据重庆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