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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域快轨发展研究及技术分析》

内容概要

冯爱军、李忍相编著的《市域快轨发展研究及技术分析》主要依据北京市发改委、北京市科委、北京
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近两年来委托北京市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公司、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铁道第三勘察设计院、中铁电气化勘测设计研究院承担的系列课题，包括北
京市域快轨主要功能定位及主要技术指标研究、基于北京特大型城市现状及规划的轨道交通体系建设
研究、北京市轨道交通新机场快线功能需求指标及主要系统解决方案研究、北京市域快轨技术审查要
点等课题的研究成果，同时借鉴了国外大都市轨道交通建设历程中的经验和教训，以及国内的珠三角
城际铁路、温州市郊铁路、重庆都市快轨项目的技术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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