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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０１　 《普速铁路信号维护规则　技术标准》是铁路信号设备维护的

基本要求，是铁路信号设备维护应满足的技术标准，是维护及评定铁路

信号设备质量的依据。

１０２　铁路信号设备维护除应符合本标准要求外，还应符合现行有关

标准的规定。

１０３　本标准适用于２００ｋｍ／ｈ以下 （仅运行动车组列车的铁路除外）

国家铁路信号设备的维护工作。

１０４　运用中的信号设备，除必须达到本标准所规定的各单项标准外，

还应满足总则中有关的要求。

１０５　信号设备所使用的器材、材料和配件，必须符合国家标准或铁

路行业标准。凡变更设备结构，必须经中国铁路总公司 （简称铁路总公

司）批准。

１０６　纳入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生产许可证管理和列入铁路总

公司采信目录的铁路信号产品，依法取得认证后，方可上道使用。严禁

使用非标产品。

１０７　信号设备的联锁关系，必须与批准的联锁图表一致；各种监测、

监控、采样、报警电路等必须与联锁电路安全隔离，不得影响设备的正

常使用。未经批准，不得随意借用联锁条件。

１０８　所有信号设备的安装，均需符合批准的安装标准图和设计图的要求。

１０９　各种信号设备的供电等级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自动闭塞、调度集中、列车调度指挥系统、集中联锁、列车运行

控制系统、驼峰信号、调车区集中联锁、道口信号设备以及机车信号测

试环线设备均属一级负荷，应有两路独立电源供电，保证不间断供电。

ｂ）非自动闭塞区段的中、小站集中联锁，色灯电锁器联锁设备，

道岔融雪设备以及为信号设备配置的空调属二级负荷，至少应有一路可

靠电源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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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在无可靠交流电源地区，信号设备可采用蓄电池或一次电池供

电，亦可采用其他能源供电。

１０１０　信号设备除车辆减速器、限界检查器、脱轨器以及车轮传感器

外，任何机件的任何部分均不得侵入表１．０．１０（ａ）规定的建筑接近限

界，曲线上高度在１１００ｍｍ、３０００ｍｍ的信号设备建筑接近限界的加宽

数值，见表１．０．１０（ｂ）、（ｃ）。

曲线上建筑接近限界加宽计算方法：

曲线内侧加宽 （ｍｍ）：

犠１＝
４０５００
犚

＋
犎
１５００

×犺

曲线外侧加宽 （ｍｍ）：

犠２＝
４４０００
犚

曲线内外侧加宽共计 （ｍｍ）：

犠 ＝犠１＋犠２＝
８４５００
犚

＋
犎
１５００

×犺

式中　犚———曲线半径 （ｍ）；

犎———计算点自轨面算起的高度 （ｍｍ）；

犺———外轨超高 （ｍｍ）。

注：１．犎采用１１００ｍｍ，适用一般矮型信号机；

２．犎采用３０００ｍｍ，适用高柱信号机。

表１．０．１０（ａ）

设备名称或距轨面距离　ｍｍ

设备凸出边缘距邻近线路

轨道中心的距离　ｍｍ

狏＜２００ｋｍ／ｈ

说　明

　信号机距邻近正线、通行超限货

物列车站线
２４４０

信号机距邻近站线 ２１５０

继电

器、

变压

箱、

盒及

表示

器等

１１００

以上

　距邻近正线、通行

超限货物列车站线
２４４０

　距邻近站线 ２１５０

３５０～１１００（含１１００） １８７５

２００～３５０（含３５０） １７２５

２５～２００（含２００） １５００

２５以下 １４００

１．凸出边缘包含高柱信

号机构。

２．矮型信号机（含表示器）

应分别测量线路两侧

机构。

３．电气化区段通过信号

机机构改装在所属线

路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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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０．１０（ｂ）

双　线

曲线
半径

ｍ

外轨
超高

ｍｍ

无外轨超高的
曲线内侧加宽

ｍｍ

曲线内侧加宽

犎采用

１１００ｍｍ
犎采用

３０００ｍｍ

曲线外侧加宽

犎采用

１１００ｍｍ
犎采用

３０００ｍｍ

４０００ ２５ １１ ２８ ６０ １１ １１

３０００ ３５ １４ ３９ ８４ １５ １５

２５００ ４５ １６ ４９ １０６ １８ １８

２０００ ５５ ２０ ６１ １３０ ２２ ２２

１８００ ６０ ２３ ６６ １４３ ２４ ２４

１５００ ７５ ２７ ８２ １７７ ２９ ２９

１２００ ９０ ３４ １００ ２１４ ３７ ３７

１０００ １１０ ４１ １２１ ２６１ ４４ ４４

８００ １３５ ５１ １５０ ３２１ ５５ ５５

７００ １５０ ５８ １６８ ３５８ ６３ ６３

６００ １５０ ６８ １７８ ３６８ ７３ ７３

５５０ １５０ ７４ １８４ ３７４ ８０ ８０

５００ １５０ ８１ １９１ ３８１ ８８ ８８

４５０ １５０ ９０ ２００ ３９０ ９８ ９８

４００ １５０ １０１ ２１１ ４０１ １１０ １１０

３５０ １５０ １１６ ２２６ ４１６ １２６ １２６

３００ １５０ １３５ ２４５ ４３５ １４７ １４７

２５０ １５０ １６２ ２７２ ４６２ １７６ １７６

表１．０．１０（ｃ）

单　线

曲线

半径

ｍ

外轨

超高

ｍｍ

无外轨超高的

曲线内侧加宽

ｍｍ

曲线内侧加宽

犎采用

１１００ｍｍ

犎采用

３０００ｍｍ

曲线外侧加宽

犎采用

１１００ｍｍ

犎采用

３０００ｍｍ

４０００ ２５ １１ ２８ ６０ １１ １１

３０００ ３５ １４ ３９ ８４ １５ １５

２５００ ４５ １６ ４９ １０６ １８ １８

２０００ ５５ ２０ ６１ １３０ ２２ ２２

１８００ ６０ ２３ ６６ １４３ ２４ ２４

１５００ ７５ ２７ ８２ １７７ ２９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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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单　线

曲线

半径

ｍ

外轨

超高

ｍｍ

无外轨超高的

曲线内侧加宽

ｍｍ

曲线内侧加宽

犎采用

１１００ｍｍ

犎采用

３０００ｍｍ

曲线外侧加宽

犎采用

１１００ｍｍ

犎采用

３０００ｍｍ

１２００ ９０ ３４ １００ ２１４ ３７ ３７

１０００ １１０ ４１ １２１ ２６１ ４４ ４４

８００ １２５ ５１ １４２ ３０１ ５５ ５５

７００ １２５ ５８ １５０ ３０８ ６３ ６３

６００ １２５ ６８ １５９ ３１８ ７３ ７３

５５０ １２５ ７４ １６５ ３２４ ８０ ８０

５００ １２５ ８１ １７３ ３３１ ８８ ８８

４５０ １２５ ９０ １８１ ３４０ ９８ ９８

４００ １２５ １０１ １９２ ３５１ １１０ １１０

３５０ １２５ １１６ ２０７ ３６６ １２６ １２６

３００ １２５ １３５ ２２６ ３８５ １４７ １４７

２５０ １２５ １６２ ２５３ ４１２ １７６ １７６

１０１１　各种基础或支持物无影响强度的裂纹，安设稳固，其倾斜限度

不得超过１０ｍｍ，测量方法见图１．０．１１（ａ）；高柱信号机机柱的倾斜限

度不超过３６ｍｍ，测量方法见图１．０．１１（ｂ）；在路基斜坡的基础或设

备，易受洪水、台风侵袭、路基变形和不利于设备维护的处所，应采取

加固等措施；各种室外设备及标志的周围应培土夯实或硬面化，尺寸应

便于维修人员作业，保持平整、不积水，不影响道床排水。

图　１．０．１１（ａ） 图　１．０．１１（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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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２　各种信号设备的安装、装配及机械部分，均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材料、配件的规格、材质、强度应符合规定标准，安装牢固，

零件齐全，无裂纹、破损，铆钉不活动，焊口无开焊。当机械性能达不

到规定标准时，不得继续使用。

ｂ）螺丝不滑扣，螺母须拧固，螺杆应伸出螺母外，最少与螺母平，

不锈蚀，弹簧垫圈等防松配件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开口销劈开角度应大

于６０°，两臂劈开角度应基本一致。

ｃ）机械活动部分动作灵活，互不卡阻，旷动量不超限，弹簧弹力

要适当，并起到应有的作用。

ｄ）各种连接杆整体、局部锈蚀或磨耗，不得影响机械强度性能，

锈蚀或磨耗减少量不得超过１／１０。

ｅ）轴孔、销子孔、摩擦滑动面及调整用螺扣等，应保持清洁、油

润 （用铅粉作润滑者除外）、无锈。

ｆ）各种冷、热压零件及机件中的键不得活动和窜出。

１０１３　各种信号设备的电气特性，除本标准另有规定外，均应符合下

列要求：

ａ）电气接点须清洁、压力适当、接触良好，接点片磨耗不得超过

厚度的１／２；同类接点应同时接、断，定、反位接点不得同时接触，并

保持规定的接点间隙。

ｂ）各种电气连接牢固，不锈蚀、接触良好，插接 （含弹簧端子）

元器件的接触部分不变形，作用良好。

ｃ）电容、二极管等分立电子元器件，其特性指标达不到标准时，

不得继续使用。

ｄ）用５００Ｖ兆欧表测量电气器件的绝缘电阻不小于５ＭΩ。

１０１４　熔断器、断路器安装符合标准，安装牢固、接触良好，起到分

级防护作用。容量须符合设计规定。无具体规定的情况下，其容量应为

最大负荷电流的１．５～２倍。对具有冗余功能的熔断器，当主熔丝断丝

时，应能可靠地自动转换到副熔丝，且发出报警信息。

１０１５　各种表示灯或光带，应表示正确、亮度适当、易于辨别、互不

窜光。

１０１６　各种箱类、盒类、机构、表示盘以及控制台等设备，无裂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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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盖严密，孔堵塞 （含未使用的电缆、引线孔），盘根作用良好，防

尘，防潮，通风，防动物寄生，不进雨、雪，不积水，内部清洁。

１０１７　室外箱、盒内装有继电器时，须采取防震措施；插接器材须采

取防脱措施。

１０１８　计算机系统及网络设备，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冗余系统计算机应同步工作，转换可靠。各种监视 （测）报警

信息应表明原因。

ｂ）系统机柜、采集、驱动等面板上的指示工作状态表示与采集、控制

对象的实际状态一一对应，与控制操作人员发出的控制命令一致。在正常

状态下，表示灯的亮、灭或闪烁应符合标准，故障时应有相应的报警。

ｃ）显示设备、表示灯，避免强光直射，应表示正确、色彩分明、

显示清晰、亮度稳定、不失真、易于辨别、字幕滚动正常，无扭曲现

象，分辨率符合系统要求。

ｄ）主机、显示器、键盘、鼠标、打印机、路由器、交换机、ＵＰＳ、

机柜、机箱等设备应清洁，防尘良好；各部螺丝紧固，插头、插座及板

块连接 （插接）可靠，键盘按键作用良好，鼠标动作灵活。

ｅ）打印机传动部分不卡阻，内部无纸屑，不卡纸，打印字迹清楚。

ｆ）风扇运转正常，不卡阻，风力适当，无异常杂音；防尘网清洁

良好。

ｇ）信息传输实时畅通，网络不堵塞，不丢包。

ｈ）ＵＰＳ电源容量应符合设计标准，旁路性能及转换应良好，断

电、过压、欠压等报警正常；ＵＰＳ通电３０ｓ后，方可加负载；在输入

电源、旁路或电池供电之间任意切换，其转换时间均应小于４ｍｓ；输入

电源在波动范围内变化时，输出电压变化在线性负载下小于或等于

１％；频率稳定度５０Ｈｚ±０．５Ｈｚ；电压波形失真度不大于５％；电池供

电时间应满足设计要求，但最小容量应能满足计算机信息记录、储存、

退出系统等有关运行所需的时间，不应少于５ｍｉｎ。

ｉ）系统时钟准确，网络系统各节点时钟应统一。

ｊ）各种软件正确、工作正常；网络安全软件应及时升级。

ｋ）网络防火墙、入侵检测、防病毒、漏洞评估等运用良好。终端

光驱、软驱应采用物理方式断开，屏蔽ＵＳＢ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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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９　设有加锁、加封装置的信号设备，均应加锁、加封或装设计数器。

１０２０　各种信号设备在下列环境条件下应能可靠工作：

ａ）环境温度：

室外：－４０～＋７０℃。

室内：－５～＋４０℃；计算机及微电子系统：５～＋４０℃。

ｂ）相对湿度：不大于９０％ （２５℃）；

ｃ）大气压力：不低于７０ｋＰａ（相当于海拔高度３０００ｍ以下）；

ｄ）周围介质中无导电性尘埃，无腐蚀金属、破坏绝缘和引起爆炸

危险的有害气体。

１０２１　信号机械室 （计算机机房）、电源室、中继站以及设备应满足

下列要求

ａ）具有良好的密封、防火、防尘、防水、系统防雷、防静电、防

鼠害、防虫害等措施。

ｂ）安装有计算机、自动闭塞、列控设备、电源屏等微电子设备的

机房应有机房专用空调设施，并符合有关标准；零、地电位差 （三相交

流引入零线与综合地线或安全地线）应小于１Ｖ；温度、湿度、洁净度、

新风量应满足计算机设备工作的要求。

ｃ）机柜 （架）、控制台、表示盘等固定良好、安装牢固、不倾斜，并

有防震措施；同一排机柜 （架）平直，且连接牢固；室内及设备应清洁。

ｄ）室内设备布置须满足

１）机柜 （架）排与排的净间距≥１ｍ。

２）机柜 （架）、控制台与墙的净间距：

主通道≥１．２ｍ；

次通道及尽端柜 （架）≥１ｍ。

３）电源屏排与排或电源屏与机柜 （架）的净间距≥１．５ｍ，电源屏

与墙的净间距≥１．２ｍ。

１０２２　信号器材在电路中，其可靠动作的电压 （电流）应满足器材额

定值或大于工作值的要求；其可靠落下的电压 （电流）应小于释放值或

落下门限值的要求。

１０２３　本标准未列的信号设备，按铁路局 （公司）制定的技术标准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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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地面信号机及信号标志

２１　通　　则

２１１　信号机 （含信号表示器，下同）的设置位置和显示方向，应使

接近的列车或车列容易辨认信号显示，并不致被误认为是邻线的信

号机。

２１２　各种信号机在正常情况下的显示距离：

ａ）进站、通过、接近、遮断信号机，不得小于１０００ｍ；

ｂ）高柱出站、高柱进路信号机，不得小于８００ｍ；

ｃ）预告、驼峰、驼峰辅助信号机，不得小于４００ｍ；

ｄ）调车、矮型进站、矮型出站、矮型进路、矮型通过、复示信号

机，容许、引导信号及各种表示器，不得小于２００ｍ。

在地形、地物影响视线的地方，进站、通过、接近、预告、遮断信

号机的显示距离，在最坏条件下，不得小于２００ｍ。

２１３　非自动闭塞区段，进站信号机为色灯信号机时，应设色灯预告

信号机或接近信号机。

列车运行速度不超过１２０ｋｍ／ｈ的区段，预告信号机与其主体信号

机的安装距离不得小于８００ｍ；当预告信号机的显示距离不足４００ｍ时，

其安装距离不得小于１０００ｍ。

列车运行速度超过１２０ｋｍ／ｈ的区段，在第一接近区段和第二接近

区段的分界处，应设接近信号机。

２２　色灯信号机

２２１　信号机的安设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水泥信号机柱不得有裂通圆周的裂纹，裂纹超过半周的应采取

加固措施；纵向裂纹，钢筋不得外露。机柱顶端须封闭，不进雨雪。

ｂ）水泥信号机柱的埋设深度为柱长的２０％，但不得大于２ｍ。卡

盘的埋深应符合安装标准和设计要求。机柱周围应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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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设在路堤边坡的信号机，如有影响信号机稳固的因素时，应以

砌石或围桩加固。当用片石、水泥砂浆砌围时，砌围边缘距信号机柱边

缘不小于８００ｍｍ。

ｄ）信号机梯子中心线与机柱中心线应一致，梯子无过甚弯曲，支

架应水平安装。

２２２　同一机柱上的色灯信号机构，其安装位置应保证各灯显示方向

一致；两个同色灯光的颜色应一致。

２２３　信号机构的灯室之间不应窜光，并不应因外光反射而造成错误显示。

２２４　信号机构的光源应正确调整在透镜组的焦点上。

２２５　机构门应密封良好，且开启灵活。

２２６　机构的各种透镜、偏散镜不得有裂纹和影响显示的剥落。

２２７　色灯信号机灯泡的端子电压为额定值的８５％～９５％ （调车信号

为７５％～９５％，容许信号为６５％～８５％）。

２２８　双丝灯泡的自动转换装置，当主丝断丝后，应能自动转至副丝，

有断丝报警功能的，应报警。

２２９　信号机灯泡主灯丝断丝后应及时更换。

２３　信号灯泡

２３１　信号灯泡的光电参数和最低寿命应符合表２．３．１的要求。

表２．３．１

灯泡型号
额定
电压

Ｖ

功率　Ｗ

额定值 最大值

光通量　ｌｍ

平均值 最小值 寿终值

最低
寿命

ｈ

备　注

ＴＸ
１２２５
１２２５

１２ ２５ ２７．５ ２８５ ２４２ ２１８
２０００
２００

ＬＴＸ
１２２５
１２２５

１２ ２５ ２７．５ ４００ ３４０ ３０６
３０００
２００

ＴＸ
１２３０
１２３０

１２ ３０ ３３ ４００ ３４０ ３０６
２０００
２００

ＬＴＸ
１２３０
１２３０

１２ ３０ ３３ ４８０ ４０８ ３６７
３０００
２００

　用于弯道
信号机　　

２３２　信号灯泡符合下列要求时，方准使用：

ａ）检验灯丝达到标准；

ｂ）在额定电压和额定功率条件下，主灯丝经过２ｈ，副灯丝经过

１ｈ的点灯试验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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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３　发现色灯信号机灯泡有下列任一情况时，不准使用：

ａ）主、副灯丝同时点亮，或其中一根灯丝断丝；

ｂ）灯泡漏气、冒白烟、内部变黑；

ｃ）灯口歪斜、活动或焊口假焊。

２３４　信号灯泡还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灯泡主灯丝和副灯丝呈直线且平行，主灯丝在下，副灯丝在上；

ｂ）灯头两顶锡高度一致，并应饱满光洁。

２４　信号点灯单元

２４１　ＤＤＸ型信号点灯单元

ａ）信号点灯单元主要由变压器和交流灯丝继电器组成。

ｂ）技术指标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主要型号信号点灯单元整体性能应符合表２．４．１的要求。

表２．４．１

型号
容量

ＶＡ

一　次　线　圈

额定电压

Ｖ

空载电流

ｍＡ

二　次　线　圈

二次电压

Ｖ

二次电流

Ａ

端子之间、

端子与地的

绝缘电阻

ＤＤＸＴ１

ＤＤＸ１３４

ＤＤＸ１４

ＤＤＸ１Ｒ３４

ＤＤＸ２

ＤＤＸ２３４

ＤＤＸ２３４Ｃ

ＤＤＸ２３４Ｄ

３４ １８０、２２０ ≤１１ １３、１４、１６ ２．１ ≥１００ＭΩ

２）变压器空载时，其二次端子电压的误差不应大于规定值的

±５％；满载时其二次端子电压不应小于规定值的８５％，变

压器满载功率大于８５％。

３）继电器的工作值不应大于交流１．５Ａ，释放值不应小于交流

０．３５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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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主灯丝断丝时，点灯单元应能自动转至副灯丝，转换时间不

应大于０．１ｓ。

５）在点灯电路中，点灯单元的继电器线圈有效压降不应大于

１．２Ｖ，主、副灯丝点灯的电压差值不应大于１．１Ｖ。

ｃ）点灯单元继电器无故障转换次数不应少于５０万次。

２４２　信号点灯单元主灯丝采集装置应具有主灯丝断丝定位报警功能，

并符合下列要求：

ａ）采集装置应与点灯电路隔离，并不应从点灯电路中取电，不得

影响点灯电路工作。

ｂ）单个采集装置故障时不影响其他采集装置正常工作。

ｃ）采集装置应与点灯单元分开单独设置。

ｄ）应满足集中监测系统通信的标准接口要求，灯丝断丝报警延时

不大于５ｓ。

ｅ）使用寿命应不低于１０年。

２５　信号标志

２５１　共同要求：

ａ）轨道电路调谐区标志、四显示机车信号接通标、四显示机车信

号断开标、级间转换标等信号标志，应设在其内侧距线路中心不少于

３．１ｍ处，标牌面与线路垂直。

ｂ）四显示机车信号接通标、四显示机车信号断开标、级间转换标

等应设在列车运行方向左侧。

ｃ）各种信号标志达不到使用要求的应予更换。

２５２　轨道电路调谐区标志应设于无绝缘移频轨道电路调谐区的起点处。

ａ）设置位置

１）轨道电路调谐区标志ＺＰＷ２０００Ａ型设置在调谐区外方，距

调谐单元中心１０００～１２００ｍｍ的位置；ＺＰＷ２０００Ｒ型设置

在匹配单元和调谐单元之间，距调谐单元中心为１０００ｍｍ±

１００ｍｍ的位置。

２）在复线信号点处，轨道电路调谐区标志安装在列车反向运行

线路的右侧；单线区段反向无信号机时设在线路左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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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ＰＷ２０００Ａ型如图２．５．２ （ａ）所示，ＺＰＷ２０００Ｒ型如图

２．５．２（ｂ）所示，虚线为单线区段设置的位置。

图　２．５．２（ａ）

图　２．５．２（ｂ）

３）在单线分割点处，两个轨道电路调谐区标志分别设在线路的

左侧；在复线分割点处，两个轨道电路调谐区标志正方向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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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设在线路左侧，列车反向运行设在线路的右侧。ＺＰＷ

２０００Ａ型如图２．５．２ （ｃ）所示，ＺＰＷ２０００Ｒ型如图２．５．２

（ｄ）所示。

图　２．５．２（ｃ）

图　２．５．２（ｄ）

·３１·



ｂ）设置种类

１）Ⅰ型为反方向区间停车位置标。

２）Ⅱ型为反方向行车困难区段的容许信号标。

３）Ⅲ型用于反方向运行合并轨道区段之间的调谐区或因轨道电

路超过允许长度而设立分隔点的调谐区。

２５３　四显示机车信号接通标，在由非四显示自动闭塞区段进入四显

示自动闭塞区段的入口处应设四显示机车信号接通标；半自动闭塞或自

动站间闭塞区段，当进站设置两个接近区段时，在第一接近区段入口内

１００ｍ处应设机车信号接通标。

２５４　四显示机车信号断开标，设于四显示自动闭塞区段的出口处。

２５５　级间转换标，在ＣＴＣＳ０级／ＣＴＣＳ２级转换边界一定距离前方

的级间转换应答器组对应的线路左侧设级间转换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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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道岔转换与锁闭设备

３１　通　　则

３１１　联锁道岔转换与锁闭设备应保证道岔的正常转换、可靠锁闭和

正确表示。

３１２　联锁道岔转换设备的安装应方正，并符合下列要求：

ａ）道岔转换设备应与单开道岔直股基本轨或直股延长线、双开对

称道岔股道中心线相平行。各种类型转辙机及转换锁闭器外壳所属线路

侧面的两端与基本轨或中心线垂直距离的偏差：内锁闭道岔不大于

１０ｍｍ；外锁闭道岔不大于５ｍｍ。

ｂ）各种类型的道岔杆件均应与单开道岔直股基本轨或直股延长线、

双开对称道岔股道中心线相垂直。各杆件的两端与基本轨或中心线的垂

直偏差：内锁闭道岔的密贴调整杆、表示杆、尖端杆不应大于２０ｍｍ；

分动外锁闭道岔各牵引点的锁闭杆、表示杆不应大于１０ｍｍ。

ｃ）道岔的密贴调整杆、表示杆、尖端杆、拉杆及外锁闭装置的锁

闭杆、表示杆，其水平方向的两端高低偏差不应大于５ｍｍ （以两基本

轨工作面为基准）。

ｄ）连接轨枕的托板与两基本轨轨顶面的延长线平行，托板两端及

两托板的高低偏差不应大于５ｍｍ。

ｅ）道岔转换设备的锁闭及安装装置必须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安

装装置宜有减震措施并采用防松螺栓、螺母；６０ｋｇ／ｍ及其以上钢轨的

道岔采用角钢安装时，其转辙设备安装装置应采用１２５ｍｍ×８０ｍｍ×

１２ｍｍ的角钢。

３１３　密贴调整杆、各种动作拉杆及表示连接杆的螺纹牙形均应符合

标准，且具有足够的强度。密贴调整杆的螺母应有防松措施。

３１４　严禁采用焊接工艺接长各种道岔杆件和安装角钢等。带有弯度

的杆件，其弯角不大于３０°，弯高不大于１００ｍｍ，见图３．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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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１．４

３１５　道岔转换设备的各种杆件及导管等螺纹部分的内、外调整余量

不应小于１０ｍｍ。表示杆的销孔旷量应不大于０．５ｍｍ；其余部位的销

孔旷量应不大于１ｍｍ。

３１６　密贴调整杆动作时，其空动距离应在５ｍｍ以上。

３１７　穿越轨底的各种杆件，距轨底的净距离应大于１０ｍｍ。

３１８　多点 （两点及以上）牵引的道岔，应采用多机牵引方式。单开

可动心轨道岔，应采用外锁闭转换装置。

３１９　挤岔时，道岔转换设备 （快速转辙机除外）应可靠断开道岔

表示。

３１１０　多机牵引道岔使用的不同动程的转辙机，应满足道岔平稳动

作、同步转换的要求。

３１１１　凡用于正线道岔尖轨、心轨第一牵引点的转辙机，表示杆必须

具备锁闭功能。

３１１２　列车直向通过速度大于１２０ｋｍ／ｈ线路上，道岔应采用外锁闭

装置和三相交流转辙机。

３１１３　采用电动、电液转辙机牵引的道岔，道岔尖轨与基本轨、心轨

与翼轨应密贴。牵引点 （分动外锁闭锁闭杆处，联动尖轨牵引点尖轨连

接杆处）及密贴检查位置处，尖轨与基本轨、心轨与翼轨在下列情况下

应满足的要求：

ａ）单点牵引道岔牵引点及多点牵引道岔第一牵引点中心线处密贴尖

轨 （心轨）与基本轨 （翼轨）间有４ｍｍ及以上水平间隙时，其余密贴段

牵引点中心线处有６ｍｍ及以上水平间隙时，不应锁闭或接通表示。

ｂ）直向通过速度大于１２０ｋｍ／ｈ小于或等于１６０ｋｍ／ｈ的道岔，尖

轨牵引点间有１０ｍｍ及以上水平间隙时，不应接通道岔表示。

ｃ）直向通过速度大于１６０ｋｍ／ｈ的道岔，尖轨的密贴段，在牵引点

间设密贴检查器，有５ｍｍ及以上水平间隙时，不应接通道岔表示。

３１１４　道岔尖轨 （心轨）与基本轨 （翼轨）的密贴力应符合下列要求：

·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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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内锁闭道岔第一牵引点应满足 “２ｍｍ锁闭”，尖轨与基本轨密

贴力相当于１０００Ｎ。

ｂ）外锁闭道岔在密贴状态下，第一牵引点尖轨 （心轨）与基本轨

（翼轨）的缝隙应不大于１ｍｍ。

３１１５　用于道岔表示系统的密贴检查装置，第一牵引点处尖轨与基本

轨、心轨与翼轨密贴有４ｍｍ及以上间隙时，不得接通道岔表示。

３１１６　附有绝缘的密贴调整杆、尖端杆、角形铁、角钢、分动道岔中

的锁闭杆和带绝缘的销孔等，绝缘应装设完整、性能良好。

３１１７　道岔表示电路中应采用反向电压不小于５００Ｖ，正向电流不小

于３００ｍＡ带冗余措施的整流元件；三相交流转辙机表示电路中应采用

反向电压不小于５００Ｖ，正向电流不小于１Ａ带冗余措施的整流元件。

３１１８　各种类型的转辙机、转换锁闭器或道岔表示及密贴检查装置应

符合下列要求：

ａ）能可靠地转换道岔。在尖轨与基本轨密贴后，将道岔锁闭在规

定位置，并给出道岔位置的表示。

ｂ）正常转换道岔时，挤切销、挤脱器或保持联结装置应保证不发

生挤切或挤脱。当道岔被挤时，同一组道岔上的转辙机 （采用不可挤型

转辙机时除外）或转换锁闭器、密贴检查装置的表示接点必须断开。

ｃ）安全接点应接触良好。在插入手摇把或钥匙时，安全接点应可

靠断开，非经人工恢复不得接通电路。

ｄ）齿轮装置的各齿轮啮合良好，传动不磨卡，无过大噪声。

ｅ）各种类型的电液转辙机的油路系统不得出现渗漏和堵塞现象。

ｆ）整机密封性能良好，能有效防水、防尘。手摇把孔和钥匙孔处

不漏水，不进尘土，机内无积水、无粉尘及杂物。各种零部件无锈蚀。

ｇ）机内配线的接线片和接线端子的螺母无松脱、虚接和滑扣现象。

配线的绝缘层无损伤。

３１１９　道岔工、电结合部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道岔各部框架轨距、牵引点处开程、锁闭量应符合标准。

ｂ）尖轨、心轨、基本轨的爬行、窜动量不得超过２０ｍｍ，限位铁

两边应有间隙，尖轨、心轨、基本轨爬行、窜动不得影响道岔方正，造

成杆件别劲、磨卡及外锁闭锁闭框调整孔无调整间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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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道岔的转换阻力不得大于电动 （液）转辙机的牵引力，转辙机

的牵引力应符合规定标准。

ｄ）尖轨、心轨无影响道岔转换、密贴的翘头、拱曲、侧弯、肥边

和反弹，甩开转换道岔杆件，人工拨动尖轨、心轨，刨切部分应与基本

轨、翼轨密贴。心轨、尖轨尖端至第一牵引点范围内其缝隙不应大于

０．５ｍｍ，其余部位不应大于１ｍｍ。

ｅ）尖轨、心轨顶铁与轨腰的间隙均不应大于１ｍｍ，且间隙均匀。

ｆ）道岔转辙部位的轨枕间距符合标准，窜动不得造成杆件别劲、

磨卡，影响道岔方正和道岔的正常转换。

ｇ）道岔转换时基本轨横移不得导致道岔的４ｍｍ锁闭。道岔尖轨

防跳限位器、各部轨距调整块作用良好，不得影响道岔正常转换，斥离

轨游离不得造成道岔静态失去表示。

ｈ）尖轨、心轨底部与滑床台、辊轮间隙符合要求。

ｉ）滑床板无影响道岔转换的脱焊、断裂、塌陷、凹槽、侧斜等。

３２　犣犇６系列电动转辙机

３２１　电动转辙机的主要技术特性应符合表３．２．１的要求。

３２２　减速器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减速器的输入轴及输出轴在减速器中的轴向窜动量不应大于

１．５ｍｍ，动作灵活，通电转动时声音正常，无异常噪声。

ｂ）减速器内的润滑脂应满足使用环境的要求。

３２３　摩擦联结器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道岔在正常转动时，摩擦联结器不空转；道岔转换终了时，电

动机应稍有空转；道岔尖轨因故不能转换到位时，摩擦联结器应空转。

ｂ）在规定摩擦电流条件下，摩擦联结器弹簧有效圈的相邻圈最小

间隙不小于１．５ｍｍ；弹簧不得与夹板圆弧部分触碰。

ｃ）摩擦带与内齿轮伸出部分，应经常保持清洁，不得锈蚀或沾油。

３２４　自动开闭器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接点座不松动，绝缘座安装牢固、完整、无裂纹；静接点片须

长短一致，左右接点片对称，接点片不弯曲，不扭斜，辅助片 （补强

片）作用良好。接点片及辅助片 （补强片）均应采用铍青铜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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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
１
９
６
１

副
销
４
９
０
３
３
±
３
２
６
６

１
４
７
０
０
～

１
７
６
０
０

采
用
主
、
副
杆
同
时
与
接
头
铁
连
接
，

双
杆
同
时
承
担
作
用
力
的
加
强
表
示
杆

Ｚ
Ｄ
６
Ｇ
１
６
５
／
６
０
０
１
６
０

５
８
８
４
１
６
５
＋
２
　
０
１
３
５
～
１
８
５

≤
９

≤
２．
０

主
销
２
９
４
２
０
±
１
９
６
１

副
销
４
９
０
３
３
±
３
２
６
６

１
４
７
０
０
～

１
７
６
０
０

采
用
主
、
副
杆
同
时
与
接
头
铁
连
接
，

双
杆
同
时
承
担
作
用
力
的
加
强
表
示
杆

Ｚ
Ｄ
６
Ｈ
１
６
５
／
３
５
０
１
６
０

３
４
３
０
１
６
５
＋
２
　
０
８
０
～
１
８
５
≤
５．
５

≤
２．
０

主
销
２
９
４
２
０
±
１
９
６
１

副
销
２
９
４
２
０
±
１
９
６
１

－
采
用
主
、
副
杆
同
时
与
接
头
铁
连
接
，

双
杆
同
时
承
担
作
用
力
的
加
强
表
示
杆

Ｚ
Ｄ
６
Ｊ１
６
５
／
６
０
０

１
６
０

５
８
８
４
１
６
５
＋
２
　
０
５
０
～
１
３
０

≤
９

≤
２．
０

主
销
２
９
４
２
０
±
１
９
６
１

副
销
２
９
４
２
０
±
１
９
６
１

－
采
用
主
、
副
杆
同
时
与
接
头
铁
连
接
，

双
杆
同
时
承
担
作
用
力
的
加
强
表
示
杆

Ｚ
Ｄ
６
Ｋ
１
９
０
／
３
５
０
１
６
０

３
４
３
０
１
９
０
＋
２
　
０
８
０
～
１
３
０
≤
７．
５

≤
２．
０

主
销
２
９
４
２
０
±
１
９
６
１

副
销
４
９
０
３
３
±
３
２
６
６

－
采
用
主
、
副
杆
同
时
与
接
头
铁
连
接
，

双
杆
同
时
承
担
作
用
力
的
加
强
表
示
杆

　
注
：
用
于
多
机
牵
引
，
包
括
第
二
及
其
以
后
各
点
的
转
辙
机
，
应
具
备
挤
岔
保
护
功
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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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动接点在静接点片内的接触深度不小于４ｍｍ，用手扳动动接

点，其摆动量不大于３．５ｍｍ；动接点与静接点座间隙不小于３ｍｍ；接

点接触压力不小于４．０Ｎ；动接点组打入静接点组内，动接点环不低于

静接点片，同时静接点片下边不应与动接点绝缘体接触；速动爪落下

前，动接点在静接点内有窜动时，应保证接点接触深度不少于２ｍｍ。

ｃ）速动爪与速动片的间隙在解锁时不小于０．２ｍｍ，锁闭时为１～

３ｍｍ，如图３．２．４所示。

图　３．２．４

ｄ）速动片的轴向窜动，应保证速动爪滚轮与滑面的接触不少于２ｍｍ；

转辙机在转动中速动片不得提前转动。

ｅ）速动爪的滚轮在传动中应在速动片上滚动，落下后不得与启动

片缺口底部相碰。

ｆ）在动作杆、表示杆正常伸出或拉入过程中，拉簧的弹力适当，

作用良好，保证动接点迅速转接，并带动检查柱上升和下落。

ｇ）左、右拐轴与左、右支架应采用花键连接，拐轴与接点座的配

合处应采用复合衬套等滑动轴承，以保证转动灵活。

３２５　动作杆应符合下列要求：

·０２·



ａ）动作杆不得有损伤。

ｂ）动作杆与齿条块的轴向移位量和圆周方向的转动量均不大于

０．５ｍｍ。

ｃ）齿条内各部件和联结部分须油润，各孔内不得有铁屑及杂物；

挤切销固定在齿条块圆孔内的台上，不得顶住或压住动作杆。

ｄ）锁闭齿轮圆弧与动作齿条削尖齿圆弧应吻合，无明显磨耗，接

触面不小于５０％，在动作齿条处于锁闭状态下，两圆弧面应保持同

圆心。

３２６　检查块的上平面应低于表示杆或锁闭表示杆的上平面０．２～

０．８ｍｍ；检查柱落入检查块缺口内，两侧间隙为１．５ｍｍ±０．５ｍｍ

（ＺＤ６Ｅ型机锁闭表示杆不设检查块，但仍设检查缺口；ＺＤ６Ｊ型机表

示杆检查块的检查缺口为单边检测，缺口间隙为尖轨与基本轨的间隙之

和，不应大于７ｍｍ），如图３．２．６所示。

图　３．２．６

３２７　移位接触器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当主销折断时，接点应可靠断开，切断道岔表示。

ｂ）顶杆与触头间隙为１．５ｍｍ时，接点不应断开；用２．５ｍｍ垫片试

验或用备用销带动道岔 （或推拉动作杆）试验时，接点应断开，非经人

工恢复不得接通电路。其 “复位按钮”在所加外力复位过程中不得引起

接点簧片变形。

ｃ）安装挤切销防护装置的ＺＤ６转辙机，顶杆与触头间隙为１．３ｍｍ

时，接点不应断开；用２．１ｍｍ垫片时，接点应断开，非经人工恢复不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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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接通电路。

３２８　直流电动机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电动机的线圈无混线，无断线，转子与磁极间不磨卡，转子的

轴向游程不大于０．５ｍｍ。

ｂ）换向器表面光滑、干净，换向片间的绝缘物不得高出换向器的

弧面。

ｃ）炭刷于刷握盒内上下不卡阻，四周无过量旷动，弹簧压力适当，

炭刷与换向器呈同心弧面接触，接触面积不少于炭刷面的３／４，工作时

应无过大火花，炭刷长度不小于炭刷全长的３／５。

３２９　直流电动机的电气参数应符合表３．２．９的要求。

表３．２．９

项　目
型　　号

ＤＺＧ ＤＺ１Ａ ＤＺ１ ＺＤＧⅢ ＤＺＢ ＺＤＦ１ ＺＤＦ２

额定电压 Ｖ ＤＣ１６０

额定电流 Ａ ≤２

转速 ｒ／ｍｉｎ ≥２４００

额定转矩 Ｎ·ｍ ０．８８２６（０．０９ｋｇ·ｍ）

短时工作输出功率 ＶＡ ≥２２０ ≥２５０

单定子工作电阻（２０℃）Ω
（２．６５±０．１４）

×２
（２．８５±０．１４）×２

刷间总电阻（２０℃） Ω
５．１±

０．２４５
４．９±０．２４５

　注：应在额定电压、额定转矩条件下测量电流、转速。

３２１０　转辙机内所使用的挤切销和连接销应符合表３．２．１０的要求。

表３．２．１０

名称
抗剪切力

Ｎ
ＺＤ６Ａ ＺＤ６Ｄ ＺＤ６Ｅ ＺＤ６Ｆ ＺＤ６Ｇ ＺＤ６Ｈ ＺＤ６Ｊ ＺＤ６Ｋ

挤切销３ｔ
２９４２０

±１９６１
主、副 主、副 － 主 主 主、副 主、副 主

连
接
销

５ｔ
４９０３３

±３２６６
－ － 主 副 副 － － 副

９ｔ ＞８８２５４ － － 副 － － － － －

　注：３ｔ为有孔销，５ｔ为无孔销，９ｔ为椭圆销。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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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１１　转辙机摩擦电流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正反向摩擦电流相差不应大于０．３Ａ。

ｂ）ＺＤ６Ａ、Ｄ、Ｆ、Ｇ、Ｈ、Ｋ型转辙机单机使用时，摩擦电流为

２．３～２．９Ａ。

ｃ）ＺＤ６Ｅ型和ＺＤ６Ｊ型转辙机双机配套使用时，单机摩擦电流为

２．０～２．５Ａ。

３２１２　圆孔套与杆件的间隙不应大于０．５ｍｍ，方孔套与杆件的间隙

不应大于１ｍｍ。

３３　犣犇 （犑）９系列电动转辙机

３３１　ＺＤＪ９交流电动转辙机的主要技术特性应符合表３．３．１的要求。

表３．３．１

型　号

电源
电压
（ＡＣ
三相）

Ｖ

动程

ｍｍ

锁闭
（表示）
杆动程

ｍｍ

额定
转换
力

ｋＮ

工作
电流
不大于

Ａ

动作
时间
不大于

ｓ

单线
电阻
不大于

Ω

挤脱
力

ｋＮ

适用道岔
类型

ＺＤＪ９１７０／４ｋ ３８０ １７０±２ １５２±４ ４ ２ ５．８ ５４ ２８±２
　尖轨动程１５２ｍｍ
以下的道岔，双杆
内锁，可挤

ＺＤＪ９Ａ２２０／２．５ｋ ３８０ ２２０±２ １６０±４ ２．５ ２ ５．８ ５４ —

　分动外锁双机
牵引第一牵引点，
三机牵引第一点，
心轨第一点。不
可挤，双杆内锁

ＺＤＪ９Ｂ１５０／４．５ｋ ３８０ １５０±２ ７５±４ ４．５ ２ ５．８ ５４ ２８±２

　分动外锁双机
牵引第二牵引点，
三机牵引第三点，
心轨第二点。可
挤，单杆内锁

ＺＤＪ９Ｃ２２０／２．５ｋ ３８０ ２２０±２１６０±２０ ２．５ ２ ５．８ ５４ —

　分动外锁多机
牵引道岔第一牵
引点，不可挤，双
杆内锁

ＺＤＪ９Ｄ１５０／４．５ｋ ３８０ １５０±２ ７５±２０ ４．５ ２ ５．８ ５４ ２８±２
　联动道岔第二
牵引点，可挤，单
杆内锁

　注：应根据道岔类型选用锁闭（表示）杆。

３３２　交流电动机转子转动应自如，无磨卡；动作时无过大异常杂音。

交流电机的电气参数应符合表３．３．２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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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３．２

电源电压

ＡＣ三相

Ｖ

单线电阻

Ω

最小堵转

转矩

Ｎ·ｍ

最大转矩

Ｎ·ｍ

额定转矩

Ｎ·ｍ

转速

ｒ／ｍｉｎ

工作电流

Ａ

３８０ ５４ ≥２．６ ≥３．０ ２．０ ≥１３３０ ≤１．５

３８０ ０ — ２．０ — ≤２．１

３３３　ＺＤ９直流电动转辙机的主要技术特性应符合表３．３．３的要求。

表３．３．３

型　号

电源
电压

ＤＣ
Ｖ

动程

ｍｍ

锁闭
（表示）
杆动程

ｍｍ

额定
转换力

ｋＮ

工作
电流
不大于

Ａ

动作
时间
不大于

ｓ

挤脱力

ｋＮ
适用道岔类型

ＺＤ９１７０／４ｋ １６０１７０±２１５２±４ ４ ２ ８ ２８±２
　尖轨动程在１５２ｍｍ
以下的道岔，双杆内
锁，可挤

ＺＤ９Ａ２２０／２．５ｋ １６０２２０±２１６０±４ ２．５ ２ ８ —

　分动外锁双机牵引第
一牵引点，三机牵引第一
牵引点、心轨第一牵引
点。不可挤，双杆内锁

ＺＤ９Ｂ１５０／４．５ｋ １６０１５０±２ ７５±４ ４．５ ２ ８ ２８±２

　分动外锁双机牵引第
二牵引点，三机牵引第
三牵引点，心轨第二牵
引点。可挤，单杆内锁

ＺＤ９Ｃ２２０／２．５ｋ １６０２２０±２１６０±２０ ２．５ ２ ８ — 　联动道岔第一牵引
点，不可挤，双杆内锁

ＺＤ９Ｄ１５０／４．５ｋ １６０１５０±２７５±２０ ４．５ ２ ８ ２８±２
　联动道岔第二牵引
点，可挤，单杆内锁

　注：锁闭（表示）杆动程在用于不同的道岔时有所不同，应根据具体道岔来确定。

３３４　直流电机的电气参数应符合表３．３．４的要求。

表３．３．４

额定电压

Ｖ

额定电流

Ａ

额定转矩

Ｎ·ｍ

转速

ｒ／ｍｉｎ
绝缘等级

１６０ ≤２ ２．０ ≥９８０ Ｆ

３３５　转辙机在供给额定电源电压、输出额定转换力条件下，滚珠丝

杠应转动灵活，回珠无卡阻，丝杠母两端密封应良好。

３３６　道岔在正常转动时，摩擦联结器不空转，摩擦联结作用良好；

道岔尖轨因故不能转换到位时，摩擦联结器应空转。交、直流电动转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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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的摩擦转换力应调整至表３．３．６ （ａ）的要求，并应用锁紧片锁定，

做红漆标记。直流电动转辙机的摩擦电流应符合表３．３．６（ｂ）的要求。

表３．３．６（ａ）

型　　号 摩擦转换力　ｋＮ

ＺＤ９１７０／４ｋ、ＺＤＪ９１７０／４ｋ ６．０±０．６

ＺＤ９Ａ２２０／２．５ｋ、ＺＤ９Ｃ２２０／２．５ｋ、ＺＤＪ９Ａ２２０／２．５ｋ、ＺＤＪ９Ｃ２２０／２．５ｋ ３．８±０．４

ＺＤ９Ｂ１５０／４．５ｋ、ＺＤ９Ｄ１５０／４．５ｋ、ＺＤＪ９Ｂ１５０／４．５ｋ、ＺＤＪ９Ｄ１５０／４．５ｋ ６．８±０．７

表３．３．６（ｂ）

型　　号 摩擦电流　Ａ

ＺＤ９１７０／４ｋ ２．２～２．６

ＺＤ９Ａ２２０／２．５ｋ １．９～２．３

ＺＤ９Ｃ２２０／２．５ｋ １．９～２．３

ＺＤ９Ｂ１５０／４．５ｋ ２．２～２．６

ＺＤ９Ｄ１５０／４．５ｋ ２．２～２．６

３３７　自动开闭器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动接点不松动，绝缘座安装牢固、完整、无裂纹；静接点片须

长短一致，左右接点片对称，接点片不弯曲，不扭斜，辅助片 （补强

片）作用良好。接点片及辅助片 （补强片）均应采用铍青铜材质。

ｂ）动接点在接点片内的接触深度不小于４ｍｍ，用手扳动动接点，其

摆动量不大于３．５ｍｍ；动接点与静接点座间隙不小于３ｍｍ；接点接触压

力不小于４．０Ｎ；动接点组打入静接点组内，动接点环不低于静接点片，

同时静接点片下边不应与动接点绝缘体接触；滚轮落下前，动接点在静

接点内有窜动时，应保证接点接触深度不小于２ｍｍ。

ｃ）滚轮在动作板上应滚动灵活。当滚轮在动作板上滚动时，启动

片尖端离开速动片上平面的间隙应为０．３～０．８ｍｍ。

ｄ）当转辙机转换终了时，启动片尖端离开速动片时，应快速切断

动作接点。

ｅ）当锁闭杆从终端位往回移动，锁闭杆斜面与检查柱斜面接触后，

锁闭杆再移动１２ｍｍ时 （图３．３．７），表示接点组应可靠断开开关的常

闭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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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３．７

３３８　转辙机的检查 （锁闭）柱与表示杆之间应符合下列要求：

检查 （锁闭）柱的下平面在接点组动作位时，离杆上平面应不小于

１ｍｍ，在检查 （锁闭）位时进入表示杆检查块缺口应不小于６ｍｍ，并

不打底面 （图３．３．８）。当检查 （锁闭）柱因故落在杆上平面时，动接

点环的断电距离应大于２．５ｍｍ。检查 （锁闭）柱与表示杆检查块缺口

之间间隙之和：Ｂ、Ｄ、Ｅ型机为８ｍｍ；其他型机为４ｍｍ。且锁闭柱与

锁闭杆直缺口两侧的间隙调整为２ｍｍ±０．５ｍｍ，检查柱与表示杆检查

块缺口两侧的间隙调整为４ｍｍ±０．５ｍｍ。

图　３．３．８

３３９　遮断器的常闭接点应接触良好，在插入手摇把时，常闭接点应

能可靠断开。手摇把取出后，非经人工恢复不得接通常闭接点。

３３１０　挤脱器挤脱力应调整为２８ｋＮ±２ｋＮ，并用红漆标记。挤岔时，

表示接点动接点环的断电距离应大于１．５ｍｍ。挤岔恢复后，应使调整

螺母恢复到原来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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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１１　转辙机内滚珠丝杠副、动作杆、表示杆、齿轮组、锁闭铁、

推板等均应保持润滑，润滑材料应采用ＺＤ９规定的润滑脂。

３３１２　动作杆与圆孔套、表示 （锁闭）杆与方孔套的间隙不应大于

１ｍｍ。

３４　犣犢（犑）４型、犣犢（犑）６型、犣犢（犑）７型电液转辙机

３４１　ＺＹ４型、ＺＹ６型转辙机规格参数应符合表３．４．１ （ａ）的要求；

ＺＹＪ７、ＺＹＧ７、ＺＹＳ７型转辙机规格参数应符合表３．４．１ （ｂ）的要求；

转换锁闭器规格参数应符合表３．４．１ （ｃ）的要求；交流电液转辙机基

本配置及参数见表３．４．１ （ｄ）；直流电液转辙机基本配置及参数见表

３．４．１（ｅ）；电液转辙机动作压力、溢流压力及转换力的关系见表

３．４．１（ｆ）。

表３．４．１（ａ）

型　号
额定转换力

ｋＮ

动　　程

ｍｍ

交流动作时间（直流动作时间）

ｓ

ＺＹ４ １．８ ２００±２ ≤３．５（５．５）

ＺＹ４Ｐ ２．５ １３０±２ ≤３．５（５．０）

ＺＹ６ ４．０ １７０±２ ≤５．５（８．５）

表３．４．１（ｂ）

型　号

电源电压

（ＡＣ三相）

Ｖ

额定

转换力

ｋＮ

动程

ｍｍ

工作

电流

Ａ

动作

时间

ｓ

单线

电阻

Ω

最大溢流

压力

ＭＰａ

ＺＹＪ７ ３８０ ２．５ ２２０±２ ≤２．０ ≤５．５ ≤５４ １４

ＺＹＪ７Ａ ３８０ ２．５ ２２０±２ ≤２．０ ≤５．５ ≤５４ １４

ＺＹＪ７Ｂ ３８０ ４．２ ２２０±２ ≤２．０ ≤７．０ ≤５４ １４

ＺＹＪ７Ｃ ３８０ ４．２ ２２０±２ ≤２．０ ≤７．０ ≤５４ １４

ＺＹＪ７Ｄ ３８０ ２．５ ２２０±２ ≤２．０ ≤５．５ ≤５４ １４

ＺＹＪ７Ｆ ３８０ ２．５ ２００±２ ≤２．０ ≤５．５ ≤５４ １４

ＺＹＪ７Ｈ ３８０ ２．５ １９０±２ ≤２．０ ≤５．５ ≤５４ １４

ＺＹＪ７Ｊ ３８０ ３．５ １９０±２ ≤２．０ ≤５．５ ≤５４ １４

ＺＹＪ７Ｋ ３８０ ２．５ １８０±２ ≤２．０ ≤５．５ ≤５４ １４

ＺＹＪ７Ｌ ３８０ ４．０ １８０±２ ≤２．０ ≤６．５ ≤５４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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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型　号

电源电压

（ＡＣ三相）

Ｖ

额定

转换力

ｋＮ

动程

ｍｍ

工作

电流

Ａ

动作

时间

ｓ

单线

电阻

Ω

最大溢流

压力

ＭＰａ

ＺＹＪ７Ｍ ３８０ ３．５ １７０±２ ≤２．０ ≤５．５ ≤５４ １４

ＺＹＪ７Ｎ ３８０ ４．２ １７０±２ ≤２．０ ≤６．５ ≤５４ １４

ＺＹＪ７Ｐ ３８０ ４．２ １７０±２ ≤２．０ ≤６．５ ≤５４ １４

ＺＹＪ７Ｒ ３８０ ４．２ １５０±２ ≤２．０ ≤５．５ ≤５４ １４

ＺＹＪ７Ｔ ３８０ ５．０ １５０±２ ≤２．０ ≤８．０ ≤５４ １４

ＺＹＪ７Ｕ ３８０ ４．２ １４０±２ ≤２．０ ≤５．０ ≤５４ １４

ＺＹＪ７Ｖ ３８０ ４．２ １３０±２ ≤２．０ ≤５．５ ≤５４ １４

ＺＹＪ７Ｗ ３８０ ４．２ １２０±２ ≤２．０ ≤５．０ ≤５４ １４

ＺＹＪ７Ｘ ３８０ ４．２ １００±２ ≤２．０ ≤５．５ ≤５４ １４

ＺＹＪ７Ｙ ３８０ ４．２ ８０±２ ≤２．０ ≤５．５ ≤５４ １４

ＺＹＪ７Ｚ ３８０ ２．５ ２４０±２ ≤２．０ ≤５．５ ≤５４ １４

ＺＹＧ７ — ２．５ ２２０±２ — — — —

ＺＹＳ７ — ２．５ １７０±２ — — — —

表３．４．１（ｃ）

型　　号 额定转换力　ｋＮ 动程　ｍｍ

ＳＨ５ ４．２ ９４±２

ＳＨ６ ２．５ ２００±２

ＳＨ６Ａ ２．５ １９０±２

ＳＨ６Ｂ ２．５ １７０±２

ＳＨ６Ｃ ４．２ １７０±２

ＳＨ６Ｅ ４．２ １５０±２

ＳＨ６Ｆ ２．５ １５０±２

ＳＨ６Ｈ ５．０ １５０±２

ＳＨ６Ｊ ４．２ １４０±２

ＳＨ６Ｋ ４．０ １３０±２

ＳＨ６Ｌ ４．２ １２０±２

ＳＨ６Ｍ ４．２ １００±２

ＳＨ６Ｎ ４．２ ８０±２

ＳＨＧ６ ４．２ １４０±２

ＳＨＳ６ ４．０ １３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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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４．１（ｄ）

组合配置

电源
电压
（ＡＣ
三相）

Ｖ

额定转换力

ｋＮ

动程

ｍｍ

工作
电流

Ａ

动作
时间

ｓ

单线
电阻

Ω

ＺＹ４＋ＳＨ５＋ＹＪ１ ３８０ １．８＋４．２ ２００＋９４±２ ≤２．０ ≤７．５ ≤３０

ＺＹ６＋ＹＪ１ ３８０ ４．０ １７０±２ ≤２．０ ≤５．５ ≤３０

ＺＹ４Ｐ＋ＹＪ１ ３８０ ２．５ １３０±２ ≤２．０ ≤３．５ ≤３０

ＺＹ６＋ＺＹ４Ｐ＋ＹＪ１ ３８０ ４．０＋２．５ １７０＋１３０±２ ≤２．０ ≤８．５ ≤３０

ＺＹＪ７＋ＳＨ６Ｅ ３８０ ２．５＋４．２ ２２０＋１５０±２ ≤２．０ ≤１０．０ ≤５４

ＺＹＪ７＋ＳＨ６Ｊ ３８０ ２．５＋４．２ ２２０＋１４０±２ ≤２．０ ≤９．５ ≤５４

ＺＹＪ７Ａ＋ＳＨ６Ｅ ３８０ ２．５＋４．２ ２２０＋１５０±２ ≤２．０ ≤１０．０ ≤５４

ＺＹＪ７Ａ＋ＳＨ６Ｊ ３８０ ２．５＋４．２ ２２０＋１４０±２ ≤２．０ ≤９．５ ≤５４

ＺＹＪ７＋ＳＨ６Ｌ ３８０ ２．５＋４．２ ２２０＋１２０±２ ≤２．０ ≤９．０ ≤５４

ＺＹＪ７＋ＳＨ６Ｍ ３８０ ２．５＋４．２ ２２０＋１００±２ ≤２．０ ≤８．５ ≤５４

ＺＹＪ７Ｋ＋ＳＨ６Ｌ ３８０ ２．５＋４．２ １８０＋１２０±２ ≤２．０ ≤８．５ ≤５４

ＺＹＪ７＋ＳＨ６Ｂ＋ＳＨ６Ｍ ３８０ ２．５＋２．５＋４．２２２０＋１７０＋１００±２ ≤２．０ ≤１２．０ ≤５４

ＺＹＪ７＋ＳＨ６Ｂ＋ＳＨ６Ｅ ３８０ ２．５＋２．５＋４．２２２０＋１７０＋１５０±２ ≤２．０ ≤１３．５ ≤５４

ＺＹＪ７＋ＳＨ６＋ＳＨ６Ｃ ３８０ ２．５＋２．５＋４．２２２０＋２００＋１７０±２ ≤２．０ ≤１４．０ ≤５４

ＺＹＪ７Ｒ＋ＳＨ６Ｅ＋ＳＨ６Ｍ ３８０ ４．２＋４．２＋４．２１５０＋１５０＋１００±２ ≤２．０ ≤１４．０ ≤５４

ＺＹＪ７Ａ＋ＳＨ６Ｃ＋ＳＨ６Ｅ ３８０ ２．５＋４．２＋４．２２２０＋１７０＋１５０±２ ≤２．０ ≤１４．０ ≤５４

ＺＹＪ７Ｂ＋ＳＨ６Ｈ ３８０ ４．２＋５．０ ２２０＋１５０±２ ≤２．０ ≤１５．０ ≤５４

ＺＹＪ７Ｆ＋ＳＨ６Ｆ＋ＳＨ６Ｍ ３８０ ２．５＋２．５＋４．２２００＋１５０＋１００±２ ≤２．０ ≤１２．０ ≤５４

ＺＹＪ７Ｆ＋ＳＨ６Ｍ ３８０ ２．５＋４．２ ２００＋１００±２ ≤２．０ ≤８．５ ≤５４

ＺＹＪ７Ｐ＋ＳＨ６Ｋ ３８０ ４．２＋４．０ １７０＋１３０±２ ≤２．０ ≤１１．０ ≤５４

ＺＹＧ７＋ＳＨＧ６＋ＹＪ５ ３８０ ２．５＋４．２ ２２０＋１４０±２ ≤２．０ ≤９．５ ≤５４

ＺＹＧ７＋ＳＨＧ６＋ＹＪ４ ３８０ ２．５＋４．２ ２２０＋１４０±２ ≤２．０ ≤８．０ ≤３６

ＺＹＳ７＋ＹＪ５ ３８０ ２．５ １７０±２ ≤２．０ ≤８．０ ≤５４

ＺＹＳ７＋ＳＨＳ６＋ＹＪ５ ３８０ ２．５＋４．０ １７０＋１３０±２ ≤２．０ ≤１３．０ ≤５４

ＳＨＳ６＋ＹＪ５ ３８０ ４．０ １３０±２ ≤２．０ ≤５．０ ≤５４

　注：配置形式可根据要求另外进行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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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４．１（ｅ）

组合配置

额定电压

（ＤＣ）

Ｖ

额定转换力

ｋＮ

动程

ｍｍ

工作

电流

Ａ

动作

时间

ｓ

ＺＹ４＋ＳＨ５＋Ｙ１ １６０ １．８＋４．２ ２００＋９４±２ ≤２．０ ≤１１．５

ＺＹ６＋Ｙ１ １６０ ４．０ １７０±２ ≤２．０ ≤８．５

ＺＹ４Ｐ＋Ｙ１ １６０ ２．５ １３０±２ ≤２．０ ≤５．０

ＺＹ６＋ＺＹ４Ｐ＋Ｙ１ １６０ ４＋２．５ １７０＋１３０±２ ≤２．０ ≤１２．５

ＺＹ７＋ＳＨ６Ｅ １６０ ２．５＋４．２ ２２０＋１５０±２ ≤２．０ ≤１４．５

ＺＹ７＋ＳＨ６Ｊ １６０ ２．５＋４．２ ２２０＋１４０±２ ≤２．０ ≤１３．５

ＺＹ７Ａ＋ＳＨ６Ｅ １６０ ２．５＋４．２ ２２０＋１５０±２ ≤２．０ ≤１４．５

ＺＹ７Ａ＋ＳＨ６Ｊ １６０ ２．５＋４．２ ２２０＋１４０±２ ≤２．０ ≤１３．５

ＺＹ７＋ＳＨ６Ｌ １６０ ２．５＋４．２ ２２０＋１２０±２ ≤２．０ ≤１３．０

ＺＹ７＋ＳＨ６Ｍ １６０ ２．５＋４．２ ２２０＋１００±２ ≤２．０ ≤１２．５

ＺＹ７Ｋ＋ＳＨ６Ｌ １６０ ２．５＋４．２ １８０＋１２０±２ ≤２．０ ≤１２．０

ＺＹ７＋ＳＨ６Ｂ＋ＳＨ６Ｍ １６０ ２．５＋２．５＋４．２ ２２０＋１７０＋１００±２ ≤２．０ ≤１７．５

ＺＹ７＋ＳＨ６Ｂ＋ＳＨ６Ｅ １６０ ２．５＋２．５＋４．２ ２２０＋１７０＋１５０±２ ≤２．０ ≤１９．５

ＺＹ７Ｂ＋ＳＨ６Ｈ １６０ ４．２＋５．０ ２２０＋１５０±２ ≤２．０ ≤２４．０

ＺＹ７Ｆ＋ＳＨ６Ｆ＋ＳＨ６Ｍ １６０ ２．５＋２．５＋４．２ ２００＋１５０＋１００±２ ≤２．０ ≤１７．０

ＺＹ７＋ＳＨ６＋ＳＨ６Ｃ １６０ ２．５＋２．５＋４．２ ２２０＋２００＋１７０±２ ≤２．０ ≤１８．０

ＺＹ７Ｒ＋ＳＨ６Ｅ＋ＳＨ６Ｍ １６０ ４．２＋４．２＋４．２ １５０＋１５０＋１００±２ ≤２．０ ≤１８．０

ＺＹ７Ａ＋ＳＨ６Ｃ＋ＳＨ６Ｅ １６０ ２．５＋４．２＋４．２ ２２０＋１７０＋１５０±２ ≤２．０ ≤１８．０

ＺＹ７Ｆ＋ＳＨ６Ｍ １６０ ２．５＋４．２ ２００＋１００±２ ≤２．０ ≤１２．０

ＺＹ７Ｐ＋ＳＨ６Ｋ １６０ ４．２＋４．０ １７０＋１３０±２ ≤２．０ ≤１５．０

ＺＹＧ７＋ＳＨＧ６＋Ｙ５ １６０ ２．５＋４．２ ２２０＋１４０±２ ≤２．０ ≤１３．５

ＺＹＳ７＋Ｙ５ １６０ ２．５ １７０±２ ≤２．０ ≤１０．５

ＺＹＳ７＋ＳＨＳ６＋Ｙ５ １６０ ２．５＋４．０ １７０＋１３０±２ ≤２．０ ≤１７．０

ＳＨＳ６＋Ｙ５ １６０ ４．０ １３０±２ ≤２．０ ≤７．０

　注：配置形式可根据要求另外进行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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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４．１（ｆ）

型　　号
额定转换力

ｋＮ

动作压力

不大于

ＭＰａ

溢流压力

不大于

ＭＰａ

溢流时

转换力约为

ｋＮ

ＺＹ４＋ＳＨ５＋Ｙ（Ｊ）１ １．８＋４．２ ３．２ ４．５ ２．７＋６．３

ＺＹ６＋Ｙ（Ｊ）１ ４．０ ３．２ ４．５ ６．０

ＺＹ４Ｐ＋Ｙ（Ｊ）１ ２．５ ３．２ ４．５ ３．７

ＺＹ６＋ＺＹ４Ｐ＋Ｙ（Ｊ）１ ４．０＋２．５ ３．２ ４．５ ６．０＋３．７

ＺＹ（Ｊ）７＋ＳＨ６Ｅ ２．５＋４．２ １０ １４ ３．７＋６．３

ＺＹ（Ｊ）７＋ＳＨ６Ｊ ２．５＋４．２ １０ １４ ３．７＋６．３

ＺＹ（Ｊ）７Ａ＋ＳＨ６Ｅ ２．５＋４．２ １０ １４ ３．７＋６．３

ＺＹ（Ｊ）７Ａ＋ＳＨ６Ｊ ２．５＋４．２ １０ １４ ３．７＋６．３

ＺＹ（Ｊ）７＋ＳＨ６Ｌ ２．５＋４．２ １０ １４ ３．７＋６．３

ＺＹ（Ｊ）７＋ＳＨ６Ｍ ２．５＋４．２ １０ １４ ３．７＋６．３

ＺＹ（Ｊ）７Ｋ＋ＳＨ６Ｌ ２．５＋４．２ １０ １４ ３．７＋６．３

ＺＹ（Ｊ）７＋ＳＨ６Ｂ＋ＳＨ６Ｍ ２．５＋２．５＋４．２ １０ １４ ３．７＋３．７＋６．３

ＺＹ（Ｊ）７＋ＳＨ６Ｂ＋ＳＨ６Ｅ ２．５＋２．５＋４．２ １０ １４ ３．７＋３．７＋６．３

ＺＹ（Ｊ）７＋ＳＨ６＋ＳＨ６Ｃ ２．５＋２．５＋４．２ １０ １４ ３．７＋３．７＋６．３

ＺＹ（Ｊ）７Ｒ＋ＳＨ６Ｅ＋ＳＨ６Ｍ ４．２＋４．２＋４．２ １０ １４ ６．３＋６．３＋６．３

ＺＹ（Ｊ）７Ａ＋ＳＨ６Ｃ＋ＳＨ６Ｅ ２．５＋４．２＋４．２ １０ １４ ３．７＋６．３＋６．３

ＺＹ（Ｊ）７Ｂ＋ＳＨ６Ｈ ４．２＋５．０ １０ １４ ６．３＋７．５

ＺＹ（Ｊ）７Ｆ＋ＳＨ６Ｆ＋ＳＨ６Ｍ ２．５＋２．５＋４．２ １０ １４ ３．７＋３．７＋６．３

ＺＹ（Ｊ）７Ｆ＋ＳＨ６Ｍ ２．５＋４．２ １０ １４ ３．７＋６．３

ＺＹ（Ｊ）７Ｐ＋ＳＨ６Ｋ ４．２＋４．０ １０ １４ ６．３＋６．０

ＺＹＧ７＋ＳＨＧ６＋Ｙ（Ｊ）５ ２．５＋４．２ ９．５ １４ ３．７＋６．３

ＺＹＧ７＋ＳＨＧ６＋Ｙ（Ｊ）４ ２．５＋４．２ ９．５ １４ ３．７＋６．３

ＺＹＳ７＋Ｙ（Ｊ）５ ２．５ ９．５ １４ ３．７

ＺＹＳ７＋ＳＨＳ６＋Ｙ（Ｊ）５ ２．５＋４．０ ９．５ １４ ３．７＋６．０

ＳＨＳ６＋Ｙ（Ｊ）５ ４．０ １０ １４ ６．０

　注：溢流压力应在标准电压、不串电阻条件下测试，目的是验证液压系统性能。

·１３·



３４２　电机油泵组应符合：电机、油泵间联轴器配合良好，转动时无

卡阻、别劲，无过大噪声。油路系统应符合：油缸、动作杆动作平稳，

无颤抖。油路系统各接头部分无泄漏。油缸的动密封应满足：油缸连续

往复动作２０次后，活塞杆两端油膜不成滴。

３４３　溢流阀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道岔在正常转换时，保证液压系统有足够的压力；道岔尖轨因

故不能转换到位时，溢流阀应溢流。

ｂ）溢流阀调整灵活，溢流压力应调整为额定转换力时压力的１．１～

１．３倍，最高不应超过表３．４．１（ｆ）的规定。

３４４　调节阀调整灵活，作用良好。

３４５　胶管总成外露部分及与槽钢进出口处防护设施齐全，转角处弯曲

半径不应小于１５０ｍｍ，进出口端应留有足够余量以避免列车震动受力，

防护管槽固定牢固。胶管总成外层橡胶无较大龟裂。

３４６　电液转辙机应使用ＹＨ１０号航空液压油。油箱油位应保持在油

标尺上、下标记之间。

３４７　接点组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动、静接点安装牢固，接点片不歪斜，无伤痕；动接点在静接点

片内接触深度不小于４ｍｍ，用手扳动动接点，其摆动量不大于２ｍｍ；动

接点打入静接点时，与静接点座应保持３ｍｍ以上间隙；接点接触压力不

小于４．０Ｎ；启动片落下前，动接点在静接点内窜动时，应保证接点接触

深度不小于２ｍｍ。

ｂ）当滚轮在动作板上滚动时，启动片尖与速动片的间隙为０．３～

１．３ｍｍ，见图３．４．７（ａ）。

ｃ）启动片不得与动作板或动作板上的盖板相磨卡。当转辙机转换

终了，启动片尖离开速动片时，应快速切断动作接点。

ｄ）滚轮在动作板上应滚动灵活，落下时滚轮与动作板底部不受力，

并与动作板斜面有０．５ｍｍ以上间隙，见图３．４．７（ｂ）。

ｅ）在动作杆、表示杆、锁闭杆正常伸出或拉入过程中，拉簧弹力适

当，作用良好，保证动接点迅速转接并带动锁闭柱、检查柱上升和下落。

ｆ）当锁闭 （检查）柱因故落在锁闭 （表示）杆上平面时，动接点

环的断电距离不应小于２．５ｍｍ，与另一侧接点距离不小于２．０ｍｍ。

·２３·



　　　　　图　３．４．７（ａ） 图　３．４．７（ｂ）

３４８　ＺＹ （Ｊ）６型电液转辙机挤岔装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图　３．４．８

ａ）在接点组调整好时，使挤岔板上的

滚轮与挤岔组斜面接触后再移进８ｍｍ，速

动爪必须快速进入挤岔板下方。挤岔组在

上述条件下再退出５ｍｍ （此时速动爪应支

住挤岔板），接点必须断开２．５ｍｍ以上。

ｂ）当滚轮在挤岔组上滚动时，挤岔板

下平面与挤岔组上平面的间隙应为０．３～

１．３ｍｍ。

ｃ）道岔在任一极限位置，挤岔组斜面与挤岔板上滚轮的间隙应为

２～４ｍｍ，见图３．４．８。

３４９　两锁闭杆 （表示杆）平顺、无张口。

３４１０　锁闭柱与锁闭杆缺口两侧的间隙：外锁闭为２ｍｍ±０．５ｍｍ；

内锁闭为１．５ｍｍ±０．５ｍｍ；检查柱与表示杆检查块缺口为４ｍｍ±

１．５ｍｍ。

３４１１　遮断器的常闭接点应接触良好，在插入手摇把时，常闭接点应

能可靠断开。手摇把取出后，非经人工恢复不得接通常闭接点。

３４１２　直流电动机的电气参数应符合表３．４．１２的要求。

表３．４．１２

额定电压

Ｖ

额定电流

Ａ

转　矩

Ｎ·ｍ

转　速

ｒ／ｍｉｎ
绝缘等级

１６０ ≤２．０ ２．６ ≥６７０ Ｂ

１６０ ≤２．０ ２．０ ≥９６０ 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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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１３　交流电动机转子转动应自如，无磨卡；动作时无过大异常杂

音。交流电动机的电气参数应符合表３．４．１３的要求。

表３．４．１３

型　号
工作电压

Ｖ

额定功率

Ｗ

动作电流

Ａ

转速

ｒ／ｍｉｎ

功率

因数

频率

Ｈｚ

绝缘

等级

Ｙ９０Ｓ６ ３８０ ７５０ ≤２ ≥９１０ ０．７０ ５０ Ｂ

３４１４　惯性轮与电机轴摩擦作用良好，接点不得反弹，手动检查不

抱死。

３４１５　转辙机内缸套与底壳之间，锁闭铁、锁块、推板之间，动作

杆、锁闭杆、表示杆出入口处，滚轮、检查柱、锁闭柱等滑动摩擦部位

涂满足环境要求的润滑油脂。

３４１６　ＳＨ５、ＳＨ６型转换锁闭器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液压系统、接点系统及机械传动系统均参照上述有关规定执行；

ｂ）挤脱器挤脱力应调整至２７～３０ｋＮ之间，并铅封。

ｃ）当道岔被挤时，接点应可靠断开。挤岔后应整机更换，现场不

得随意调整。

３４１７　电液系列转辙机 （含ＳＨ转换锁闭器）动作杆与圆孔套、表示

（锁闭）杆与方孔套的间隙不应大于１ｍｍ。

３５　犛７００犓型电动转辙机

３５１　转辙机的电源开关锁，其通、断电源性能应良好。通电时，摇

把挡板能有效阻挡摇把插入摇把齿轮；当切断开关时，摇把能顺利插入

摇把齿轮。电源一旦被切断，非经人工恢复不得接通电路；摇把齿轮的

轴用挡圈无脱落现象。

３５２　正常转换道岔时，滚珠丝杠动作平稳无噪声，摩擦联结器作用

良好。

３５３　转辙机上、下两检测杆无张嘴和左右偏移现象，检测杆头部的

叉形连接头销孔的磨损旷量不大于０．５ｍｍ。

３５４　速动开关通、断电作用良好。

３５５　转辙机动作电流，单线电阻５４Ω时不大于２Ａ；单线电阻接近

０Ω时允许大于２Ａ，但应小于３Ａ。道岔因故不能转换到位时，转辙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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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电流不大于３Ａ。

３５６　转辙机内滚珠丝杠、动作杆、检测杆、齿轮组、锁闭块、操纵

板等均应保持润滑，润滑材料应采用规定的油脂。

３５７　转辙机检测杆缺口调整为指示标对准检测杆缺口中央，距两侧

各２．０ｍｍ±０．５ｍｍ。

３５８　电动转辙机的主要技术特性应符合表３．５．８的要求。

表３．５．８

型　号

Ｃ２５１０６Ａ２０２

左装／右装

动程

ｍｍ

检测

行程

ｍｍ

额定

转换力

Ｎ

动作

时间

ｓ

是否

可挤

检测杆

Ｃ２５１０６Ａ２０２
用　于

Ａ９／Ａ１０ ２２０ １２０ ６０００ ≤６．６ 不 Ｃ４７／Ｃ４８ 第一牵引点

Ａ１３／Ａ１４ ２２０ １６０ ３０００ ≤６．６ 不 Ｃ４５／Ｃ４６ 第一牵引点

Ａ１５／Ａ１６ １５０ ７５ ４５００ ≤６．６ 是 Ｃ７３／Ｃ７４ 双机

Ａ１７／Ａ１８ ２２０ １２０ ３０００ ≤６．６ 不 Ｃ１１９／Ｃ１２０ 多机

Ａ１９／Ａ２０ ２２０ １１０ ３０００ ≤６．６ 不 Ｃ７１／Ｃ７２ 多机

Ａ２１／Ａ２２ ２２０ １００ ２５００ ≤６．６ 不 Ｃ４１／Ｃ４２ 第一牵引点

Ａ２３／Ａ２４ １５０ ８５ ４５００ ≤６．６ 不 Ｃ８１／Ｃ８２ 多机

Ａ２７／Ａ２８ ２２０ ７５ ３０００ ≤６．６ 不 Ｃ７３／Ｃ７４ 多机

Ａ２９／Ａ３０ １５０ ８５ ４５００ ≤６．６ 是 Ｃ８１／Ｃ８２ 双机

Ａ３１／Ａ３２ ２２０ １００ ３０００ ≤６．６ 不 Ｃ１２３／Ｃ１２４ 多机

Ａ３３／Ａ３４ １５０ ６５ ４５００ ≤６．６ 不 Ｃ９１／Ｃ９２ 多机

Ａ３５／Ａ３６ １５０ — ６０００ ≤６．６ 不 — 多机

Ａ３９／Ａ４０ ２２０ １４０ ３０００ ≤６．６ 不 Ｃ１１７／Ｃ１１８ 多机

Ａ４１／Ａ４２ ２２０ １１０ ２５００ ≤６．６ 不 Ｃ１２１／Ｃ１２２ 第一牵引点

Ａ４３／Ａ４４ ２２０ — ３０００ ≤６．６ 不 — 多机

Ａ４５／Ａ４６ １５０ １００ ４５００ ≤６．６ 不 Ｃ１２３／Ｃ１２４ 多机

Ａ４７／Ａ４８ １５０ ７５ ４５００ ≤６．６ 不 Ｃ７３／Ｃ７４ 多机

Ａ４９／Ａ５０ ２２０ １２０ ２５００ ≤６．６ 不 Ｃ４７／Ｃ４８ 第一牵引点

Ａ６３／Ａ６４ ２２０ １３０ ２５００ ≤６．６ 不 Ｃ１６５／Ｃ１６６ 第一牵引点

Ａ６９／Ａ７０ ２２０ １４０ ４５００ ≤６．６ 不 Ｃ１６７／Ｃ１６８ 第一牵引点

Ａ７１／Ａ７２ ２２０ ８５ ３０００ ≤６．６ 不 Ｃ１６９／Ｃ１７０ 第一牵引点

Ａ９１／Ａ９２ ２２０ １２０ ４０００ ≤６．６ 不 Ｃ１９１／Ｃ１９２ 多机

Ａ９５／Ａ９６ ２２０ ７５ ４０００ ≤６．６ 不 Ｃ７３／Ｃ７４ 多机

Ａ１０１／Ａ１０２ ２４０ １１０ ６０００ ≤７．２ 不 Ｃ７１／Ｃ７２ 多机

Ａ１０３／Ａ１０４ ２２０ ７５ ６０００ ≤６．６ 不 Ｃ７３／Ｃ７４ 多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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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型　号

Ｃ２５１０６Ａ２０２

左装／右装

动程

ｍｍ

检测

行程

ｍｍ

额定

转换力

Ｎ

动作

时间

ｓ

是否

可挤

检测杆

Ｃ２５１０６Ａ２０２
用　于

Ａ１０５／Ａ１０６ ２４０ １２０ ４０００ ≤７．２ 不 Ｃ１１９／Ｃ１２０ 多机

Ａ１２１／Ａ１２２ １９０ １４０ ３０００ ≤６．６ 不 Ｃ１１７／Ｃ１１８ 多机

Ａ１２３／Ａ１２４ １６５ １１０ ３０００ ≤６．６ 不 Ｃ７１／Ｃ７２ 多机

Ａ１２５／Ａ１２６ １４０ ８５ ４５００ ≤６．６ 不 Ｃ８１／Ｃ８２ 多机

Ａ１２７／Ａ１２８ １２０ — ４５００ ≤６．６ 不 — 多机

Ａ１２９／Ａ１３０ １９０ — ４５００ ≤６．６ 不 — 多机

Ａ１３５／Ａ１３６ ２４０ １００ ４０００ ≤７．２ 不 Ｃ４１／Ｃ４２ 第一牵引点

Ａ１４１／Ａ１４２ １７０ １２０ ３０００ ≤６．６ 不 Ｃ１１９／Ｃ１２０ 多机

Ａ１４３／Ａ１４４ １２０ ６５ ４５００ ≤６．６ 不 Ｃ９１／Ｃ９２ 多机

Ａ１４５／Ａ１４６ １９０ — ２５００ ≤６．６ 不 — 多机

Ａ１４７／Ａ１４８ １７０ — ４５００ ≤６．６ 不 — 多机

Ａ１４９／Ａ１５０ １４０ — ４５００ ≤６．６ 不 — 多机

Ａ１５１／Ａ１５２ ２２０ １１０ ３０００ ≤６．６ 是 Ｃ７１／Ｃ７２ 多机

Ａ１５３／Ａ１５４ １５０ — ６０００ ≤６．６ 不 — 多机

　注：特殊规格Ｓ７００ＫＣ转辙机，按系统设计要求制造。

３５９　交流电动机转子转动应自如，无磨卡；动作时无过大异常杂音。

其电气参数应符合表３．５．９的要求。

表３．５．９

额定电压

Ｖ

动作电流

Ａ

额定功率

Ｗ
功率因数

转速

ｒ／ｍｉｎ

频率

Ｈｚ

绝缘

等级

三相３８０ ２ ４００ ０．４５ １３５０ ５０ Ｂ级

３５１０　ＳＲＴ６接点组的左右静接点片长度为非对称布置。使用时，动

接点不松动，静接点块安装牢固，绝缘座无裂纹，接点片不扭斜。

３６　道岔密贴检查装置

３６１　道岔密贴检查装置应安装牢固，并满足下列要求：

ａ）外观良好，机内清洁，锁装置作用良好。

ｂ）运动部件和表示杆应动作灵活，运动部件及螺纹部分应清洁、

润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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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各开关组接通、断开良好；连接线连接牢固可靠；各部绝缘不

破损且绝缘良好。

ｄ）道岔转换时，表示连接杆应运动平顺，接头等零件应旋转灵活，

不别、卡和阻碍道岔转换。

ｅ）密贴检查器动作时表示杆的阻力 （水平操作力）不应大于３００Ｎ。

３６２　在密贴检查处，尖轨与基本轨之间的间隙大于等于规定值时，

安装于两牵引点之间的密贴检查器不得接通道岔表示。

３６３　ＪＭ型密贴检查器应满足以下要求：

ａ）每台密贴检查器应设有两组表示接点和两组斥离接点。

ｂ）密贴检查器动接点环打入静接点片的深度不应小于４ｍｍ。

ｃ）密贴检查器各接点片的接点压力应在６～１２Ｎ之间。

ｄ）滚轮在表示杆缺口中平面或上平面滚动时，启动片离开表示杆

的平面应为０．３～０．８ｍｍ。

ｅ）密贴检查缺口：１．５～１０ｍｍ可调 （见图３．６．３）。

图　３．６．３

１—表示杆；２—启动片；３—速动片

３６４　ＪＭ型密贴检查器型号及基本技术参数见表３．６．４。

表３．６．４

型　号
表示杆最大动程

ｍｍ

尖轨斥离检查距离

ｍｍ

接点

组数
安装方式 备注

ＪＭＡ１７０／２５ １７０ ≤２５ １ 线路两侧 每个检查点２台

ＪＭＡ１７０／６５ １７０ ≤６５ １ 线路两侧 每个检查点２台

ＪＭＡ１９０／６５ １９０ ≤６５ １ 线路两侧 每个检查点２台

ＪＭＡ１１５５／６５ １５５ ≤６５ ２ 线路中间 每个检查点１台

ＪＭ２Ｌ１７０／６５ １７０ ≤６５ １ 线路两侧 每个检查点２台

ＪＭ２Ｌ２１７０／２５ １６０ ≤２５ １ 线路两侧 每个检查点２台

ＪＭ２Ｚ１６０／６５ １６０ ≤６５ ２ 线路中间 每个检查点１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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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外锁闭装置及安装装置

３７１　外锁闭装置及安装装置的安装必须在道床水平、轨枕位置准确、

轨距标准及尖轨、心轨宏观密贴等相关部位达到安装技术标准的条件下

方可进行。

３７２　外锁闭装置及安装装置应安装方正、平顺，可动部分在道岔转

换过程中动作平稳、灵活，无别劲、卡阻现象。

３７３　各牵引点和密贴检查部位的尖轨斥离位置与基本轨间动程和外

锁闭装置的锁闭量定、反位两侧应均等，偏差应不大于２ｍｍ。

３７４　装有电动 （液）转辙机的分动外锁闭装置，在道岔开口符合要

求时限位块与锁闭框间隙不大于３ｍｍ。

３７５　钩型外锁闭装置除上述相关要求外，还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两侧基本轨上锁闭框的安装孔前后偏差不得大于５ｍｍ。

ｂ）尖轨外锁闭装置安装见图３．７．５ （ａ）。锁闭杆连接应平直，与

绝缘垫板、夹板配合良好。各牵引点两侧锁闭框中心及转辙机的动作杆

应与锁闭杆成一直线，并与岔枕保持平行。在道岔转换过程中锁钩应动

作平稳、灵活并与锁闭铁吻合良好，无别劲、卡阻现象。

图　３．７．５（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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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安装装置及转辙机的安装如图３．７．５（ｂ）所示，基础托板应与

道岔直股基本轨垂直，转辙机垫板与托板垂直，托板与岔枕联结牢固。

图　３．７．５（ｂ）

ｄ）锁闭框下部两侧的导向销 （块）应有效地插入锁闭杆两侧导向

槽内，不得松脱，不得接触锁闭杆。

ｅ）锁闭铁、锁钩与锁闭杆接触的摩擦面及运动范围内应保持清洁、

油润、无锈蚀、无砂尘、无异物，运动灵活，无卡阻。

ｆ）锁钩头部孔内应注润滑油，保证道岔转换时，连接锁钩的销轴

轴向串动效果良好，能灵活调节锁钩转角。

ｇ）各处绝缘的安装应正确、不遗漏，并保持完整、绝缘良好。

ｈ）表示拉杆的接头与尖端铁的连接应牢固、不松动。

ｉ）表示杆、动作杆连接要平顺，无别卡，各连接销应置入或退出

顺畅，不得强行敲击。

ｊ）可动心轨钩型外锁闭装置及安装装置应按照道岔的开向，正确

选择锁闭框进行安装。

ｋ）道岔的尖轨 （心轨）与基本轨 （翼轨）的密贴应保持良好状态。

ｌ）在道岔转换过程中，锁钩两侧以及锁钩与锁闭铁的滑动面不能

有异常磨痕。

ｍ）尖轨、心轨钩型外锁闭装置动作原理见图３．７．５（ｃ１）、（ｃ２）。

尖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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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７．５（ｃ１）

心轨：

图　３．７．５（ｃ２）

３７６　外锁闭、安装装置零件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磨耗，不应导致转

换阻力增大影响道岔转换或不能调整尖 （心）轨和基本 （翼）轨的密

贴，各部位磨耗和腐蚀量不应超过表３．７．６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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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７．６

零件名称 使用处所 磨耗位置 磨耗限值　ｍｍ

锁钩

尖轨

心轨

锁钩锁闭斜面 ≤３．０

锁钩锁闭平面 ≤１．０

锁钩槽外摩擦面 ≤１．０

锁钩槽内摩擦面 ≤１．０

锁钩衬套 ≤２．０

圆式锁钩和心轨摩擦面 ≤３．０

圆式锁钩锁闭面 ≤２．０

面式锁钩与心轨摩擦面 ≤２．０

锁钩下摩擦面 ≤１．０

锁钩槽外摩擦面 ≤１．０

锁闭杆

尖、心轨

尖轨

心轨

锁闭杆导向槽与导向销摩擦面 ≤２．０

锁闭杆导向槽与挡板摩擦面 ≤１．０

锁闭杆侧面与锁闭框摩擦面 ≤１．０

锁闭杆下摩擦面 ≤０．５

锁闭杆斥离位置时与锁钩摩擦面 ≤２．０

锁闭杆凸台推摩擦面 ≤１．０

锁闭杆凸台摩擦面 ≤１．０

锁闭杆凸台拉摩擦面 ≤１．０

锁闭杆与挡板摩擦面 ≤０．５

锁闭杆凸台摩擦面 ≤１．０

锁闭杆支撑锁钩摩擦面 ≤１．０

锁闭框 尖、心轨
锁闭框导向侧面 ≤１．０

锁闭框支撑面 ≤２．０

锁闭铁 尖、心轨 锁闭铁锁闭面 ≤３．０

锁闭框挡板 尖、心轨 挡板支撑面 ≤１．０

销轴 尖、心轨
销轴与尖轨连接铁摩擦面 ≤１．０

销轴与锁钩衬套摩擦面 ≤１．０

连接铁 尖、心轨 连接铁孔 ≤２．０

表示杆、

动作连接杆、

弯板（角钢）

尖、心轨

表示杆销孔 旷量总和≤０．５

动作连接杆销孔 旷量总和≤２．０

杆件 锈蚀、磨耗量不大于杆件直径１／１０

弯板 锈蚀、磨耗量不大于弯板厚度１／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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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联锁脱轨器（３０型）

３８１　符合下列条件的机车车辆驶上脱轨器时，应能可靠脱轨。

ａ）走行速度不大于３０ｋｍ／ｈ。

ｂ）轴重不大于２５ｔ。

ｃ）轮径不大于１５４０ｍｍ （当轮径为１５４１～２０００ｍｍ时，容许脱轨

速度为不大于２０ｋｍ／ｈ）。

３８２　脱轨状态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导向板与钢轨顶面应吻合，其中间部分允许有１ｍｍ以下的间隙。

ｂ）当脱轨器经过一次脱轨后，导向板两端与钢轨顶面间的间隙不

应大于２ｍｍ。

ｃ）两侧滑板的前端与基本轨内侧应有１ｍｍ以上的间隙，滑板的后

端与止退挡滚轮间应有２ｍｍ以上的间隙。

ｄ）脱轨块最高部位与钢轨顶面的距离不大于８５ｍｍ。

３８３　不脱轨状态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脱轨块与钢轨间的轮缘槽宽度应大于６８ｍｍ （从钢轨顶面向下

３５ｍｍ处测量）。

ｂ）除轮缘槽以外，脱轨器的其他部位的高度不得高出钢轨顶面

２５ｍｍ。

３８４　用于牵引脱轨器的ＺＤ６型电动转辙机，其检查柱落入检查块缺

口内两侧间隙为３ｍｍ±１ｍｍ。

３８５　脱轨器应设置在线路的直线地段，若必须设置在曲线地段时，

则应安装在外轨上。

３９　道岔融雪设备

３９１　道岔融雪设备由电气控制柜、隔离变压器、电加热元件、环境

检测装置、连接线缆等组成。融雪设备应具备手动和自动控制功能，可

自动或人工启动电加热融雪电路。

３９２　融雪设备一般采用电源设于室外的分散供电方式。融雪设备属二

级负荷，采用三相ＴＮＳ（五线）供电系统时，电源电压为ＡＣ３８０Ｖ，电

压波动范围为－２０％～＋１５％；采用接触网单相供电时，电源电压为Ａ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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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０Ｖ （２２０Ｖ×２），电压波动范围为－２４％～＋１０％。

３９３　融雪设备加热电路的启动应采用逐路接通方式。

３９４　室外设备安装及配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电加热元件应安装于基本轨 （翼轨）的轨腰或底部、滑床板以

及其他可利用位置，两根电加热元件间应有不小于２０ｍｍ的间隙。

ｂ）钢轨温度传感器可在每咽喉区设一处或多处。

ｃ）控制柜至轨旁融雪装置采用电力电缆。

ｄ）道岔融雪设备部件应齐全、安装完整，连接和防护部件紧固无

松动。防腐处理应良好，部件无破损。

ｅ）不得侵入铁路建筑限界。

ｆ）不得影响道岔和轨道电路正常工作。

３９５　控制柜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柜门无挤压变形，密封良好，各种门锁把手齐全；各种面板及

板件固定良好；指示灯、旋钮等齐全，作用良好；输入、输出电缆孔应

密封良好。

ｂ）输入、输出电源正常；三相电源不缺相，应尽量均衡使用。

ｃ）浪涌防护元件良好，防护元件故障不得影响设备正常工作。

ｄ）防护地线接地电阻不应大于４Ω或接入综合接地地线。

ｅ）交流接触器、断路器及漏电保护器电气特性：

１）交流接触器额定工作电压ＡＣ２２０Ｖ，触头额定通过电流不小

于４０Ａ，动作时间不大于１００ｍｓ；

２）断路器、漏电保护器宜采用Ｃ型保护特性。

ｆ）控制柜采集处理信息及要求：

１）环境检测装置输入数字 （模拟）信号。

２）电压、电流、频率等模拟量测量误差不大于±１．５％。

３）各种模拟量、开关量检测周期小于５００ｍｓ。

３９６　环境检测装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钢轨 （滑床板）温度传感器和雪传感器应满足以下要求：

１）温度测量范围：－５０℃～＋８０℃。

２）系统温度测量精度：－１０℃～＋１０℃范围内不大于±０．５℃；

其他温度范围不大于±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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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信息输出：发送电平分挡可调。

４）信号传输速率：不低于２４００ｂｉｔ／ｓ。

５）信息传输距离：不小于１２００ｍ。

ｂ）传感器外壳应有良好的防护外界撞击能力。

ｃ）电路板、接线头处应进行密封处理，不渗水。

３９７　电加热元件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电加热元件和钢轨、滑床板等接触面应为面接触。

ｂ）电加热元件特性指标：

１）额定工作电压：ＡＣ５５Ｖ、ＡＣ１１０Ｖ、ＡＣ２２０Ｖ。

２）额定加热功率：２００～６００Ｗ／ｍ。

３）电热转换效率不小于９６％。

４）在正常的试验环境下用５００Ｖ兆欧表测试，电加热元件中心

电热材料与金属外壳间绝缘电阻不应小于２５ＭΩ。

ｃ）电加热元件引线端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电加热元件的引线头和电加热元件间应进行隔热处理，引线

端应密封，在长期振动下不渗水。

２）电加热元件应耐冲击、耐腐蚀。

ｄ）电加热元件连接线及连接线套管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连接线采用的导电线缆应有防腐密封绝缘护套，铜导线截面

积不应低于４ｍｍ２。

２）连接线应采用绝缘材料套管防护。

３）连接线套管和电加热元件、接线盒的连接处应密封良好，不渗水。

ｅ）电加热元件寿命不应少于１０年。

３９８　隔离变压器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隔离变压器容量：２．５～１５ｋＶＡ。

ｂ）隔离变压器 （三相或单相）电压，一次侧线圈电压：ＡＣ３８０Ｖ／

２２０Ｖ，ＡＣ４４０Ｖ；二次侧线圈电压：ＡＣ２２０Ｖ。

ｃ）效率：不低于９０％。

ｄ）瞬态特性：在额定电压和额定负载下，接通加热电路瞬间的冲

击电流不应大于额定电流的１０倍。

ｅ）平均无故障时间不应小于１．５×１０５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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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轨 道 电 路

４１　通　　则

４１１　当轨道电路在规定范围内发送电压值最低、钢轨阻抗值最大、

道床电阻值最小、轨道电路为极限长度和空闲的条件下，受电端的接收

设备应可靠工作。

４１２　当轨道电路在规定范围内发送电压值最高、钢轨阻抗值最小、

道床电阻值最大的条件下，用标准分路电阻线在轨道电路的任意处可靠

分路 （不含死区段），轨道电路应可靠表示轨道占用。

４１３　当轨道电路调整状态或分路状态在各自最不利条件时，轨道电

路设备应能长期工作而不过载。

４１４　各种制式的轨道电路，在规定的技术能力范围内均应实现一次

调整。

４１５　当发送电压、道床电阻为最小值，钢轨阻抗为最大值时，机车

进入轨道电路入口端接收最小信号电流至出口端接收最大信号电流时，

应保证机车信号可靠工作。

４１６　适用于电力牵引区段的轨道电路，应能防护连续或断续的不平

衡牵引电流的干扰。当不平衡电流在规定值以下时，应保证调整状态时

轨道继电器可靠吸起，分路状态时轨道继电器可靠落下。

４１７　开路式轨道电路，在发送电压最高、道床电阻最小的条件下，

轨道电路空闲时，轨道继电器应可靠落下；用标准分路电阻线在轨面上

短路时，轨道继电器应可靠吸起。

开路式轨道电路不宜单独使用，若使用时，应满足安全需要。

４１８　轨道电路钢轨绝缘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在道岔区段，设于警冲标内方与警冲标相关的用于分割轨道区

段的钢轨绝缘，除双动道岔渡线上的绝缘外，在无动车组运行的线路

上，其安装位置距警冲标不得小于３．５ｍ，如图４．１．８（ａ）所示；在有

动车组运行的线路上，其安装位置距警冲标不得小于５ｍ。当不得已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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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装于警冲标内方且距警冲标的距离小于上述数值，以及与警冲标并置

或设于警冲标外方时，应按侵入限界考虑。

图　４．１．８（ａ）

ｂ）轨道电路的两钢轨绝缘应设在同一坐标处，当不能设在同一坐标

时，其错开的距离 （死区段）不应大于２．５ｍ，如图４．１．８（ｂ）所示。对

旧结构道岔，道岔内的死区段不大于５ｍ。

图　４．１．８（ｂ）

ｃ）两相邻死区段间的间隔如图４．１．８（ｃ）所示，或与死区段相邻的

轨道电路的间隔如图４．１．８（ｄ）所示，一般不小于１８ｍ；当死区段的长

度小于２．１ｍ时，其与相邻死区段间的间隔或与相邻轨道电路的间隔允许

１５～１８ｍ。

图　４．１．８（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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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１．８（ｄ）

ｄ）设于信号机处的钢轨绝缘，应与信号机坐标相同，当不能设在

同一坐标处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进站、接车进路信号机和自动闭塞区间并置的通过信号机

处，钢轨绝缘可设在信号机前方１ｍ或后方１ｍ的范围内。

２）出站 （包括出站兼调车）或发车进路信号机、自动闭塞区间

单置的通过信号机处，既有钢轨绝缘可设在既有信号机前方

１ｍ或后方６．５ｍ的范围内，如图４．１．８ （ｅ）和图４．１．８

（ｆ）所示，但新设钢轨绝缘或信号机时，钢轨绝缘距信号机

的距离不宜大于１ｍ。

图　４．１．８（ｅ） 图　４．１．８（ｆ）

３）调车信号机处，钢轨绝缘可设在信号机前方或后方各１ｍ的范

围内，当该信号机设在到发线时，按本款第２）项规定处理。

ｅ）集中联锁车站的牵出线、机待线、出库线、专用线或其他用途

的尽头线入口处的调车信号机前方，应设轨道电路，其长度不得小于

２５ｍ。与专用铁路接轨的入口处的信号机为调车信号机时，其外方的轨

道区段的长度不宜小于４００ｍ。

ｆ）安全线或避难线纳入集中联锁时，其所在区段的钢轨绝缘应设

在安全线或避难线的末端。

ｇ）列车运行速度不超过１２０ｋｍ／ｈ时非自动闭塞区段的集中联锁车

站，进站预告信号机处的钢轨绝缘，宜安装在预告信号机前方不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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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ｍ处。

ｈ）异型钢轨接头处，不得安装钢轨绝缘。

ｉ）在平交道口处的钢轨绝缘，应安装在公路路面两侧外不小于２ｍ

处。桥梁 （隧道）护轮轨两端应安装钢轨绝缘，护轮轨超过２００ｍ时，

每根护轮轨间隔２００ｍ增加１组钢轨绝缘。

４１９　轨道电路内的各种绝缘装置，均须保持绝缘良好。邻接轨道电路

间钢轨绝缘破损时，轨道接收设备不应受邻接轨道电路电流影响而误动

或有符合设计要求的防护措施，电码化轨道区段应采取串码防护措施。

４１１０　钢轨绝缘应做到钢轨、槽形绝缘、钢轨连接夹板 （鱼尾板）相

吻合，轨端绝缘安装应与钢轨接头保持平直。

４１１１　装有钢轨绝缘处的轨缝应保持在６～１０ｍｍ，两钢轨头部应在

同一平面，高低相差不大于２ｍｍ；在钢轨绝缘处的轨枕应保持坚固，

道床捣固良好。

４１１２　在轨道电路区段内的道床，应保持清洁及排水良好。道砟面与

钢轨底面的距离应保持在３０ｍｍ以上。

４１１３　道岔区段的轨道电路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轨道电路的道岔跳线应采用双跳线。

ｂ）与到发线相衔接的道岔轨道电路的分支末端，应设接收端。

ｃ）所有列车进路上的道岔区段，其分支长度超过６５ｍ时 （自并联

起点道岔的叉心算起），在该分支末端应设接收端。

ｄ）个别分支长度小于６５ｍ、分路不良、危及行车安全的分支线末

端，亦应增设接收端。

ｅ）一送多受轨道电路，同一道岔区段最多不应超过３个接收端

（单动道岔不超过３组，复式交分道岔不超过２组）。

４１１４　轨道电路的钢轨接续线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塞钉式接续线须采用５ｍｍ镀锌铁线２根，铁线应无影响强度的

伤痕，焊接牢固；塞钉式接续线的塞钉打入深度最少与轨腰平，露出不

超过５ｍｍ，塞钉与塞钉孔要全面紧密接触，并涂漆封闭；保持线条密贴

钢轨连接夹板 （鱼尾板），达到平、紧、直。

ｂ）焊接式接续线须采用截面积不小于２５ｍｍ２ （非电气化区段）的

多股镀锌钢绞线；焊接线焊在钢轨两端，两焊点中心距离应在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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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０ｍｍ范围内，焊接接头的上端端头应低于新钢轨轨面１１ｍｍ，与钢

轨连接夹板固定螺母竖向中心线的间距不得小于１０ｍｍ；焊接接头外观

应光滑饱满，焊接牢固，焊位正确，导线无损伤，无漏焊、假焊；焊接

线焊后须涂防锈涂料；焊接线应油润无锈，断根不得超过１／５。

４１１５　轨道电路的道岔跳线和钢轨引接线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道岔跳线和钢轨引接线须采用截面积不小于１５ｍｍ２ （非电气化区

段，１．０ｍｍ×１９）或截面积不小于４２ｍｍ２ （电气化区段，１．２ｍｍ×３７）

的多股镀锌钢绞线。道岔跳线应按规定位置安装，跳线敷设应平直。

ｂ）钢轨引接线塞钉孔距钢轨连接夹板边缘应为１００ｍｍ左右。引

接线与变压器箱、电缆盒连接时，应将螺母拧紧，不得有松动现象。绝

缘片、绝缘管应完整无破损，保证绝缘良好。引接线的裸线部分不得与

箱、盒金属体接触。

ｃ）跳线和引接线的长度、规格适当，焊接牢固；应平直地固定在

枕木或其他专用的设备上，不得埋于石砟中，并须涂油防蚀，断根不得

超过１／５。

ｄ）跳线和引接线处不得有防爬器和轨距杆等物。穿越钢轨处，距轨

底不应小于３０ｍｍ，不得与可能造成短路的金属件接触。

ｅ）ＦＹＧ型、ＦＡＤ型防腐蚀、免维护综合绝缘护套钢轨引接线和

道岔跳线指标应符合表４．１．１５（ａ）的要求。

表４．１．１５（ａ）

跳线型号

公称长度

犔

ｍｍ

非电气化区段

直流电阻值

不大于（２０℃）

Ω

非电气化区段

单根拉力

不小于

Ｎ

电气化区段

直流电阻值

不大于（２０℃）

Ω

电气化区段

单根拉力

不小于

Ｎ

ＦＡＤ９００ ９００ ０．０１２ ３０００ ０．００６ ５０００

ＦＡＤ１２００ １２００ ０．０１６ ３０００ ０．００８ ５０００

ＦＡＤ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 ０．０２０ ３０００ ０．０１０ ５０００

ＦＡＤ３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０．０３９ ３０００ ０．０２０ ５０００

ＦＡＤ３３００ ３３００ ０．０４３ ３０００ ０．０２２ ５０００

ＦＹＧ１２００ １２００ ０．０１６ ３０００ ０．００８ ５０００

ＦＹＧ１６００ １６００ ０．０２１ ３０００ ０．０１１ ５０００

ＦＹＧ２７００ ２７００ ０．０３５ ３０００ ０．０１７ ５０００

ＦＹＧ３６００ ３６００ ０．０４５ ３０００ ０．０２５ ５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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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ＦＬＺＥ１（２）型防腐蚀、免维护综合绝缘护套扼流变压器中点连

接线指标应符合表４．１．１５（ｂ）的要求。

表４．１．１５（ｂ）

连接线型号
公称长度犔

ｍｍ

双根并联直流电阻值不大于

（２０℃）　Ω

单根拉力不小于

Ｎ

ＦＬＺＥ１（２）４０００／４００ ４０００ ０．００７５ ５０００

ＦＬＺＥ１（２）４０００／６００ ４０００ ０．００５０ ５０００

ＦＬＺＥ１（２）４０００／８００ ４０００ ０．００３８ ５０００

ＦＬＺＥ１（２）４０００／１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０．００１９ ５０００

ｇ）ＦＧＥ１（２）型防腐蚀、免维护综合绝缘护套扼流变压器钢轨引

接线指标应符合表４．１．１５（ｃ）的要求。

表４．１．１５（ｃ）

引接线型号
公称长度犔

ｍｍ

单根直流电阻值不大于

（２０℃）　Ω

单根拉力不小于

Ｎ

ＦＧＥ１（２）１６００／４００Ａ １６００ ０．００７０ ５０００

ＦＧＥ１（２）３６００／４００Ａ ３６００ ０．０１６０ ５０００

ＦＧＥ１（２）１６００／６００Ａ １６００ ０．００５０ ５０００

ＦＧＥ１（２）３６００／６００Ａ ３６００ ０．０１２０ ５０００

ＦＧＥ１（２）１６００／８００Ａ １６００ ０．００３５ ５０００

ＦＧＥ１（２）３６００／８００Ａ ３６００ ０．００７８ ５０００

ＦＧＥ１（２）１６００／１０００Ａ １６００ ０．００２８ ５０００

ＦＧＥ１（２）３６００／１０００Ａ ３６００ ０．００６５ ５０００

ｈ）ＦＧＥ１（２）型防腐蚀、免维护综合绝缘护套扼流变压器等阻钢

轨引接线指标应符合表４．１．１５（ｄ）的要求。

表４．１．１５（ｄ）

引接线型号
公称长度犔

ｍｍ

单根直流电阻值不大于

（２０℃）　Ω

单根拉力不小于

Ｎ

ＦＧＥ１（２）１６００／３６００／４００Ａ １６００ ０．００７０ ５０００

ＦＧＥ１（２）１６００／３６００／６００Ａ ３６００ ０．００５０ ５０００

ＦＧＥ１（２）１６００／３６００／８００Ａ １６００ ０．００３５ ５０００

ＦＧＥ１（２）１６００／３６００／１０００Ａ １６００ ０．００２８ ５０００

　注：９７型２５Ｈｚ相敏轨道电路钢轨引接线应采用等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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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１６　接近连续式发码区段的外侧无轨道电路时，应有钢轨短路线，

如图４．１．１６所示。

图　４．１．１６

４１１７　轨道电路的钢轨电阻 （直流）或钢轨阻抗 （交流）值不应大于

表４．１．１７的要求。

表４．１．１７

接续线

类型

轨道电路

类型

频率

（Ｈｚ）

钢轨阻抗（Ω／ｋｍ）

区　间 站　内

塞钉式

交流

直流

２５Ｈｚ

移频

５０ １．０∠４８° １．２∠４３°

— — ０．８

２５ ０．５∠５２° ０．６２∠４２°

５５０ ５．１∠７９° ５．１∠７９°

６５０ ５．９∠７９．２° ５．９∠７９．２°

７５０ ６．７∠８０° ６．７∠８０°

８５０ ７．７５∠８１° ７．７５∠８１°

焊接式

交流

直流

２５Ｈｚ

移频

５０ ０．８∠６０° ０．８∠６０°

— ０．２ ０．２

２５ ０．５∠５２° —

５５０ ５．１∠７９° ５．１∠７９°

６５０ ５．９∠７９．２° ５．９∠７９．２°

７５０ ６．７∠８０° ６．７∠８０°

８５０ ７．７５∠８１° ７．７５∠８１°

长钢轨

（无缝钢轨）

ＺＰＷ２０００

交流

１７００ １４．０８∠８５．２° １４．０８∠８５．２°

２０００ １６．４４∠８５．４４° １６．４４∠８５．４４°

２３００ １８．７９８∠８５．６２° １８．７９８∠８５．６２°

２６００ ２１．１４７∠８５．７８° ２１．１４７∠８５．７８°

５０ ０．６５∠７０° ０．６５∠７０°

４１１８　轨道电路的道床电阻值不应小于表４．１．１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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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１．１８

碎石道床
道 床 电 阻　Ω·ｋｍ

直　　流 交　　流

区间 １．２ １．０

站内 ０．７ ０．６

４１１９　胶接式绝缘接头、粘接式绝缘轨距杆的绝缘电阻值应大于１ＭΩ。

４２　工频交流轨道电路和直流轨道电路

４２１　ＪＺＸＣ４８０型交流轨道电路 （图４．２．１）应符合下列要求：

图　４．２．１

ａ）轨道电路在调整状态时，轨道继电器交流端电压不应小于

１０．５Ｖ，道岔区段一般不大于１６Ｖ，到发线或与之相似的无岔区段的

调整参照ＪＺＸＣ４８０型交流轨道电路调整表进行。

ｂ）送电端限流电阻 （包括引接线电阻），在道岔区段，不小于２Ω；

在道床不良的到发线上，不小于１Ω。

ｃ）在轨道电路分路不利处所的轨面上，用０．０６Ω标准分路电阻

线分路时，轨道继电器的交流端电压不大于２．７Ｖ，继电器应可靠

落下。

４２２　ＪＷＸＣ２．３型直流开路式轨道电路 （图４．２．２）应符合下列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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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２．２

ａ）电源电压为１．５Ｖ。

ｂ）在调整状态下，轨道继电器的电流不应大于５６ｍＡ。

ｃ）在轨道电路末端轨面上用０．１Ω标准分路电阻线分路时，轨道

继电器的电流不应小于２０７ｍＡ，并应可靠工作。

４２３　ＪＷＸＣ２．３型交流闭路式驼峰轨道电路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ＪＷＸＣ２．３型交流闭路式驼峰轨道电路，非电气化区段见图

４．２．３（ａ），电气化区段见图４．２．３（ｂ）。

图　４．２．３（ａ）

ｂ）轨道电路在调整状态下，轨道继电器的直流电流：线圈并联时，

应为３８０～５８０ｍＡ；线圈串联时，应为２３０～３３０ｍＡ。

ｃ）送电端限流电阻 （包括引接线电阻）不应小于４Ω。

ｄ）用０．５Ω标准分路电阻线在轨面上分路时，轨道继电器的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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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流：线圈并联时，不大于１１０ｍＡ；线圈串联时，不大于５６ｍＡ，继

电器应可靠落下，缓放时间不大于０．２ｓ。

图　４．２．３（ｂ）

４２４　ＪＷＸＣ２．３型直流闭路式轨道电路 （图４．２．４）应符合下列

要求：

图　４．２．４

ａ）轨道电路在调整状态下，轨道继电器的工作电流不小于

２０７ｍＡ。

ｂ）送电端限流电阻 （包括引接线电阻）不小于２Ω。

ｃ）用０．１Ω标准分路电阻线在轨面上分路时，继电器电流不大于

５６ｍＡ，继电器应可靠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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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２５犎狕相敏轨道电路

４３１　轨道区段均采用双轨条轨道电路。

ａ）２５Ｈｚ相敏轨道电路 （旧型）：

１）一送一受２５Ｈｚ相敏轨道电路见图４．３．１ （ａ） （双扼流），

图４．３．１（ｂ）（送电端单扼流），图４．３．１ （ｃ）（受电端单

扼流），图４．３．１（ｄ） （无扼流）。如其带分支轨道电路：

送电端有扼流变压器时，其电阻犚为４．４Ω；送电端无扼

流变压器时，其电阻犚为２．２Ω。

２）到发线出岔２５Ｈｚ相敏轨道电路 （送电端无扼流变压器）见

图４．３．１（ｅ）。

３）一送多受２５Ｈｚ相敏轨道电路见图４．３．１ （ｆ）和图４．３．１

（ｇ），如送电端无扼流变压器时，受电端设备不变。

ｂ）９７型２５Ｈｚ相敏轨道电路 （简称９７型，下同）：

１）一送一受２５Ｈｚ相敏轨道电路见图４．３．１ （ｈ）和图４．３．１

（ｉ）（无扼流变压器）。

２）一送两受２５Ｈｚ相敏轨道电路见图４．３．１ （ｊ）和图４．３．１

（ｋ）（无扼流变压器）。

３）一送三受２５Ｈｚ相敏轨道电路见图４．３．１ （ｌ）和图４．３．１

（ｍ）（无扼流变压器）。

ｃ）ＪＸＷ２５型２５Ｈｚ相敏轨道电路 （原型号 ＷＸＪ２５，简称电子型，

下同）：

１）一送一受２５Ｈｚ相敏轨道电路见图４．３．１ （ｎ）和图４．３．１

（ｏ）（无扼流变压器）。

２）一送两受２５Ｈｚ相敏轨道电路见图４．３．１ （ｐ）和图４．３．１

（ｑ）（无扼流变压器）。

３）一送三受２５Ｈｚ相敏轨道电路见图４．３．１ （ｒ）和图４．３．１

（ｓ）（无扼流变压器）。

４３２　调整状态时，参照２５Ｈｚ相敏轨道电路调整表进行调整，轨道

继电器轨道线圈 （电子接收器轨道接收端）上的有效电压不小于１５Ｖ，

且不得大于调整表规定的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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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３　用０．０６Ω标准分路电阻线在轨道电路送、受电端轨面上分路

时，轨道继电器 （含一送多受的其中一个分支的轨道继电器）端电压：

旧型不应大于７Ｖ；９７型不应大于７．４Ｖ，其前接点应断开。用０．０６Ω

标准分路电阻线在轨道电路送、受电端轨面上分路时，电子接收器 （含

一送多受的其中一个分支的电子接收器）的轨道接收端电压不应大于

１０Ｖ，输出端电压为０Ｖ，其执行继电器可靠落下。

４３４　轨道电路送、受电端扼流变压器至钢轨的接线电阻不大于０．１Ω。

９７型２５Ｈｚ相敏轨道电路钢轨引接线应采用等阻线。

４３５　轨道电路送、受电端轨道变压器至扼流变压器的接线电阻不大

于０．３Ω。

４３６　轨道继电器至轨道变压器间的电缆电阻：旧型不大于１００Ω；９７

型及电子型不大于１５０Ω。

４３７　轨道电路送电端的限流电阻，其阻值应按图４．３．１ （ａ）至图

４．３．１（ｍ）的规定，予以固定，不得调小，更不得调至零值。

４３８　轨道电路送、受电端的电阻器，应按调整表进行设置。

４３９　在电码化轨道区段，于机车入口端用符合电码化制式要求的标

准分路电阻线分路时，应满足动作机车信号的最小短路电流的要求。

４３１０　凡装有空扼流变压器的轨道电路，对空扼流阻抗进行的补偿措

施，应兼顾电码化对机车信号信息的传输要求。

４３１１　ＨＦ２５系列防护盒

ａ）防护盒电容型号：ＣＴＡ、ＣＴＢ、ＣＴＺＡ、ＣＴＺＢ系列；外壳采

用阻燃材料。

ｂ）ＨＦ２５型防护盒见图４．３．１１ （ａ），主要电气特性应符合表

４．３．１１（ａ）的要求。

图　４．３．１１（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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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３．１１（ａ）

测试端子
输入电压

Ｖ

输入频率

Ｈｚ
｜犞Ｌ－犞Ｃ｜

Ｖ
犙

感抗电流

ｍＡ

１３ １０

１２ １２０
５０±１

≤３ ≥１１ －

－ ３８９～４７６

注：犞Ｌ—电感线圈两端的谐振电压值；

犞Ｃ—电容器两端的谐振电压值；

犙 —谐振槽路的品质因数。

ｃ）ＨＦ２２５型防护盒见图４．３．１１（ａ），主要电气特性应符合表４．３．１１

（ｂ）的要求。

表４．３．１１（ｂ）

测试端子
输入电压

Ｖ

输入频率

Ｈｚ

｜犞Ｌ－犞Ｃ｜

Ｖ
犙

１３ １０ ５０ ≤３ ≥１８

注：犞Ｌ—电感线圈两端的谐振电压值；

犞Ｃ—电容器两端的谐振电压值；

犙 —谐振槽路的品质因数（旧式防护盒的品质因数应大于或等于１５）。

ｄ）ＨＦ３２５型防护盒见图４．３．１１ （ｂ），主要电气特性应符合表

４．３．１１（ｃ）的要求。

图　４．３．１１（ｂ）

ｅ）ＨＦ４２５型防护盒见图４．３．１１ （ｃ），主要电气特性应符合表

４．３．１１（ｄ）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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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３．１１（ｃ）

测试端子 连接端子
输入电压

Ｖ

输入频率

Ｈｚ

｜犞Ｌ－犞Ｃ｜

Ｖ
犙 备　注

１３

３８

２６７８ １０ ５０

４７８ １０ ５０

５８ １０ ５０

≤３ ≥１８

同ＨＦ２

可调１５°～２０°

可调３０°～４０°

　注：犞Ｃ—电容器两端的谐振电压值（测试端子３８）；

犞Ｌ—电感线圈两端的谐振电压值（测试端子１８）；

犙 —谐振槽路的品质因数。

ｆ）ＨＦ３２５型、ＨＦ４２５型防护盒应分别按表４．３．１１ （ｃ）、表

４．３．１１（ｄ）进行调整。

图　４．３．１１（ｃ）

表４．３．１１（ｄ）

测试端子 连接端子
输入电压

Ｖ

输入频率

Ｈｚ

｜犞Ｌ－犞Ｃ｜

Ｖ
犙 备注

１３

Ａ１１１

Ａ１１３、Ａ４１２

Ａ１１５、Ａ６１２

Ａ１１７、Ａ８１２

Ａ１１９、Ａ８１２、Ａ２４

１０ ５０±１ ≤３ ≥１５

可下调０～３０°

可下调０～１５°

同ＨＦ２

可上调０～１５°

可上调０～３０°

注：犞Ｃ—电容器两端的谐振电压值；

犞Ｌ—电感线圈两端的谐振电压值；

犙 —谐振槽路的品质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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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１２　防雷补偿器 （ＱＦＢ，ＦＢ１型防雷补偿器内含两套防雷补偿单

元。ＦＢ２型防雷补偿器内含一套防雷补偿单元），用于２５Ｈｚ相敏轨道

电路接收端。补偿单元原理图见图４．３．１２，电气特性应符合下列要求：

图　４．３．１２

ａ）电容：局部耐压为２５０Ｖ，电容型号为ＣＴＡ、ＣＴＢ、ＣＴＺＡ、

ＣＴＺＢ。

ｂ）硒堆：接收工作电压为９０Ｖ，硒堆型号为ＸＴ１２２Ｃ５Ｃ。

４３１３　ＪＸＷ２５型２５Ｈｚ相敏轨道电路微电子接收器 （原型号ＷＸＪ２５，

简称电子接收器）

ａ）电子接收器的型号及名称见表４．３．１３（ａ）。

表４．３．１３（ａ）

型　号 名　称 备　注

ＪＸＷ２５Ａ 单套电子接收器 安全型继电器结构

ＪＸＷ２５Ａ１ 单套电子接收器 ＪＲＪＣ型交流二元继电器结构

ＪＸＷ２５Ｂ 双套电子接收器 安全型继电器结构

ＨＢＪ 接收变压器盒 安全型继电器结构，用于双套

ＨＢ 报警盒 安全型继电器结构，用于双套

ｂ）电子接收器的电气特性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电子接收器工作电压为直流２４＋２．４－３．６Ｖ，工作电流不大于

１００ｍＡ。

２）轨道接收阻抗：｜犣Ｇ｜＝４００Ω±２０Ω，θ＝７２°±１０°。

３）在轨道电路空闲状态下，电子接收器输出给执行继电器的电

压为２０～３０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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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电子接收器的应变时间为０．３～０．５ｓ。

５）电子接收器在接收理想相位角的２５Ｈｚ轨道信号时，返还系

数大于９０％。

６）电子接收器的局部电源电压为１１０Ｖ、２５Ｈｚ；轨道信号电压

滞后于局部电压的理想相位角为９０°。

４４　犝犕７１型无绝缘轨道电路

４４１　ＵＭ７１型无绝缘轨道电路原理图见图４．４．１。在调整状态下，

轨道电路接收器的限入电压不应小于２４０ｍＶ，轨道继电器电压不应小

于１６Ｖ，并可靠工作。

４４２　用０．１５Ω标准分路电阻线在轨道电路不利处所分路时，接收器

的限入残压不应大于１３０ｍＶ，轨道继电器残压不应大于５Ｖ，并可靠

落下。

４４３　当电源电压最高、道床电阻最小，在最不利分路点断轨时，接

收器的限入残压不应大于１３０ｍＶ，轨道继电器残压不应大于５Ｖ，并可

靠落下。

４４４　在电气绝缘区用０．１５Ω标准分路电阻线分路，死区段长度不应

大于２０ｍ。

４４５　在机车入口端轨面，用０．１５Ω标准分路电阻线分路时，应符合

下列要求：

ａ）载频为１７００Ｈｚ、２０００Ｈｚ、２３００Ｈｚ时，短路电流不小于５００ｍＡ；

ｂ）载频为２６００Ｈｚ时，短路电流不小于４５０ｍＡ。

４４６　轨道电路长度大于３５０ｍ时应设补偿电容，补偿电容应均匀设

置，间隔为１００ｍ；轨道电路两端的补偿电容距电气绝缘区空芯线圈的

距离相等，且不应小于４８ｍ、不大于９８ｍ。

４４７　轨道电路的调整参照ＵＭ７１无绝缘轨道电路调整表进行。

４５　犣犘犠２０００犃型无绝缘轨道电路

４５１　ＺＰＷ２０００Ａ无绝缘轨道电路由主轨道和小轨道两部分组成。

当长度超过３００ｍ 时，主轨道需要加装补偿电容进行补偿，见

图４．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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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５．１

４５２　小轨道信息通过前方相邻区段接收器处理，通过小轨道条件

（ＸＧ、ＸＧＨ）送回本区段接收器，作为小轨道检查条件 （ＸＧＪ、ＸＧＪＨ），

见图４．５．１。ＸＧ、ＸＧＨ条件也可单独用于报警、监测。

４５３　各种道床电阻、电缆长度条件下的轨道电路极限长度见表

４．５．３。适用于轨道电路两端均为电气绝缘节，或一端为电气绝缘节、

一端为机械绝缘节，或两端均为机械绝缘节的配置情况。

表４．５．３

序号
道床电阻

Ω·ｋｍ

传输电缆长度

ｋｍ

轨道电路长度　ｍ

１７００Ｈｚ ２０００Ｈｚ ２３００Ｈｚ ２６００Ｈｚ

１ ０．６ １０ ８５０ ８００ ８００ ８００

２ ０．８ １０ １０５０ １０５０ １０５０ １０５０

３ １ １０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４６０

４ １．２ １０ １７５０ １６００ １６５０ １６００

５ １．５ １０ １９５０ １９００ １８００ １８００

４５４　轨道电路在符合表４．５．３的条件下，主轨道、小轨道及模拟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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缆等调整按照设备厂家ＺＰＷ２０００系列无绝缘轨道电路调整表进行，轨

道电路能实现一次调整，无需随外界参数变化再次进行调整并满足下列

要求：

ａ）轨道电路在调整状态时，“轨出１”电压不应小于２４０ｍＶ，“轨出

２”电压不应小于１００ｍＶ，小轨道接收条件 （ＸＧＪ、ＸＧＪＨ）电压不小于

２０Ｖ，轨道继电器可靠吸起。

ｂ）轨道电路分路状态在最不利条件下，主轨道任意一点采用０．１５Ω

标准分路线分路时，“轨出１”分路电压不应大于１４０ｍＶ，轨道继电器可

靠落下；在调谐区内分路时轨道电路存在死区段。

ｃ）轨道电路应能实现全程断轨检查。主轨道断轨时，“轨出１”电

压不大于１４０ｍＶ，轨道继电器可靠落下。小轨道断轨时，“轨出２”电

压不大于６３ｍＶ，轨道继电器可靠落下。

ｄ）轨道电路分路状态在最不利条件下，在轨道电路任意一处轨面

用０．１５Ω标准分路线分路，短路电流不小于表４．５．４的规定值。

表４．５．４

频　率　Ｈｚ １７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３００ ２６００

机车信号短路电流　Ａ ０．５ ０．５ ０．５ ０．４５

ｅ）在电气化区段轨道回流不大于１０００Ａ，不平衡电流不大于１００Ａ

时应能可靠工作。

４５５　调谐区设备安装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调谐区设备包括调谐单元、匹配变压器、防雷单元、空芯线圈、

双体防护盒、钢包铜引接线。设备安装应满足建筑接近限界要求，如图

４．５．５（ａ）所示。

ｂ）调谐区三处设备采用双端头引接线或加强跨线方式与钢轨连接，

两安装孔间距８０ｍｍ，见图４．５．５（ｂ）。两安装孔间中心位置为设备安

装点。

ｃ）以空芯线圈安装点为准，两侧调谐单元安装点距离该点不小于

１４．５ｍ、不大于１４．６５ｍ，见图４．５．５（ａ）。

ｄ）防护盒边缘距钢轨内侧不得小于１５００ｍｍ （距线路中心不得小

于２２２０ｍｍ），见图４．５．５（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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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５．５（ａ）

图　４．５．５（ｂ）

ｅ）调谐单元及空芯线圈与钢轨连接采用２ｍ、３．７ｍ专用钢包铜双

头引接线，参数须满足表４．５．５要求。引接线与钢轨的接触电阻不应大

于１ｍΩ。

表４．５．５

频　率　Ｈｚ 有效电阻　ｍΩ 感　抗　ｍΩ

１７００ ８．３±０．８３ ３１．４±３．１４

２０００ １０．１±１．０１ ３５．２±３．５２

２３００ １１．９±１．１９ ３９±３．９０

２６００ １３．６±１．３６ ４２．６±４．２６

·８７·



ｆ）信号机安装需要满足建筑接近限界要求，安装在距调谐单元中

心大于或等于１０００ｍｍ、小于或等于１２００ｍｍ的位置。

４５６　机械绝缘节安装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机械绝缘节处包括调谐单元、匹配变压器、机械节空芯线圈、

防雷单元、双体防护盒、钢包铜引接线及安装卡具。设备布置如图

４．５．６所示。

图　４．５．６

ｂ）调谐单元与机械节空芯线圈置于同一双体防护盒内，匹配变压

器置于另一双体防护盒内，中心间距７００ｍｍ。电气化区段，扼流变压

器中心距调谐设备防护盒中心７００ｍｍ。

ｃ）匹配变压器与调谐单元之间采用长２．７ｍ截面积７．４ｍｍ２铜线，

经基础桩下方线槽连接。

ｄ）调谐单元和机械节空芯线圈采用２ｍ、３．７ｍ专用钢包铜双头引

接线分别与钢轨连接。

４５７　补偿电容的设置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补偿电容设置个数 “犖”根据轨道电路长度，按照ＺＰＷ２０００

系列无绝缘轨道电路调整表进行确定。

ｂ）补偿电容设置在主轨道范围内，犖个电容等间距布置：电容间

距 （步长）为Δ，第一个和最后一个电容距调谐单元Δ／２，Δ＝主轨道

电路长度／犖。

ｃ）补偿电容参数应符合表４．５．７的要求。

·９７·



表４．５．７

序号 项　目 指标及范围 备　注

１ 电容容量　μＦ

１７００Ｈｚ区段 ５５±２．７５

２０００Ｈｚ区段 ５０±２．５

２３００Ｈｚ区段 ４６±２．３

２６００Ｈｚ区段 ４０±２．０

测试频率：１０００Ｈｚ

２ 损耗角正切值 ≤７０×１０－４ 测试频率：１０００Ｈｚ

３ 绝缘电阻 ≥５００ＭΩ 两极间，直流１００Ｖ

４５８　在安装有道口信号轨道电路 （闭路式和开路式制式）的区段，

须采用道口专用补偿电容。专用电容类型和电气参数应符合表４．５．８的

要求。

表４．５．８

道口补偿电容型号
对应载频下等效

电容值　μＦ

ＺＰＷ·ＣＢＧＤ１７００ ５５±５．５

ＺＰＷ·ＣＢＧＤ２０００ ５５±５

ＺＰＷ·ＣＢＧＤ２３００ ４６±４．６

ＺＰＷ·ＣＢＧＤ２６００ ４０±４

对应控制器工作频率下阻抗值　Ω

闭路控制器 开路控制器

≥３０ ≥７０

绝缘电阻大于或等于５００Ω（两极间，直流１００Ｖ）

ａ）开路控制器左右５０ｍ范围内的电容应替换为相应类型的专用补

偿电容，如图４．５．８（ａ）所示。

图　４．５．８（ａ）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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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闭路控制器输入输出两设备中点左右１００ｍ范围内的电容应替

换为相应类型的专用补偿电容，如图４．５．８（ｂ）所示。

图　４．５．８（ｂ）

ｃ）调谐区距开路控制器不应小于５０ｍ，距闭路控制器不应小于

１００ｍ。

４５９　桥上绝缘的设置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有护轮轨的区域，在护轮轨区域两端各加装钢轨绝缘一组。

ｂ）电气绝缘节一般不宜设置在有护轮轨的区域内；必须设置在有

护轮轨区域内时，调谐区范围内每根护轮轨必须加装钢轨绝缘一组。

ｃ）超过２００ｍ的护轮轨，每根护轮轨间隔２００ｍ加装钢轨绝缘

一组。

ｄ）护轮轨与基本轨间以及两护轮轨间不得有电气连接。

４５１０　电缆使用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ＺＰＷ２０００Ａ型轨道电路信号传输应采用铁路数字信号电缆。

ｂ）电缆中没有相同频率线对时，使用非内屏蔽型电缆。

ｃ）电缆中有相同频率线对时，使用内屏蔽型电缆。

ｄ）两个频率相同的发送与接收不能使用同一根电缆。

ｅ）两个频率相同的发送不能设置在同一屏蔽四线组内。

ｆ）两个频率相同的接收不能设置在同一屏蔽四线组内。

ｇ）电缆中各发送、各接收线对必须按四芯组对角线成对使用。

ｈ）电缆余量不能成 “０”形闭合环状。电缆芯线全程对地绝缘大于

１ＭΩ。

·１８·



ｉ）发送电缆和接收电缆分别设置专用的内屏蔽四芯组作为备用。

ｊ）发送电缆和接收电缆的备用芯线不得交叉连通。

ｋ）非移频信号设备的在用芯线和备用芯线均不得在发送与接收电

缆间交叉连通。

ｌ）备用芯线必须成对替换。

ｍ）发送的备用芯线替换某一载频线对后，备用四芯组中不得再替

换相同基准载频的线对。

ｎ）接收的备用芯线替换某一载频线对后，备用四芯组中不得再替

换相同基准载频的线对。否则将造成串码或导致轨道电路失去分路

防护。

４６　犣犘犠２０００犚型无绝缘轨道电路

４６１　ＺＰＷ２０００Ｒ无绝缘轨道电路由主轨道和调谐区两部分组成。主

轨道范围是本区段发送端轨道匹配设备到接收端轨道匹配设备，当长度

超过３００ｍ时主轨道需要加装补偿电容。

调谐区范围是从后方区段发送端调谐单元到本区段接收端调谐单

元，信号机前方调谐区的占用检查、调谐单元断线故障检查及调谐区内

断轨检查由本区段接收器处理。其结果可与主轨道检查结果共同控制该

区段的轨道继电器，实现本区段信号机红灯防护，也可单独用于报警

监测。

４６２　ＺＰＷ２０００Ｒ型无绝缘轨道电路由室内设备和室外设备两大部

分组成。室内主要设备包括：区间发送器、区间功放器、接收器、衰

耗滤波器、电缆模拟单元和区间防雷单元。室外主要设备包括：匹配

变压器 （轨道匹配单元）、调谐单元、空芯线圈 （平衡线圈）和补偿

电容器。架式设备电气结构见图４．６．２ （ａ），柜式设备电气结构见图

４．６．２（ｂ）。

４６３　各种道床电阻、电缆长度条件下的轨道电路极限长度：

ａ）架式设备的轨道电路极限长度见表４．６．３（ａ），适用于轨道电路两

端均为电气绝缘节，或一端为电气绝缘节、一端为机械绝缘节的配置情况。

ｂ）柜式设备的轨道电路极限长度见表４．６．３（ｂ），适用于轨道电路两

端均为电气绝缘节，或一端为电气绝缘节、一端为机械绝缘节的配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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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６．２（ａ）

表４．６．３（ａ）

道床电阻

Ω·ｋｍ

传输电缆长度

ｋｍ

轨道电路长度　ｍ

１７００Ｈｚ ２０００Ｈｚ ２３００Ｈｚ ２６００Ｈｚ

０．６

１０ ７７５ ７２５ ７００ ６７５

１２ ５００ ５００ ４５０ ４７５

１５ ４５０ ５００ ４５０ ４７５

０．８

１０ １０２５ １０００ ９５０ １０５０

１２ ７５０ ７００ ６７５ ７２５

１５ ７５０ ７００ ６５０ ７２５

１

１０ １４００ １４００ １４００ １４００

１２ １３００ １３００ １３００ １３００

１５ ９００ ９００ ９００ ９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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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６．２（ｂ）

表４．６．３（ｂ）

道床电阻

Ω·ｋｍ

传输电缆长度

ｋｍ

轨道电路长度　ｍ

１７００Ｈｚ ２０００Ｈｚ ２３００Ｈｚ ２６００Ｈｚ

１

１０ １４００ １４００ １４００ １４００

１２．５ １３００ １３００ １３００ １３００

１５ １２００ １２００ １２００ １２００

４６４　轨道电路在符合４．６．３条的条件下，主轨道、调谐区及模拟电

缆等调整按照设备厂家调整表进行，轨道电路应能实现一次调整，并满

足下列要求。

ａ）轨道电路在调整状态最不利条件下，主接入电压不小于２４０ｍＶ，

调接入电压不小于７５０ｍＶ。

ｂ）轨道电路分路状态在最不利条件下，主轨道内用０．１５Ω标准分

路线分路时，主接入分路电压不应大于１４０ｍＶ；调谐区内发送调谐单

元处用０．１５Ω标准分路线分路时，调接入分路电压不应大于１７０ｍＶ。

·４８·



ｃ）可实现调谐单元断线故障检查，轨道电路全程断轨检查。

ｄ）在最不利条件下，用０．１５Ω标准分路线分路，主轨道无分路死

区段。调谐区分路死区段不大于５ｍ （信号机内方开始计算）。

ｅ）轨道电路分路状态在最不利条件下，在轨道电路任一处轨面用

０．１５Ω标准分路线分路，短路电流不小于表４．６．４（ａ）的规定值。

表４．６．４（ａ）

频　率　Ｈｚ １７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３００ ２６００

机车信号短路电流　Ａ ０．５ ０．５ ０．５ ０．４５

ｆ）在电气化区段轨道回流不大于２０００Ａ，不平衡电流不大于２００Ａ

时应能可靠工作。

ｇ）电气绝缘节隔离系数，本轨道电路区段发送端调谐单元 （或接

收端调谐单元）轨面电压，与其经电气绝缘节传输至相邻区段接收端调

谐单元 （或发送端调谐单元）轨面电压的比值，应符合表４．６．４ （ｂ）

的要求。

表４．６．４（ｂ）

频　率　Ｈｚ １７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３００ ２６００

隔离系数 １５ １５ ２０ ２０

４６５　调谐区设备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调谐区设备由电气节空芯线圈 （电气节平衡线圈）、调谐单元、

匹配变压器 （匹配单元）、钢包铜引接线及其安装卡具组成。设备安装

应满足建筑接近限界要求，如图４．６．５所示。电气节空芯线圈 （电气节

平衡线圈）、调谐单元和匹配变压器 （匹配单元）按五点布置，分别安

装在专用带有绝缘防护箱的支架或混凝土基础上，设备中心线与钢包铜

引接线保持在同一直线上。防护罩边缘距钢轨内侧不小于１５００ｍｍ。

ｂ）电气节空芯线圈 （电气节平衡线圈）和调谐单元、匹配变压器

（匹配单元）分别采用２ｍ、３．７ｍ引接线与轨道连接。引接线与钢轨的

接触电阻不应大于１ｍΩ，平行绑扎走线。引接线参数应符合表４．６．５

的要求。调谐单元使用双钢包铜引接线与钢轨连接，两线安装孔间距

８０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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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６．５

表４．６．５

频　率　Ｈｚ 有效电阻　ｍΩ 感　抗　ｍΩ

１７００ ７±０．７１ ３１．４±３．１４

２０００ ８±０．８ ３５．２±３．５２

２３００ ９±０．９ ３９．０±３．９

２６００ １０±１．０ ４２．６±４．２６

ｃ）信号机安装需满足建筑接近限界要求，安装在调谐区距匹配变

压器 （匹配单元）大于或等于２ｍ，小于或等于２．５ｍ的位置。

４６６　机械绝缘节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机械绝缘节处包含机械节空芯线圈 （机械节平衡线圈）、匹配变

压器 （匹配单元）、调谐单元、防护罩盒和钢包铜引接线及其安装卡具。

设备位置要求及布置如图４．６．６所示。

图　４．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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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匹配变压器 （匹配单元）与机械绝缘节空芯线圈 （机械节平衡

线圈）在同一位置，距机械绝缘节 （有扼流变压器时为扼流变压器）中

心７００ｍｍ，调谐单元距匹配单元 （机械绝缘节空芯线圈）２ｍ。

ｃ）调谐单元、机械空芯线圈 （机械绝缘节空芯线圈）分别采用

２ｍ、３．７ｍ双钢包铜引接线与轨道连接。

４６７　补偿电容设置及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补偿电容按照轨道电路调整表分频率设置，并且按等间距分布；

调谐单元与邻近的第一个补偿电容的距离犔固，架式设备为５０ｍ±１ｍ、

柜式设备为７５ｍ±１ｍ。主轨道补偿电容为等间距补偿，其间距计算公

式为：

Δ犔 ＝（犔－２×犔固）／（犖－１）

其中，Δ犔为补偿电容等间距长度，ｍ；犔为主轨道电路从发送端调谐单

元至接收端调谐单元之间的距离，ｍ；犖为补偿电容数量，根据ＺＰＷ

２０００系列无绝缘轨道电路调整表进行确定。

电气－电气：犔＝犔ｇ－３０ｍ；

机械－电气：犔＝犔ｇ－１７ｍ。

犔ｇ为从空芯线圈至空芯线圈之间的距离。

ｂ）补偿电容参数满足表４．６．７的要求。

表４．６．７

序号 项　目 指标及范围 备　注

１ 电容容量　μＦ

１７００Ｈｚ区段 ４０±２．０

２０００Ｈｚ区段 ３３±１．６５

２３００Ｈｚ区段 ３０±１．５

２６００Ｈｚ区段 ２８±１．４

测试频率：１０００Ｈｚ

２ 损耗角正切值 ≤７０×１０－４ 测试频率：１０００Ｈｚ

３ 绝缘电阻 ≥５００ＭΩ 两极间，直流１００Ｖ

４６８　在安装有道口信号轨道电路 （闭路式和开路式制式）的区段，

须采用道口专用补偿电容。专用电容类型和电气参数应符合表４．６．８的

要求。在道口轨道电路作用区域内补偿电容要替换成等效容值的专用补

偿电容。专用补偿电容设置范围同ＺＰＷ２００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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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６．８

道口补偿电容型号
对应载频下等效电容值

μＦ

对应控制器工作频率下阻抗值

Ω

闭路控制器 开路控制器

ＺＰＷ·ＣＢＧＤ１７００

ＺＰＷ·ＣＢＧＤ２０００

ＺＰＷ·ＣＢＧＤ２３００

ＺＰＷ·ＣＢＧＤ２６００

４０±４．０

３３±３．３

３０±３．０

２８±２．８

≥３０ ≥７０

绝缘电阻≥５００ＭΩ

４６９　桥上护轮轨设备安装同ＺＰＷ２０００Ａ。

４６１０　电缆使用原则同ＺＰＷ２０００Ａ。

４７　犠犌２１犃型无绝缘轨道电路 （犖＋１系统）

４７１　ＷＧ２１Ａ型无绝缘轨道电路原理见图４．７．１。在调整状态下，

轨道电路接收器的限入电压不小于２４０ｍＶ，轨道继电器电压不小于

２０Ｖ，并可靠工作。

４７２　用０．１５Ω标准分路线在轨道电路最不利处所分路时，接收器

的限入残压不大于１３０ｍＶ，轨道继电器残压不大于３．４Ｖ，并可靠

落下。

４７３　当电源电压最高，道床电阻最小，在最不利分路点断轨时，接

收器的限入残压不大于１３０ｍＶ，轨道继电器残压不大于５Ｖ，并可

靠落下。

４７４　在机车入口端轨面，用０．１５Ω标准分路电阻线分路时，短路电

流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载频为１７００Ｈｚ、２０００Ｈｚ、２３００Ｈｚ时，不小于５００ｍＡ；

ｂ）载频为２６００Ｈｚ时，不小于４５０ｍＡ。

４７５　轨道电路长度大于３５０ｍ时应设补偿电容，补偿电容应均匀设

置，间隔为１００ｍ；轨道电路两端的补偿电容距电气绝缘区空芯线圈的

距离相等，且不小于４８ｍ，不大于９８ｍ。

４７６　轨道电路的调整参照ＵＭ７１电气绝缘轨道电路调整表进行。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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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　高灵敏轨道电路

４８１　当道床电阻不小于０．６Ω·ｋｍ，５０Ｈｚ交流电压２２０Ｖ±２２Ｖ

时，应能保证轨道电路正常工作。

４８２　ＧＬＧ型高灵敏轨道电路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轨道电路区段长度不大于１２００ｍ。

ｂ）分路灵敏度：

１）３００ｍ以下区段不小于０．６Ω；

２）３００ｍ以上区段不小于０．１５Ω。

ｃ）应变时间不大于０．３ｓ。

４８３　ＴＧＬＧ型高灵敏轨道电路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轨道电路区段长度不大于５０ｍ；

ｂ）分路灵敏度不小于３Ω；

ｃ）应变时间不大于０．２ｓ。

４９　不对称高压脉冲轨道电路

４９１　不对称高压脉冲轨道电路由不对称高压脉冲发送设备、传输通

道、不对称高压脉冲接收设备等组成。

ａ）非电气化区段

１）发码器室外分散放置：一送一受见图４．９．１（ａ），一送两受

见图４．９．１（ｂ），一送三受见图４．９．１（ｃ）。

２）发码器室内集中放置：一送一受见图４．９．１（ｄ），一送两受

见图４．９．１（ｅ）；一送三受见图４．９．１（ｆ）。

ｂ）电气化区段

１）发码器室外分散放置：一送一受见图４．９．１（ｇ），一送两受

见图４．９．１（ｈ），一送三受见图４．９．１（ｉ）。

２）发码器室内集中放置：一送一受见图４．９．１（ｊ），一送两受

见图４．９．１（ｋ）；一送三受见图４．９．１（ｌ）。

４９２　不对称高压脉冲轨道电路应参照调整表进行调整。调整状态下，

轨道继电器电压要满足工作值的１．１倍以上，即头部电压不小于３０Ｖ，

尾部电压不小于２１Ｖ；在最不利条件下，轨道继电器的头部电压不小于

·０９·



图　４．９．１（ａ）

图　４．９．１（ｂ）

·１９·



图　４．９．１（ｃ）

图　４．９．１（ｄ）

·２９·



图　４．９．１（ｅ）

图　４．９．１（ｆ）

·３９·



图　４．９．１（ｇ）

图　４．９．１（ｈ）

·４９·



图　４．９．１（ｉ）

图　４．９．１（ｊ）

·５９·



图　４．９．１（ｋ）

图　４．９．１（ｌ）

·６９·



２７Ｖ，尾部电压不小于１９Ｖ。调整状态下继电器的头部和尾部电压不能

超过调整表的最大值。

４９３　使用０．１５Ω标准分路线在轨面送、受电端及最不利处可靠分路

时，轨道继电器 （一送多受时其中任一分支的轨道继电器）头部电压不

应大于１３．５Ｖ、尾部不大于１０Ｖ，继电器可靠落下。

４９４　可参照调整表，调整发码器输出、调整电阻、扼流／轨道变压器

变比，以实现轨面峰值电压的调整。

４９５　在译码器端子上调整二元差动继电器头部、尾部电压比例。

４９６　电码化区段，在最不利条件下，入口电流应满足机车信号可靠

工作的要求。

４９７　发码器在室外安装时，电源电缆压降不大于３０Ｖ。发码器在室

内安装时，应采用单芯电缆，特殊情况下采用多芯电缆时，应具备检查

防护措施，电缆环阻不大于５０Ω。发送端高压脉冲调整电阻器和电缆电

阻之和不得小于１０Ω。

４９８　轨道电路可在钢轨连续牵引总电流不大于１０００Ａ，不平衡电流

不大于８０Ａ （道床无漏泄）情况下稳定工作。

４９９　ＧＭ·Ｆ系列高压脉冲发码器电气特性应符合表４．９．９ （ａ）、

（ｂ）的要求，端子的使用规定见表４．９．９（ｃ）。

表４．９．９（ａ）

输出电压调整端子
测量峰值电压　Ｖ

Ⅱ６Ⅱ８ Ⅱ６Ⅱ９ Ⅱ６Ⅱ１０ Ⅱ６Ⅰ７

Ⅱ１Ⅱ３ ６０～１４０ １５０～２４０ ２３５～３５０ ３３０～４６０

Ⅱ１Ⅱ４ １００～１８０ ２１０～３２０ ３１５～４６０ ４３０～６００

Ⅱ１Ⅱ５ １２０～２１０ ２５０～３９０ ３８０～５７０ ５１０～７６０

　注：在测试中，Ⅰ１、Ⅰ２端子输入２２０Ｖ电源，连接端子Ⅱ６Ⅱ７，Ⅰ４Ⅰ７。

表４．９．９（ｂ）

输出电压调整端子 测量Ⅱ６Ⅱ８频率　Ｈｚ

Ⅱ１Ⅱ３ ２．８５～３．１５

　注：在测试中，Ⅰ１、Ⅰ２端子输入２２０Ｖ电源，连接端子Ⅱ６Ⅱ７，Ⅰ４Ⅰ７。

·７９·



表４．９．９（ｃ）

型　号

ＧＭ·Ｆ

输入端子

Ⅰ１Ⅰ２

电

压

调

整

输出电压

３００Ｖ

４００Ｖ

５００Ｖ

连接端子

Ⅱ１Ⅱ３

Ⅱ１Ⅱ４

Ⅱ１Ⅱ５

使用

Ⅰ４Ⅰ７

电

阻

调

整

电阻 连接端子

２０Ω Ⅱ６Ⅱ７

１５Ω Ⅱ６Ⅱ８

１０Ω Ⅱ６Ⅱ９

５Ω Ⅱ６Ⅱ１０

４９１０　ＧＭ·ＨＦ系列高压脉冲发码盒电气特性和端子的作用应符合

下列要求：

ａ）ＧＭ·ＨＦ１２５高压脉冲发码盒电气特性应符合表４．９．１０ （ａ）、

（ｂ）的要求，端子的使用规定见表４．９．１０（ｃ）。

ｂ）ＧＭ·ＨＦ２５０高压脉冲发码盒电气特性应符合表４．９．１０（ｄ）、

（ｅ）的要求，端子的使用规定见表４．９．１０（ｆ）。

表４．９．１０（ａ）

ＧＭ·ＨＦ１２５的１、３与

ＧＭ·ＢＤＦ１００／２５变压器连接端子

测试ＧＭ·ＲＴ３０对应电阻峰值电压　Ｖ

５Ω １０Ω １５Ω ２０Ω

Ⅱ１Ⅱ２ ６０～１４０ １５０～２４０ ２３５～３５０ ３３０～４６０

Ⅱ１Ⅱ３ １００～１８０ ２１０～３２０ ３１５～４６０ ４３０～６００

Ⅱ１Ⅱ４ １２０～２１０ ２５０～３９０ ３８０～５７０ ５１０～７６０

　注：在测试中ＧＭ·ＨＦ１２５的４、５端子与ＧＭ·ＢＤＦ１００／２５的Ⅲ１、Ⅲ２相连；ＧＭ·ＨＦ１２５
的８、１０端子间串入ＧＭ·ＲＴ３０的２０Ω电阻，ＧＭ·ＨＦ１２５的６、８封连。

表４．９．１０（ｂ）

ＧＭ·ＨＦ１２５的１、３与

ＧＭ·ＢＤＦ１００／２５连接端子

测试ＧＭ·ＨＦ１２５的

８、１０端子间脉冲频率　Ｈｚ

Ⅱ１Ⅱ２ ２．８５～３．１５

　注：在测试中ＧＭ·ＨＦ１２５的４、５端子与ＧＭ·ＢＤＦ１００／２５的Ⅲ１、Ⅲ２相连；ＧＭ·ＨＦ１２５
的８、１０端子间串入ＧＭ·ＲＴ３０的２０Ω电阻，ＧＭ·ＨＦ１２５的６、８封连。

表４．９．１０（ｃ）

型　　号
连接ＧＭ·ＢＤＦ
１００／２５的Ⅱ１

连接ＧＭ·ＢＤＦ１００／２５的

Ⅱ２
（３００Ｖ）

Ⅱ３
（４００Ｖ）

Ⅱ４
（５００Ｖ）

连接ＧＭ·

ＢＤＦ１００／２５
的Ⅲ１、Ⅲ２

使用
端子

调整电阻
连接端

ＧＭ·ＨＦ１２５ １ ３ ４、５ ６、８ ８、１０

·８９·



表４．９．１０（ｄ）

ＧＭ·ＨＦ２５０的１、３与ＧＭ·

ＱＢＷ６０／５０稳压变压器连接端子

测试ＧＭ·ＲＴ３０对应电阻峰值电压　Ｖ

５Ω １０Ω １５Ω ２０Ω

Ⅱ１Ⅱ２ ６０～１４０ １５０～２４０ ２３５～３５０ ３３０～４６０

Ⅱ１Ⅱ３ １００～１８０ ２１０～３２０ ３１５～４６０ ４３０～６００

Ⅱ１Ⅱ４ １２０～２１０ ２５０～３９０ ３８０～５７０ ５１０～７６０

　注：在测试中ＧＭ·ＨＦ２５０的４、５端子与ＧＭ·ＱＢＷ６０／５０的Ⅲ１、Ⅲ３相连；ＧＭ·ＨＦ２５０
的８、１０端子间串入ＧＭ·ＲＴ３０的２０Ω电阻，ＧＭ·ＨＦ２５０的６、８封连。

表４．９．１０（ｅ）

ＧＭ·ＨＦ２２５的１、３与ＧＭ·ＱＢＷ６０／５０
连接端子

测试ＧＭ·ＨＦ２２５的

８、１０端子间脉冲频率　Ｈｚ

Ⅱ１Ⅱ２ ２．８５～３．１５

　注：在测试中ＧＭ·ＨＦ２５０的４、５端子与ＧＭ·ＱＢＷ６０／５０的Ⅲ１、Ⅲ３相连；ＧＭ·ＨＦ２５０
的８、１０端子间串入ＧＭ·ＲＴ３０的２０Ω电阻，ＧＭ·ＨＦ２５０的６、８封连。

表４．９．１０（ｆ）

型号
连接ＧＭ·ＱＢＷ
６０／５０的Ⅱ１

连接ＧＭ·ＱＢＷ６０／５０的

Ⅱ２
（３００Ｖ）

Ⅱ３
（４００Ｖ）

Ⅱ４
（５００Ｖ）

连接ＧＭ·

ＱＢＷ６０／５０
的Ⅲ１、Ⅲ３

使用
端子

调整电阻
连接端

ＧＭ·ＨＦ２５０ １ ３ ４、５ ６、８ ８、１０

４９１１　ＧＭ·Ｙ１系列高压脉冲译码器电气特性符合表４．９．１１ （ａ），

端子的使用规定应符合表４．９．１１（ｂ）的要求。

表４．９．１１（ａ）

型号 输出端子
调节连接端子

４３１１ ４３１２ ４３３３ ４３３１ ４３３２

ＧＭ·Ｙ１
４１（＋）４２（－）

２１（＋）２２（－）

４５＋１０－５ Ｖ ５５＋１０－５ Ｖ ６５＋１０－５ Ｖ ７５＋１０－５ Ｖ ８５＋１０－５ Ｖ

１０．５Ｖ±１．５Ｖ

　连接端子４、２３，端子４１、４２并接７．５ｋΩ／２Ｗ电阻，端子２１、２２并接２４ｋΩ／１．０Ｗ电阻，１、２
端子输入５０Ｈｚ、４４Ｖ电压

表４．９．１１（ｂ）

型号 输入端子１、３ 调整端子 输出端子２１、２２ 输出端子４１、４２

ＧＭ·Ｙ１ 轨道侧
４３选择与１１、１２、

３３、３１、３２连接

与二元差动继电器

的１、２连接

与二元差动继电器

的３、４连接

·９９·



４９１２　阻容盒 （ＲＣＨ，分为ＲＣＨ１、ＲＣＨ２、ＲＣＨ３三种类型）。

其中ＲＣＨ１、ＲＣＨ２适用于不对称高压脉冲轨道电路的接收，为复示

继电器提供延时功能；ＲＣＨ３适用于停电监督电路。

ＲＣＨ１延时１ｓ，内含一个阻容延时电路；ＲＣＨ２延时１ｓ，内含两

个阻容延时电路；ＲＣＨ３延时３ｓ，内含一个阻容延时电路。以ＲＣＨ２

型阻容盒为例，其电路原理图见图４．９．１２。

图　４．９．１２

电气特性符合下列要求：

ａ）电阻：被釉电阻，型号为２６０Ω／２０Ｗ，误差±５％。

ｂ）电容：电解电容，ＲＣＨ１、ＲＣＨ２为５１０μＦ／５０Ｖ，误差－５％～

＋１０％，ＲＣＨ３为１０００μＦ／５０Ｖ，误差±１０％。

４９１３　二元差动继电器

ａ）继电器接点的接触电阻不应大于０．１Ω。

ｂ）当继电器插入插座时，包括插簧在内的接点接触电阻不大于０．１５Ω。

ｃ）接点允许不同时接触性不大于０．２ｍｍ。

ｄ）继电器接点系统的机械特性应符合表４．９．１３（ａ）的要求。

表４．９．１３（ａ）

继电器型号
接点间隙不小于

ｍｍ

托片间隙不小于

ｍｍ

接点压力ｍＮ

前接点 后接点

ＪＣＲＣ２４．７ｋ／７．５ｋ １．３ ０．３５ ２５０～４００ ２５０～４００

·００１·



书书书

ｅ）继电器的线圈参数及电气特性应符合表４．９．１３（ｂ）的要求。

表４．９．１３（ｂ）

继电器
型号

线圈电阻

ｋΩ

头部
圈

尾部
圈

释放值
不小于　Ｖ

头部
线圈

尾部
线圈

工作值

Ｖ

头部圈
不大于

尾部圈
不大于

差动值

Ｖ

尾部圈
不大于

头部圈
电压
给定

差动比

充磁值

Ｖ

头部
圈

尾部
圈

头部圈
单圈不
吸起值
不小于

ＪＣＲＣ
２４．７ｋ／

７．５ｋ
２４．７ ７．５

实测
工作
值的

５０％

实测
工作
值的

５０％

２７ １９
８１
１５０

２７
５０

２∶１

～
３∶１

１００ １００ ３００

４９１４　变压器

ａ）高压脉冲轨道变压器各线圈电压如图４．９．１４（ａ）所示，电气特

性应符合表４．９．１４（ａ）的要求。

图　４．９．１４（ａ）

表４．９．１４（ａ）

型　　号
额定

容量
频率

一次线圈

额定电压

Ｖ

空载电流不大于

Ａ

二次线圈

额定电压

Ｖ

额定电流

Ａ

ＧＭ·ＢＧ１８０ ８０ＶＡ ５０Ｈｚ ２２０ ０．７５ ８．１５～４０．７４ ２．０

ｂ）高压脉冲发码电源变压器供给ＧＭ·ＨＦ１２５高压脉冲发码盒工

作电源，各线圈电压如图４．９．１４（ｂ）所示，电气特性应符合表４．９．１４

（ｂ）的要求。

图　４．９．１４（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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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９．１４（ｂ）

类　　型
额定

容量
频率

额定电压　Ｖ

一次 二次 三次

额定电流　Ａ

二次

空载电流

不大于

Ａ

ＧＭ·ＢＤＦ１００／２５ １００ＶＡ ２５Ｈｚ ２２０ １００～５００ ２～１６ ０．２ ０．０３

ｃ）高压脉冲稳压变压器供给ＧＭ·ＨＦ２５０高压脉冲发码盒工作电

源，原理如图４．９．１４ （ｃ）所示，电气特性应符合表４．９．１４ （ｃ）的

要求。

图　４．９．１４（ｃ）

表４．９．１４（ｃ）

类　　型
额定

容量
频率

额定电压Ｖ

一次 二次 三次

额定电流Ａ

二次

空载电流

不大于

Ａ

ＧＭ·ＱＢＷ６０／５０ ６０ＶＡ ５０Ｈｚ ２２０Ｖ ３００～５２０ １４～１６ ０．１１５ ０．３５

ｄ）不对称高压脉冲轨道电路扼流变压器系列

１）ＢＥ１（２）Ｍ１型扼流变压器的线圈结构如图４．９．１４（ｄ）所示；

其电气特性应符合表４．９．１４（ｄ）的要求。

图　４．９．１４（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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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ＢＥ１（２）Ｍ２型不对称高压脉冲轨道电路用扼流变压器的线圈

结构如图４．９．１４ （ｅ）所示；其电气特性应符合表４．９．１４

（ｅ）的要求。

３）高压脉冲电码化调整变压器各线圈电压如图４．９．１４（ｆ）所

示，电气特性应符合表４．９．１４（ｆ）的要求。

４）高压脉冲电抗器线圈结构如图４．９．１４（ｇ）所示，电气特性

应符合表４．９．１４（ｇ）的要求。

表４．９．１４（ｄ）

型　号 ＢＥ１Ｍ１、ＢＥ２Ｍ１

同　名　端 １、４、６

变比（牵引线圈／信号线圈） １∶３，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５）

　牵引圈未

经磁化阻抗

牵引圈加５０Ｈｚ／１０Ｖ电压，其

阻抗不小于 Ω
３

　不平衡牵引电流不小于５０Ａ（加５０Ｈｚ电压

于牵引线圈）变压器饱和时，信号线圈７１３的

开路电压不应大于 Ｖ

２００

不平衡度 应小于 ％ ０．５

　注：扼流变压器包含ＢＥ１Ｍ１４００，ＢＥ１Ｍ１６００，ＢＥ１Ｍ１８００，ＢＥ１Ｍ１１０００，ＢＥ１Ｍ１１２００，

ＢＥ１Ｍ１１６００，ＢＥ２Ｍ１４００，ＢＥ２Ｍ１６００，ＢＥ２Ｍ１８００，ＢＥ２Ｍ１１０００，ＢＥ２Ｍ１１２００，

ＢＥ２Ｍ１１６００。

图　４．９．１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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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９．１４（ｆ）

表４．９．１４（ｅ）

型　　号 ＢＥ１Ｍ２、ＢＥ２Ｍ２

同　名　端 １、４、６

变比（牵引线圈／信号线圈） １∶３，１∶（１＋１＋１＋１＋１＋１＋１．５）

　牵引圈未
经磁化阻抗

牵引圈加５０Ｈｚ／１０Ｖ电压，其
阻抗不小于 Ω

３

　不平衡牵引电流不小于５０Ａ（加５０Ｈｚ电压
于牵引线圈）变压器饱和时，信号线圈７１３的
开路电压不应大于 Ｖ

２００

不平衡度 应小于 ％ ０．５

　注：扼流变压器包含ＢＥ１Ｍ２４００，ＢＥ１Ｍ２６００，ＢＥ１Ｍ２８００，ＢＥ１Ｍ２１０００，ＢＥ１Ｍ２１２００，

ＢＥ１Ｍ２１６００，ＢＥ２Ｍ２４００，ＢＥ２Ｍ２６００，ＢＥ２Ｍ２８００，ＢＥ２Ｍ２１０００，ＢＥ２Ｍ２１２００，

ＢＥ２Ｍ２１６００。

表４．９．１４（ｆ）

型　　号
额定容量

ＶＡ

一次

额定电压

Ｖ　５０Ｈｚ

额定电流

Ａ

二次

额定电压

Ｖ

额定电流

Ａ

空载电流不大于

ｍＡ

ＧＭ·ＢＭＴ ３００ ２２０ １．３６ ５．５～２４７．５ １．２１ １５０

图　４．９．１４（ｇ）

表４．９．１４（ｇ）

高压脉冲电抗器型号 ＧＭ·Ｚ１０００／８００／６００

中点允许通过连续总电流 Ａ １０００、８００、６００

牵引线圈阻抗 牵引线圈加５０Ｈｚ、１０Ｖ电压，阻抗不小于 Ω ９．０

不平衡系数应小于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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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１５　高压脉冲发码调整电阻器特性应符合表４．９．１５的要求。

表４．９．１５

型　　号

额定

功率

ＶＡ

标称

电阻

Ω

电阻器抽头间电阻Ω

１２ ２３ ３４ ４５ ５６

电阻值

允许误差

ＧＭ·ＲＴ３０ １５０ ３０ ５ ５ ５ ５ １０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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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联　　锁

５１　通　　则

５１１　联锁设备必须工作可靠并符合故障—安全原则。

５１２　当外线任何一处发生断线或混线时，不能导致进路错误解锁、

道岔错误转换以及信号机错误开放。

５１３　当进路上的有关道岔开通位置不正确，道岔第一连接杆处 （分动外

锁闭道岔为锁闭杆处）的尖轨与基本轨、心轨与翼轨有４ｍｍ及其以上间

隙，敌对进路未解锁或照查条件不符时，防护该进路的信号机不能开放。

５１４　信号机开放后，与该进路有关的道岔应被锁闭，其敌对信号机

不得开放。

５１５　向占用线路排列进路时，有关列车信号机不得开放 （引导信号

除外）。

５１６　正线出站信号机未开放时，进站信号机的通过信号不能开放；

主体信号机未开放时，预告、接近信号机或复示信号机不得开放。

５１７　站内联锁设备中，除引导接车外，敌对进路 （必须互相照查，

不能同时开通的进路）为：

ａ）同一到发线上对向的列车进路与列车进路；

ｂ）同一到发线上对向的列车进路与调车进路；

ｃ）同一咽喉区内对向重叠的列车进路；

ｄ）同一咽喉区内对向重叠的调车进路；

ｅ）同一咽喉区内对向重叠或顺向重叠的列车进路与调车进路；

ｆ）进站信号机外方，列车制动距离内接车方向为超过６‰的下坡

道，而在该下坡道方向的接车线末端未设线路隔开设备时，该下坡道方

向的接车进路与对方咽喉的接车进路、非同一到发线顺向的发车进路以

及对方咽喉调车进路；

ｇ）防护进路的信号机设在侵入限界的轨道绝缘节处，禁止同时开

通的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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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向驼峰推送车列占用的股道与另一端向该股道的接车进路或调

车进路；

ｉ）咽喉区内无岔区段上对向的调车进路 （到发线上无岔区段应根

据具体情况及运营要求另作规定）。

５１８　进站或接车进路信号机因故障不能正常开放信号或开通非固定

接车线路时，应使用引导信号。开放引导信号，必须检查所属主体信号

机红灯在点灯状态。

５１９　列车主体信号机和调车信号机应设有灯丝监督，在信号机开放

后，应不间断地检查灯丝完好状态；进站和有通过列车的正线出站或进

路信号机，当红灯灭灯时该信号机不得开放；开放预告、接近信号机或

复示信号机时，应不间断地检查其主体信号机在开放状态。

５１１０　当道岔区段有车占用时，该区段内的道岔不能转换。

５１１１　联锁道岔受进路锁闭、区段锁闭、人工锁闭，在任何一种锁闭

状态下，道岔不得启动 （人工锁闭系指利用操纵设备切断道岔控制电路

或用转辙机的安全接点切断启动电路）。

５１１２　集中联锁道岔一经启动，不论其所在区段轨道电路故障或有车

进入轨道区段，均应继续转换到规定位置。

５１１３　道岔因故被阻不能转换到规定位置时，当其所在区段空闲，对

非调度集中操纵的道岔，应保证经操纵后转换到原位；对调度集中操纵

的道岔，应自动切断供电电源，停止转换。

５１１４　道岔的表示电路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道岔表示应与道岔的实际位置相一致，并应检查自动开闭器两

排接点组在规定位置。

ｂ）联动道岔只有当各组道岔均在规定的位置时，方能构成规定的

位置表示。

ｃ）单动、联动或多点牵引道岔须检查各牵引点的道岔转换设备均

在规定的位置。

５１１５　能监督是否挤岔，并于挤岔的同时，使防护该进路的信号机自

动关闭。被挤道岔未恢复前，有关信号机不能开放。

５１１６　进路在接近锁闭后，应保证不因进路上任一区段故障而导致进

路的错误解锁 （进路内仅一个区段者例外）。列车及调车进路在接近锁

·７０１·



闭后能办理人工解锁，接车进路及有通过列车的正线发车进路的人工解

锁延时３ｍｉｎ；其他进路人工解锁延时３０ｓ。

５１１７　已锁闭的进路，应不因轨道电路瞬时分路不良而错误解锁。

５１１８　当电源停电恢复时，进路中已锁闭的轨道区段不应错误解锁。

５１１９　集中联锁使用的电器设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联锁电路宜使用安全型继电器，使用机械或磁性保持的继电器

时应有防护措施。

ｂ）不同种类的继电器在结构上不能错误互换。

ｃ）表示道岔解锁、道岔转换、道岔位置、区段空闲、信号开放、

进路解锁、敌对照查等涉及行车安全的信息应使用继电器的前接点。

ｄ）因继电器动作时间的差异以及其他元器件不同状态的影响，联

锁电路不应导致危及行车安全的电路错误动作。

５１２０　本章所指控制台包括操纵部分和表示部分。

５２　继电联锁

５２１　继电联锁的各项要求与通则相同。

５２２　继电联锁的车站应设置模拟站场形状的控制台 （操纵盘和表示

盘）。

５２３　排列进路时应采用进路操纵方式。进路应逐条办理。排列或取

消进路时，不得影响其他已开通进路的正常工作或构成其他进路。

５３　计算机联锁共同要求

５３１　计算机联锁系统应有完善的防静电措施，有良好的密封、防尘

措施；计算机箱、柜应清洁，通风良好。

５３２　计算机机房的接地和雷电电磁脉冲防护应符合标准；分散设置

的防雷地线、安全地线、屏蔽地线或采用综合接地装置接地体的接地电

阻值应符合标准。

５３３　计算机电源必须由信号电源屏单独一路输出供给 （对二乘二取

二计算机联锁系统应逐步实现两路独立输出电源分别给两重系供电），

在接入计算机前必须经过净化，并采用不间断供电电源 （ＵＰＳ）。ＵＰＳ

应设双套，互为备用。ＵＰＳ通电３０ｓ后，方可加负载。ＵＰＳ的容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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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特性应符合设计要求。ＵＰＳ电源的蓄电池应定期进行充放电试验，

保证ＵＰＳ电源性能良好。

５３４　计算机联锁系统可采用双机热备、三取二容错、二乘二取二冗

余等方式。

ａ）双机热备计算机联锁系统，两台联锁机互为主、备机，可以人

工或自动方式相互切换。系统正常工作时，切换手柄 （复位按钮）应处

在 “自动”位置，备机与工作机 （主机）处于同步工作状态；当工作机

故障时，应能自动切换至备机，备机上升为工作机，故障机自动脱机。

在工作机自动切换至备机的过程中，不应影响系统的正常工作。

当备机故障时，应能自动转入脱机状态。

以人工方式切换主、备机时，必须人为确认全站没有办理任何

作业。

ｂ）三取二容错计算机联锁系统，在正常工作时，三台联锁机处于

同步工作状态。当其中一台联锁机发生故障时，自动降为双机同步工

作，故障机自动脱机。

ｃ）二乘二取二计算机联锁系统，两重系结构，以主从方式并行运

行。两系之间通过并行接口建立的高速通道交换信息，实现两重系的同

步和切换。

５３５　联锁机信息采集电路板上的表示灯应与被采集设备的实际状态

一一对应，且与控制台显示屏的显示一致。

５３６　联锁机驱动电路板上的表示灯应与被控制对象一一对应，且与

控制台操作人员发出的控制命令一致。

５３７　联锁机柜面板上应有指示工作状态的表示灯。在正常状态下表

示灯的亮、灭或闪烁应符合设计要求；故障时应有相应的报警。

５３８　控制台的显示器应能给出系统故障的文字或语音提示。

５３９　计算机联锁的电务维护设备，应能随时监测设备的运行状态，

记录操作信息、设备状态信息和自诊断信息，信息记录保存时间不少于

４８ｈ。

５３１０　计算机联锁可与其他信号设备使用统一接口协议结合，并可联

网与其他管理信息系统交换数据，但必须与其他系统安全隔离，不得影

响系统的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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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１１　具有对室内外联锁设备的检测和监测功能。

５３１２　计算机联锁系统出现故障影响正常使用时，应首先进行人工切

换，必要时可采取关机复位的应急办法，硬盘灯闪烁时不得直接关闭计

算机电源。

５３１３　计算机联锁系统的各种板、件不得进行带电热插拔。

５３１４　站 （场）计算机联锁集中控制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各站 （场）的计算机联锁设备应控制各自集中范围内的联锁设备。

ｂ）各站 （场）均应为独立的计算机联锁设备，控制中心应设控制

显示设备和通信设备。

ｃ）控制中心至各站 （场）之间的通信通道应采用不同物理路径的

独立冗余安全通道。

ｄ）站间联系、场间联系功能宜由各站 （场）的计算机联锁设备实现。

ｅ）集中控制与各站场单独控制的转换须人工确认。

５４　犜犢犑犔Ⅱ型计算机联锁系统

５４１　ＴＹＪＬⅡ型计算机联锁系统为双机热备分布式多计算机系统，

由联锁机、执表机、监控机、接口、电务维修机、控制台及系统电源等

部分组成。系统按驱动方式不同分为动态驱动和静态驱动。动态驱动输

出到驱动盒，经过驱动盒动作继电器；静态驱动直接输出到继电器线圈

动作继电器。系统组成原理见图５．４．１。

图　５．４．１

５４２　系统内电源参数应符合表５．４．２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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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４．２

序号 电源名称 输入电压 输出电压 用　途

１ ５Ｖ ＡＣ２２０Ｖ±６．６Ｖ ＤＣ５Ｖ±０．１Ｖ 计算机电源

２ １２Ｖ ＡＣ２２０Ｖ±６．６Ｖ ＤＣ１２Ｖ±１．２Ｖ 驱动电源

３ １２Ｖ ＡＣ２２０Ｖ±６．６Ｖ ＤＣ１２Ｖ±１．２Ｖ 采集电源

４ ３６Ｖ稳压电源 ＡＣ２２０Ｖ±６．６Ｖ ＤＣ３０Ｖ±２Ｖ 动态稳压电源

５ ＵＰＳ２ｋＶＡ ＡＣ２２０＋３３－４４Ｖ ＡＣ２２０Ｖ±６．６Ｖ 不间断供电

６ ＩＯ电源 ＡＣ２２０Ｖ±６．６Ｖ ＤＣ２４Ｖ±２Ｖ 采集驱动电源

５４３　信息采集、驱动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采集电路采集设备状态在有信息时，采集点与采集地 （采集

１２Ｖ电源负极）的直流电压应大于１０Ｖ，见图５．４．３（ａ）。

ｂ）驱动单元的驱动信号端与驱动回线，有驱动信息时，驱动电压

应为频率为６Ｈｚ、７Ｖ左右脉动电压 （直流、万用表测量），驱动ＤＴＢ

４动态驱动单元使ＪＰＸＣ１０００型继电器励磁吸起。见图５．４．３（ｂ）。

ｃ）静态联锁系统驱动位直接输出到ＪＰＸＣ１０００型继电器的线圈，

由联锁Ａ、Ｂ机分线圈驱动，Ａ机驱动到１２线圈，Ｂ机驱动到３４线

圈，其中１、３为正电位。有驱动信息时，其对驱动回线的直流电压应

大于２０Ｖ。

　　　　　　图　５．４．３（ａ）　　　　　　　　　　　　　图　５．４．３（ｂ）

５４４　系统的主、备机同步和转换满足下列要求：

ａ）系统运行过程中，应实时核查双机同步状态。双机处于同步状

态时，指示面板上主机、备机的 “同步”灯亮，人工或自动方式进行主

备机切换，均不影响系统正常工作。

ｂ）联锁机的备机或故障机修复后再开机时均处于脱机状态，应将

切换手柄置于自动切换位置，按压该机的 “联机”按钮，使该机处于联

机状态，方能与工作机进入联机同步状态，实现双机热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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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在双机非同步状态下人工切换联锁机，切换后系统处于全站锁

闭状态。

ｄ）在双机热备同步状态时，主、备机 （联锁机、执表机）的事故

继电器 （ＬＡＳＧＪ、ＬＢＳＧＪ、ＺＡＳＧＪ、ＺＢＳＧＪ）应处在励磁吸合状态，若

备机没有处于同步状态，该机的事故继电器应处于落下状态。系统的工

作状态见表５．４．４（ａ）。

ｅ）静态联锁系统继电器 （ＡＧＺＪ、ＢＧＺＪ）用以判断其工作状态，

任何一台工作继电器落下，该套系统均不能可靠工作。ＣＰＵ板上５、６

灯的显示也可反映系统工作状态。系统的工作状态见表５．４．４（ｂ）。

表５．４．４（ａ）

同步状态 联锁机（ＳＧＪ） 执表机（ＳＧＪ）

序号 Ａ机 Ｂ机 Ａ机 Ｂ机

１ 主控↑ 备用↑ 主控↑ 备用↑

２ 主控↑ 备用↑ 备用↑ 主控↑

３ 备用↑ 主控↑ 主控↑ 备用↑

４ 备用↑ 主控↑ 备用↑ 主控↑

脱机（不同步）状态 联锁机（ＳＧＪ） 执表机（ＳＧＪ）

序号 Ａ机 Ｂ机 Ａ机 Ｂ机

１ 主控↑ 脱机↓ 主控↑ 脱机↓

２ 主控↑ 脱机↓ 脱机↓ 主控↑

３ 脱机↓ 主控↑ 主控↑ 脱机↓

４ 脱机↓ 主控↑ 脱机↓ 主控↑

表５．４．４（ｂ）

状态 联锁机（ＧＺＪ） ＣＰＵ板５、６灯状态

同步 Ａ机 Ｂ机 Ａ机 Ｂ机

１ 主控↑ 备用↑ ５灯亮 ６灯亮

２ 备用↑ 主控↑ ６灯亮 ５灯亮

单机脱机（离线） Ａ机 Ｂ机 ＣＰＵ板５、６灯状态

１ 主控↑ 脱机↓ ５灯亮 ５、６灯均不亮

２ 脱机↓ 主控↑ ５、６灯均不亮 ５灯亮

双机离线 Ａ机↓ Ｂ机↓ ５、６灯均不亮 ５、６灯均不亮

５４５　当工作机进入正常工作状态并且有控制信息输出时，驱动板对

应位置的指示灯应以６次／ｓ左右的频率闪烁，并且相对应的驱动单元

的指示灯也以相同频率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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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６　动态驱动单元的局部电源 （ＬＤＫＺ、ＬＤＫＦ、ＺＤＫＺ、ＺＤＫＦ）

必须经由ＬＡＳＧＪ、ＬＢＳＧＪ、ＺＡＳＧＪ、ＺＢＳＧＪ中相应事故继电器的吸合

接点供给，当相应事故继电器落下时，应切断相应机柜所控制的所有驱

动单元的局部电源；局部电源的极性倒换应与主备机的切换相对应。

５４７　主备联锁机、主备执表机都分别应有各自独立的驱动回线

（ＬＡＱＨ、ＬＢＱＨ、ＺＡＱＨ、ＺＢＱＨ），相互间不得出现混线、混电现象。

５５　犜犢犑犔犜犚９型计算机联锁系统

５５１　ＴＹＪＬＴＲ９型容错计算机联锁系统为三取二容错计算机联锁系

统，即联锁机硬件采用三重模件冗余结构，运行时依据三取二表决方

式。系统主要由联锁机、监控机、控制台、继电接口、电务维修机、系

统电源等部分组成，见图５．５．１。

图　５．５．１

５５２　系统内电源参数应符合表５．５．２的要求。

表５．５．２

序号 电源名称 输入电压 输出电压 用　途

１ ５Ｖ ＡＣ２２０Ｖ±６．６Ｖ ＤＣ５Ｖ±０．１Ｖ 计算机电源

２ ２４Ｖ ＡＣ２２０Ｖ±６．６Ｖ ＤＣ２４Ｖ±２Ｖ 驱动电源

３ ２４Ｖ ＡＣ２２０Ｖ±６．６Ｖ ＤＣ２４Ｖ±２Ｖ 采集电源

４ ＵＰＳ２ｋＶＡ ＡＣ２２０＋３３－４４Ｖ ＡＣ２２０Ｖ±６．６Ｖ 不间断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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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３　信息采集、驱动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每块采集或驱动板板顶部有四个指示灯，它们分别为：“ＰＡＳＳ”

灯、“ＦＡＵＬＴ”灯、“ＡＣＴＩＶＥ”灯、“ＰＯＷＥＲ”（采集板）或 “ＬＯＡＤ”

灯 （驱动板），其正常工作时各指示灯的指示状态如下：

ＰＡＳＳ灯亮绿灯，ＦＡＵＬＴ灭灯，ＡＣＴＩＶＥ灯亮黄灯，采集板的

ＰＯＷＥＲ灭灯，驱动板的ＬＯＡＤ灭灯。

ｂ）采集板有信息采到时，对应的采集指示灯亮稳定的红灯，否则

灭灯。

ｃ）采集电路采集设备状态在有信息时，采集点与采集地 （－２４Ｖ）

的电压应大于２２Ｖ （采集板的门限电压不能低于ＤＣ２２Ｖ）。

ｄ）驱动板有驱动命令输出时，对应的驱动指示灯应亮稳定的红灯，

否则灭灯。

ｅ）驱动电源由联锁机的驱动板直接输出，有驱动信息时，驱动信

号对驱动回线的电压应大于２２Ｖ，继电器可靠吸起。

５５４　当一主模块故障后，系统按二取二运行，更换故障主模块，系

统可恢复三取二运行。上位机为双机热备。严禁三块ＣＰＵ板同时拔出，

维护时同时最多只能拔出一块ＣＰＵ板。

５５５　采集驱动板发生故障时，须先插上备用板，且备用板的ＡＣ

ＴＩＶＥ灯亮黄灯后，再将故障板拔下。

５５６　系统启动时，三块ＣＰＵ板的ＡＣＴＩＶＥ灯闪黄灯后再依次按

压每块驱动板对应的事故按钮，按压第一个事故按钮时间不得低于

１．５ｓ。

５５７　采集电源、驱动电源的电压均为２４Ｖ，由两台２４Ｖ、５Ａ的专

用直流稳压电源输出，并联供给设备。两台专用直流稳压电源的输出应

设有监督继电器。电源正常时，监督继电器应吸合；电源故障时，监督

继电器应可靠落下，且发出报警信息。

５６　犜犢犑犔犃犇犡型计算机联锁系统

５６１　ＴＹＪＬＡＤＸ型计算机联锁系统为二乘二取二计算机系统，由联

锁柜 （联锁机）、扩展柜、综合柜 （监控机、系统配电）、电务维修系

统、控制台等部分组成。系统组成见图５．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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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６．１

５６２　系统内电源参数应符合表５．６．２的要求。

表５．６．２

序号 电源名称 输入电压 输出电压 用途

１ ＦＣＸ电源板 ＡＣ８０～１３２Ｖ ＤＣ５Ｖ±０．１５Ｖ 计算机电源

２ ＦＦＣ电源板 ＡＣ８０～１３２Ｖ ＤＣ５Ｖ±０．１５Ｖ Ｆ总线控制器电源

３ ＩＯ电源 ＡＣ１１０Ｖ±１０Ｖ ＤＣ２４Ｖ±２Ｖ 采集驱动电源

４ 交换机及光猫电源 ＡＣ２２０Ｖ±６．６Ｖ ＤＣ２４Ｖ±２Ｖ 交换机及光猫工作电源

５ ＵＰＳ电源 ＡＣ１７６～２５３Ｖ ＡＣ２２０Ｖ±６．６Ｖ 系统提供不间断电源

５６３　信息采集、驱动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系统驱动回线为０Ｖ，与逻辑地线相连 （逻辑地采用浮空地设

计）。

ｂ）系统采集回线为直流２４Ｖ，在接口柜零层通过１０Ａ （５Ａ）的空

开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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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驱动板输出的驱动信息为－２４Ｖ。

５６４　联锁系统分为Ⅰ系、Ⅱ系，正常情况下系统处于Ⅰ系主控 （Ⅱ

系同步）或Ⅱ系主控 （Ⅰ系同步）状态，且主控系的ＦＣＸ板、ＦＦＣ板、

ＦＤＯ板的ＲＵＮ灯亮绿灯，同步系的ＲＵＮ灯亮黄灯。任何一系故障

时，该系就处于故障待机状态。当故障系的ＲＵＮ灯灭灯或闪绿灯或

ＥＲＲ灯亮红灯时，关、开相应系的ＦＣＸ或ＦＦＣ的电源，重新初始化系

统即可恢复同步。

５６５　更换系统板卡时，应关闭相应机笼的电源，不得带电拔插。

５７　犞犘犐型计算机联锁系统

５７１　ＶＰＩ系统是双机热备的计算机联锁系统，采用稳态驱动方

式控制，主要由以下六个子系统组成：联锁处理子系统 （ＶＰＩ）、人机

界面子系统 （ＭＭＩ）、诊断维护子系统 （ＳＤＭ）、冗余网络子系统

（ＲＮＥＴ）、电源子系统 （ＰＷＲ）、值班员台子系统 （ＧＰＣ），见

图５．７．１。

图　５．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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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２　系统内电源参数应符合表５．７．２的要求。

表５．７．２

序号 电源名称 输入电压 输出电压 用　途

１ ５Ｖ ＡＣ２２０Ｖ±６．６Ｖ ＤＣ５Ｖ±０．２５Ｖ 联锁机工作电源

２ １２Ｖ ＡＣ２２０Ｖ±６．６Ｖ ＤＣ１２Ｖ±３Ｖ 采集及ＶＲＤ励磁电源

３ ２４Ｖ ＡＣ２２０Ｖ±６．６Ｖ ＤＣ１２Ｖ±３Ｖ 指示灯及工作继电器电源

４ ＵＰＳ３ｋＶＡ ＡＣ２２０＋３３－４４Ｖ ＡＣ２２０Ｖ±６．６Ｖ 不间断供电

５７３　信息采集、驱动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采集电源由联锁机送到各个组合内部，经过所需采集的继电器

的前接点，通过接口架送至ＤＩ板。

ｂ）驱动电源为电源屏送的ＫＺ，经过工作继电器的前接点构成条件

电源，由ＳＢＯ板直接驱动安全型继电器。

５７４　当工作机故障时，自动切换至备机，故障机修复并通电后，能

自动与工作机实现同步，恢复双机热备工作状态，同步灯应点亮。人工

切换时应在同步表示灯点亮的状态下进行主、备机切换。

５７５　上位机为双机热备，可以自动切换或人工切换，切换时不影响

系统正常工作。

５７６　系统同步状态时，主、备系统倒切钥匙开关应该处于 “自动”

位置。

５７７　ＭＭＩ上的 “上电解锁”按钮必须在亮红灯后８ｍｉｎ内办理，超

时后将不能办理全站 “上电解锁”，但可以各区段逐段故障解锁；工控

机关机时，“ＰＯＷＥＲ”按钮需按４ｓ后才能松开。

５７８　更换ＤＩ、ＳＢＯ、Ｉ／ＯＢＵＳ、ＣＵＰ／ＰＤ、ＣＳＥＸ、ＶＳＣ板时，须把

芯片插入新的电路板。

５８　犆犐犛１型计算机联锁系统

５８１　ＣＩＳ１型计算机联锁系统为双机热备型安全计算机联锁系统。

采用动态驱动控制方式，系统由上位机、下位机、电务维修机、网络、

配电电源、远程诊断子系统等组成。系统结构见图５．８．１。

５８２　系统内电源参数应符合表５．８．２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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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８．１

表５．８．２

序号 电源名称 输入电压 输出电压 用　　途

１ ５Ｖ ＡＣ２２０Ｖ±６．６Ｖ ＤＣ５Ｖ±０．０５Ｖ 计算机电源

２ １２Ｖ ＡＣ２２０Ｖ±６．６Ｖ ＤＣ１２Ｖ±０．１２Ｖ 动态电源

３ １２Ｖ ＡＣ２２０Ｖ±６．６Ｖ ＤＣ１２Ｖ±０．１２Ｖ 采集电源

４ ３６Ｖ ＡＣ２２０Ｖ±６．６Ｖ
ＤＣ２４～３６Ｖ

±（０．２４～０．３６Ｖ）
驱动电源

５ ＵＰＳ３ｋＶＡ ＡＣ２２０＋３３－４４Ｖ ＡＣ２２０Ｖ±６．６Ｖ 不间断供电

５８３　信息采集和驱动控制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采集电路采集设备状态在有信息时，采集点与采集地的电压应

该大于１１Ｖ。

ｂ）驱动板的驱动信号端与驱动回线，有驱动信息时，驱动电压应为

频率为５Ｈｚ、５～７Ｖ （直流，万用表测量）的脉动电压，驱动动态驱动

盒，驱动盒输出直流电压应大于１８Ｖ，使ＪＰＸＣ１０００型继电器可靠吸起。

ｃ）动态盒工作电压应由系统配电柜３６Ｖ供出。

５８４　系统主、备机正常时双机 “同步”灯点亮。人工倒机操作，应

在双机同步状态下使用倒切钥匙开关进行。不同步时禁止进行倒机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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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平时倒切钥匙开关应处于自动位置。

５８５　应充分利用维修机 ［系统检测］中的系统拓扑图和记录、下位

机工作状态指示灯、表头电压等掌握系统的运用状态。

５８６　系统硬件故障可采用 “设备替换法”确认。更换器材后，应试

验新换器材的所有驱动／采集位是否正常。

５８７　系统平时应始终保持在定位状态下工作，系统的工作状态见

表５．８．７。

表５．８．７

序号 工作状态 Ａ主机

ＡＧＺＪ
Ｂ主机

ＢＧＺＪ
Ａ机同步

ＡＮＥＪ
Ｂ机同步

ＢＮＥＪ
故障灯 倒机操作

１

２

双机同步正常工作
（定位状态）

↑主控 ↓备用 ↑ ↑ 主备全灭

↓备用 ↑主控 ↑ ↑ 主备全灭
允许

３

４

５

６

７

双机不同步工作

单机工作

系统关闭

↑主控 ↓备用 ↓ ↓ 主备全灭

↓备用 ↑主控 ↓ ↓ 主备全灭

↑主控 ↓脱机 ↓ ↓ 主灭备亮

↓脱机 ↑主控 ↓ ↓ 主灭备亮

↓ ↓ ↓ ↓ 主备全灭

不允许

５９　犻犔犗犆犓型计算机联锁系统

５９１　ｉＬＯＣＫ系统为二乘二取二的多重冗余计算机联锁系统，采用稳

态驱动方式控制，系统主要由联锁处理子系统 （ＩＰＳ）、人机界面子系统

（ＭＭＩ）、诊断维护子系统 （ＳＤＭ）、冗余网络子系统 （ＲＮＥＴ）、电源

子系统 （ＰＷＲ）、值班员台子系统 （ＧＰＣ）六个子系统组成。系统结构

见图５．９．１。

５９２　系统内电源参数应符合表５．９．２的要求。

表５．９．２

序号 电源名称 输入电压 输出电压 用　　途

１ ５Ｖ ＡＣ２２０Ｖ±６．６Ｖ ＤＣ５．０５Ｖ±０．０２Ｖ 　联锁机工作电源

２ １２Ｖ ＡＣ２２０Ｖ±６．６Ｖ ＤＣ１２＋１．５　０ Ｖ 　ＶＲＤ继电器励磁电源

３ ２４Ｖ ＡＣ２２０Ｖ±６．６Ｖ ＤＣ２４＋１．５　０ Ｖ
　接口采集、切换面板指示
灯及工作继电器电源

４ ＵＰＳ３ｋＶＡ ＡＣ２２０＋３３－４４Ｖ ＡＣ２２０Ｖ±６．６Ｖ 　不间断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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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９．１

５９３　信息采集、驱动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采集电源由联锁机送到各个组合内部，经过所需采集的继电器

接点，通过接口架送至安全型采集板。

ｂ）驱动电源为电源屏ＫＺ、ＫＦ，电压范围在ＤＣ２４～３０Ｖ之间，

经过ＶＲＤ继电器的前接点构成条件电源，由安全型双断输出板直接驱

动安全型继电器。

５９４　系统正常运行时，切换面板上 “Ａ机联机”、“Ａ机ＶＲＤ”、“Ｂ

机联机”、“Ｂ机ＶＲＤ”、“同步”、“Ａ机工作”或 “Ｂ机工作”表示灯

点亮，双系切换开关处于 “自动”挡。

５９５　当工作机故障时，“同步”灯熄灭，系统自动切换至备机；故障

机修复并通电后，能自动与工作机同步，恢复双系运行状态，同步表示

灯应点亮。

５９６　人工切换应在 “同步”灯点亮的状态下进行。

５９７　上位机为犖＋１热冗余，可以自动切换或人工切换，切换时不

影响系统工作。

５９８　ＭＭＩ上的 “上电解锁”按钮必须在亮红灯８ｍｉｎ内办理，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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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将不能办理全站 “上电解锁”，但可以通过 “区故解”逐个解锁区段。

５９９　工控机关机时，“ＰＯＷＥＲ”按钮需按４ｓ后才能松开。

５９１０　更换ＶＬＥ、ＤＶＣＯＭ板时，必须将既有电路板上的芯片插入

新电路板对应位置。

５１０　犇犛６犓５犅型计算机联锁系统

５１０１　ＤＳ６Ｋ５Ｂ计算机联锁系统为二乘二取二系统，由控制台子系

统、联锁机子系统、监测子系统、输入输出接口和电源等部分组成。系

统组成原理见图５．１０．１。

图　５．１０．１

５１０２　信息采集、驱动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电子终端 （ＥＴＰＩＯ）应成对使用。

ｂ）采集电路在有信息时，采集点与采集回线的电压应为２４Ｖ直流

电压。

ｃ）电子终端 （ＥＴＰＩＯ）直接驱动ＪＷＸＣ１７００型继电器。有驱动

信息时，在继电器的线圈应能测量到２４Ｖ直流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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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０３　系统逻辑电源和接口电源由机柜内专用直流电源 （４ＮＩＣ

ＱＱ７２０或ＳＺＺ２４／３０）提供。输出电源范围：ＤＣ２４Ｖ±０．７２Ｖ。

５１０４　联锁程序和数据存储于ＩＣ卡上，ＩＣ卡平时应插在ＩＣ卡插槽内。

５１０５　系统各设备间采用光缆连接，不得用手触摸光缆接头的光端

口。光缆接头不用时，应有防尘、防光措施。光缆的弯曲半径应在５ｃｍ

以上，不得使光缆受到强烈的撞击或拉扯。拆卸光缆连接应握住光缆接

头的外壳拔插，不得拉拽光缆线。

５１０６　系统的工作状态应根据面板 （Ｆ４８６４）指示灯判断。

Ｄ７＝灭：系统运行正常；Ｄ７＝亮：系统停机。

Ｄ７灭灯时，Ｄ０～Ｄ６状态定义如下：

Ｄ０＝亮：本板为１系；　　　Ｄ０＝灭：本板为２系；

Ｄ１＝亮：本板为主系；　 Ｄ１＝灭：本板为从系；

Ｄ２＝亮：两系不同步；　 Ｄ２＝灭：两系同步；

Ｄ３＝亮：执行控制功能；　 Ｄ３＝灭：控制功能停止；

Ｄ４＝亮：ＡＰＬ开始执行；　 Ｄ４＝灭：ＡＰＬ停止执行；

ＡＰＬ：应用程序逻辑；　 Ｄ５＝预留；

Ｄ６＝亮：数据连接成功；　 Ｄ６＝灭：数据连接失败。

Ｄ７亮灯时，Ｄ０～Ｄ６表示错误代码。代码含义见表５．１０．６。

表５．１０．６

序号 Ｄ７、Ｄ６～Ｄ０灯 代码 停机原因 注　释

１ １００００００１ ８１ 非正常中断

２ １０００００１０ ８２ 主设备启动错 初始化后主设备未正常运行

３ １０００００１１ ８３ 模块查询错

４ １００００１００ ８４ 关键字（ＫｅｙＣｏｄｅ）错

５ １００００１０１ ８５ 参数错 Ｋ６．ＤＡＴ文件ＣＲＣ／ＳＵＭ错

６ １００００１１０ ８６ 初始化时间错 ＡＰＬ初始化时间不够

７ １００００１１１ ８７ 看门狗错

８ １０００１０００ ８８ ＳＳＹＳ输出错 ＳＳＹＳ输出反馈错

９ １０００１００１ ８９ ＲＡＭ检查错

１０ １０００１０１０ ８Ａ 预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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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序号 Ｄ７、Ｄ６～Ｄ０灯 代码 停机原因 注　释

１１ １０００１０１１ ８Ｂ 定时起错

１２ １０００１１００ ８Ｃ ＰＩ输入错

１３ １０００１１０１ ８Ｄ 从设备参数错 从设备参数版本与主设备不同

１４ １０００１１１０ ８Ｅ 总线（ＢＵＳ）错 时钟信号停止

１５ １０００１１１１ ８Ｆ 数据连接错

１６ １００１０００１ ９１ 时钟停止电路错误１ 当输出１时时钟停止电路错

１７ １００１００１０ ９２ 时钟停止电路错误０ 当输出０时时钟停止电路错

１８ １００１０１００ ９４ 主设备内部错

１９ １００１０１０１ ９５ 从设备内部错

２０ １００１０１１０ ９６ 初始化ＡＰＬ检查错 初始化时ＡＰＬ代码检查错

２１ １００１０１１１ ９７ ＡＰＬ检查错 运行时ＡＰＬ代码检查错

２２ １１１００００１ Ｅ１ 初始化ＲＡＭ检查错

２３ １１１１０００１ Ｆ１ ＥＴ控制数据长度错 ＥＴ控制数据长度大于最大值

　注：Ｄ７～Ｄ０表示灯状态，１表示灯亮，０表示灯灭。

５１０７　ＥＴＬＩＮＥ和ＩＰＵ６模块上的电源开关扳动时，应用手握住开

关柄轻轻向外拉出，然后再扳动。

５１０８　更换备板前，应参考有关说明书，对备用板作必要的设置。

５１０９　系统维护时，应确认联锁两重系哪一系为主系，哪一系为从

系。并与前一次的记录对比，确认主、从系有无变化。

５１０１０　系统联锁机和电子终端均为冗余设计。单重系发生故障时，

系统应能正常工作。维护时应根据模块上指示灯状态，确认模块是否正

常运行。可通过监测机查询故障报警信息记录，确认设备的运行情况。

５１１　犑犇Ⅰ犃型计算机联锁系统

５１１１　ＪＤⅠＡ型计算机联锁系统是分布式计算机控制系统，属于双

机热备系统结构。系统包括人机对话层 （也称操作表示层）、联锁运算

层、执行层，由操作表示设备、操作表示机、联锁机、驱动采集电路

板、防雷柜组成。体系结构见图５．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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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１１．１

５１１２　系统内电源参数应符合表５．１１．２的要求。

表５．１１．２

序号 电源名称 输入电压 输出电压及功率 用　途

１ 系统５Ｖ ＡＣ２２０Ｖ±６．６Ｖ
ＤＣ５．２Ｖ±０．０５２Ｖ；

２００Ｗ或３００Ｗ
系统工作电源

２ 采集１２Ｖ ＡＣ２２０Ｖ±６．６Ｖ
ＤＣ１２Ｖ±１．２Ｖ；

２４０Ｗ
采集电源

３ 驱动３２Ｖ ＡＣ２２０Ｖ±６．６Ｖ
ＤＣ３２Ｖ±１．６Ｖ；

６００Ｗ
驱动电源

４ ２４Ｖ电源 ＡＣ２２０Ｖ±６．６Ｖ
ＤＣ２４Ｖ±１．２Ｖ；　
１５０Ｗ

操作表示机倒机电源

５
ＵＰＳ（１ｋＶＡ或

２ｋＶＡ）
ＡＣ２２０＋３３－４４Ｖ ＡＣ２２０Ｖ±６．６Ｖ 不间断电源

５１１３　信息采集、驱动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系统机箱控制板检测系统工作电压大于４．８Ｖ，当系统５Ｖ电压

低于４．８Ｖ时，该板子及它控制的一层机笼停止工作，对应的指示灯

熄灭。

ｂ）系统采集板可靠采集信息的电压范围：１０．８～１３．２Ｖ，频率为

９Ｈｚ±０．５Ｈｚ。由采集１２Ｖ电源供出，可在内分线盘上与采集１２Ｖ电

源负极进行测量。

ｃ）系统驱动板输出的驱动电压范围：ＤＣ１９～２３Ｖ。由驱动３２Ｖ

电源供出，可在继电器线圈上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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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系统驱动检测板，检测动态输出驱动板的输出电压。当工作机

输出驱动电压小于１５Ｖ时系统报警，自动切换至备机。

５１１４　系统的主、备机同步和转换满足下列要求：

ａ）系统内各继电器工作状态见表５．１１．４。

表５．１１．４

系统工作状态
Ａ联锁系统内继电器 Ｂ联锁系统内继电器

ＡＪＪ ＡＤＪ ＡＱＪ ＢＪＪ ＢＤＪ ＢＱＪ

双机系统停止工作 ↓ ↓ ↓ ↓ ↓ ↓

Ａ机主用、Ｂ机备用 ↑ ↑ ↑ ↑ ↓ ↓

Ａ机备用、Ｂ机主用 ↑ ↓ ↓ ↑ ↑ ↑

Ａ机主用、Ｂ机停机 ↑ ↑ ↑ ↓ ↓ ↓

Ａ机停机、Ｂ机主用 ↓ ↓ ↓ ↑ ↑ ↑

ｂ）正常工作时双机处于自动切换状态，当工作机出现故障时，自

动切换至备机；故障修复重新开机，能自动与工作机实现同步，恢复双

机热备工作状态。按下复位按钮可实现主、备机的人工切换。

ｃ）当两台联锁机失去同步时，在５ｓ之内备机应脱离联机状态；若

１５ｓ之内不能恢复同步，则备机重启，重新同步。

ｄ）操作表示机为双机热备，人工方式进行切换时，须在主、备机

运行灯都点亮的情况 （表示两个操作表示机工作正常）下，按压操作表

示机倒机单元上 “Ａ→Ｂ”或 “Ｂ→Ａ”按钮进行切换。

５１１５　Ａ、Ｂ联锁机中应有一机工作在主用状态，相应机柜顶部的

“联锁主用”指示灯点亮；另一机工作在备用状态，相应机柜顶部的

“联锁热备”指示灯点亮。

５１１６　当计算机有控制信息输出时，对应输出板和驱动板的对应位指

示灯以９次／ｓ左右的频率闪烁，即动态采集频率为９Ｈｚ。

５１１７　在设备正常工作时，操作表示机倒机单元切换开关必须置于

“自动”位。联锁Ａ、Ｂ机柜上层５Ｖ、１２Ｖ、３２Ｖ电源的指示灯应正常

点亮。

５１１８　在设备正常工作时，联锁机的钥匙开关必须是指向 “联锁”

位，而不能指向 “仿真”位。

５１１９　系统和组合架之间共有３条公共回线，一条驱动回线，两条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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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回线。这３条线应严格独立，相互间不得混线。

５１１１０　在单机工作状态下，若联锁机发生非危险性接口故障，除受

故障通道影响的局部设备外，系统可继续维持工作。

５１２　犈犐３２犑犇型计算机联锁系统

５１２１　ＥＩ３２ＪＤ型计算机联锁系统为二乘二取二分布式多计算机系

统，它主要由以下部分组成：操作表示子系统、联锁子系统、驱采子系

统、电务维修系统及电源系统。体系结构见图５．１２．１。

图　５．１２．１

５１２２　系统内电源参数应符合表５．１２．２的要求。

表５．１２．２

序号 电源名称 输入电压 输出电压 功　率

１ 驱采电源２４Ｖ ＡＣ２２０Ｖ±６．６Ｖ ＤＣ２４Ｖ±２．４Ｖ ６００Ｗ

２ 联锁电源２４Ｖ ＡＣ２２０Ｖ±６．６Ｖ ＤＣ２４Ｖ±２．４Ｖ ２８８Ｗ

３ 接口电源 ＡＣ２２０Ｖ±６．６Ｖ ＤＣ２４Ｖ±２．４Ｖ ２８８Ｗ

４ ＵＰＳ ＡＣ２２０＋３３－４４Ｖ ＡＣ２２０Ｖ±６．６Ｖ
１０００ＶＡ或２０００ＶＡ或

３０００ＶＡ

５１２３　信息采集、驱动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系统采集板的采集电压范围：ＤＣ２１．６～２６．４Ｖ。由接口电源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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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可在接口电源测试孔 “－”进行测量。

ｂ）系统驱动板的输出电压范围：ＤＣ２１．６～２６．４Ｖ。由驱动板供

出，驱动ＪＷＸＣ１７００型继电器。驱动电压可在继电器线圈上测量。

ｃ）系统驱动板的工作指示灯，工作正常时 “绿灯”点亮，故障时

“红灯”点亮；驱动指示灯有驱动信息时 “绿灯”点亮，无驱动信息时

灭灯。

５１２４　系统的主、备机同步和转换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正常工作时双机处于自动切换状态，当工作机出现故障时，自

动切换至备机，待故障修复后，重新开机，能自动与工作机实现同步，

恢复双机热备工作状态。扳动复位开关可实现联锁主、备机的人工

切换。

ｂ）当两台联锁机失去同步时，在５ｓ之内备机应脱离联机状态：若

１５ｓ之内不能恢复同步，则备机重启，重新同步。

ｃ）操作表示机为双机热备，人工方式进行切换时，须两个运行灯

都点亮的情况 （表示两个操作表示机工作正常）下，按压操作表示机倒

机单元上 “Ａ→Ｂ”或 “Ｂ→Ａ”按钮进行切换。

ｄ）操作表示机倒机单元切换开关必须置于 “自动”位。

ｅ）备机自诊断发现自己有非危险性故障，则会不断重新启动计

算机。

５１３　平面调车区集中联锁

５１３１　平面调车区集中联锁可分为连续溜放和单钩溜放两种形式。

５１３２　连续溜放

ａ）分路道岔采用快速转辙设备，其控制方式为手动和自动两种。

ｂ）分路道岔设位置表示器，在溜放作业过程中显示紫色灯光，表

示道岔开通直向；显示黄色灯光，表示道岔开通侧向。当道岔处有错钩

时，该表示器灯光变为闪光；处于退路锁闭时为关闭。

ｃ）分路道岔发生挤岔或置于四开位置时有挤岔表示，并发出音响

信号，同时自动关闭溜放信号。经值班员确认，并将其前方道岔置于防

护位置后，与该道岔无关的作业可以继续进行。

ｄ）分路道岔采用双区段锁闭，其保护区段长度应保证已经启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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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岔在车列以允许的最高速度驶至岔尖前能转换到底。

ｅ）当分路道岔的保护区段及道岔的可动尖轨部分有车占用时，不

能操纵道岔转换。已被操纵的分路道岔，当车列进入其保护区段，轨道

继电器落下、转辙机尚未开始动作时，该道岔不能转换。

ｆ）分路道岔一经启动后，即应转换到规定位置，如在启动后２ｓ内

尚未转换到规定位置，则在车列压入其保护区段前，应能自动转回原

位，此时该道岔在监视器上有闪光表示，并发出短时音响。

ｇ）当分路道岔为联动道岔或交分道岔时，可采用分解措施使其中

起分路作用的一组道岔交由溜放操纵，在溜放作业终了时，必须保证自

动整理为位置一致状态。

ｈ）溜放作业过程中，车列在分路道岔前折返运行时，为缩短走行

距离，于车列出清道岔区段占用保护区段的情况下，允许该道岔能解锁

变位。折返作业分下列两种情况：车列从岔后驶入，待完全驶过道岔，

在岔前要求折返，限时３ｓ转岔；车列从岔前驶入，压入道岔区段后，

后退回岔前折返，限时１３ｓ转岔。

ｉ）溜放作业过程中，机车背后的道岔实行退路锁闭。

ｊ）当溜放的车辆过岔速度低于５ｋｍ／ｈ时，实现侧冲锁闭，将该道

岔锁在原位，同时于监视器上该道岔区段有锁闭显示。

ｋ）储存电路一次能储存５０钩，能根据需要确定按连续溜放或多组

溜放进行作业。

ｌ）溜放车组发生跟钩后，监视器上应有表示。

ｍ）储存的和溜放的钩序与进路在监视器上应有表示。

５１３３　单钩溜放

ａ）每一条牵出线设一溜放按钮，允许不同的牵出线平行进行溜放

作业。

ｂ）溜放进路必须由牵出线通向某一股道的所有调车进路组成。

ｃ）允许车列停在道岔区某架 （根据实际需要）调车信号机前办理

初次溜放进路 （计算机集中联锁允许车列停在任一架调车信号机前办理

初次溜放进路）。

ｄ）溜放进路实行退路锁闭。

ｅ）必须在溜放进路上的道岔被锁闭以及退路被锁闭的条件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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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显示溜放信号。允许在车列占用接近区段的情况下，使溜放进路随着

车组的走行实行分段解锁或进路解锁。

ｆ）车列后方的进路，在取消溜放和提前按压解锁按钮后可提前解

锁，也即延时３０ｓ后解锁。

ｇ）溜放进路的办理有单办和储存两种方式，在储存或溜放过程中，

能对已储存的进路予以修改，储存和溜放的钩序和进路排通，在监视器

上应有表示。

ｈ）当采用储存方式时，区段解锁后，道岔延时３ｓ转换。

ｉ）在单钩溜放技术条件中规定，在采用储存溜放时，在该溜放区

内，不允许同时办理其他列、调车进路。

５１４　控制台与显示器

５１４１　控制台 （或控制与表示分开的表示盘）、显示器应符合有关规

定，并具有下列表示：

ａ）与集中联锁区站场相对应的模拟表示。

ｂ）主要按钮的操作表示。

ｃ）进站及接车、发车进路信号机的关闭表示。

ｄ）列车或调车信号机的开放表示及进站复示信号机的开放表示。

ｅ）道岔位置及挤岔表示。

ｆ）轨道电路区段占用表示。

ｇ）进路锁闭状态、人工解锁状态表示。

ｈ）非进路调车、遥控状态及平面溜放调车表示。

ｉ）区间闭塞的状态表示。

ｊ）供电电源状态表示。

ｋ）其他需要的表示及某些状态的语音提示和报警。

５１４２　单元控制台应达到下列要求：

ａ）盘面的模拟站场应与实际站场一致，股道示意条完整清晰；光

带颜色正确；各种文字标识齐全、正确、字迹清楚。

ｂ）盘面应清洁无污渍，必要时可用稀释后的民用中性清洗剂或酒

精清洗，忌酸、碱等腐蚀性介质。

ｃ）台体保持稳固不歪倾，表面平整、不脱漆，各门密封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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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各种密封型按钮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按钮接点的接通和断开与按钮的按压、停留、复位的位置关

系正确。

２）自复式按钮按压后能自动恢复到定位，非自复按钮按压后应

可靠地保持。

３）按钮在受到振动时，接点不得错接或错断。

４）各种按钮应安装牢固，无松动及旋转。

ｅ）按钮内的发光二极管表示灯插入牢固可靠。

ｆ）按钮内的发光二极管发生损坏时，一般须更换整个单元体，焊

接式单元体更换时应核对线号，插接式的单元体应符合鉴别销方向，并

应紧固插头上的不脱出螺丝。

ｇ）控制台装有计数器时，计数器应正确计数，不跳码、不漏码、

数码字迹清晰。

５１４３　以数字化仪作为操作方式的控制台，台面与所覆站场操作图不

得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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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６　闭 塞 设 备

６１　通　　则

６１１　区间应采用自动闭塞、半自动闭塞或自动站间闭塞。

ａ）单线区段应采用半自动闭塞或自动站间闭塞，繁忙区段可采用

自动闭塞。

ｂ）双线区段应采用自动闭塞。

ｃ）在调度集中 （ＣＴＣ）区段应采用自动闭塞和自动站间闭塞。

６１２　列车运行速度超过１２０ｋｍ／ｈ的双线区段，应采用速差式自动闭

塞，列车紧急制动距离由两个及其以上闭塞分区长度保证；列车运行速

度超过１２０ｋｍ／ｈ的单线区段，当采用半自动闭塞或自动站间闭塞时，

应设置两个接近区段，在两个接近区段的分界处应设接近信号机，在第

一接近区段入口内１００ｍ处，设置 “机车信号接通标”。

６１３　区间正线上的道岔须与有关信号机或闭塞设备联锁。当区间道

岔未开通正线时，两端站不应开放有关信号机；设在辅助所的闭塞设备

与有关站的闭塞设备应联锁。

６２　自动闭塞

６２１　共同要求

ａ）区间通过信号机应能连续反映其所防护闭塞分区的空闲或占用

情况。闭塞分区被占用或轨道电路失效时，防护该闭塞分区的通过信号

机应自动关闭。

ｂ）当进站及通过信号机红灯灭灯时，其前一架通过信号机应自动

显示红灯。带红灯保护区的四显示区段，保护区的通过信号机红灯灭灯

时，其前一架信号机可自动显示黄灯。

ｃ）区间通过信号机允许信号灯丝断丝后，相关联的信号机点灯应

保持原有状态，轨道区段发码应与列车运行前方信号机的显示含义及进

路状态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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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双向运行的自动闭塞区段，在同一线路上，当一个方向的通过信号

机开放后，相反方向的信号机均须在灭灯状态，与其衔接的车站向同一线

路发车的出站信号机开放后，对方车站不得向该线路开放出站信号机。

ｅ）双向运行的自动闭塞区段，当区间被占用或轨道电路失效时，

经两站工作人员确认后，可通过规定的手续改变运行方向。

ｆ）双向运行的自动闭塞区段，当发生设备故障或受外电干扰时，

不得出现敌对发车状态。

ｇ）闭塞设备中，当任一元件、部件发生故障或钢轨绝缘破损时，

均不得出现信号的升级显示。

ｈ）自动闭塞区段机车信号信息码的码序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三显示自动闭塞区段，区间闭塞分区的基本码序由高至低依

次为Ｌ码→Ｕ码→ＨＵ码。

２）四显示自动闭塞区段，区间闭塞分区的基本码序由高至低依

次为Ｌ码→ＬＵ码→Ｕ码!ＨＵ码。

３）ＣＴＣＳ２级区段，区间闭塞分区的基本码序由高至低依次为Ｌ５

码→Ｌ４码→Ｌ３码→Ｌ２码→Ｌ码→ＬＵ码→Ｕ码→ＨＵ码。

４）双线自动闭塞区段反向运行时，反向进站信号机外方接近区

段应发送与反向进站信号机显示含义相符的机车信号信息

码；正方向运行时设计速度不超过１６０ｋｍ／ｈ的线路，除反向

进站信号机外方接近区段以外的区间其他区段宜发送检测

码，根据需要亦可发送追踪码序；正方向运行时设计速度超

过１６０ｋｍ／ｈ的线路，区间反向应按追踪码序发码。

ｉ）在自动闭塞区段，站内控制台上应设有下列区间表示：

１）双向运行区间列车运行方向及区间占用；

２）邻近车站两端的正线上，至少相邻两个闭塞分区的占用

情况；

３）必要的故障报警。

６２２　ＵＭ７１型无绝缘轨道电路自动闭塞

ａ）电源电压范围在直流２４Ｖ （２２．５～２８．８Ｖ）时应可靠工作。

ｂ）发送器的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表６．２．２（ａ）的要求。

ｃ）接收器的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表６．２．２（ｂ）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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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２．２（ａ）

项　　　目 备　　　注

绝　　缘 ＞２００ＭΩ
　转向器在Ａ、Ｂ、Ｃ、Ｍ上

　ＤＣ５００Ｖ电压

耐压 １ｍｉｎ无任何异状
　转向器在Ａ、Ｂ、Ｃ、Ｍ上

　２０００Ｖ、５０Ｈｚ电压

输出空载，电源电流 ０．２Ａ≤犐≤０．５Ａ 　电源电压＝２８．８Ｖ±０．１Ｖ

空载输出电压 １７２Ｖ≤犝≤１８０Ｖ 　电源电压＝２８．８Ｖ±０．１Ｖ

输出短路，电源电流 ９．４Ａ≤犐≤１０．４Ａ 　电源电压＝２８．８Ｖ±０．１Ｖ

输出电压 １５９Ｖ≤犝≤１７０Ｖ 　电源电压＝２１．５Ｖ

最大负载电源电流

最大负载输出电压

　最大负载时各路输

出电压检查

辅助输出

幅度调制检查

调制频率检查

落下延时检查

编码延时检查

载频频偏

５．２Ａ≤犐≤５．８Ａ

１６１Ｖ≤犝≤１７０Ｖ

１５０Ｖ挡 １４６～１５４Ｖ

１３２Ｖ挡 １２８～１３５Ｖ

１１０Ｖ挡 １０４．５～１１０．５Ｖ

７８Ｖ挡 ７５～７９．５Ｖ

１０Ｖ≤犝≤１２Ｖ

０．９６≤Ａｍｐｌ≤１．０４

ＴＢＦ±０．１Ｈｚ

２ｓ≤狋ｃ≤２．２ｓ

２ｓ≤狋ｃ≤８ｓ

犳０±１．５Ｈｚ

电源电压＝２５Ｖ±０．１Ｖ

检查１０．３～２９Ｈｚ

电源电压２５Ｖ±０．１Ｖ转换器置２０．２Ｈｚ

用８９０４Ａ发送一个１．２Ｈｚ、１Ｖ的正弦信号

ＴＢＦ＝２０．２Ｈｚ时

表６．２．２（ｂ）

项　　　目 备　　注

绝　　缘 大于２００ＭΩ 　Ｒ１、Ｖ１、Ｔ、Ｌ＋四端子对地，ＤＣ５００Ｖ

耐　　压 １ｍｉｎ无任何异状 　Ｒ１、Ｖ１、Ｔ、Ｌ＋四端子对地，５０Ｈｚ、
２０００Ｖ

ＴＲ１变化

Ｖ３Ｖ１ ０．９９≤犪≤１．０１

Ｖ２Ｖ１ ０．２５７≤犪≤０．２８４

Ｒ１０Ｒ８ ０．２８１≤犪≤０．３１０

Ｒ９Ｒ８ ０．０９０９≤犪≤０．１００４８５

Ｒ７Ｒ６ ０．０３１０≤犪≤０．０３４４

Ｒ５Ｒ３ ０．０１３３≤犪≤０．０１４７

Ｒ４Ｒ３ ０．００４４≤犪≤０．００４９

　电源电压＝２４Ｖ±０．１Ｖ，调１２５０Ａ信

号发生器的输出电平为１Ｖ±０．１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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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项　　　目 备　　注

输入滤波
器阻抗

实值 ２９０Ω≤犪≤３４０Ω

虚值 －２５Ω≤犫≤＋２５Ω

吸起门限

犉０－５Ｈｚ １９２～２１８ｍＶ

犉０＋５Ｈｚ １９２～２１８ｍＶ

犉０－５０ －４０～－１０Ｈｚ

犉０＋９０ ５０～８０Ｈｚ

犉０吸起 ２００～２１０ｍＶ

　继电器电压大于２４Ｖ

落下门限 犉０落下 １７０～１８０ｍＶ 　继电器电压小于２４Ｖ

ＴＢＦ检查

犉０最小 ７～９Ｈｚ

犉０最大 ３２．５～３４．５Ｈｚ

犉０－５Ｈｚ最小 ７～１０Ｈｚ

犉０－５Ｈｚ最大 ３０．５～３４．５Ｈｚ

犉０＋５Ｈｚ最小 ７～１０Ｈｚ

犉０＋５Ｈｚ最大 ３０．５～３４．５Ｈｚ

　继电器电压大于２４Ｖ，调Ａ道电平为

２６０ｍＶ±１０ｍＶ

继电器电压

及损耗检查

２４Ｖ≤犑犝≤２８Ｖ

１５０ｍＡ≤犃ｍｐ≤３５０ｍＡ

　调 Ａ道频率犉０，电平为２６０ｍＶ±

１０ｍＶ，调Ｂ道频率１８Ｈｚ

延时检查
犆１ ０．２～０．５ｓ

犆２ ２．１～２．７ｓ

　调 Ａ道频率犉０，电平为２６０ｍＶ±

１０ｍＶ，调Ｂ道频率１８Ｈｚ

注：犑犝 为继电器电压。

　　ｄ）ＴＡＤＬＦＳ匹配变压器的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表６．２．２ （ｃ）的

要求。

表６．２．２（ｃ）

项　　　　目 备　　　注

耐　　压 １ｍｉｎ无异常 　Ａ对Ｂ，Ａ对ＭＭ，Ｂ对ＭＭ，５０Ｈｚ、
２０００Ｖ

绝　　缘 大于２００ＭΩ
　Ａ对Ｂ，Ａ对 ＭＭ，Ｂ对 ＭＭ，ＤＣ
５００Ｖ

ＴＡＤ部
分检查

电容器 　Ｅ１Ｅ２上出现一个正弦信号电
压在７～１０Ｖ之间

　Ｖ１Ｖ２输入４０Ｈｚ，电平为１．５Ｖ±
０．１Ｖ的正弦信号

扼流圈 　Ｅ１Ｅ２上出现一个正弦信号电
压在１２．２～１４Ｖ之间

　Ｖ１Ｖ２输入２０００Ｈｚ，电平为３Ｖ±
０．１Ｖ的正弦信号

ＬＦＳ模
拟线部
分检查

静态
检查

１３１４ １５１６ ≥１ＭΩ

１３１５ １４１６ ７０Ω±５Ω

　用万用表的电阻挡测试ＴＡＤＬＦＳ
的接线端子

·４３１·



续上表

项　　　　目 备　　　注

ＬＦＳ模

拟线部

分检查

静态

检查

动态

检查

１１１２ ９１０ ≥１ＭΩ

９１１ １０１２ ３５Ω±２．５Ω

７８ ５６ ≥１ＭΩ

５７ ６８ １７．５Ω±１．５Ω

３４ １２ ≥１ＭΩ

１３ ２４ １０Ω±１Ω

１５１６ １０Ｖ±０．１Ｖ

１１１２ ４．４５～５．１Ｖ

８７ １．９～２．３Ｖ

３４ ０．６６～０．８２Ｖ

　用万用表的电阻挡测试ＴＡＤＬＦＳ

的接线端子

　连接１４１２、１３１１、１０８、９７、６４、５３、

２１端子，调信号发生器到２０００Ｈｚ，电

平１０Ｖ±０．１Ｖ，输入到测试台的１５１６
端子上

　　ｅ）ＳＶＡ空芯线圈的电感量 （犔）应为３３．５μＨ±１μＨ；电阻量

（犚）应为１８．５ｍΩ±５．５ｍΩ。

ｆ）ＢＡ调谐单元特性曲线应符合图６．２．２的要求。图中横坐标犪和

纵坐标犫的单位为ｍΩ。

ｇ）轨道继电器Ｎ．Ｓ１·２４·４·０·４的电气特性为：线圈电阻２５０Ω±

１２．５Ω；额定电压２４Ｖ；最大吸起电流６４ｍＡ；最小落下电流２０ｍＡ。

６２３　ＺＰＷ２０００Ａ型无绝缘移频轨道电路自动闭塞

ａ）频率特性：

１）低频频率 （犉ｃ）：２９Ｈｚ、２７．９Ｈｚ、２６．８Ｈｚ、２５．７Ｈｚ、２４．６Ｈｚ、

２３．５Ｈｚ、２２．４Ｈｚ、２１．３Ｈｚ、２０．２Ｈｚ、１９．１Ｈｚ、１８Ｈｚ、１６．９Ｈｚ、

１５．８Ｈｚ、１４．７Ｈｚ、１３．６Ｈｚ、１２．５Ｈｚ、１１．４Ｈｚ、１０．３Ｈｚ。

２）载频频率：

下行：１７０１．４Ｈｚ（简称：Ｆ１１７００Ｈｚ或１７００１）；

１６９８．７Ｈｚ（简称：Ｆ２１７００Ｈｚ或１７００２）；

２３０１．４Ｈｚ（简称：Ｆ１２３００Ｈｚ或２３００１）；

２２９８．７Ｈｚ（简称：Ｆ２２３００Ｈｚ或２３００２）；

上行：２００１．４Ｈｚ（简称：Ｆ１２０００Ｈｚ或２０００１）；

１９９８．７Ｈｚ（简称：Ｆ２２０００Ｈｚ或２０００２）；

２６０１．４Ｈｚ（简称：Ｆ１２６００Ｈｚ或２６００１）；

２５９８．７Ｈｚ（简称：Ｆ２２６００Ｈｚ或２６００２）。

３）频偏：Δ犳＝±１１Ｈ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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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２．２

ｂ）ＺＰＷ２０００Ａ型无绝缘移频自动闭塞设备的主要技术指标：

１）ＺＰＷ·Ｆ型发送器的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表６．２．３（ａ）的要求。

表６．２．３（ａ）

序号 项　　目 指标及范围 备　　注

１ 低频频率犉ｃ　　Ｈｚ 犉ｃ±０．０３Ｈｚ 犉ｃ为１０．３＋狀×１．１Ｈｚ，狀＝０～１７

２

载
频
频
率

　
Ｈｚ

１７００１

１７００２

２０００１

２０００２

２３００１

２３００２

２６００１

２６００２

１７０１．４±０．１５

１６９８．７±０．１５

２００１．４±０．１５

１９９８．７±０．１５

２３０１．４±０．１５

２２９８．７±０．１５

２６０１．４±０．１５

２５９８．７±０．１５

－

·６３１·



续上表

序号 项　　目 指标及范围 备　　注

３

输

出

电

压

　

Ｖ

１电平

２电平

３电平

４电平

５电平

１６１．０～１７０．０

１４６．０～１５４．０

１２８．０～１３５．０

１０４．５～１１０．５

７５．０～７９．５

直流电源电压为２４Ｖ±０．１Ｖ，负载

电阻为４００Ω，犉ｃ＝２０．２Ｈｚ

４ 发送报警继电器电压 ≥２０Ｖ
直流电源电压为２４Ｖ±０．１Ｖ

ＪＷＸＣ１１７００型继电器

５ 绝缘电阻 ≥２００ＭΩ 输出端子对机壳

６ 绝缘耐压
５０Ｈｚ、

ＡＣ１０００Ｖ、１ｍｉｎ
输出端子对机壳

　　２）ＺＰＷ·Ｊ型接收器的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表６．２．３（ｂ）的

要求。

表６．２．３（ｂ）

序号 项　　目 指标及范围 备　　注

１

主

轨

道

接

收

吸起门限

落下门限

继电器电压

吸起延时

落下延时

２００～２１０ｍＶ

≥１７０ｍＶ

≥２０Ｖ

２．３～２．８ｓ

≤２ｓ

直流电源电压为２４Ｖ±０．１Ｖ，

ＪＷＸＣ１１７００型继电器

２

小

轨

道

接

收

吸起门限

落下门限

继电器电压

吸起延时

落下延时

７０～８０ｍＶ

≥６３ｍＶ

≥２０Ｖ

２．３～２．８ｓ

≤２ｓ

直流电源电压为２４Ｖ±０．１Ｖ，

ＪＷＸＣ１１７００型继电器

３ 绝缘电阻 ≥２００ＭΩ 输出端子对机壳

４ 绝缘耐压
５０Ｈｚ、

ＡＣ５００Ｖ、１ｍｉｎ
输出端子对机壳

３）ＺＰＷ·Ｓ型衰耗器的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表６．２．３ （ｃ）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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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２．３（ｃ）

序号 项　　目 指标及范围 备　　注

１ 调整变压器输入阻抗 ４２．２７Ω±０．４２Ω 输入２０００Ｈｚ，１０ｍＡ；输出开路

２

调

整

变

压

器

输

出

电

压

衰

耗

电

阻

端子号

ａ１ａ２

ａ４ａ５

ａ３ａ５

ａ６ａ７

ａ８ａ９

ａ８ａ１０

ａ５ａ６（ａ３ａ７连）

ａ７ａ９（ａ６ａ１０连）

ａ３ａ２（ａ５ａ１连）

端子号

ａ１１ａ１２ ｃ１１ｃ１２

ａ１２ａ１３ ｃ１２ｃ１３

ａ１３ａ１４ ｃ１３ｃ１４

ａ１４ａ１５ ｃ１４ｃ１５

ａ１５ａ１６ ｃ１５ｃ１６

ａ１６ａ１７ ｃ１６ｃ１７

ａ１７ａ１８ ｃ１７ｃ１８

ａ１８ａ１９ ｃ１８ｃ１９

ａ１９ａ２０ ｃ１９ｃ２０

ａ２０ａ２１ ｃ２０ｃ２１

ａ２１ａ２２ ｃ２１ｃ２２

ａ２２ａ２３ ｃ２２ｃ２３

电压值

１０ｍＶ±２ｍＶ

４０ｍＶ±６ｍＶ

６０ｍＶ±６ｍＶ

１４０ｍＶ±６ｍＶ

４２０ｍＶ±８ｍＶ

１２６０ｍＶ±１８ｍＶ

２００ｍＶ±６ｍＶ

９８０ｍＶ±１４ｍＶ

７０ｍＶ±７ｍＶ

电阻值

１０Ω±０．５Ω

２０Ω±１Ω

３９Ω±２Ω

７５Ω±３．７５Ω

１５０Ω±７．５Ω

３００Ω±１５Ω

５６０Ω±２８Ω

１．１ｋΩ±１１Ω

２．２ｋΩ±２２Ω

３．３ｋΩ±３３Ω

６．２ｋΩ±６２Ω

１２ｋΩ±１２０Ω

ｃ１ｃ２为２０００Ｈｚ，

１１６０ｍＶ±１ｍＶ

３ 绝缘电阻 ≥２００ＭΩ 输出端子对机壳

４ 绝缘耐压
５０Ｈｚ、

ＡＣ５００Ｖ、１ｍｉｎ
输出端子对机壳

４）ＺＰＷ·ＪＦ型发送检测器技术指标应符合表６．２．３ （ｄ）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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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２．３（ｄ）

序号 项　　目 指标及范围 备　　注

１ 绝缘电阻 ≥２００ＭΩ 输出端子对机壳

２ 绝缘耐压 ５０Ｈｚ、ＡＣ１０００Ｖ、１ｍｉｎ 输出端子对机壳

５）ＺＰＷ·ＭＬ型防雷模拟网络盘技术指标应符合表６．２．３（ｅ）

的要求。

表６．２．３（ｅ）

序号 项　　目 指标及范围 备　　注

１

静
态
电
阻

端子号

２５２６，２７２８

２７２５，２８２６

２３２４，２１２２

２３２１，２４２２

１９２０，１７１８

１９１７，２０１８

１５１６，１３１４

１５１３，１６１４

１１１２，９１０

１１９，１２１０

７８，５６

７５，８６

电阻值

≥１ＭΩ

９０Ω±４．５Ω

≥１ＭΩ

４５Ω±２．２５Ω

≥１ＭΩ

４５Ω±２．２５Ω

≥１ＭΩ

２２．５Ω±１．１３Ω

≥１ＭΩ

１１．２５Ω±０．５７Ω

≥１ＭΩ

１１．２５Ω±０．５７Ω

－

２

动
态
电
压

端子号

２５２６

２１２２

１７１８

１３１４

９１０

５６

电压值

５．８６～６．４７Ｖ

３．８７～４．４４Ｖ

１．９０～２．２８Ｖ

０．９４～１．１５Ｖ

０．４７～０．５８Ｖ

０Ｖ（短路）

　连接２５２３，２６２４，２１１９，２２２０，

１７１５，１８１６，１３１１，１４１２，９７，１０

８，５６端子，信号发生器输出２０００

Ｈｚ、１０Ｖ±０．１Ｖ的正弦信号到

２７２８端子，测试端子电压

３ 变压器变比 犝１２∶犝３４＝
１∶（１．０２～１．０６）

　犝１２送２０００Ｈｚ，１０Ｖ±０．１Ｖ
正弦信号；犝３４开路

４ 绝缘电阻 ≥２００ＭΩ 输出端子对机壳

５ 绝缘耐压 ＡＣ５００Ｖ 输出端子对机壳

６）ＺＰＷ·ＢＰＬ型匹配变压器技术指标应符合表６．２．３ （ｆ）的

要求。

７）ＺＰＷ·Ｔ１７００／ＺＰＷ·Ｔ２０００／ＺＰＷ·Ｔ２３００／ＺＰＷ·Ｔ

２６００型调谐单元技术指标应符合图６．２．３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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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２．３（ｆ）

序号 项　　目 指标及范围 备　　注

１ Ｅ１Ｅ２电压

４０Ｈｚ

２０００Ｈｚ

７．０～１１．０Ｖ

１４．５～１７．０Ｖ

Ｖ１Ｖ２输入４０Ｈｚ，
１．５Ｖ±０．１Ｖ的正弦信号，
Ｅ１Ｅ２加１００Ω电阻负载

Ｖ１Ｖ２输入２０００Ｈｚ，
３．０Ｖ±０．１Ｖ的正弦信号，
Ｅ１Ｅ２加１００Ω电阻负载

２ 绝缘电阻 ≥２００ＭΩ 输出端子对机壳

３ 绝缘耐压 ＡＣ５００Ｖ 输出端子对机壳

图　６．２．３

８）ＺＰＷ·ＸＫ电气绝缘节空芯线圈技术指标应符合表６．２．３

（ｇ）的要求。

表６．２．３（ｇ）

序号 项　目 指标及范围 备　注

１

２

电　感

电　阻

３３．５μＨ±１μＨ

１８．５ｍΩ±５．５ｍΩ

测试频率：１５９２Ｈｚ
电流：２Ａ±０．０５Ａ

·０４１·



　　　　９）ＺＰＷ·ＸＫＪ１７００／ＺＰＷ·ＸＫＪ２０００／ＺＰＷ·ＸＫＪ２３００／

ＺＰＷ·ＸＫＪ２６００型机械绝缘空芯线圈技术指标应符合表

６．２．３（ｈ）的要求。

表６．２．３（ｈ）

序号 项　目
指标及范围

电感　μＨ 电阻　ｍΩ
备　注

１ ＺＰＷ·ＸＫＪ１７００ ２８．６０±０．８５８ ２９．６０±２．９６
测试频率：１７００Ｈｚ
电流：２Ａ±０．０５Ａ

２ ＺＰＷ·ＸＫＪ２０００ ２８．４４±０．８５３ ３３．５８±３．３５８
测试频率：２０００Ｈｚ
电流：２Ａ±０．０５Ａ

３ ＺＰＷ·ＸＫＪ２３００ ２８．３２±０．８５０ ３３．７５±３．３７５
测试频率：２３００Ｈｚ
电流：２Ａ±０．０５Ａ

４ ＺＰＷ·ＸＫＪ２６００ ２８．２５±０．８４８ ３５．７０±３．５７０
测试频率：２６００Ｈｚ
电流：２Ａ±０．０５Ａ

ｃ）室内配线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各种配线应采用阻燃线。与数据通信线共槽的线缆均应采用

阻燃屏蔽线。

２）室内电线、电缆布线禁止出现环状。

３）机柜的配线端子、组合侧面、零层以及分线柜端子宜采用插

接或压接方式。

４）机柜上方走线槽中的发送线、接收线、电源线及其他各种配

线应分类放置，并分别绑扎。发送线、接收线放置在上部走

线槽两侧，其他配线放置中间位置。

５）机柜内的接收及发送线缆应做到：以防雷环节为界内外配线

应左右分开设置；分线柜线槽内电缆发送和接收的四芯组不

得开绞，也不得与其他配线绑扎；在网络接口柜上设置的电

缆模拟网络盘，应将组合内部连接室内外电路的配线上、下

分开绑扎；组合引入、引出线应分别走左右两侧线槽，并不

得与其他配线相互绑扎；综合柜去隔离器的扭绞线或屏蔽线

与其他配线分别绑扎。

６）各种配线不得有中间接头和绝缘破损现象。

７）经过雷电防护后的信号线缆与未经过雷电防护的信号线缆应

严格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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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４　ＺＰＷ２０００Ｒ型无绝缘移频轨道电路自动闭塞

ａ）电源电压在４８Ｖ±２Ｖ的范围内应可靠工作。

ｂ）频率特性：同ＺＰＷ２０００Ａ。

ｃ）ＺＰＷ２０００Ｒ型无绝缘移频自动闭塞设备的主要技术指标如下。

１）发送器、功放器、接收器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表６．２．４（ａ）的

要求。

表６．２．４（ａ）

型号及名称 项　　目
技术指标
及范围

备　　注

ＺＰＷ·ＦＱ１
发送器

低频频率变化率 ±０．１５％

载频上下边频变化 Ｈｚ ±０．１５
　１７００１、２０００１、２３００１、２６００１、１７００２、

２０００２、２３００２、２６００２

移出电压ＡＣ Ｖ ５．５０±０．１０ 　负载电阻１０ｋΩ

报警电压ＤＣ Ｖ ２２．０±２．０
　ＪＷＸＣ１１７００型继电器，１４线圈１７００Ω
负载

整机输入电流ＤＣ Ａ ≤０．２５

ＺＰＷ·ＡＱ
区间功放器

功出电压ＡＣ　Ｖ

１挡 １０６～１２１

２挡 １２０．５～１３４．５

３挡 １３４～１４９

４挡 １４７～１６２

５挡 １６０～１７２

　载频１７００１、２０００１、２３００１、２６００１，低
频１９．１Ｈｚ分别测试，４００Ω负载

４８Ｖ输入电流ＤＣ Ａ ≤２．７ 　４００Ω电阻负载，５挡功率输出

功放器输入阻抗 ｋΩ ７～１８ 　频率２３００Ｈｚ、５．５０Ｖ±０．０５Ｖ时测试

ＺＰＷ·Ｊ１
接收器

吸起门限ＡＣ ｍＶ

落下门限ＡＣ ｍＶ

吸起时间 ｓ

落下时间 ｓ

轨道继电器电压ＤＣ
Ｖ

输入阻抗 Ω

整机输入电流ＤＣ Ａ

１９３～２１７

≥１７０

２．８～３．５

≤２．５

２２±２．０

３００±１５

≤０．４０

　１７００１、２０００１、２３００１、２６００１、１７００２、

２０００２、２３００２、２６００２分别测试１１．４Ｈｚ、

２９Ｈｚ

　频率２３００Ｈｚ、１Ｖ正弦信号

ＺＰＷ·ＦＲ
型发送器

低频频率变化率 ±０．１５％

载频上下边频变化　Ｈｚ ±０．１５

移出电压ＡＣ Ｖ ５．５０±０．１０ 　负载电阻５ｋΩ

报警电压ＤＣ Ｖ ２２．０±２．０ 　１４线圈负载电阻１７００Ω

绝缘电阻 ≥２００ＭΩ

绝缘耐压 设备无闪络现象 　５０Ｈｚ，ＡＣ５００Ｖ，时间１ｍｉｎ

·２４１·



续上表

型号及名称 项　　目
技术指标
及范围

备　　注

ＺＰＷ·ＡＲ
型功放器

功出电压ＡＣ
Ｖ

１电平 １６１．０～１７０．０ 　负载电阻４００Ω

２电平 １４６．０～１５４．０

３电平 １２８．０～１３５．０

４电平 １０４．５～１１０．５

５电平 ７５．０～７９．５

绝缘电阻 ≥２００ＭΩ

绝缘耐压 设备无闪络现象 　５０Ｈｚ，ＡＣ１０００Ｖ，时间１ｍｉｎ

ＺＰＷ·ＪＲ
型接收器

吸起值ＡＣ ｍＶ １９３～２１７

落下值ＡＣ ｍＶ ≥１７０

吸起时间 ｓ ２．６～３．０

落下时间 ｓ ≤２．０

轨道继电器电压ＤＣ
Ｖ

２２．０±２．０ 　负载电阻８５０Ω

绝缘电阻 ≥２００ＭΩ

绝缘耐压 设备无闪络现象 　５０Ｈｚ，ＡＣ５００Ｖ，时间１ｍｉｎ

２）电缆模拟单元、区间检测单元、防雷单元技术指标应符合表

６．２．４（ｂ）的要求。

表６．２．４（ｂ）

型号及名称 项　　目 技术指标及范围 备　　注

ＺＰＷ·ＤＭＬ
电缆模拟
单元

电阻值

Ω

电容值

ｎＦ

Ｂ２８Ｂ２６
Ｚ２８Ｚ２６

Ｂ２４Ｂ２２
Ｚ２４Ｚ２２

Ｂ２０Ｂ１８
Ｚ２０Ｚ１８

Ｂ１６Ｂ１４
Ｚ１６Ｚ１４

Ｂ１２Ｂ１０
Ｚ１２Ｚ１０

Ｂ８Ｂ６
Ｚ８Ｚ６

Ｂ２８Ｚ２８

Ｂ２４Ｚ２４

Ｂ２０Ｚ２０

Ｂ１６Ｚ１６

Ｂ１２Ｚ１２

Ｂ８Ｚ８

５．１～５．９

１０．６～１２．０

２０．８～２３．６

４１．３～４６．７

５１．７～５８．４

８２．７～９３．４

６．４９～７．２０

１２．９０～１４．４０

２５．９０～２８．８０

５３．６０～５７．６０

６７．００～７１．９６

１０７．２０～１１５．１５

　用万用表电阻挡检查测试端子电阻

　用电桥检查测试端子电容值

　测试频率１ｋＨｚ

·３４１·



续上表

型号及名称 项　　目 技术指标及范围 备　　注

ＺＰＷ·ＤＭＬ
电缆模拟
单元

整机输
出电压

Ｖ
Ｂ２Ｚ２ ６８．５±５．０

　在Ｂ３２Ｚ３２端子间输入１７００Ｈｚ、

１７０．０Ｖ±２．０Ｖ正弦信号

ＺＰＷ·ＤＣＱ
区间检测
单元

直流电压ＤＣ Ｖ １．１７３～１．１９３

模拟输入ＡＣ ｍＶ ８１５～８５０
　输入２００．０Ｖ±０．１Ｖ，２０１４Ｈｚ正弦
信号

输入阻抗１ Ω １１５０～１２５０

输入阻抗２ Ω ８２０～８６０

ＺＰＷ·ＤＬＱ
区间防雷
单元

空载电流有效值 ｍＡ

线路侧绕组３４端电
压有效值 Ｖ

效率

转移系数

冲击耐压

绝缘电阻 ＭΩ

绝缘耐压

≤１５

１７２．０±１．０

≥８５％

≤１／５００

无击穿或闪络

＞１０００

＞６００

１ｍｉｎ无异状

　设备侧绕组１、２端之间施加１７００
Ｈｚ、１７０．０Ｖ±０．５Ｖ正弦信号

　线路侧绕组３、４端之间接１００Ｗ
４００Ω电阻，设备侧绕组１、２端之间施
加１７００Ｈｚ、１６５Ｖ±１Ｖ正弦信号

　１．２／５０μｓ冲击电压波，１ｋＶ、５ｋＶ、

１０ｋＶ各一次

　线路侧绕组３４与设备侧绕组１２
间，线路侧绕组３４与屏蔽层间，电压

１０ｋＶ，波形１．２／５０μｓ，正负极性各

５次，间隔１ｍｉｎ

　设备侧绕组１２与屏蔽层间，电压

６ｋＶ，波形１．２／５０μｓ，正负极性各５
次，间隔１ｍｉｎ

　直流１０００Ｖ电压，线路侧绕组３４
对设备侧绕组１２、线路侧绕组３４对
屏蔽层间

　直流１０００Ｖ电压，设备侧绕组１２
对屏蔽层间

　线路侧绕组３４与设备侧绕组１２
间；线路侧绕组３４与屏蔽层间，交流

５０Ｈｚ、３０００Ｖ电压

　设备侧绕组１２与屏蔽层间，交流

５０Ｈｚ、２０００Ｖ电压

ＺＰＷ·ＭＬ
１０／Ｒ
防雷模拟
网络盘

电阻值

Ω

Ｂ６Ｂ８
Ｚ６Ｚ８
Ｂ１０Ｂ１２
Ｚ１０Ｚ１２
Ｂ１４Ｂ１６
Ｚ１４Ｚ１６
Ｂ１８Ｂ２０
Ｚ１８Ｚ２０

Ｂ２２Ｂ２４
Ｚ２２Ｚ２４

８０．９０～９１．０５

５０．４５～５７．０６

４０．４０～４６．００

２０．００～２２．９２

１０．０９～１１．８５

·４４１·



续上表

型号及名称 项　　目 技术指标及范围 备　　注

ＺＰＷ·ＭＬ
１０／Ｒ
防雷模拟
网络盘

电容值

ｎＦ

Ｂ８Ｚ８ ９３．１～１１６．３

Ｂ１２Ｚ１２ ６１．０～６７．６

Ｂ１６Ｚ１６ ４７．８～５４．７

Ｂ２０Ｚ２０ ２３．７～２７．０

Ｂ２４Ｚ２４ １１．９～１３．６

防 雷 变 压 器 变 比

犝Ｚ３２Ｂ３２∶犝Ｚ２６Ｂ２６
１∶（０．８８～０．９２） 　Ｚ２６Ｂ２６开路

１０ｋｍ网络
输出电压

Ｖ
Ｂ２Ｚ２ ３９．９～４５．９ 　负载电阻３００Ω

绝缘电阻 ≥２００ＭΩ

绝缘耐压 设备无闪络现象 　５０Ｈｚ，ＡＣ１０００Ｖ，时间１ｍｉｎ

ＺＰＷ·ＭＬ１
７．５／Ｒ
防雷模拟
网络盘

电阻值

Ω

Ｂ６Ｂ８
Ｚ６Ｚ８

４０．４０～４６．００

Ｂ１０Ｂ１２
Ｚ１０Ｚ１２

４０．４０～４６．００

Ｂ１４Ｂ１６
Ｚ１４Ｚ１６

４０．４０～４６．００

Ｂ１８Ｂ２０
Ｚ１８Ｚ２０

２０．００～２２．９２

Ｂ２２Ｂ２４
Ｚ２２Ｚ２４

１０．０９～１１．８５

电容值

ｎＦ

Ｂ８Ｚ８ ４７．８～５４．７

Ｂ１２Ｚ１２ ４７．８～５４．７

Ｂ１６Ｚ１６ ４７．８～５４．７

Ｂ２０Ｚ２０ ２３．７～２７．０

Ｂ２４Ｚ２４ １１．９～１３．６

７．５ｋｍ 网
络输出电
压 Ｖ

Ｂ２Ｚ２ ４６．６～５１．６ 　负载电阻３００Ω

防雷变压器变比

犝Ｚ３２Ｂ３２∶犝Ｚ２６Ｂ２６
１∶（０．８８～０．９２） 　Ｚ２６Ｂ２６开路

绝缘电阻 ≥２００ＭΩ

绝缘耐压 设备无闪络现象 　５０Ｈｚ，ＡＣ１０００Ｖ，时间１ｍｉｎ

·５４１·



续上表

型号及名称 项　　目 技术指标及范围 备　　注

ＺＰＷ·ＣＰＲ
移频采集器

低频采集精度　　Ｈｚ ±０．１

载频采集精度　　Ｈｚ ±０．１

电压采集精度 ±１％

电流采集精度 ±２％

绝缘电阻 ≥２００ＭΩ

绝缘耐压 无击穿或闪络 　５０Ｈｚ，ＡＣ５００Ｖ，时间１ｍｉｎ

ＺＰＷ·ＣＴＲ
通道采集器

电压采集精度 ±１％

电流采集精度 ±２％

绝缘电阻 ≥２００ＭΩ

绝缘耐压 无击穿或闪络 　５０Ｈｚ，ＡＣ５００Ｖ，时间１ｍｉｎ

ＺＰＷ·ＣＦＲ
发送采集器

低频采集精度 Ｈｚ ±０．１

载频采集精度 Ｈｚ ±０．１

电压采集精度 ±１％

电流采集精度 ±２％

绝缘电阻 ≥２００ＭΩ

绝缘耐压 无击穿或闪络 　５０Ｈｚ，ＡＣ５００Ｖ，时间１ｍｉｎ

ＺＰＷ·ＺＣＲ
采集中继器

绝缘电阻 ≥２００ＭΩ 　接线端子对机壳，ＤＣ５００Ｖ

绝缘耐压 设备无闪络现象 　５０Ｈｚ／ＡＣ５００Ｖ，时间１ｍｉｎ

　　３）衰耗滤波器技术指标应符合表６．２．４（ｃ）的要求。

表６．２．４（ｃ）

型号及名称 项　　目
技术指标及
范围

备　　注

ＺＰＷ·ＬＳ
１７００

衰耗滤波器

输入阻抗 Ω １４２～１５７ 　输入１７００Ｈｚ、１０ｍＡ正弦信号

主滤波器１
主滤波器２

调滤波器１
调滤波器２

通带衰耗

ｄＢ

阻带衰耗

ｄＢ

通带衰耗

ｄＢ

阻带衰耗

ｄＢ

１６６０～
１７４０Ｈｚ

１４００Ｈｚ

２０００Ｈｚ

２３００Ｈｚ

２２６０～
２３４０Ｈｚ

１７００Ｈｚ

２０００Ｈｚ

２６００Ｈｚ

≤３．８

≥５０

≥４３

≥５８

≤４．０

≥６０

≥４７

≥４１

·６４１·



续上表

型号及名称 项　　目
技术指标及

范围
备　　注

ＺＰＷ·ＬＳ

１７００

衰耗滤波器

传输性能

主滤出１电压 ｍＶ

主滤出２电压 ｍＶ
调滤入１电压 ｍＶ

调滤入２电压 ｍＶ

Ｄ８Ｄ１０监测输出电压

ｍＶ

调滤出１电压 ｍＶ

调滤出２电压 ｍＶ

２３０±１０

≤６５

６０±５

２０８±１０

　输出端接电阻３００Ω，输入１７００

Ｈｚ、１．０００Ｖ±０．００５Ｖ正弦信号时

　输出端接电阻３００Ω，输入２３００

Ｈｚ、５００ｍＶ±１ｍＶ正弦信号时

ＺＰＷ·ＬＳ

２３００

衰耗滤波器

输入阻抗 Ω １４２～１５７ 　输入２３００Ｈｚ、１０ｍＡ正弦信号

主滤波器１

主滤波器２

调滤波器１

调滤波器２

通带衰耗

ｄＢ

阻带衰耗

ｄＢ

通带衰耗

ｄＢ

阻带衰耗

ｄＢ

２２６０～

２３４０Ｈｚ

１７００Ｈｚ

２０００Ｈｚ

２６００Ｈｚ

１６６０～

１７４０Ｈｚ

１４００Ｈｚ

２０００Ｈｚ

２３００Ｈｚ

≤４．０

≥６０

≥４７

≥４１

≤３．８

≥５０

≥４３

≥５８

传输性能

主滤出１电压 ｍＶ

主滤出２电压 ｍＶ

调滤入１电压 ｍＶ

调滤入２电压 ｍＶ

Ｄ８Ｄ１０监测输出电压

ｍＶ

调滤出１电压 ｍＶ

调滤出２电压 ｍＶ

２２２±１０

≤９０

６０±５

４３０±１５

　输出端接电阻３００Ω，输入２３００

Ｈｚ、１．０００Ｖ±０．００５Ｖ正弦信号时

　输出端接电阻３００Ω，输入１７００

Ｈｚ、５００ｍＶ±１ｍＶ正弦信号时

ＺＰＷ·ＬＳ

２０００

衰耗滤波器

输入阻抗 Ω １４２～１５７ 　输入２０００Ｈｚ、１０ｍＡ正弦信号

主滤波器１

主滤波器２

调滤波器１

调滤波器２

通带衰耗

ｄＢ

阻带衰耗

ｄＢ

通带衰耗

ｄＢ

阻带衰耗

ｄＢ

１９６０～

２０４０Ｈｚ

１７００Ｈｚ

２３００Ｈｚ

２６００Ｈｚ

２５６０～

２６４０Ｈｚ

２０００Ｈｚ

２３００Ｈｚ

２９００Ｈｚ

≤４．０

≥５０

≥４３

≥５８

≤４．２

≥６０

≥４７

≥４１

·７４１·



续上表

型号及名称 项　　目
技术指标及
范围

备　　注

ＺＰＷ·ＬＳ
２０００

衰耗滤波器
传输性能

主滤出１电压 ｍＶ
主滤出２电压 ｍＶ

调滤入１电压 ｍＶ
调滤入２电压 ｍＶ

Ｄ８Ｄ１０监测输出电压

ｍＶ

调滤出１电压 ｍＶ
调滤出２电压 ｍＶ

２２４±１０

≤６５

６０±５

２０３±１０

　输出端接电阻３００Ω，输入２０００
Ｈｚ、１．０００Ｖ±０．００５Ｖ正弦信号时

　输出端接电阻３００Ω，输入２６００
Ｈｚ、５００ｍＶ±１ｍＶ正弦信号时

ＺＰＷ·ＬＳ
２６００

衰耗滤波器

输入阻抗 Ω１４２～１５７ 　输入２６００Ｈｚ、１０ｍＡ正弦信号

主滤波器１
主滤波器２

调滤波器１
调滤波器２

通带衰耗

ｄＢ

阻带衰耗

ｄＢ

通带衰耗

ｄＢ

阻带衰耗

ｄＢ

２５６０～
２６４０Ｈｚ

２０００Ｈｚ

２３００Ｈｚ

２９００Ｈｚ

１９６０～
２０４０Ｈｚ

１７００Ｈｚ

２３００Ｈｚ

２６００Ｈｚ

≤４．２

≥６０

≥４７

≥４１

≤４．０

≥５０

≥４３

≥５８

传输性能

主滤出１电压 ｍＶ
主滤出２电压 ｍＶ

调滤入１电压 ｍＶ
调滤入２电压 ｍＶ

Ｄ８Ｄ１０监测输出电压

ｍＶ

调滤出１电压 ｍＶ
调滤出２电压 ｍＶ

２１８±１０

≤１００

６０±５

４１８±１５

　输出端接电阻３００Ω，输入２６００
Ｈｚ、１．０００Ｖ±０．００５Ｖ正弦信号时

　输出端接电阻３００Ω，输入２０００
Ｈｚ、５００ｍＶ±１ｍＶ正弦信号时

ＺＰＷ·Ｓ
１７００／Ｒ、

ＺＰＷ·Ｓ
２０００／Ｒ
衰耗器

输入阻抗 Ω７５．０＋４．０

主轨道输出 ｍＶ２７０±１３．５ 负载电阻１５０Ω

调谐区输出 ｍＶ ３００±１５ 负载电阻１５０Ω

衰耗电阻

Ω

Ｂ２Ｂ４

Ｂ４Ｂ６

Ｂ６Ｂ８

Ｂ８Ｂ１０

Ｂ１０Ｂ１２

Ｂ１２Ｂ１４

Ｂ１４Ｂ１６

Ｚ２Ｚ４

Ｚ４Ｚ６

Ｚ６Ｚ８

Ｚ８Ｚ１０

Ｚ１０Ｚ１２

Ｚ１２Ｚ１４

Ｚ１４Ｚ１６

２４ｋ±１．２ｋ

１２ｋ±６００

６．２ｋ±３１０

３ｋ±１５０

１．５ｋ±７５

７５０±３７．５

３９０±１９．５

·８４１·



续上表

型号及名称 项　　目
技术指标及
范围

备　　注

ＺＰＷ·Ｓ
１７００／Ｒ、
ＺＰＷ·Ｓ
２０００／Ｒ
衰耗器

衰耗电阻

Ω

Ｂ１６Ｂ１８

Ｂ２０Ｂ２２
Ｚ２０Ｚ２２

Ｂ２２Ｂ２４
Ｚ２２Ｚ２４

Ｂ２４Ｂ２６
Ｚ２４Ｚ２６

Ｂ２６Ｂ２８
Ｚ２６Ｚ２８

Ｂ２８Ｂ３０
Ｚ２８Ｚ３０

Ｂ３０Ｂ３２
Ｚ３０Ｚ３２

Ｂ３２Ｂ３４
Ｚ３２Ｚ３４

Ｚ１６Ｚ１８

Ｂ３６Ｂ３８
Ｚ３６Ｚ３８

Ｂ３８Ｂ４０
Ｚ３８Ｚ４０

Ｂ４０Ｂ４２
Ｚ４０Ｚ４２

Ｂ４２Ｂ４４
Ｚ４２Ｚ４４

Ｂ４４Ｂ４６
Ｚ４４Ｚ４６

Ｂ４６Ｂ４８
Ｚ４６Ｚ４８

Ｂ４８Ｄ４８
Ｚ４８Ｄ４６

２００±１０

２０ｋ±１ｋ

１０ｋ±５００

５．１ｋ±２５５

２．４ｋ±１２０

１．２ｋ±６０

６２０±３１

３００±１５

绝缘电阻 ≥２００ＭΩ

绝缘耐压 设备无闪络现象 ５０Ｈｚ，ＡＣ５００Ｖ，时间１ｍｉｎ

ＺＰＷ·Ｓ
２３００／Ｒ、
ＺＰＷ·Ｓ
２６００／Ｒ
衰耗器

输入阻抗 Ω ７５．０＋４．０

主轨道输出 ｍＶ ２７０±１３．５ 负载电阻１５０Ω
调谐区输出 ｍＶ ４００±２０ 负载电阻１５０Ω

衰耗电阻

Ω

Ｂ２Ｂ４

Ｂ４Ｂ６

Ｂ６Ｂ８

Ｂ８Ｂ１０

Ｂ１０Ｂ１２

Ｂ１２Ｂ１４

Ｂ１４Ｂ１６

Ｂ１６Ｂ１８

Ｂ２０Ｂ２２
Ｚ２０Ｚ２２

Ｂ２２Ｂ２４
Ｚ２２Ｚ２４

Ｂ２４Ｂ２６
Ｚ２４Ｚ２６

Ｂ２６Ｂ２８
Ｚ２６Ｚ２８

Ｂ２８Ｂ３０
Ｚ２８Ｚ３０

Ｂ３０Ｂ３２
Ｚ３０Ｚ３２

Ｂ３２Ｂ３４
Ｚ３２Ｚ３４

Ｚ２Ｚ４

Ｚ４Ｚ６

Ｚ６Ｚ８

Ｚ８Ｚ１０

Ｚ１０Ｚ１２

Ｚ１２Ｚ１４

Ｚ１４Ｚ１６

Ｚ１６Ｚ１８

Ｂ３６Ｂ３８
Ｚ３６Ｚ３８

Ｂ３８Ｂ４０
Ｚ３８Ｚ４０

Ｂ４０Ｂ４２
Ｚ４０Ｚ４２

Ｂ４２Ｂ４４
Ｚ４２Ｚ４４

Ｂ４４Ｂ４６
Ｚ４４Ｚ４６

Ｂ４６Ｂ４８
Ｚ４６Ｚ４８

Ｂ４８Ｄ４８
Ｚ４８Ｄ４６

２４ｋ±１．２ｋ

１２ｋ±６００

６．２ｋ±３１０

３ｋ±１５０

１．５ｋ±７５

７５０±３７．５

３９０±１９．５

２００±１０

３９ｋ±１．８ｋ

２０ｋ±１ｋ

１０ｋ±５００

５．１ｋ±２５５

２．４ｋ±１２０

１．２ｋ±６０

６２０±３１

绝缘电阻 ≥２００ＭΩ

绝缘耐压 设备无闪络现象 ５０Ｈｚ，ＡＣ５００Ｖ，时间１ｍ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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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匹配变压器 （匹配单元）、空芯线圈 （平衡线圈）主要技术

指标应符合表６．２．４（ｄ）的要求。

表６．２．４（ｄ）

型号及名称 项　　目 技术指标及范围 备　　注

ＺＰＷ·ＤＰＧ
轨道匹配
单元

５０Ｈｚ开路
阻抗

模值 Ω ０．８５～１．４０

角度 －８８°～－７０°

　Ｅ１Ｅ２端开路，测量Ｖ１Ｖ２端５０Ｈｚ
时的阻抗

２０００Ｈｚ开
路阻抗

模值 Ω １１．５０～１３．５０

角度 ８０．０°～８９．８°

　Ｅ１Ｅ２端开路，测量Ｖ１Ｖ２端２０００Ｈｚ
时的阻抗

２０００Ｈｚ传
输性能

Ｖ１Ｖ２ 端
输出正弦
信号电压

　Ｖ

３．０～３．６
　匹配单元Ｅ１Ｅ２端输入２０００Ｈｚ、

６０．０Ｖ±０．１Ｖ的正弦信号

补偿电感电感量 ｍＨ １０±０．３０
　３Ⅱ１串联，测量Ｅ１Ｅ２端电感量，
测试频率２０００Ｈｚ

绝缘电阻 ＭΩ ＞２００
　Ｖ１对Ｅ１端子、Ｖ１、Ｅ１对机壳，直
流５００Ｖ电压

绝缘耐压 １ｍｉｎ无异状
　Ｖ１对Ｅ１端子，交流５０Ｈｚ、２０００Ｖ
电压

ＺＰＷ·ＸＰＤ
电气节空芯
线圈

电感值 μＨ ９７．０±５．０

电阻值 ｍΩ １５～３４．５
　测试频率１５９２Ｈｚ

ＺＰＷ·ＸＰＪ
机械节空芯
线圈

电感值 μＨ ２９～３５

电阻值 ｍΩ ８．０～２８．０
　测试频率１５９２Ｈｚ

ＺＰＷ·ＸＲ
空芯线圈

电感值 μＨ １０２±４

电阻值 ｍΩ ５０～２００

ＺＰＷ·ＸＪＲ
机械节空芯
线圈

电感值 μＨ ３１±３

电阻值 ｍΩ １２．０～４０．０

ＺＰＷ·ＢＰＲ
匹配变压器

Ｅ１Ｅ２电压

Ｖ

４０Ｈｚ ２．０～５．５ 　负载电阻１００Ω／３０Ｗ

２０００Ｈｚ １３．５～１８．０ 　负载电阻１００Ω／３０Ｗ

绝缘电阻 ＞２００ＭΩ

绝缘耐压 设备无闪络现象 　５０Ｈｚ，ＡＣ１０００Ｖ，时间１ｍｉｎ

ＺＰＷ·ＢＰＮ１
Ｒ

匹配变压器

Ｅ１Ｅ２电压

Ｖ

４０Ｈｚ １．０～４．０ 　负载电阻２００Ω／３０Ｗ

２０００Ｈｚ １３．５～１７．０ 　负载电阻２００Ω／３０Ｗ

绝缘电阻 ＞２００ＭΩ

绝缘耐压 设备无闪络现象 　５０Ｈｚ，ＡＣ１０００Ｖ，时间１ｍ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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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ＺＰＷ·Ｔ１７００、ＺＰＷ·Ｔ２０００、ＺＰＷ·Ｔ２３００、ＺＰＷ·

Ｔ２６００型调谐单元的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图６．２．４（ａ）的

要求。ＺＰＷ·Ｔ１７００／Ｒ、ＺＰＷ·Ｔ２０００／Ｒ、ＺＰＷ·Ｔ

２３００／Ｒ、ＺＰＷ·Ｔ２６００／Ｒ型调谐单元的主要技术指标应

符合图６．２．４（ｂ）的要求。图中横坐标犪为实部，纵坐标

犫为虚部，单位为ｍΩ。

图６．２．４（ａ）

ｄ）室内设备配线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信号机械室内部的各种配线全部采用阻燃线。与数据通信

线共槽的线缆均应采用阻燃屏蔽线。发送、接收通道配线

采用２×２８×０．１５ｍｍ双芯扭绞阻燃屏蔽线，屏蔽层单端

接地，在移频组合箱侧悬空，另一侧接在地线汇流排上。

编码线采用１６×０．１５ｍｍ双芯绞型阻燃线；其他配线均采

用２３×０．１５ｍｍ阻燃塑料软线。

·１５１·



图６．２．４（ｂ）

２）室内线缆布线禁止出现环状。

３）各种配线不得有中间接头和绝缘破损现象。

４）在移频架背面即配线侧看，发送线通过移频架上方右侧走线

口布放在移频架右侧。接收线通过移频架上方左侧走线口布

放在左侧。

５）机架 （柜）间发送线、接收线分别布放在上部走线槽的两

侧，其他配线布放在中间位置，并分别绑扎。

６２５　ＷＧ２１Ａ型无绝缘轨道电路自动闭塞 （“犖＋１”系统）

ａ）ＷＧ２１Ａ型无绝缘轨道电路自动闭塞设备在电源电压直流２２．５～

２８．８Ｖ范围内应可靠工作。

ｂ）发送器的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表６．２．５（ａ）的要求。

·２５１·



表６．２．５（ａ）

序号 项　　目 指标及范围 备　　注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空载输出电压

空载输出时电源电流

输出短路时电源电流

输出电压（１电平）

输出电压（１电平）

输出电压（２电平）

输出电压（３电平）

输出电压（４电平）

输出电压（５电平）

低频频率（ＴＢＦ）

１７２～１８０Ｖ

０．２～０．５Ａ

９．０～１０．４Ａ

１５９～１７０Ｖ

１６１～１７０Ｖ

１４６～１５４Ｖ

１２８～１３５Ｖ

１０４．５～１１０．５Ｖ

７５～７９．５Ｖ

ＴＢＦ±０．１Ｈｚ

　电源电压为２８．８Ｖ±０．１Ｖ，低频２０．２Ｈｚ，

输出电压１电平

　电源电压为２１．５Ｖ，４００Ω 负载，低频

２０．２Ｈｚ

　电源电压为２５Ｖ±０．１Ｖ，４００Ω负载，低频

２０．２Ｈｚ

　低频为１０．３～２９Ｈｚ，电源电压２４Ｖ±０．１

Ｖ，输出电压１电平，空载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载频频率

绝　缘

耐　压

ＦＢＪ电压

１７００Ｈｚ±０．２Ｈｚ

２０００Ｈｚ±０．２Ｈｚ

２３００Ｈｚ±０．２Ｈｚ

２６００Ｈｚ±０．２Ｈｚ

＞２００ＭΩ

１ｍｉｎ无异状

＞２０Ｖ

　低频为１０．３～２９Ｈｚ，电源电压２４Ｖ±０．１

Ｖ，输出电压１电平，空载

　测试工装在Ａ、Ｂ、Ｍ上，ＤＣ５００Ｖ电压

　测试工装在Ａ、Ｂ、Ｍ上，交流５０Ｈｚ、２０００Ｖ
电压，漏流１ｍＡ

　电源电压２５Ｖ±０．１Ｖ，低频２０．２Ｈｚ，输

出电压１电平，空载

ｃ）接收器的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表６．２．５（ｂ）的要求。

ｄ）ＺＷ·ＢＰ２型匹配变压器的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表６．２．５ （ｃ）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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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２．５（ｂ）

序号 项　　目 指标及范围 备　　注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ＴＢ２
变比

输入阻抗

吸起门限

落下门限

载频通带

低频通带

Ｖ３Ｖ１ ０．９９≤犪≤１．０１

Ｖ２Ｖ１ ０．２５７≤犪≤０．２８４

Ｒ１０Ｒ８ ０．２８１≤犪≤０．３１０

Ｒ９Ｒ８ ０．０９０９≤犪≤０．１００４８５

Ｒ７Ｒ６ ０．０３１０≤犪≤０．０３４４

Ｒ５Ｒ３ ０．０１３３≤犪≤０．０１４７

Ｒ４Ｒ６ ０．００４４≤犪≤０．００４９

模 ２８０Ω≤犪≤３５０Ω

相角 －１５°≤犫≤＋１５°

２０５ｍＶ±８ｍＶ

１７５ｍＶ±８ｍＶ

吸起 犉０－３．１Ｈｚ～犉０＋３．１Ｈｚ

落下 ≥犉０＋２．９Ｈｚ或

≤犉０－２．９Ｈｚ　

吸起 ±０．４Ｈｚ

落下 ±０．５Ｈｚ

　电源电压为２４Ｖ±０．１Ｖ，调

１２５０的输出电平为１Ｖ±０．１Ｖ，频
率２０００Ｈｚ，犪为实部，犫为虚部，

－０．１＜犫＜＋０．１

　电源电压为２４Ｖ±０．１Ｖ，调信号
发生器的输出电平为１Ｖ±０．１Ｖ，频
率２０００Ｈｚ

　轨道继电器吸起时电压：

　≥２０Ｖ（ＪＷＸＣ１７００）

　＞２４Ｖ（ＮＳ１·２４·４０４）

　轨道继电器落下时电压：

　≤３．４Ｖ（ＪＷＸＣ１７００）

　≤５Ｖ（ＮＳ１·２４·４０４）

　限入电压２４０ｍＶ，频偏±１１Ｈｚ
　犉０为中心频率

　限入电压２４０ｍＶ，频偏±１１Ｈｚ
　低频为１０．３～２９Ｈｚ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轨道继电
器电压

电源电流

吸起延时

落下延时

绝缘电阻

耐　压

ＪＢＪ、ＺＢＪ电压

轨道继电器

ＧＪ电压

２４～２８Ｖ（ＮＳ１·２４·４０４）

≥２０Ｖ（ＪＷＸＣ１７００）

＜６００ｍＡ

４．２ｓ±０．３ｓ

２．３７ｓ±０．３ｓ

＞２００ＭΩ

１ｍｉｎ无异状

＞２０Ｖ

＞２０Ｖ

　电源电压为２４Ｖ±０．１Ｖ，限入电压

２４０ｍＶ±１ｍＶ

　限入电压２４０ｍＶ±１ｍＶ，频偏±１１Ｈｚ

　限入电压低于１３０ｍＶ，频偏±１１Ｈｚ

　测试工装在Ｒ１、Ｖ１、Ｔ、Ｌ＋四端子对
地，直流５００Ｖ电压，漏流１ｍＡ

　测试工装Ｒ１、Ｖ１、Ｔ、Ｌ＋四端子对地，
交流５０Ｈｚ、２０００Ｖ电压

　电源电压为２４Ｖ±０．１Ｖ，限入电压

２４０ｍＶ±１ｍＶ

　电源电压为２４Ｖ±０．１Ｖ，限入电压

２４０ｍＶ±１ｍ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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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２．５（ｃ）

序号 项　　目 指标及范围 备　　注

１ 耐　　压 １ｍｉｎ无异状
　测试工装Ｅ对Ｖ，Ｅ对Ｍ，Ｖ对Ｍ，交流５０Ｈｚ、

２０００Ｖ电压，漏流１ｍＡ

２ 绝缘电阻 ＞２００ＭΩ
　测试工装Ｅ对Ｖ，Ｅ对Ｍ，Ｖ对Ｍ，直流５００Ｖ
电压

３
变压器
部分

电容器 犞Ｅ１Ｅ２＝７～１０Ｖ
　Ｖ１Ｖ２输入４０Ｈｚ，电平为１．５Ｖ±０．１Ｖ的正
弦信号

变压
器比 犞Ｅ１Ｅ２＝１１．２～１４Ｖ

　Ｖ１Ｖ２输入２０００Ｈｚ，电平为３Ｖ±０．１Ｖ的
正弦信号

ｅ）ＺＷ·ＸＫ１空芯线圈的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表６．２．５ （ｄ）的

要求。

表６．２．５（ｄ）

序号 项 　　目 指标及范围 备　　注

１ 电　　感 ３３．５μＨ±１μＨ

２ 电　　阻 １８．５ｍΩ±５．５ｍΩ

测试频率：１５９２Ｈｚ
电流：２Ａ±０．０５Ａ

ｆ）ＺＷ·ＨＭＦ１／ＺＷ·ＨＭＪ１型模拟网络盒的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

表６．２．５（ｅ）的要求。

表６．２．５（ｅ）

序号 项　　目 指标及范围 备　　注

１ 耐　压 １ｍｉｎ无异状
　交流电压５０Ｈｚ、２０００Ｖ，漏流

１ｍＡ

２ 绝缘电阻 ＞２００ＭΩ 　直流电压５００Ｖ

３
网络静态
电阻测试

１３１４　１５１６

１３１５　１４１６

１１１２　９１０

９１１　１０１２

７８　５６

５７　６８

３４　１２

１３　２４

≥１ＭΩ

７０Ω±５Ω

≥１ＭΩ

３５Ω±２．５Ω

≥１ＭΩ

１７．５Ω±１．５Ω

≥１ＭΩ

１０Ω±１Ω

　测试网络端子间的直流电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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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序号 项　　目 指标及范围 备　　注

４
网络动态
电压测试

１５１６

１１１２

８７

３４

１０Ｖ±０．１Ｖ

４．４５～５．１Ｖ

１．９～２．３Ｖ

０．６６～０．８２Ｖ

　连接１４１２，１３１１，１０８，９７，６４，

５３，２１端子，信号发生器２０００Ｈｚ、

１０Ｖ±０．１Ｖ的正弦信号输入到１５
１６端子

５

接收线圈

ＴＢ２的
匝比

Ｖ３Ｖ１

Ｖ２Ｖ１

Ｒ１０Ｒ８

Ｒ９Ｒ８

Ｒ７Ｒ６

Ｒ５Ｒ３

Ｒ４Ｒ３

０．９９≤犪≤１．０１

０．２５７≤犪≤０．２８４

０．２８１≤犪≤０．３１０

０．０９０９≤犪≤０．１００４８５

０．０３１０≤犪≤０．０３４４

０．０１３３≤犪≤０．０１４７

０．００４４≤犪≤０．００４９

　调１２５０的输出电平为１Ｖ±
０．１Ｖ，频率２０００Ｈｚ，犪为实部，犫
为虚部，－０．１＜犫＜＋０．１

注：发送模拟网络盒测试１、２、３、４项，接收模拟网络盒测试１、２、３、４、５项。

ｇ）调谐单元的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图６．２．５所示范围 （实部、虚

部的单位均为ｍΩ）。

图　６．２．５

６３　继电半自动闭塞

６３１　继电半自动闭塞设备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闭塞开通：单线区间，只有在本站发出请求发车信息并收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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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站 （所）的同意接车信息之后，发车站闭塞机才能开通，出站或通过

信号机才能开放；接车闭塞机处于闭塞状态。

双线区间，只有在先行列车到达接车站，并收到接车站的到达复原

信息之后，闭塞机才能开通，出站或通过信号机才能开放。

ｂ）取消闭塞：闭塞开通，出站信号机开放后，列车出发前，发车

站如取消闭塞，电锁器联锁站应在出站信号机关闭后延时３ｍｉｎ；集中

联锁站应在发车进路解锁后才能取消闭塞。

ｃ）列车从发车站进入区间，出站信号机应自动关闭，并使双方站

闭塞机均处于闭塞状态，在列车到达接车站前，不得解除闭塞。列车占

用的区间，有关的出站信号机不得开放。

ｄ）列车到达接车站后，发车站未得到接车站的确认列车完全到达

信息时，不得解除闭塞。

６３２　半自动闭塞设备，应保证发送电话振铃信号时不干扰闭塞设备

的正常工作。

６３３　半自动闭塞站间传输线路必须采用实线回路。

６３４　继电半自动闭塞设备，当其传输线路任何一处发生断线、混线、

混电、接地、外电干扰、元件故障、轨道电路失效或错误办理时，均应

保证闭塞机不能错误开通。

６３５　继电半自动闭塞电源停电恢复时，闭塞机应处于闭塞状态，只

有用事故按钮办理，方能使闭塞机复原。

６３６　继电半自动闭塞采用架空线 （４．０铁线）时，其直流电阻每条

公里１１Ω，经运用腐蚀后最大不超过１４．７Ω。

６３７　继电半自动闭塞的线路电源应使对方站 （或分界点）的线路继

电器得到不小于其工作值１２０％的电压，同一车站的上、下行闭塞机的

线路电源应分开设置。

６３８　非集中联锁车站的半自动闭塞轨道电路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在车站正线最外道岔的外方设半自动闭塞轨道电路，应可靠地

监督列车的到达与发出。

ｂ）半自动闭塞轨道电路与出站信号机间的距离不应大于３００ｍ，

其长度不应小于２５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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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　自动站间闭塞

６４１　自动站间闭塞区间，必须装设区间轨道检查装置。

区间轨道检查装置可采用长轨道电路或计轴设备。长轨道电路或计

轴设备的技术标准应符合第４章或第７章的有关要求。

６４２　自动站间闭塞应满足下列技术要求：

ａ）车站办理发车进路时，区间应自动转入闭塞状态。

ｂ）出站信号机开放，必须连续检查闭塞正确及区间空闲。

ｃ）列车出发后，出站信号机应自动关闭。在闭塞解除前，两站向

该区间的出站信号机不得再次开放。

ｄ）列车到达接车站或返回发车站，经检查区间空闲后，闭塞自动

解除。

ｅ）区间闭塞后，发车进路解锁前，不能解除闭塞；取消发车进路，

发车进路解锁后，闭塞随之自动解除。

６４３　自动站间闭塞区间，原有半自动闭塞可作为备用闭塞，且应满

足下列要求：

ａ）区间检查设备正常、区间空闲、未办理闭塞时，经操作，自动站间

闭塞方式与半自动闭塞方式可以互相转换，同一区间的闭塞方式应一致。

ｂ）区间检查设备故障停用时，可按规定的作业程序改为半自动闭塞。

６４４　当区间检查设备为计轴设备时，计轴设备检修或停电恢复后，

应由区间两端车站值班员确认区间空闲，同时办理，方能使设备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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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计 轴 设 备

７１　通　　则

７１１　计轴设备响应时间：

ａ）轨道区段由占用到空闲，输出条件的响应时间不应大于２ｓ；

ｂ）轨道区段由空闲到占用，输出条件的响应时间不应大于１ｓ。

７１２　计轴设备传感器适用于４３ｋｇ／ｍ及以上各种类型的钢轨并可靠

工作；室外轨旁设备在电气化区段的钢轨牵引电流和谐波等干扰下应能

可靠工作。

７１３　磁头 （车轮传感器）的安装点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检测区段长度应大于最大轴距。

ｂ）安装应符合建筑接近限界的要求。

ｃ）距信号机的安装位置应符合信号机处钢轨绝缘安装位置的要求。

ｄ）用于站间闭塞区间轨道检查的磁头应安装于进站信号机内方２～３ｍ。

ｅ）应安装在轨枕间的钢轨上，且应避开轨距杆等金属部件。

ｆ）两组磁头应安装于同一侧钢轨上。

ｇ）在复线区段，磁头应安装于外侧钢轨上。

７１４　磁头安装须用绝缘材料与钢轨隔离。

７１５　磁头安装应牢固，磁头齿与底座齿必须对准密合，各部螺栓、

螺母上的扭矩应符合规定要求；底座无裂纹，外壳无损伤。

７１６　计轴设备的数据传输通道应采用不加感通信电缆、铝护套计轴综

合电缆中的通信四芯组线对或者光缆，通道质量应符合有关技术标准。

７１７　计轴设备主机的电缆连接线屏蔽层不得与室外引入电缆屏蔽层

接地相连，也不得与机械室内分散接地的信号地线相连。

７１８　计轴设备应有可靠电源供电，输入电源断电３０ｍｉｎ以内，应保

证计轴设备正常工作。

７１９　计轴设备发生任何故障，作为检查轨道区段空闲与占用状态的

轨道继电器应可靠落下，并持续显示占用状态；故障排除后，未经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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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不得自动复位。

７１１０　计轴设备的电源、传输通道、磁头等部位应有雷电防护设施。

７２　犣犘３０犆犃型计轴设备

７２１　ＺＰ３０ＣＡ 型计轴设备主要应用于站间闭塞，室外计轴器由

ＥＡＫ３０ＣＡ电子盒和ＳＫ３０轨道传感器组成。室内配套有轴数显示器、

检测盒、ＵＰＳ、开关电源等。系统构成框图见图７．２．１（ａ），系统配置

见图７．２．１（ｂ）。

图　７．２．１（ａ）

７２２　轴数显示器显示进入区间的列车轴数；计轴检测盒指示设备工

作状态，给出各种故障提示。

７２３　室外设备技术参数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数据接口

１）数据传输速率：３００ｂｉｔ／ｓ，二线或四线全双工。

２）数据传输标准：ＣＣＩＴＴＶ．２１，初始端发送的两个特征频率

为９８０Ｈｚ（“１”）和１１８０Ｈｚ（“０”），应答端发送的两个特征频

率为１６５０Ｈｚ（“１”）和１８５０Ｈｚ（“０”）。

３）系统发送电平：０ｄＢ、－３ｄＢ、－１０ｄＢ、－２０ｄＢ可调。

４）系统接收电平：０～－３０ｄＢ。

５）系统特性阻抗：６００Ω。

６）数据传输距离：０．９ｍｍ低频４芯组，每公里衰耗为０．５２ｄＢ，

检测盒的介入衰耗为０．２ｄＢ，传输距离最大可达５０ｋ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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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信道信噪比：杂音电平不大于２．４ｍＶ，折合电平在

６００Ω上为－５０ｄＢ，而接收电平最低为－３０ｄＢ，信噪比

为２０ｄＢ。

ｂ）电源接口

１）额定电压：ＡＣ２２０Ｖ （功耗９Ｗ）。

２）最低工作电压：ＡＣ１６０Ｖ。

３）最高工作电压：ＡＣ２６０Ｖ。

ｃ）电缆技术要求

轨道磁头与ＺＰ３０ＣＡ电子盒连接使用专用电缆，其他电缆采用综合

屏蔽铝护套计轴信号电缆 （适用于电气化牵引区段）或综合护套计轴信

号电缆 （适用于非电气化区段），电缆内低频通信组用于计轴设备间通

信，信号四线组用于计轴设备的电源、区间轨道继电器及复零防干扰电

路等。

室内配线ＵＰＳ电源输入线采用ＸＶ２×２．５ｍｍ２电缆，其他电源线

和继电器线采用１．５ｍｍ２多股铜芯塑料软线，通信线采用屏蔽双绞线或

ＲＶＳ２×４２×０．１５铜芯对绞塑料软线。

ｄ）磁头

１）适合的钢轨类型：４３ｋｇ／ｍ、５０ｋｇ／ｍ、６０ｋｇ／ｍ等类型。

２）适合的车轮剖面：直径大于３３０ｍｍ的车轮。

３）钢轨电流：适用于钢轨电流５０Ｈｚ、３０００Ａ以下的电气化

区段。

７２４　ＺＰ３０ＣＡ检测点设备安装见图７．２．４。

７２５　ＳＫ３０磁头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安装处应避开轨距杆和其他越轨金属器件。

ｂ）磁头安装点中心孔圆心至下列装置的最小允许距离：距钢轨接

头２ｍ；距轨道电路绝缘节２ｍ；与相邻磁头中心孔距离为２ｍ。

ｃ）每条线路上各检测点磁头应安装在同一侧钢轨上。

ｄ）钢轨钻孔两面应倒角４５°，扩孔１ｍｍ。

ｅ）安装点的轨腰遇有钢轨型号、编号等凸出字符时，应打磨平整，

使绝缘板与钢轨密贴合。

ｆ）金属部件均应与钢轨绝缘，避免牵引电流、轨道电路电流和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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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２．４

车信号电流对磁头产生影响。

ｇ）发送磁头顶部边缘不得碰到钢轨；磁头 （ＳＫ３０）不得松动。

ｈ）固定防护套管托架应与钢轨绝缘，安装牢固。

ｉ）ＳＫ３０磁头安装孔的尺寸应严格符合图７．２．５、表７．２．５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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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２．５

表７．２．５

轨型 ｋｇ／ｍ ４３ ５０ ６０ ７５

犺 ｍｍ １４０ １５２ １７６ １９２

犪 ｍｍ ５８ ６４ ７４ ８０

犫 ｍｍ １３ｍｍ±０．２ｍｍ

犮 ｍｍ １４８ｍｍ±０．２ｍｍ

７２６　ＥＡＫ３０ＣＡ电子盒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电子盒安装在轨道边的支座上，见图７．２．４。

ｂ）电子盒在站内其外沿距所属钢轨内侧不小于１３５０ｍｍ，在其他

地方不小于２１００ｍｍ，其下部底盘距地面高度应不小于２００ｍｍ。

ｃ）电子盒与磁头用专用电缆连接，并用防护套管进行保护，防护

套管在与电子盒的连接处要用紧固夹子与电子盒的接口固定，见

图７．２．４。

ｄ）磁头附带电缆除端头配线外，不得切短，不应绕成圈，电缆弯

曲时，半径不得小于７０ｍｍ。

７２７　ＥＡＫ３０ＣＡ电子盒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表７．２．７的要求。

表７．２．７
序号 项　　目 技术指标（允许范围）

１ 额定工作电压 Ｖ 　ＡＣ２２０

２ 工作电压范围 Ｖ 　ＡＣ１６０～２６０

３ 功耗 Ｗ 　９

４ 稳压电源输出电压 Ｖ 　ＤＣ２２～２５

５ 磁头发送频率 ｋＨｚ
　发送１：３０～３１．２５
　发送２：２７．４～２８．６

６ 磁头接收整流电压　ＤＣ ｍＶ

　无轮时：＋５５～＋３００
　有轮时：－５５～－３００
　有轮无轮接收电压绝对值应相近，极性相反，其
电压差值应小于两电压绝对值之和的２０％

７ 参考电压　ＤＣ ｍＶ
　＋５５～＋３００（磁头参考电压应与磁头无轮接收
电压相等，误差应在±２ｍＶ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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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序号 项　　目 技术指标（允许范围）

８ ＭＯＤＥＭ发送电平 ｄＢ 　０、－３、－１０、－２０可调

９ ＭＯＤＥＭ接收电平 ｄＢ 　－３０～０

１０ 工作温度范围 ℃ 　－４５～＋８５

１１ 湿度 　不大于９５％（＋２５℃时），磁头不受湿度和水
影响

１２

适应列车速度 ｋｍ／ｈ
　轮径大于３５０ｍｍ时

　轮径大于４７０ｍｍ时

　轮径大于８４０ｍｍ时

　０～１２０

　０～２５０

　０～３５０

７２８　接地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ＥＡＫ３０ＣＡ电子盒外壳必须接地，可单设地线，也可和贯通地

线、计轴专用防雷地线共用，接地电阻应小于４Ω，接地线采用２５ｍｍ２

多股铜芯塑料软线。

ｂ）ＥＡＫ３０ＣＡ电子盒的地线应与钢轨走向成直角，并不得与钢轨、

接触网杆塔连接，也不能与计轴传输电缆的屏蔽地线连接。

ｃ）室内设备地与防雷地分设。设备地可与联锁设备共用，设备地

接地电阻与联锁设备相同；防雷地接地电阻应小于４Ω，接地线采用

４ｍｍ２多股铜芯塑料软线。

７３　犃狕犛（犕）３５０型计轴设备

７３１　计轴设备在下列列车速度范围内应可靠计轴：

ａ）当车轮直径大于３００ｍｍ时，适应列车速度为０～２２０ｋｍ／ｈ；

ｂ）当车轮直径大于３５０ｍｍ时，适应列车速度为０～２５０ｋｍ／ｈ；

ｃ）当车轮直径大于８３０ｍｍ时，适应列车速度为０～３６０ｋｍ／ｈ；

ｄ）当车轮直径大于８６５ｍｍ时，适应列车速度为０～４００ｋｍ／ｈ。

７３２　车轮传感器的安装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在所防护区段的每个检测点设置一对车轮传感器。

ｂ）列车速度低于１２０ｋｍ／ｈ时，距钢轨接头不小于１ｍ；列车速度

高于１２０ｋｍ／ｈ时，距钢轨接头不小于２ｍ。

ｃ）相邻车轮传感器间的距离不小于１．２ｍ。

ｄ）车轮传感器安装于两轨枕间钢轨的轨腰处。发送器装于钢轨的

外侧，接收器装于钢轨的内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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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车轮传感器周围０．５ｍ范围内除钢轨外不能有其他金属异物。

ｆ）钢轨的钻孔尺寸见图７．３．２，单位：ｍｍ。

图　７．３．２

其中：４３ｋｇ／ｍ钢轨犡＝６５ｍｍ±１ｍｍ；５０ｋｇ／ｍ钢轨犡＝６８．５ｍｍ±

１ｍｍ；６０ｋｇ／ｍ钢轨犡＝９２．５ｍｍ±１ｍｍ；７５ｋｇ／ｍ钢轨犡＝１０３ｍｍ±

１ｍｍ。

ｇ）车轮传感器的接收器、发送器用两个Ｍ１２螺栓与两个屏蔽板一

起固定在轨腰上，见图７．３．３。

图　７．３．３

７３３　车轮电子检测器的安装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车轮电子检测器安装时其外沿距所属线路侧钢轨内侧为不小于

１４００ｍｍ，见图７．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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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车轮传感器和车轮电子检测器之间应用专用连接电缆连接，中

间不得有接头。

ｃ）车轮电子检测器底面距基础平台面高度不小于２００ｍｍ。

ｄ）轨道箱外壳应接地。

注：车轮电子检测器可垂直安装，此时不需要基础和固定支柱。

７３４　室内计轴主机和室外车轮电子检测器之间的传输通道应采用计

轴专用电缆，每个计轴点使用对称２芯。

７３５　室内设备与计轴主机的连接线应使用２芯对绞屏蔽线。

７３６　室外车轴检测器主要电气参数应符合表７．３．６的要求。

表７．３．６

序号 项　　目 技术指标（允许范围）

１ 工作频率 ４２．８～４３．２ｋＨｚ

２
供给计轴点的电压
（外部供电）

ＤＣ３０～７２Ｖ
ＡＣ２１～５０Ｖ

３ 工作电压 ＤＣ２１．３～２２．４Ｖ

４ 信号频率犳１ ３．５５～３．６５ｋＨｚ（无车轮通过）

５ 信号频率犳２ ６．４２～６．６２ｋＨｚ（无车轮通过）

６ 标准电压１ ＤＣ５．３～６Ｖ

７ 标准电压２ ＤＣ５．２～５．９Ｖ

８ 接收电压１ ６０～１５０ｍＶ

９ 接收电压２ ６０～１５０ｍＶ

１０
ＷＤＥ输出电压
（外部供电）

ＡＣ０．４８～１．８Ｖ
ＡＣ０．７～２．７Ｖ

７３７　室内计轴主机主要电气参数应符合表７．３．７的要求。

表７．３．７

序号 项　　目 技术指标（允许范围）

１ 供电电压 ＤＣ２４～６０Ｖ，不间断

＋２０％～－１０％

２ 计轴点

通道１
犳１ ３．５５～３．６５ｋＨｚ

犝１ ＤＣ２．９～３．１Ｖ

通道２
犳２ ６．４２～６．６２ｋＨｚ

犝２ ＤＣ２．９～３．１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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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８　传输设备主要电气特性应符合表７．３．８的要求。

表７．３．８

序号 项　　目 技 术 指 标

１ 传输方向 双向

２ 传输模式 全双工，异步

３ 传输速率 ９６００ｂｉｔ／ｓ或１２００ｂｉｔ／ｓ

４ 发送电平 ０～－３１ｄＢ，可调

５ 接收电平（灵敏度） －４３ｄＢ

６ 传输可靠性 汉明距离＝９，６４ｂｉｔ安全码

７ 调制解调器与运算单元的连接 接口按ＣＣＩＴＴＶ．２４／Ｖ．２８和ＤＩＮ６６０２０

８ 调制解调器之间的连接 电缆／光缆

９ 电码

数据位 ８ｂｉｔ

停止位 １ｂｉｔ

奇偶位 ０ｂｉｔ

７３９　计轴设备用于站间闭塞区间空闲检查时，通道应采用点对点连

接的方式。通道主要电气特性应符合表７．３．９的要求。

表７．３．９

电缆，２芯
（扭绞或
星绞通
信线对），
不加感

项　　目 技 术 指 标 备　　注

环阻（２０℃） ≤５７Ω／ｋｍ ０．９ｍｍ

工作线对不平衡电阻 ≤１Ω －

绝缘电阻 ≥５０００ＭΩ·ｋｍ －

绝缘强度
芯线与外护套间 １８００Ｖ ２ｍｉｎ

芯线间 １０００Ｖ ２ｍｉｎ

近端串音衰减 ≥７４ｄＢ ８００Ｈｚ

远端串音防卫度 ≥５２ｄＢ

杂音计电压 ≤１．５ｍＶ（峰—峰值） ８００Ｈｚ

光缆，２芯
（单模）

工作波长 １３００ｎｍ －

７３１０　计轴系统采用分散接地时接地电阻不大于４Ω；采用共用综合接地

体时，接地电阻值不应大于１Ω。计轴设备的分散接地见图７．３．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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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３．１０

７４　犑犣１犎、犑犣·犌犇１、犇犓·犑犣型微机计轴设备

７４１　ＪＺ１Ｈ型微机计轴设备主要用于自动站间闭塞、自动闭塞、

轨道区段检查；ＪＺ·ＧＤ１型微机计轴设备主要用于站内轨道区段

检查；ＤＫ·ＪＺ型微机计轴设备主要用道口检查。

７４２　微机计轴设备在下列情况下应可靠计轴：

ａ）当车轮最小直径为８３０ｍｍ，列车速度为０～３５０ｋｍ／ｈ时，应

可靠工作。

ｂ）当车轮最小直径为４７０ｍｍ，列车速度为０～２００ｋｍ／ｈ时，应

可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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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当车轮最小直径为３５０ｍｍ，列车速度为０～１００ｋｍ／ｈ时，应可

靠工作。

ｄ）对通过钢轨的牵引电流和其谐波等干扰，均不应导致检测器

误动。

７４３　计轴主机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应对车轴检测器传送的轴脉冲进行准确计数。

ｂ）应能鉴别车列走行方向。

ｃ）应能输出区段的空闲条件。

ｄ）在车轴计入和计出相等后，才能给出空闲信息，其应变时间不

应大于２ｓ。

ｅ）一旦车轴到达车轴检测器所监视的区段，在其未出清该区段之

前，均应表示为占用，其应变时间不应大于１ｓ。

ｆ）当有其他条件判定计轴点无车经过时，设备应具有±１轴的干扰

判断功能。

ｇ）计轴设备计轴容量不低于４０９６轴 （循环计轴）。

ｈ）应具有自检功能及故障提示功能。

７４４　计轴电源

ａ）计轴电源输入一般采用电源屏稳压交流２２０Ｖ，并采用专用

ＵＰＳ电源供电。

ｂ）交流停电后，应能保证设备正常工作时间不低于３０ｍｉｎ。

７４５　室内计轴主机和室外车轮电子检测器之间的传输通道应采用计

轴专用综合电缆、光缆、通信对称电缆。每个计轴点使用对称４芯。室

内设备与计轴主机的连接线应使用２芯对绞屏蔽线。计轴专用电缆和２

芯对绞屏蔽线的屏蔽层都要求单端接专用屏蔽地。

７４６　ＣＣ３２Ｋ型磁头应符合下列技术要求：

ａ）工作频率：交流２０～４０ｋＨｚ之间的各种频率，工作点频率允许

变动不大于２％。

ｂ）磁头接收灵敏度：当发送电压大于或等于２０Ｖ时 （交流有效

值），接收磁头负载为２０ｋΩ时，磁头接收灵敏度应大于或等于

５０ｍＶ。

ｃ）适用于４３ｋｇ／ｍ、５０ｋｇ／ｍ、６０ｋｇ／ｍ等标准轨，安装方式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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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轨纵向安装。

７４７　ＪＣＨ电子检测盒和轨道传感器 （ＣＣ３２Ｋ磁头）的安装应满足下

列要求：

ａ）ＪＣＨ电子检测盒和轨道传感器 （ＣＣ３２Ｋ磁头）的安装见图

７．４．７（ａ）。

图　７．４．７（ａ）

１—接收磁头；２—钢轨；３—发送磁头；４—防护管；５—ＪＣＨ电子检测盒；

６—支架底座；７—轨枕

ｂ）ＪＣＨ电子盒安装在轨道边的支座上，电子监测盒在站内其外沿

距所属钢轨内侧不小于１３５０ｍｍ，在其他地方不小于２１００ｍｍ。电子检

测盒底面距基础平台面高度不小于２００ｍｍ。

ｃ）电子检测盒和磁头之间应用磁头附带专用电缆连接，并用防护

管进行防护，固定在电缆固定架上，电缆中间不得有接头。

ｄ）磁头须安装在两个枕木之间，并且发送磁头应在钢轨的外侧，

接收磁头应在钢轨内侧，金属部分必须与钢轨绝缘。

ｅ）ＣＣ３２Ｋ磁头安装孔的尺寸严格应符合图７．４．７（ｂ）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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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４．７（ｂ）

其中：犺＝钢轨高度；

犫＝１３ｍｍ±１．０ｍｍ；

犮＝１４８ｍｍ±１．０ｍｍ。

对应不同钢轨类型时，犪的尺寸如下 （犪的允许误差为±１ｍｍ）：

　　４３ｋｇ／ｍ：犪＝５９ｍｍ；

　　５０ｋｇ／ｍ：犪＝６４ｍｍ；

　　６０ｋｇ／ｍ：犪＝７０ｍｍ。

７４８　计轴设备室外电子检测盒主要电气特性应符合表７．４．８的要求。

表７．４．８

ＴＤ测试头位置号及
接线端子号

项　　目 正 常 值

接线端子６、８ ＪＣＨ的电源电压 　ＡＣ９０～１２１Ｖ

ＴＤＧＭ１

接收电压１无模拟轮
　ＤＣ＋５５～ ＋４００ｍＶ，绿 ＬＥＤ 亮，红

ＬＥＤ灭

接收电压１有模拟轮
　ＤＣ－５５～ －４００ｍＶ，绿 ＬＥＤ 灭，红

ＬＥＤ亮

ＴＤＧＭ２

接收电压２无模拟轮
　ＤＣ＋５５～ ＋４００ｍＶ，绿 ＬＥＤ 亮，红

ＬＥＤ灭

接收电压２有模拟轮
　ＤＣ－５５～ －４００ｍＶ，绿 ＬＥＤ 灭，红

ＬＥＤ亮

接线端子１、３ 通道传输电压 　≥ＡＣ７００ｍＶ

接线端子１９、２０ 发送电压１ 　ＡＣ２０～５０Ｖ

接线端子２１、２２ 发送电压２ 　ＡＣ２０～５０Ｖ

接线端子１９、２０ 发送１频率 　３０～３１．２５ｋＨｚ

接线端子２１、２２ 发送２频率 　２７．４～２８．６ｋＨ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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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９　计轴设备室内主机电气指标应符合表７．４．９的要求。

表７．４．９

项　目 标准值 测试端子 备　注

２４Ｖ电源电压 ＤＣ２４Ｖ±０．５Ｖ ２４Ｖ直流电源输出端子

远供电源电压 ＡＣ９０～１２１Ｖ 远供电源输出端子

ＪＣＨ返回信号 ≥ＡＣ７００ｍＶ 主机柜Ｄ０Ａ３、Ａ４和Ｂ３、Ｂ４ （区间双套机柜）

静态模值Ｍ１ ≥ＤＣ３Ｖ ＣＪＢ面板测孔Ｍ１与ＧＮＤ

静态模值Ｍ２ ≥ＤＣ３Ｖ ＣＪＢ面板测孔Ｍ２与ＧＮＤ

门槛值Ｊ１ ＤＣ１．５～３Ｖ ＣＪＢ面板测孔Ｊ１与ＧＮＤ

门槛值Ｊ２ ＤＣ１．５～３Ｖ ＣＪＢ面板测孔Ｊ２与ＧＮＤ

７４１０　ＤＫ·ＪＺ型计轴设备用于道口轨道区段检测时，当列车计入４

个轴后，给出占用信息；当列车通过检测点后，延时４０ｓ±１ｓ后解除占

用。

７４１１　接地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室外电子盒ＪＣＨ外壳必须做专用地线接地，也可和贯通地线、

计轴专用防雷地线共用。

ｂ）ＪＣＨ的地线必须采用截面积大于２５ｍｍ２的铜线或截面积大于

５０ｍｍ２的铁线。

ｃ）ＪＣＨ的地线应与钢轨走向成直角，并不得与钢轨、接触网杆塔

连接，也不能与计轴传输电缆的屏蔽地线连接。

ｄ）室内主机应采用专用防雷地线，可与计算机联锁的防雷地线共

用。屏蔽地线和防雷地线分设。

７５　犑犠犑犆２型微机计轴设备

７５１　ＪＷＪＣ２型微机计轴设备适用于自动闭塞区段、自动站间闭塞区

段及站内轨道区段的占用检测。室内设备由计轴主机由运算器、计轴电

源及防雷组匣组成，室外设备由车轮传感器 （主传感器和辅助传感器）、

轨道箱组成。室外设备布置见图７．５．１。

７５２　设备安装

ａ）轴数显示器与计轴主机之间的布线长度不得大于１００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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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５．１

ｂ）车轮传感器适用钢轨类型为４３ｋｇ／ｍ、５０ｋｇ／ｍ、６０ｋｇ／ｍ。车轮

传感器在两根枕木之间居中安装，主传感器与辅助传感器的水平中心位

置相对偏差不得大于５０ｍｍ。主传感器、辅助传感器安装示意图见

图７．５．２（ａ）、图７．５．２（ｂ）。

图　７．５．２（ａ）

图　７．５．２（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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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用于进站的主传感器，应安装在进站信号机内方２～３ｍ处、下行

方向左侧钢轨上；辅助传感器应设在与主传感器同一枕木空右侧钢轨上。

ｄ）用于闭塞分区和站内轨道区段的主传感器，应安装在绝缘节±２ｍ

位置内。

ｅ）车轮传感器发送磁头安装在钢轨的外侧，接收磁头安装在钢轨

内侧。

ｆ）安装车轮传感器时，应清除钢轨上的铁锈及其他杂物，车轮传感

器上固定连接的电缆不得切断，电缆护套弯曲时半径不得小于７０ｍｍ。石

砟回填后应保证车轮传感器底座下面有５０ｍｍ以上的空隙。

ｇ）轨道箱基础采用ＢＥ４００／２５型扼流变压器基础；轨道箱与钢轨

外侧距离不小于１．４ｍ；轨道箱底座面应与钢轨面高度一致。

ｈ）轨道箱外壳应可靠接地。

７５３　设备配线

ａ）室内设备配线除尾纤或同轴电缆外，其他应采用阻燃型铜线。

配线规格见表７．５．３。

表７．５．３

序号 配 线 名 称 建议的配线规格 备　　注

１
　电源屏至防雷组匣间的电
源线 １．０ｍｍ２电力电缆

２

３

　防雷组匣至计轴电缆通信
接续线

　运算器（ＡＣＥ）至维护机间
通信线

０．３ｍｍ２２芯对绞屏蔽线
（２×１６／０．１５ｍｍ）

４
　运算器（ＡＣＥ）至站间通道
连接线

２×ＦＣ接口单模尾纤
　站间采用独立光纤
通道

专用线束３
　站间采用２Ｍ通道主
机机柜附带

５

６

　不间断电源（ＵＰＳ）至防雷
组匣电源线

　运算器（ＡＣＥ）至防雷组匣
电源线

专用线束１ 　主机机柜附带

７ 　不间断电源（ＵＰＳ）至维护机 专用线束２ 　主机机柜附带

８
　防雷组匣至运算器（ＡＣＥ）
通信线

绞合屏蔽线
（ＲＶＳＰ２×１６／０．１５ｍｍ）

　主机机柜附带

９
　防雷组匣至计轴电缆电源
接续线

０．７５ｍｍ２绞合塑料软线
（２×４２／０．１５ｍｍ）

１０
　运算器（ＡＣＥ）至结合电路
间的条件采集及继电器驱
动线

０．５ｍｍ２塑料软线
（１×２８／０．１５ｍｍ）

·５７１·



续上表

序号 配 线 名 称 建议的配线规格 备　　注

１１
　运算器（ＡＣＥ）至轴数显示
器通信线及电源线

０．３ｍｍ２６芯对绞屏蔽线

２×１６／０．１５ｍｍ（３对）

１２
　计轴主机的地线端子与接
地体之间的地线

４．０ｍｍ２塑料软线
（１×７７／０．２６ｍｍ）

１３
　防雷组匣及运算器（ＡＣＥ）
柜内接地线（包含设备地线
和防雷地线）

４．０ｍｍ２阻燃塑料线

ＲＶ１０５５６／０．３ｍｍ
　主机机柜附带

ｂ）室外设备配线

１）计轴电缆及车轮传感器电缆均直连到车轮电子检测器 （ＡＤＥ）

的配线端子上，计轴传感器附带的电缆长度不许改变。

２）计轴通信通道和电源 （ＡＣ２２０Ｖ）通道，分别使用计轴电

缆一对芯线，通信线必须单独使用一个四线组的对绞线对，

电源线应使用另一个四线组的对绞线对。

７５４　地线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设备地线引入主机机柜内的汇流排上，防雷地线引入到防雷组

匣对应端子上，接地电阻值不应大于１Ω。

ｂ）在电气化区段，接地应采用贯通地线方式，接地电阻不大于１Ω。

非电气化区段可采用分散接地方式，接地电阻值不大于４Ω；特殊时可采

用贯通地线方式，接地电阻值也不大于１Ω。

７５５　站间通道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站间通道可以采用专用光缆和２Ｍ通道两种类型。

ｂ）专用光缆通信距离一般为２０ｋｍ，最大距离为１００ｋｍ，计轴主

机中的接口设备为光猫 （工业级）。

ｃ）采用专用光纤通道时，必须满足下列要求：

１）光纤模式：单模光纤；

２）接口类型：采用ＦＣ接口；

３）数量及连接：需要２芯ＦＣ接口单模尾纤引至主机机柜内，

与运算器光通信接口连接。具体连接见图７．５．５。

ｄ）当站间通道采用２Ｍ数字通道时，计轴主机中的接口设备为协

议转换器，并满足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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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５．５

１）应符合ＩＴＵＴＧ．７０３标准的Ｅ１通道。

２）通信机械室至信号机械室应采用ＢＮＣ接头、７５Ω非平衡同

轴电缆。

３）通信机械室至信号机械室电缆长度超过５０ｍ，应采用光纤

通道和光接口设备连接。

７５６　计轴设备供电

ａ）计轴设备使用信号电源屏提供的ＡＣ２２０Ｖ，功耗为１０００ＶＡ稳

压电源；

ｂ）计轴设备可在工作电源为ＡＣ２２０Ｖ （＋１０％～－１５％）、５０Ｈｚ

条件下正常工作。

７５７　设备主要技术指标

ａ）室内设备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表７．５．７（ａ）的要求。

表７．５．７（ａ）

序号 项　　目 标 准 值 测 试 点

１ 系统输入电源 ＡＣ１８７～２４２Ｖ
防雷组匣

Ｊ１１、Ｊ１３

２ 计轴运算器工作电源

＋５Ｖ

＋１２Ｖ

－１２Ｖ

Ｃ５Ｖ

５．０Ｖ±０．２Ｖ

１２．０Ｖ±０．５Ｖ

－１２．０Ｖ±０．５Ｖ

５．０Ｖ±０．２Ｖ

测试卡（ＴＳＵ）
面板测试孔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第１路安全信息传输继电器驱动电压

第２路安全信息传输继电器驱动电压

区间轨道继电器（ＱＧＪ）驱动电压

第３路安全信息传输继电器驱动电压

第４路安全信息传输继电器驱动电压

第５路安全信息传输继电器驱动电压

ＤＣ ２４．０ Ｖ ±
２．０Ｖ

测试卡
（ＴＳＵ）
面板测
试孔

ＪＤＱ１

ＪＤＱ２

ＪＤＱ３

ＪＤＱ４

ＪＤＱ５

ＪＤ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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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室外设备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表７．５．７（ｂ）的要求。

表７．５．７（ｂ）

序号 项　　目 标 准 值 测 试 点

１ 　车轮电子检测器输入电源 ＡＣ１８７～２４２Ｖ ２２０ＶＬ、２２０ＶＮ

２
　车轮电子检测器

工作电源

Ｃ５Ｖ

＋５Ｖ

＋１２Ｖ

４８Ｖ

ＤＣ５．０Ｖ±０．２Ｖ

ＤＣ５．０Ｖ±０．２Ｖ

ＤＣ１２．０Ｖ±０．５Ｖ

ＤＣ４８．０Ｖ±２．０Ｖ

测试卡（ＴＳＵ）面板测试孔

３
　车轮传感器发送

磁头电压

Ｔ１

Ｔ２

Ｔ３

≥６５．０Ｖ

ＦＳ１Ａ、ＦＳ１Ｂ

ＦＳ２Ａ、ＦＳ２Ｂ

ＦＳ３Ａ、ＦＳ３Ｂ

４
　车轮传感器发送

磁头频率

Ｔ１ ２７．５～２８．５ｋＨｚ ＦＳ１Ａ、ＦＳ１Ｂ

Ｔ２ ２３．５～２４．５ｋＨｚ ＦＳ２Ａ、ＦＳ２Ｂ

Ｔ３ １９．５～２０．５ｋＨｚ ＦＳ３Ａ、ＦＳ３Ｂ

５
　车轮传感器接收

磁头电压

Ｒ１ ≥４５．０ｍＶ ＪＳ１Ａ、ＪＳ１Ｂ

Ｒ２ ≥４０．０ｍＶ ＪＳ２Ａ、ＪＳ２Ｂ

Ｒ３ ≥３５．０ｍＶ ＪＳ３Ａ、ＪＳ３Ｂ

６
　车轮传感器接收

磁头频率

Ｒ１ ２７．５～２８．５ｋＨｚ ＪＳ１Ａ、ＪＳ１Ｂ

Ｒ２ ２３．５～２４．５ｋＨｚ ＪＳ２Ａ、ＪＳ２Ｂ

Ｒ３ １９．５～２０．５ｋＨｚ ＪＳ３Ａ、ＪＳ３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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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驼峰专用设备

８１　通　　则

８１１　自动集中系统的分路道岔，因故不能转换到底时，应保证在车

辆未占用道岔区段时，电空转辙机经１．０～１．２ｓ，电动转辙机经１．２～

１．４ｓ后，道岔能自动返回原来位置。

８１２　分路道岔轨道电路保护区段长度，应保证已启动的道岔能在车组

压上尖轨前转换到底。各分路道岔保护区段长度应符合表８．１．２的要求。

表８．１．２

驼
峰
类
型

道
岔
类
型

道岔类型
转辙机
类型

有蓄电池浮充供电时 无蓄电池浮充供电时

岔前短轨
长度

ｍ

保护区段
长度

ｍ

岔前短轨
长度

ｍ

保护区段
长度

ｍ

自
动

半
自
动

机
械
化
驼
峰

第一
分路
道岔

６号对称
ＺＫ ５．０００ ６．３０８ ６．２５０ ７．５５８

ＺＤ（快速） ６．２５０ ７．５５８ ７．０００ ８．３０８

６．５号对称
ＺＫ ５．０００ ６．０２２ ６．２５０ ７．２７２

ＺＤ（快速） ６．２５０ ７．２７２ ７．０００ ８．０２２

其余
分路
道岔

６号对称
ＺＫ ６．２５０ ７．５５８ ７．２００ ８．５０８

ＺＤ（快速） ７．０００ ８．３０８ ８．０００ ９．３０８

６．５号对称
ＺＫ ６．２５０ ７．２７２ ７．５００ ８．５２２

ＺＤ（快速） ７．０００ ８．０２２ ８．０００ ９．０２２

非
机
械
化
驼
峰

第一
分路
道岔

６号对称 ＺＤ（快速） ５．０００ ６．３０８ ６．２５０ ７．５５８

６．５号对称 ＺＤ（快速） ５．５００ ６．５２２ ６．２５０ ７．２７２

其余
分路
道岔

６号对称 ＺＤ（快速） ６．２５０ ７．５５８ ７．０００ ８．３０８

６．５号对称 ＺＤ（快速） ６．２５０ ７．２７２ ７．０００ ８．０２２

简
易
驼
峰

第一
分路
道岔

６号对称 ＺＤ（快速） ５．０００ ６．３０８ ６．２５０ ７．５５８

６．５号对称 ＺＤ（快速） ５．５００ ６．５２２ ６．２５０ ７．２７２

９号单开 ＺＤ（快速） ５．０００ ７．６５８ ６．２５０ ８．９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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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驼
峰
类
型

道
岔
类
型

道岔类型
转辙机
类型

有蓄电池浮充供电时 无蓄电池浮充供电时

岔前短轨
长度

ｍ

保护区段
长度

ｍ

岔前短轨
长度

ｍ

保护区段
长度

ｍ

简
易
驼
峰

其余
分路
道岔

６号对称 ＺＤ （快速） ６．２５０ ７．５５８ ７．０００ ８．３０８

６．５号对称 ＺＤ （快速） ６．２５０ ７．２７２ ７．０００ ８．０２２

９号单开 ＺＤ （快速） ６．２５０ ８．９０８ ６．２５０ ８．９０８

８１３　驼峰分路道岔区段及减速器区段轨道电路，当在轨道电路入口

处分路时，轨道继电器应可靠落下，其落下时间不应大于０．２ｓ。

８１４　溜放车组的钩距不小于２０ｍ，车组过岔的最大速度：在自动化、

半自动化、机械化驼峰为６．４ｍ／ｓ，非机械化驼峰为５．５ｍ／ｓ，各种设备

应可靠工作。

８１５　车辆限界检查器安装位置正确，各部螺栓紧固，轴在轴架上转

动灵活，检查板应在同一轴线上，并与轨道垂直，接点接触可靠，当检

查板倾斜１０°～１５°时，接点断开应大于２ｍｍ。

８１６　驼峰信号机由开放转为关闭时，或装设了车辆限界检查器的驼

峰调车场有超限车辆通过时，峰顶报警设备应向峰顶调车人员发出

警报。

８１７　测长轨道电路区段，在道床漏泄电阻大于１Ω·ｋｍ的条件下，

应能保证轨道电路正常工作；减速器区段两基本轨间的绝缘电阻，在最

不利的条件下不应小于３０Ω。

８１８　驼峰机车信号及机车遥控系统应与地面信号联锁，正确表示推

峰进路前方信号机显示或控制命令；当两台以上机车同时作业时，不得

错误接收信息，产生误动。

８１９　驼峰调车场信号设备所使用的电源设备，除应符合电源设备的

有关规定外，自动化及半自动化驼峰用于控制的计算机系统应经电源隔

离，并由不间断电源 （ＵＰＳ）供电；动作道岔及继电器的直流电源要分

别设置 （包括蓄电池或一次电池）。

８１１０　液压和风压设备的耐压试验标准应符合表８．１．１０ （ａ）、表

８．１．１０（ｂ）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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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１．１０（ａ）

设备名称 耐 压 试 验
持续时间

ｍｉｎ
要　求

电空阀机体 １．５倍额定压力 １ 无开裂、永久变形和其他损坏

气缸 １．５倍额定压力 １ 无开裂、永久变形和其他损坏

风压调整器弹簧管 １．５倍额定压力 １ 无开裂、永久变形和其他损坏

油缸 １．５倍额定压力 ２ 无外渗漏和零件损坏

电液阀 １．５倍额定压力 ２ 无外渗漏和零件损坏

表８．１．１０（ｂ）

设 备 名 称 水 压 试 验
持续时间

ｍｉｎ
要　求

蓄压器 １．５倍额定压力 １ 无渗漏现象

空、液压管路 １．５倍额定压力 １ 无渗漏现象

油水分离器 １．２５倍额定压力 １０～３０ 无渗漏现象

储风缸 １．２５倍额定压力 １０～３０ 无渗漏现象

８１１１　滤油器、滤尘器应作用良好，能防止铁锈及其他杂质进入蓄压

器、风缸内。

８１１２　风压表、油压表、氮气表应指示正确，各表的最大量程以工作

压力指示在其满量程的２／３左右为宜。

８１１３　减速器基础施工应符合设计规定，并满足下列要求：

ａ）减速器下部混凝土基础施工，应按设计标高预留３０～５０ｍｍ的

沉降量。

ｂ）两台减速器串联安装时，上部基础间的伸缩缝不应小于２０ｍｍ，

缝中填充浸油物。

ｃ）重力式减速器，轨枕板下部的工字钢或钢筋网，在浇注混凝土

前应将枕板与钢轨紧固；轨枕板上的挡台侧面应安装在面对车辆进入方

向一侧，承轨槽、支架座的顶面标高允许偏差为±２ｍｍ，轨枕板横向

偏差不得大于３ｍｍ、纵向偏差 （狀＋１）犔不得大于５ｍｍ （其中狀为节

数，犔为节距）；螺旋道钉锚固后，其位置允许偏差为±１．５ｍｍ。

ｄ）减速器基础不得有变形、破损等现象。使用中的减速器基础下

沉量一般不应大于１０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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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１４　编组场道岔应采用额定电压为直流１８０～２００Ｖ （或三相交流

３８０Ｖ）的快速电动、电液、电空转辙机牵引；亦可采用额定电压为直

流２０Ｖ的快速电空转辙机牵引。

８１１５　编组场使用的快速转辙机可不设表示杆检查表示。设表示杆

时，在道岔牵引点处有７ｍｍ及其以上间隙时，不得接通道岔表示。

８２　快速转辙机

８２１　ＺＫ３型、ＺＫ３Ａ型、ＺＫ４型电空转辙机

ａ）电空转辙机必须满足下列要求：

１）ＺＫ３型和ＺＫ３Ａ型主要特性应符合表８．２．１ （ａ）的要求；

ＺＫ４型主要特性应符合表８．２．１（ｂ）的要求。

表８．２．１（ａ）

类型

活塞杆

行程

ｍｍ

额定

风压

ＭＰａ

锁闭

风压

ＭＰａ

解锁

风压

ＭＰａ

电磁阀电压ＤＣ　Ｖ

额定 工作 吸起 释放

转换

时间

ｓ

额定

负载

Ｎ

ＺＫ３

ＺＫ３Ａ

１７０±２

２００±２

１７０±２

２００±２

０．５５

０．５５

≥０．２５

≥０．２５

≤０．４０

≤０．４２

≤０．４０

≤０．４２

２０ １８～２８ ≤１６ ≥３．５ ≤０．６

１９６０

２４５０

１９６０

２４５０

工作风压　ＭＰａ ０．４５～０．６０

表８．２．１（ｂ）

型　号
活塞
杆动程

ｍｍ

适用
道岔
类型

额定
转换力

Ｎ

额定
风压

ＭＰａ

工作
风压

ＭＰａ

换向阀控制电压　ＤＣ
Ｖ

额定
电压

工作
电压

吸起
电压

释放
电压

动作
时间

ｓ

电磁锁
闭阀吸
起电压

ＤＣ
Ｖ

ＺＫ４１７０

ＺＫ４２００

１７０±２

２００±２

单开及
对称道
岔

三开
道岔

２４５０ ０．５５
０．４５

～
０．６

２４ ２０～２８≤１６ ≥１．５ ≤０．６ ≤１３

　压力开关两触点通断指标：两触点接通的风压不应大于０．３２ＭＰａ；两触点断开的风压不应
小于０．２３ＭＰａ。

　　２）道岔表示与道岔实际位置一致。

　　３）部件安装牢固、方正，管路平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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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各部件动作灵活、协调，无机械卡阻。

　　５）各部件及连接处气密性良好，无漏气；整机加压至０．５５ＭＰａ，

突然断风，从０．５５ＭＰａ降至０．２０ＭＰａ的时间不应小于８ｍｉｎ。

　　６）遮断器断、接动作良好，不能自复。

ｂ）气源处理元件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气源处理元件应作用良好，无漏气、返油现象。

２）减压阀调压平稳、可靠，调压范围为０．０５～１ＭＰａ。

３）油雾器油杯中油量不应少于油杯容积的１／３，电空转辙机每

动作一次，油雾器滴油不应小于一滴。

ｃ）ＺＫ３型、ＺＫ３Ａ型气动锁闭阀、小锁闭阀及ＺＫ４型电磁锁闭阀

的解锁和锁闭应可靠、灵活，无卡阻和撞击现象。

ｄ）换向电磁阀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在常温条件下，ＺＫ３型、ＺＫ３Ａ型换向电磁阀的线圈电阻

为８５Ω±５Ω，ＺＫ４型换向电磁阀的线圈电阻为６８Ω±４Ω，

ＺＫ４型电磁锁闭阀的线圈电阻为１０２Ω±６Ω。

２）ＺＫ３型、ＺＫ３Ａ型换向电磁阀动铁芯行程为１．８ｍｍ±０．３ｍｍ。

３）换向电磁阀在正常位置及通电时不得漏气。

４）按动操作按钮，无卡阻及漏气现象。

ｅ）表示系统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动接点转接顺利、一致，接触面及压力均匀，接点压力不小

于５Ｎ；

２）动接点与静接点座不得相碰，动接点在静接点片中的接触深

度不小于４ｍｍ；

３）动接点和静接点沿插入方向中心偏差不大于０．５ｍｍ。

８２２　ＺＤ７Ａ、ＺＤ７Ｃ型电动转辙机

ａ）ＺＤ７Ａ、ＺＤ７Ｃ型电动转辙机应满足第３章３．１节和３．２节中

相关条款的要求。

ｂ）电动转辙机的主要技术特性应符合表８．２．２（ａ）的要求。

ｃ）检查柱落下检查块缺口内两侧间隙为３ｍｍ±１ｍｍ （见第３章图

３．２．６）。

ｄ）直流电动机的电气参数应符合表８．２．２（ｂ）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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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２．２（ａ）

型　号
额定转
换力

Ｎ

额定电压

Ｖ

动作电流

Ａ

转换时间

ｓ

动作杆
动程

ｍｍ

表示杆
动程

ｍｍ

摩擦电流

Ａ
备注

ＺＤ７Ａ
１６５／１５０

１４７０
（１５０）

ＤＣ１８０ ≤６ ≤０．８ １６５＋２ ８６～１６７７．８～８．７ 不可挤

ＺＤ７Ｃ
１６５／２５０

２４５０
（２５０）

ＤＣ１８０ ≤１１ ≤０．８ １６５＋２ ８６～１６７１３．５～１６ 不可挤

ｅ）机内应采用１８的专用圆形连接销，抗剪切力应大于９ｔ。

表８．２．２（ｂ）

型　号
额定
电压

Ｖ

额定
转矩

Ｎ·ｍ

工作
电流

Ａ

转　速

ｒ／ｍｉｎ

短时工作
输出功率

Ｗ

刷间
总电阻

Ω

单定子
电阻

Ω

ＺＤ７Ａ ＤＣ１８０ ２．４０３（０．２４５） ≤５．６ ≥３０００ ７５０ ２．５ ０．４１

ＺＤ７Ｃ ＤＣ１８０ ４．２（０．４２８） ≤１０．６ ≥３２５０ １４２０ １．４６ ０．２２

８３　车辆减速器

８３１　共同要求

ａ）减速器安装牢固、方正，部件无变形、无裂纹；各部螺栓完好

并处于紧固状态，制动轨 （或夹板）固定螺栓应采取防松措施；各转动

部分转动灵活，不得有卡滞不转现象；减速器经常保持外观整洁。

ｂ）走行基本轨轨高应满足：４３ｋｇ／ｍ轨为１４０　０－６ｍｍ，５０ｋｇ／ｍ轨为

１５２　０－６ｍｍ，６０ｋｇ／ｍ轨为１７６　０－６ｍｍ。

ｃ）浮轨重力式减速器在制动位置时，基本轨底部距钢轨承座承轨

面应保持２～６ｍｍ的间隙。

ｄ）应采用机械加工成型的制动轨和制动夹板 （不允许热加工）。

ｅ）各种管路接头及阀门密封作用良好，不得漏气，不得漏油成滴。

ｆ）气缸、油缸连接使用的高压胶管不得有漏气、漏油、变形及其

他异状，外表面不得有严重龟裂老化，不得与其他零件相碰。

ｇ）电空换向阀、电液换向阀、快速排气阀应动作灵活，无卡阻、

漏泄；空气过滤器作用良好，油水应及时排除，滤芯应及时清理，保持

清洁；油雾器油量充足，作用良好。

ｈ）减速器制动、缓解表示接点动作良好，接触可靠，接点位置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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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动、缓解位置相一致。

ｉ）减速器控制阀箱内阀体安装牢固，清洁无杂物。

ｊ）减速器阀箱、阀门、管路油饰均匀，保持完好。

ｋ）减速器的动作时间 （不包括继电器动作时间）应符合表８．３．１

的要求。

表８．３．１

减速器类型
动作时间　ｓ

全制动时间狋ＱＺ 全缓解时间狋ＱＨ 缓解时间狋Ｈ

重力式 ≤０．９ ≤０．８ ≤０．４

非重力式 ≤１．２ ≤１．３ ≤０．９

ｌ）减速器制动时，允许车辆最大入口速度，目的制动减速器不应大

于６．５ｍ／ｓ（２３．４ｋｍ／ｈ），间隔制动减速器不应大于７ｍ／ｓ（２５．２ｋｍ／ｈ）。

ｍ）减速器制动时制动轨 （制动夹板）入口 （喇叭口）外端的尺寸应

大于１９５ｍｍ；缓解时制动轨 （制动夹板）间的开口尺寸应大于１６０ｍｍ。

ｎ）减速器工作气缸的额定压力为０．８ＭＰａ；工作压力范围为０．６～

０．８ＭＰａ；在空载状态下，最低启动压力应小于０．１ＭＰａ。

ｏ）电动减速器电动机额定工作电压为三相交流３８０Ｖ，工作电压范

围为ＡＣ３０４～４１８Ｖ。

ｐ）减速器工作油缸的额定工作压力为８．０ＭＰａ；在空载状态下，

最低启动压力应小于０．５ＭＰａ。

ｑ）气动减速器的电空换向阀和电动减速器控制继电器分交流和直

流：交流额定电压为２２０Ｖ，工作电压波动范围为－１５％～＋１０％；直

流额定电压为２４Ｖ，工作电压范围为２０～３０Ｖ。

８３２　Ｔ·ＪＫ１系列 （含Ｔ·ＪＫ１Ｃ、Ｔ·ＪＫ１Ｃ５０、Ｔ·ＪＫ１Ｄ、Ｔ·

ＪＫ１Ｄ５０型）、Ｔ·ＪＫ４系列 （含Ｔ·ＪＫ４、Ｔ·ＪＫ４５０型）、Ｔ·ＪＣＤ系

列 （含Ｔ·ＪＣＤ５０、Ｔ·ＪＣＤ１５０型）车辆减速器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减速器制动、缓解尺寸应符合表８．３．２的要求。

ｂ）制动轨磨耗后的极限高度不低于：５０ｋｇ／ｍ制动轨为１４４ｍｍ，

６０ｋｇ／ｍ制动轨为１６０ｍｍ。曲拐滚轮的最大磨耗量不超过２ｍｍ；轴套

的最大磨耗量不超过２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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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３．２

运用
状态

测量位置

尺寸　ｍｍ

Ｔ·ＪＫ１Ｃ（５０）
Ｔ·ＪＫ１Ｄ（５０）

Ｔ·ＪＣＤ５０
Ｔ·ＪＫ４（５０）

Ｔ·ＪＣＤ１５０

制
动
位

入口第一钳中心处 １２９＋５　０ １２９＋５　０ １２９＋５　０

其他钳中心处 １２６＋６　０ １２６＋６－４ １２６＋６－４

　制动轨上侧面
至 基 本 轨 顶 面
距离

外侧 ７２＋６－４ ７０～８９ ６６～９５

内侧 ７８＋６－４ ７０～８９ ６８～９５

两内侧制动轨轨顶间最小距离 １３５１＋３－６ １３５１＋３－６ １３５１＋３－６

缓
解
位

　制动轨上侧面
至 基 本 轨 顶 面
距离

外侧 ≤７２ ≤９３ ≤９８

内侧 ≤７６ ≤９３ ≤９８

　注：每个型号都包含两种规格，例Ｔ·ＪＫ４（５０）是Ｔ·ＪＫ４和Ｔ·ＪＫ４５０的合成。

８３３　Ｔ·ＪＫ２系列 ［Ｔ·ＪＫ２型、Ｔ·ＪＫ２Ａ （５０）型、Ｔ·ＪＫ２

Ｂ（５０）型］、Ｔ·ＪＹ２系列 ［Ｔ·ＪＹ２型、Ｔ·ＪＹ２Ａ （５０）型、Ｔ·ＪＹ２Ｂ

（５０）型］、Ｔ·ＪＫ３系列 ［Ｔ·ＪＫ３（５０）型、Ｔ·ＪＫ３Ａ （５０）型、Ｔ·

ＪＫ３Ｂ（５０）型］、Ｔ·ＪＹ３系列 ［Ｔ·ＪＹ３（５０）型、Ｔ·ＪＹ３Ａ （５０）型、

Ｔ·ＪＹ３Ｂ（５０）型］和Ｔ·ＪＤ２Ｂ（５０）型减速器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减速器制动、缓解尺寸应满足表８．３．３的要求。

表８．３．３

运
用
状
态

测量位置

尺　　寸　ｍｍ

Ｔ·ＪＫ２
Ｔ·ＪＹ２

Ｔ·ＪＫ２Ａ（５０）

Ｔ·ＪＹ２Ａ（５０）

Ｔ·ＪＫ２Ｂ（５０）

Ｔ·ＪＹ２Ｂ（５０）

Ｔ·ＪＤ２Ｂ（５０）

Ｔ·ＪＫ３（５０）

Ｔ·ＪＹ３（５０）
Ｔ·ＪＫ３Ａ（５０）

Ｔ·ＪＹ３Ａ（５０）
Ｔ·ＪＫ３Ｂ（５０）

Ｔ·ＪＹ３Ｂ（５０）

制
动
位

　入口第一钳中心处 １２９＋５　０ １２９＋５　０ １２９＋５　０ １２９＋５　０ １２９＋５　０

　其他钳中心处 １２６±４ １２６±４ １２６±４ １２６±４ １２６±４

　制动轨上侧
面至基本轨顶
面距离

外侧 ７２＋６－４ ６７～８５ ７２＋６－４ ６８＋６－４ ７０～８５

内侧 ８０＋６－４ ６７～８５ ７２＋６－４ ７２＋６－４ ７０～８５

　两内侧制动轨轨顶
间最小距离 １３５１＋３－６ １３５１＋３－６ １３５１＋３－６ １３５１＋３－６ １３５１＋３－６

　内侧制动轨顶面至
基本轨侧面最大距离 ４１＋４　０ ４１＋４　０ ４１＋４　０ ４１＋４　０ ４１＋４　０

缓
解
位

　制动轨上侧
面至基本轨顶
面的距离

外侧 ≤７３ ≤８２ ≤７５ ≤７８ ≤８２

内侧 ≤７８ ≤８５ ≤８０ ≤８２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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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６０ｋｇ／ｍ制动轨磨耗后的极限高度不低于１６０ｍｍ，７５ｋｇ／ｍ制

动轨为１７６ｍｍ。曲拐滚轮的最大磨耗量不得超过２ｍｍ；轴套的最大磨

耗量不得超过２ｍｍ。

ｃ）护轮轨内侧距钢轨内侧的距离为４６～５２ｍｍ，护轮轨应高于钢

轨顶面２０～２５ｍｍ。

８３４　ＴＪＤＹ分级制动减速器

ａ）ＴＪＤＹ分级制动减速器由执行系统、分级控制中心、电气系统

三部分组成，见图８．３．４（ａ）。

图　８．３．４（ａ）

１）执行系统由制动轨、制动轨座、表示开关、油缸、油管、托

梁、防爬卡等组成，见图８．３．４（ｂ）。

图　８．３．４（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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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分级控制中心由集成模块、蓄能装置、油泵电机组件、压力

测试和控制元件、连接管路等组成，见图８．３．４（ｃ）。

图　８．３．４（ｃ）

３）电气系统由电气控制箱、压力控制元件、表示元件、电气绝

缘、电气接线端子、连接电线路等组成。

ｂ）ＴＪＤＹ分级制动减速器共有一级、二级、三级制动位和缓解位

四种工作位。减速器平时定位在一级制动位，通过控制电磁换向阀的

不同通电状态，实现各种工作位的转换。电磁换向阀通电状态组合如

表８．３．４（ａ）所示，主要设备技术指标应符合表８．３．４ （ｂ）的要求，

制动能高符合表８．３．４（ｃ）的要求。

表８．３．４（ａ）

序号 工作状态
电磁换向阀

１ＣＴ ２ＣＴ ３ＣＴ

１ 三级制动位 无电 有电 有电

２ 二级制动位 无电 有电 无电

３ 一级制动位 无电 无电 无电

４ 缓解位 有电 无电 无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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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３．４（ｂ）

序号 内　　　容 参　　数

１ 适用基本轨型 ５０ｋｇ／ｍ

２ 节　　数 ６节

３ 单位制动能高

一级 ０．０３ｍ／ｍ

二级 ０．０７ｍ／ｍ

三级 ０．１０ｍ／ｍ

４ 单台制动能高 ６节 ０．８４ｍ

５ 有效制动长 ６节 ８．４ｍ

６ 两制动轨摩擦面距离
制动位 １３７０ｍｍ±３ｍｍ

缓解位 ≤１３３３ｍｍ

７ 缓解时间 ０．２５ｓ

８ 全制动时间 ≤１．０ｓ

９ 全缓解时间 ≤１．２ｓ

１０ 供电电源 ＡＣ３８０Ｖ

１１ 控制电源 ＤＣ２２０Ｖ

１２ 单台电机功率 １．１ｋＷ

１３ 适应环境温度 －４０℃～７０℃

表８．３．４（ｃ）

节数 有效制动长 制动等级 单位能高 单台能高

６ ８．４ｍ

一级制动 ０．０３ｍ／ｍ ０．２５ｍ

二级制动 ０．０７ｍ／ｍ ０．５９ｍ

三级制动 ０．１０ｍ／ｍ ０．８４ｍ

ｃ）动力及控制供电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系统电源和动力供电均应由两路独立的电源供电。动力电源

为三相四线ＡＣ３８０Ｖ电源，当供电电源发生断电、错序、

断相时，两路电源应自动切换。

２）电动机启动时，电压的波动不应大于额定电压的１０％。

３）每个线束设一个专用电力方向盒向所属股道供电。

４）主电力电缆采用３×１０＋１×６铜芯铠装电力电缆，每股道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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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器第一个电气控制箱以及每股道减速器电气控制箱之间的

电力电缆，采用３×６＋１×４铜芯铠装电力电缆。

５）信号楼控制柜的控制直流电源，工作电压为ＤＣ２２０Ｖ±

２２Ｖ，每台可同时通电控制２个电磁换向阀。

ｄ）直流电磁换向阀线圈温度＋１５０℃，动作频率１５０００次／ｈ。电

气特性符合表８．３．４（ｄ）的要求。

表８．３．４（ｄ）

型　　号 数　量 功率 工作电压 接通时间 断开时间

３ＷＥ６

４ＷＥＨ１６

２

１

３０Ｗ

３０Ｗ
ＤＣ２２０Ｖ±２２Ｖ

５０ｍｓ ５０ｍｓ

８０ｍｓ ８０ｍｓ

ｅ）ＴＪＤＹ减速器制动与缓解状态，由集中控制柜提供ＤＣ２４Ｖ电源

及表示灯，利用行程开关 （或接近开关）对每股道二台减速器分别进行

表示。

ｆ）安装减速器的线路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减速器选用６＋６配置时，采用２５ｍ长钢轨。

２）减速器的安装区段线路坡度一般为２‰为宜，最大不超过

３‰，安装区段坡度应均匀。

３）减速器的安装区段线路轨距应符合１４３５ｍｍ±３ｍｍ，同一横

断面两基本轨水平误差不得超过３ｍｍ。

４）减速器的安装区段线路钢轨垂直磨耗小于或等于５ｍｍ。

５）线路应为混凝土轨枕结构。同时减速器安装区段的轨道电路

两端邻轨 （１２．５ｍ），也应采用混凝土轨枕。

６）减速器安装区段，混凝土轨枕中心间距两挡之和应为１．３ｍ，

以保证各组托梁伸缩臂１．３ｍ的相等距离。

７）道砟必须捣固密实，扣件拧紧，重车通过时，线路下沉量应

小于或等于５ｍｍ。

８４　动力设备

８４１　动力站动力设备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动力设备安装牢固，外部清洁，油润良好，无渗漏，操纵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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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机组传动平稳，不过热，无异状。

ｃ）各种压力表显示正确，动作可靠，并定期校验。

ｄ）各类阀动作良好，无泄漏现象。

８４２　动力站控制设备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动力站保证不间断向全场供给动力，动力电源能自动倒换和人

工切换。

ｂ）根据系统管网压力的变化能自动、手动控制启机和停机。

ｃ）主机、辅机和备用机 （泵）应能自动或人工倒换，任一机组

（油泵）能随时转入手动控制状态。

ｄ）压力、状态表示及报警装置均应处于良好状态，安全保护电路

工作可靠。

８４３　空气压缩机 （以下简称空压机）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空压机运行时应无异常声响。

ｂ）活塞上的活塞环与气缸不旷动、不漏气，吸气阀和排气阀关闭

时不应漏气。

ｃ）冷却器作用正常，不漏气、不漏油、不漏水，经水套排出的冷

却水温度不得超过４０℃。

ｄ）安全阀的最高自动排气气压应为额定工作气压加０．０４ＭＰａ。

ｅ）输出端的逆止阀作用良好。

ｆ）空压机油箱内的润滑油存量适当，油脂温度不超过６５℃，工作

时油压在０．１～０．２ＭＰａ范围内。

ｇ）空压机输出的压缩空气的温度应符合出厂标准，但一般不超过

１７０℃。

ｈ）最低启动压力为０．６５ＭＰａ。

８４４　空压机用水应采用足够流量的循环冷却水，无冷却水不得启

机。冷却塔安装牢固，作用良好；冷水池水质清洁，池盖完整、严

密，溢水孔不堵塞。冷却水循环系统工作非正常时，采用自来水直接

冷却。

８４５　液压油泵电机组轴承及泵壳的温升不应大于６０℃；油泵应保证

提供油路所需流量和压力的液压油。

８４６　高压空压机应符合表８．４．６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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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４．６

型　号
排气量

ｍ３／ｍｉｎ

最大排气压力

ＭＰａ

润滑油耗量

ｇ／ｈ

冷却水耗量

ｍ３／ｈ

Ｌ０．２７／１５０ ０．２７ １５ ５０ ０．６

Ｌ０．４２／１５０ ０．４２ １５ ７０ ０．９

８５　气压、液压输送装置

８５１　共同要求

ａ）供气、输油管路密封良好，不漏气、不漏油、不漏水，管道内

介质清洁无污物、异物。

ｂ）安装在管沟内的管路应用麻丝沥青包扎。安装在地面上的管底

距地面不应小于１００ｍｍ。管路横越铁路应有防护设施。

ｃ）各类管接头、阀门不松动，无外伤；密封圈作用良好，无漏气、

漏油现象。

ｄ）各种管路油饰均匀，不得锈蚀。

ｅ）管路支架及管卡作用良好，管卡、固定铁板或角钢不得直接和

管路接触，并固定牢固。

ｆ）管沟无坍塌，沟内无过多尘土、杂物，沟盖板完整。

ｇ）储气罐、蓄压器按有关规定定期进行检修和探伤检查。

８５２　供气管路及管路内气压降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管路采用１０～１５号冷拔无缝钢管或低压流体输送焊接管 （镀锌

钢管）。

ｂ）当管路与储气罐遮断时，工作气压在１０ｍｉｎ内漏泄压降不超过

０．０２５ＭＰａ。

ｃ）当储气罐气压为０．７５ＭＰａ时，最远端车辆减速器管路内的气压

不应低于０．７ＭＰａ。

ｄ）采用集中调压方式的ＺＫ３、ＺＫ４型电空转辙机，其供气管路内

最远端的气压不小于０．５５ＭＰａ。

８５３　液压管道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压力油管应采用１０～１５号冷拔无缝钢管和钢丝编织胶管，钢丝

编织层不少于２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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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回油管、油泵吸油管应采用１０～１５号冷拔无缝钢管。

ｃ）控制油管应采用１０～１５号冷拔无缝钢管，必要时采用拉制紫

铜管。

８５４　储气罐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储气罐应安装在空压机室外的遮阳棚内；气压表显示正确；安

全阀作用良好，当罐内压力超过规定值时，安全阀应能自动排气。

ｂ）储气罐、油水分离器的排污阀作用良好，冬季应有防寒措施；

气管路向油水分离器的方向应有适当的向下坡度。

８５５　蓄压器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蓄压器的油位高度应与油压力相对应。

ｂ）液压系统工作压力范围：

Ｔ·ＪＹ２系列减速器 ［Ｔ·ＪＹ２型、Ｔ·ＪＹ２Ａ （５０）型和Ｔ·ＪＹ２

Ｂ （５０）型］犘主＝６．３～７．５ＭＰａ，犘辅＝５．８～７．５ＭＰａ，犘安＝５．３～８．０

ＭＰａ，犘溢＝犘安上限压力＋０．３ＭＰａ；

Ｔ·ＪＹ３系列减速器 ［Ｔ·ＪＹ３型、Ｔ·ＪＹ３Ａ （５０）型和Ｔ·ＪＹ３

Ｂ （５０）型］的工作压力可适当上调，上调量不大于０．５ＭＰａ。

ｃ）蓄压器及上部各液压、气管接头应密封良好，不得漏油和

漏气。

ｄ）更换油位指示连通管、油位指示浮子、油位指示器磁钢等部件

时应符合ＴＢ１５５２的要求。

８５６　液压用油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液压用油应保持清洁，不允许有沉淀，含水量不得超过０．０２５％。

ｂ）有适宜的黏度和良好的黏温性能，油箱油温不应大于６０℃。

ｃ）具有良好的润滑性能及较高的化学稳定性，不含有水溶性酸

和碱。

ｄ）各地区及冬、夏季用油标号规格应符合ＴＢ／Ｔ１５５２《车辆减速

器液压传动系统技术条件》的要求。

８５７　油箱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油箱的油位高度应为油箱高度的１／２～２／３。

ｂ）箱盖严密，防尘良好。向油箱加油时，应通过６０目以上的滤

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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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油箱油位指示器动作可靠，油位低于规定时应能自动报警。

８５８　ＴＪＤＹ减速器使用皮囊式蓄能器，氮气压力小于１．７ＭＰａ应补

气到２．０ＭＰａ，正常情况下使用３～４年补一次气；液压系统使用的液

压油每年更换一次，储油箱内存油量不足时应补油，在北方寒冷地区，

应使用１０号航空液压油，其他地区视气温情况可选择使用３２号液压油

或３２号低凝液压油。

８６　雷达测速装置

８６１　共同要求

ａ）雷达箱箱体前端至减速器入口 （或出口）处不应有箱盒等高于

轨面的设备、杂草或其他障碍物。

ｂ）雷达箱内无污物，防潮、通风良好；配线、插接件连接牢固，

地线符合要求，防雷器件作用可靠。

ｃ）雷达有效作用距离不少于５０ｍ。

ｄ）雷达测速范围３～３０ｋｍ／ｈ。

８６２　Ｔ·ＣＬ型及Ｔ·ＪＬ１８型驼峰测速雷达 （８ｍｍ波段）

ａ）雷达箱室外安装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安装于轨道两旁任一侧时，箱体后侧面距轨道线路中心不小

于１８００ｍｍ，窗口朝向减速器最远端线路中心处，并向本线

路适当倾斜。

２）箱体顶端距轨面不应超过３００ｍｍ±１０ｍｍ。

３）雷达天线箱一般应安装在减速器入口处，天线箱窗口距减

速器入口第一制动钳中心１２～１８ｍ；若受条件限制时，也

可安装在减速器出口处、天线箱窗口距减速器最末制动钳

中心约１２～１５ｍ处；当站场布置特殊或控制系统对雷达安

装有特殊要求时，雷达安装位置可参照设计文件。雷达天

线箱安装，在减速器入口位置示意图见图８．６．２ （ａ），在

减速器出口位置示意图见图８．６．２ （ｂ），高度示意图见图

８．６．２（ｃ）。

４）箱内的减震架调整范围为水平方向±１０°，垂直方向４°。

５）雷达天线箱与减速器之间不得设置跨越线路的人行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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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６．２（ａ）

图　８．６．２（ｂ）

图　８．６．２（ｃ）

ｂ）测速雷达技术性能及运用指标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雷达工作频率：犳０±０．１ＧＨｚ（犳０为３５．１ＧＨｚ和３７．５ＧＨｚ）。

雷达输出功率不小于３０ｍＷ。

多普勒整形信号输出：交流电压输出不小于８Ｖ （空载峰－峰

值），电流输出不小于１０ｍ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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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检信号频率：相当于被测运动目标速度为３０～３２ｋｍ／ｈ的多普

勒频率值±１Ｈｚ。

自检电压：＋６～＋２４Ｖ。

２）调整雷达最大辐射方向时，应将专用测试仪置于减速器出口轨道

中心处，仪器高度应与车辆车钩一致；调整雷达在箱内的位置，

当测试仪接收到最大雷达信号时，确认该雷达方向已调好，同时

将固定螺栓拧紧。

３）测量雷达灵敏度时，应将专用测试仪置于雷达箱前方１０ｍ处并

调整测试仪方位，使其对准雷达。

Ｔ·ＣＬ型雷达：用测试仪分别发送３ｋｍ／ｈ、６ｋｍ／ｈ、１２ｋｍ／ｈ、

２４ｋｍ／ｈ调试信号，在雷达输出端应接收到相应的１９５Ｈｚ、３９０Ｈｚ、

７８０Ｈｚ、１５６０Ｈｚ频率信号 （对应计算速度为３ｋｍ／ｈ、６ｋｍ／ｈ、

１２ｋｍ／ｈ、２４ｋｍ／ｈ）。

Ｔ·ＪＬ１型雷达：用测试仪分别发送３．７ｋｍ／ｈ、７．４ｋｍ／ｈ、

１４．８ｋｍ／ｈ、２９．６ｋｍ／ｈ调试信号，在雷达输出端应接收到相应

的２５６Ｈｚ、５１２Ｈｚ、１０２４Ｈｚ、２０４８Ｈｚ频率信号 （对应计算速

度为３．７ｋｍ／ｈ、７．４ｋｍ／ｈ、１４．８ｋｍ／ｈ、２９．６ｋｍ／ｈ）。

ｃ）雷达电源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输入电源电压允许范围：ＡＣ２２０Ｖ±２２Ｖ，５０Ｈｚ±２Ｈｚ。

２）输出电源：

振荡器电源电压：Ｔ·ＣＬ型为＋４．０～５．５Ｖ可调；

Ｔ·ＪＬ１型为５Ｖ±０．２Ｖ。

放大器电源电压：±６Ｖ，允许误差±０．５Ｖ。

３）输出电源纹波电压：≤０．５ｍＶ。

８６３　Ｔ·ＪＬ型驼峰测速雷达 （３ｃｍ波段）

ａ）雷达箱安装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雷达箱安装在线路中间，箱体基础前后枕木间距７００ｍｍ±

５０ｍｍ。

２）雷达箱顶部最高点应与轨面取齐，误差不超过±５ｍｍ。

ｂ）测速雷达技术性能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工作频率９３７５ＭＨｚ±３０ＭＨ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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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体效应振荡器输出功率为５０～１００ｍＷ。

３）雷达天线发射功率测量：综合测试仪距天线前方２ｍ处，放

在线路中心枕木上，表头指示应大于５０格。

４）雷达天线前方没有运动目标时，放大器整形输出应无稳定的

电压指示。

５）雷达天线前方有运动目标时，放大器整形输出不小于６Ｖ

（峰—峰值）。

６）自检频率为５０５Ｈｚ±５０Ｈｚ。

ｃ）雷达室外电源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振荡器电源＋１２Ｖ，调节范围１０～１４Ｖ。

２）放大器电源＋１２Ｖ，允许误差±０．５Ｖ。

３）输出电压稳定度 （输入２２０Ｖ±２２Ｖ）不应大于１％，温度稳

定度 （－４０℃～＋５０℃）不应大于±０．５Ｖ。

８７　驼峰测长装置

８７１　驼峰测长设备共同要求

ａ）测长设备的测量范围自调车线减速器出口轨道绝缘节起，到系

统目的调速区的终端。

ｂ）驼峰测长轨道电路应采用双接续线并保持良好状态。

ｃ）在车辆停稳后，显示的长度数字信息不应跳闪。

８７２　Ｔ·ＣＷ型电脑测长器

ａ）各股道连续测量的有效空闲长度范围为９５０ｍ。

ｂ）安装在测长轨道内钢轨上的其他设施均应与钢轨采取绝缘

措施。

ｃ）道床漏泄电阻大于５Ω·ｋｍ时，全场各点的长度误差均值不大

于±５ｍ，方差不大于１５ｍ，且统计样本数不得少于３００个，在走行中

的测速误差为±１．５ｋｍ／ｈ。

ｄ）道床漏泄电阻大于１Ω·ｋｍ时，６００ｍ以内的长度误差同ｃ）

项，６００ｍ以上和７５０ｍ以上最大误差分别为－２５ｍ和－５０ｍ。

ｅ）股道传感器一、二次间的绝缘电阻不低于０．１ＭΩ。

８７３　ＴＧＷＣ驼峰工频微机测长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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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一个测长轨道电路区段极限长度不大于１０００ｍ，道床漏泄电阻

大于１Ω·ｋｍ。

ｂ）测量长度在３５０ｍ以内，误差的平均值不应大于±１０ｍ，均方

差不应大于１０ｍ；测量长度大于３５０ｍ均方差不应大于２０ｍ。

ｃ）测长轨道电路交流稳压电源应符合表８．７．３的要求。

表８．７．３

输入电压 输入频率 输出电压 输出频率 输出波形失真度

ＡＣ２２０Ｖ±４４Ｖ ５０Ｈｚ±１．５Ｈｚ ＡＣ２２０Ｖ±２．２Ｖ
５０Ｈｚ（或 ２５
Ｈｚ、１７５Ｈｚ）

≤３％

ｄ）测长轨道电路送电端回路电流为３．５～４．５Ａ，受电端 （室内分

线盘处）最大采集电压小于或等于１．８Ｖ。

ｅ）电气化区段应采用频率为２５Ｈｚ或１７５Ｈｚ测长轨道电路。

ｆ）非电气化区段宜采用５０Ｈｚ测长轨道电路。

８７４　Ｔ·ＣＪ型音频测长器

ａ）一个测长区段长度不大于８５０ｍ，道床漏泄电阻不小于１Ω·ｋｍ、

轮对接触电阻小于０．０３Ω时，测试误差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测量长度在３５０ｍ以内均方差σ≤１０ｍ，９０％以上测量误差

小于２０ｍ，其余不大于３０ｍ。

２）测量长度在３５０～６５０ｍ范围内均方差σ≤１５ｍ。

３）测量长度在６５０～８５０ｍ范围内均方差σ≤２０ｍ。

ｂ）电压长度转换系数为１００ｍ／Ｖ、２００ｍ／Ｖ （分线控制系统）。

ｃ）音频振荡器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工作频率：１３３Ｈｚ±１Ｈｚ、１６３Ｈｚ±１Ｈｚ、１８３Ｈｚ±１Ｈｚ、

２３３Ｈｚ±１Ｈｚ。

２）输出电压幅度：０～５Ｖ （有效值）可调；负载电阻不应小于

１．２ｋΩ，波形失真度小于等于０．５％。

ｄ）功率放大器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在负载电阻５０Ω时，恒流输出为１００ｍＡ±２ｍＡ，最大不失

真恒流输出为１１０ｍＡ，波形失真度小于５％。

２）在１０Ω取样电阻两端测量的交流电压应为１Ｖ±０．０２Ｖ。

ｅ）接收放大器应满足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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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零电平校正电压范围：０～０．５Ｖ。

２）输出电压范围：０～３Ｖ （交流不失真），ＡＣ—ＤＣ线性转换

误差小于１％。

３）输入为零时，输出纹波电压小于１０ｍＶ。

４）放大量应有一定的调整范围，交流放大倍数变化应小于

±４％。

ｆ）电源应符合表８．７．４的要求。

表８．７．４

输出电
压标值

Ｖ

负载电流　Ａ

１６股道以下
（含１６股道）

３０股道以下
（含３０股道）

纹波电压

ｍＶ

稳定度 标值误差

Ｖ

＋１２ ≥３ ≥４ ≤２０ ≤１％ ±０．５

－１２ ≥３ ≥４ ≤２０ ≤１％ ±０．５

ｇ）音频测长轨道电路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测长轨道电路末端应设绝缘，并用双根连接线短路。

２）峰尾有电力牵引区段时，测长区段应避开供电区段末端３０ｍ，

同时供电区段应设置扼流变压器，以便供电回流。

３）在最恶劣的条件下，音频轨道电路道床漏泄电阻不小于

１Ω·ｋｍ。

４）当轨道电流为１００ｍＡ、６５０ｍ空线时，从接收电路输入测试

孔测得的交流电压应在１００ｍＶ±１５ｍＶ范围内。

ｈ）对防雷电路的要求：测长防雷电路宜采用变压器隔离及多级横

向保护电路，不采用纵向防护。

８８　驼峰测重装置

８８１　Ｔ·ＺＹ型测重机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测量范围：轮重负荷１～１３ｔ。

ｂ）测量精度：静态测量误差不大于±２．５ｔ，动态测量误差不大于

±５ｔ。

ｃ）测量时，车组经过传感器的允许速度不大于２３ｋｍ／ｈ。

ｄ）传感器允许最大负荷２０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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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传感器应密封良好，正常绝缘电阻不小于２５ＭΩ。

ｆ）传感器使用寿命：不低于１０００万次。

８８２　测重传感器安装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测重传感器应安装在驼峰加速坡的任意轨道区段的两根轨枕之

间的中间位置，距钢轨接头不小于２ｍ，钢轨长度不应小于４．５ｍ。两

轨枕间距：４３ｋｇ／ｍ钢轨为３６０～３８０ｍｍ；５０ｋｇ／ｍ钢轨为４００ｍｍ。传

感器安装孔中心距轨底距离：４３ｋｇ／ｍ钢轨为６８．５ｍｍ±１．０ｍｍ；

５０ｋｇ／ｍ钢轨为７１．０ｍｍ±１．０ｍｍ。安装孔为直径３２ｍｍ，带有１∶３０锥

度，外大内小的圆孔；安装孔应有较好的水平度、垂直度和符合要求的

表面粗糙度；传感器的定位槽与轨面应保持平行或垂直，角度偏差不得

大于１０°。

ｂ）传感器必须与钢轨腹板上的安装孔壁密贴；与钢轨固定的螺栓

要保持紧固，不得锈蚀。

ｃ）电缆插头接触良好，不得松动，引接线应有防护管保护。

ｄ）传感器前后各两根轨枕处道砟应捣固夯实。

８８３　测重电路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取消自动补偿功能时，直流零信号小于１００ｍＶ。

ｂ）调试 “过零”信号电压为＋０．２～＋１．２Ｖ。

ｃ）当输入 “零”信号时，传感器信号线圈输出电压不大于３００ｍＶ，

电源电压不小于２．５Ｖ；用人工方式分别踩压传感器两侧钢轨时，信号线

圈在这两侧的输出电压差值应在４～２０ｍＶ之间变化。

ｄ）调整重量电位器应满足：当空车通过传感器时，显示２０ｔ左右；

当重车通过传感器时，显示８０ｔ左右。

８９　驼峰专用车轮传感器

８９１　用５００Ｖ兆欧表测量传感器线圈与外壳间的绝缘电阻不应小于

２０ＭΩ。

８９２　传感器适应车速范围分为０～４０ｋｍ／ｈ和３～４０ｋｍ／ｈ两种。

８９３　传感器表面无铁屑、杂物；传感器插头、插座接触可靠，无锈

蚀；固定螺栓紧固；周围无杂草；引入线安装、防护良好。

８９４　传感器特性应符合表８．９．４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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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９．４

传感器

型　号
类型

电源

Ｖ

负载

Ω

车辆占用时的信号

电压

Ｖ

电流

ｍＡ

安装高度（传感

器顶面至轨面）

ｍｍ

ＣＹＬ 无源 １０００ 犞ｐｐ≥２ ４０±２

Ｔ·ＬＪＳ 有源 ８ １０００ ≤１．４５ ４４±２

ＡＣＣＵＴＥＣＴ 有源 １９～２８
犞ｐｐ＝１０Ｖ

（７０００Ｈｚ）
４４±２

８１０　光挡、车辆探测器及气象站

８１０１　光挡

ａ）有效作用距离不小于１０ｍ。

ｂ）发送器工作电源：ＡＣ２２０Ｖ±２２Ｖ。

接收器工作电源：ＡＣ２２０Ｖ±２２Ｖ和ＤＣ２４Ｖ±２Ｖ。

ｃ）光挡间不得有杂草和除车辆以外的其他障碍物。

ｄ）每对光挡间无车辆时，接收器内继电器应保持吸起，对应室内

接口处理板上的表示灯应点亮；有车辆时，接收器内继电器应落下，对

应室内接口处理板上的表示灯应熄灭。

ｅ）发送器、接收器镜头应保持清洁。

８１０２　车辆探测器

ａ）固定在轨枕上的环路应成８字形，８字形环路长度为９～３０ｍ。

ｂ）双峰相邻两个车辆探测器的控制盒必须调谐到不同的频率。

ｃ）进入道旁控制盒内的环线应为双绞线状。

ｄ）环线最大电阻不超过０．２Ω。

ｅ）环线与地绝缘良好，绝缘电阻不小于１００ｋΩ。

ｆ）控制盒电源为直流２４Ｖ±２Ｖ。

ｇ）无车通过环线区时，控制盒内继电器应保持吸起，对应室内接

口处理板该位灯应点亮；有车通过环线区时，控制盒内继电器应落下，

室内接口处理板该位灯应熄灭。

ｈ）断电后必须重新调谐，设备才能恢复工作。

８１０３　气象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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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室外气象包括风向、风速、温度和湿度，其传感器应安装在调

车场通风良好，无阻碍物，最能体现自然环境的位置。

ｂ）室内气象包括温度和湿度，其传感器应固定在机房某一位置。

８１１　驼峰溜放进路和溜放速度
控制设备的共同要求

８１１１　驼峰溜放进路和溜放速度控制设备有溜放进路自动集中控制设

备、溜放速度半自动控制设备和自动控制设备。

采用计算机作控制设备时，计算机系统应采用双机热备同步工作方

式。两套设备互为主、备，可以人工方式和自动方式相互切换。自动切

换时，不应影响设备的正常工作。当工作机故障时，自动切换至备机，

故障机修复并通电后，能自动与工作机实现同步。

以人工方式切换主、备机时，必须确认全场没有办理任何作业。

８１１２　驼峰溜放进路控制设备

ａ）驼峰溜放进路自动集中控制设备应符合ＴＢ／Ｔ１５５７《驼峰进路

控制技术条件》的要求，采用计算机控制时还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自动或人工输入、储存、显示及允许人工修改调车作业计

划，并提示当前作业钩序和目的股道。

２）人工启动、取消、暂停或恢复执行调车作业计划。

３）按作业计划，自动排列溜放进路，跟踪溜放车组，判别钓

鱼、追钩、途停、失速、道岔故障、错钩，预测侧撞，发出

报警并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

４）调速设备发生故障时，应人工或自动开通安全进路。

ｂ）进路控制计算机发生故障时，驼峰信号机应自动关闭，道岔不

得转换，且应发出报警。

ｃ）具有监测功能的进路控制设备应对溜放进路控制过程、作业计

划、人工操作干预内容、道岔手柄位置及设备状态进行自动监测、显

示、记录，并打印动态数据，监测数据保存时间为不少于２天。

８１１３　驼峰溜放速度控制设备

ａ）车组经过间隔制动位 （峰下和线束）减速器时，应调整其溜放

速度，确保车组间合理的间隔。在满足溜放间隔的前提下，应保证车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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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下一制动位时的车速符合设计要求。

车组经过目的制动位 （调车线）减速器时应调整其溜放速度，使车

组到达目的地与停留车连挂时的速度，或追及前方动车组与之连挂时的

相对速度不超过安全连挂速度 （５ｋｍ／ｈ）。若减速器出口与停留车之间

还有调速设备时，打靶控制应保证车组进入下一级调速设备时的速度符

合系统设计要求。溜放车组经过调速制动位减速器时，若出现无测重信

息 （有测重设备的站场）或无雷达测速信息，应能对车组进行粗略控

制，尽力防止失控。

ｂ）间隔制动位

１）半自动控制设备对减速器采用人工控制或半自动控制，在溜

放间隔能保证时，可定速出口；在溜放间隔不能保证时，可

人工变更定速或手控干预。自动控制设备对减速器实行自动

控制，车组出口速度控制精度为９０％以上的车组达到

±１．５ｋｍ／ｈ。

２）间隔制动位的定速 （或计算出口速度）值按车组的重量等级

确定，在正常情况下，一般划分为４个速度等级。

３）对自动控制设备，当发生间隔紧张情况时，应能根据紧张程

度对计算出口速度进行自动修正。

４）出现异常情况时，应自动或人工关闭驼峰信号机。

５）测重器显示溜放车组的重量，车组重量等级分为４级：１

级、２级、３级、４级，１级为空车，４级为重车。自动控制

设备应自动划分重量等级，在无测重信号时，应导向安全

控制。

ｃ）目的制动位

１）半自动控制设备对减速器采用半自动控制，但人工控制优

先，定速范围为５～１８ｋｍ／ｈ，定速等级不应小于１０个。

２）自动控制设备对减速器实行自动控制，车组出口速度控制精

度为９０％以上车组达到±１．０ｋｍ／ｈ。自动控制设备还应具

备半自动控制功能和人工定速功能。

ｄ）具有监测功能的控制设备，应对车组溜放过程自动监测、显示、

记录并打印有关数据、信息记录保存时间不少于２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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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自动控制设备应能判别和诊断故障；信号楼操作部位应有实际

车速、计算速度、空闲长、设备状态、系统控制方式等显示。

８１１４　驼峰溜放进路和溜放速度控制设备应有完善的设备状态表示。

故障时应有相应的报警并在值班员控制台的显示器上给出文字及语音

提示。

８１１５　具有电务维护设备的控制系统，能实时监测系统的运行状态，

记录操作人员的操作过程、信号设备状态信息和自诊断信息，信息记录

保存时间不少于７天。

８１１６　驼峰自动控制设备应能与有关信号系统结合，并能与有关信息

管理系统交换数据。

８１１７　驼峰控制计算机的电源应采用不间断供电电源 （ＵＰＳ）。ＵＰＳ

应有备用。ＵＰＳ通电３０ｓ后方可加负载。ＵＰＳ的放电时间不应少于

５ｍｉｎ，其容量应符合设计要求。ＵＰＳ电源应按设备要求定期进行充、

放电，保证ＵＰＳ电源性能良好。

８１１８　驼峰控制系统启动与关机应按下列要求进行：

ａ）系统启动时应先开启电源柜内各设备的ＵＰＳ电源，待ＵＰＳ电

源工作正常后再开启各设备的电源。

ｂ）在关闭各设备电源时，作业机、维修机应首先退出 Ｗｉｎｄｏｗｓ操

作系统，再关闭计算机电源。

ｃ）系统关机时应先关闭各设备电源，再关闭ＵＰＳ电源。

８１１９　驼峰控制计算机机房应有可靠的接地装置，接地电阻、地线埋

设应符合标准，有特殊要求时，应符合设计规定。

８１１１０　驼峰半自动控制设备对线路平面及纵断面应符合规定；驼峰

自动控制设备对线路平面及纵断面的要求应符合ＴＢ／Ｔ２１８２《半自动化

驼峰技术条件》有关规定；单辆或小组车脱钩点范围内推送线不宜有弯

道；调车线内线路坡度误差不超过±０．２５‰。

８１１１１　检查核准驼峰计算机控制系统时钟。

８１１１２　驼峰计算机控制系统机柜中各种板、件不得带电插拔。

８１１１３　驼峰计算机控制系统，除易耗件、易损件外，电子设备的平

均无故障周期ＭＴＢＦ不应小于５００００ｈ，机械设备 （指机柜内的非电子

设备）的平均无故障周期ＭＴＢＦ不应小于４００００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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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１１４　不得用绝缘测试仪表对驼峰计算机控制系统的板件进行绝缘

测试。

８１２　犜犠系列驼峰自动控制系统

８１２１　ＴＷ系列驼峰自动控制系统由控制级 （工作站）、管理级 （上

层管理机）、操作级 （下层控制机）三级体系构成，完成进路联锁、溜

放进路控制、溜放速度控制等功能，系统结构见图８．１２．１。

图　８．１２．１

８１２２　ＴＷ系列驼峰自动控制系统应满足以下主要技术指标：

ａ）调速控制技术指标

１）点连式目的调速控制距离小于或等于９００ｍ。

２）间隔制动位调速精度在±１．５ｋｍ／ｈ范围内的不少于９０％。

目的制动位调速精度在±１．０ｋｍ／ｈ范围内的不少于９０％。

３）系统雷达测速误差：±０．２ｋｍ／ｈ。

４）采用无源车轮传感器计轴器时，系统接口处理电路适应测量

钩车速度范围１．５～３０ｋｍ／ｈ。

５）减速器入口处车轮传感器的最大允许丢轴个数：１＋钩车总

轴数×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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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系统测重等级划分：１级１１～２８ｔ；２级２８～４０ｔ；３级４０～

５８ｔ；４级５８ｔ以上。

７）测长轨道电路空线故障报警限：＞６０ｍ。

８）测长轨道电路空线自动微调范围：±４０ｍ。

ｂ）系统管理级及控制级ＭＴＢＦ大于或等于１０６ｈ，操作级ＭＴＢＦ

大于或等于１０５ｈ。

ｃ）系统开关量驱动电压为ＤＣ２４Ｖ±１Ｖ，每个驱动对象的电流驱

动能力大于或等于１９ｍＡ。

ｄ）系统开关量采集电压为ＤＣ２４Ｖ±１Ｖ，每个采集对象的电流大

于或等于１５ｍＡ。

ｅ）交流净化电源输出电源电压为ＡＣ２２０Ｖ±２Ｖ。

ｆ）进路控制机箱内电路插板报故障或上层管理机发生断点时，主

机应自动切换至备机。

８１２３　系统电源技术标准应符合表８．１２．３的要求。

表８．１２．３

序
号

电源
名称

位　置 输入电压 输出电压 用 途

１ ５Ｖ 机柜电源插件

２ １５Ｖ 机柜电源插件

３ １２Ｖ 机柜开关电源

４ ２４Ｖ 机柜开关电源

ＡＣ２２０Ｖ±６．６Ｖ

ＤＣ５Ｖ±０．１Ｖ

ＤＣ１５Ｖ±０．３Ｖ

ＤＣ１２Ｖ±１Ｖ

ＤＣ２４Ｖ±１Ｖ

电路板
工作电源

采集、驱动

５ ＵＰＳ 系统电源 ＡＣ２２０＋３３－４４Ｖ ＡＣ２２０Ｖ±６．６Ｖ 不间断供电

８１２４　当检查、校对仿真终端窗雷达测速速度值和测长轨道电路测长

值不符合标准时，进行调整。

８１２５　当检查、校对重量等级和重量数值不符合标准时，进行调整。

８１３　犜犢犠犓型驼峰信号计算机一体化控制系统

８１３１　ＴＹＷＫ型系统结构为典型的ＤＣＳ集散式控制系统，由计算

机与道岔、轨道电路、信号机、车辆减速器、测重、场间联系等全

电子模块组成，直接完成对信号基础设备的控制。系统结构见

图８．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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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１３．１

８１３２　系统电源应符合表８．１３．２的要求。

表８．１３．２

序号 电源名称 电源电压波动范围 用　　途 注　　释

１ ＷＪＺ、ＷＪＦ ＡＣ２２０Ｖ±６．６Ｖ 微机工作电源 电源屏ＵＰＳ输出

２ ＭＪＺ、ＭＪＦ ＡＣ２２０Ｖ±６．６Ｖ 机柜电源 电源屏ＵＰＳ输出

３ ＤＺ、ＤＦ ＤＣ２１０～２４０Ｖ 电动转辙机工作电源 电源屏输出浮充

４ ＫＤＺ、ＫＤＦ ＤＣ２４～２８Ｖ 电空转辙机工作电源 电源屏ＵＰＳ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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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序号 电源名称 电源电压波动范围 用　　途 注　　释

５ ＤＺ２４、ＤＦ２４ ＤＣ２４Ｖ±２Ｖ 电空转辙机锁闭阀 电源屏ＵＰＳ输出

６ ＢＺ、ＢＦ ＤＣ２４Ｖ±２Ｖ 道岔表示电源 电源屏ＵＰＳ输出

７ ＦＪＺ、ＦＪＦ ＡＣ２２０Ｖ±２２Ｖ 风动减速器电磁阀控制电源 电源屏输出（浮充）

８ ＦＺ、ＦＦ ＤＣ２２０Ｖ±２２Ｖ 液压减速器电磁阀控制电源 电源屏输出（浮充）

９ ＪＢＺ、ＪＢＦ ＤＣ２４Ｖ±２Ｖ 减速器表示电源 电源屏ＵＰＳ输出

１０ ＸＪＺ、ＸＪＦ ＡＣ１８０～２２０Ｖ 信号点灯电源 电源屏输出

１１ ＧＪＺ、ＧＪＦ ＡＣ２２０Ｖ±２２Ｖ 轨道、雷达送电电源 电源屏输出

１２ ＬＺ、ＬＦ ＤＣ２４Ｖ±２Ｖ 场间联系电源 电源屏ＵＰＳ输出

１３ ＪＺ、ＪＦ ＡＣ２２０Ｖ±２２Ｖ 稳压备用电源 电源屏输出

１４ ＣＪＺ、ＣＪＦ ＡＣ２２０Ｖ±６．６Ｖ １７５Ｈｚ测长送电电源 电源屏输出（不稳压）

１５ ＵＰＳ ＡＣ２２０Ｖ±６．６Ｖ 不间断供电 电源屏输出

１６ ＫＺ、ＫＦ ＤＣ２４Ｖ±２Ｖ 控制模块及接口电源 机柜电源输出

８１３３　在主控工作站上有微机设备及控制模块的在线工作状态的显

示；维修工作站上有站场显示、数据记录、设备测试、故障时的报警和

提示、信息查阅及历史记录回放。

８１３４　驼峰电子轨道电路

ａ）在室内分线柜端子处测量，应符合以下要求：

１）调整状态电压：ＤＣ２．０４～４．８Ｖ。

２）分路状态电压：小于 （ＤＣ２．０４～４．８Ｖ）×７０％或低于

２．０４Ｖ。

３）调整状态预警电压：ＤＣ４．５～４．８Ｖ。

４）故障高压报警电压：大于４．８Ｖ。

５）泄漏预警电压：ＤＣ２．０４～２．２Ｖ。

６）故障断线报警电压：小于０．１Ｖ。

ｂ）采用０．５Ω标准分路电阻线短路时，轨道区段最大残压：分路

道岔轨道区段最大残压小于ＤＣ１．８Ｖ，其他轨道区段最大残压小于ＤＣ

１．０Ｖ。

ｃ）出清和占用响应时间：小于０．２ｓ。

ｄ）道床漏泄电阻：不小于１Ω·ｋｍ。

ｅ）电子轨道盒电气参数应满足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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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输入电压：ＡＣ１８０～２５０Ｖ，５０Ｈｚ。

２）输出直流恒流：峰下轨道区段为０．５Ａ，峰上轨道区段为

１．０Ａ。

８１３５　１７５Ｈｚ测长轨道电路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全线连续测长最大９００ｍ。

ｂ）道床漏泄电阻：≥１Ω·ｋｍ。

ｃ）测长误差：正常情况下，测长误差的标准偏差σ≤７ｍ，最大不

超过３０ｍ。

ｄ）发送频率：１７５Ｈｚ。

ｅ）轨面最大工作电流３．０Ａ。

ｆ）测长变压器技术指标：

１）输入电压：２２０Ｖ，输入频率：１７５Ｈｚ。

２）输出电压：２５～５５Ｖ分挡可调，每挡１Ｖ。

３）额定输出功率：２５０ＶＡ。

ｇ）测长电感技术指标：犔＝１７ｍＨ，为线性电感。

ｈ）ＧＤ５Ｖ／４５０ｍＡ交流测长电压—直流电流变送器技术指标：接

收测长区段的交流测长电压０～５Ｖ，转换为４～５０ｍＡ直流电流，精度

为０．５％。

ｉ）变频交流稳压电源技术指标：

１）输入电压：２２０Ｖ±４４Ｖ。

２）输入频率：５０Ｈｚ±１．５Ｈｚ。

３）稳压精度：２２０Ｖ±２．２Ｖ。

４）输出功率：４ｋＶＡ。

５）输出频率：１７５Ｈｚ±３．５Ｈｚ。

６）输出波形：正弦波。

７）具有输出过压、短路、过温保护，故障消除自动恢复。

８１４　犉犜犓３型驼峰自动控制

８１４１　ＦＴＫ３型驼峰自动控制系统

ａ）ＦＴＫ３型驼峰自动控制系统为双机热备系统，系统结构示意见

图８．１４．１（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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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１４．１（ａ）

ｂ）系统电源应符合表８．１４．１（ａ）的要求。

表８．１４．１（ａ）

序号 项　目 输入电源 输出电源

１ 系统输入电源ＵＰＳ ＡＣ２２０Ｖ±２２Ｖ ＡＣ２２０Ｖ±６．６Ｖ

２ 控制电源ＪＫＺ、ＪＫＦ ＵＰＳ输出 ＤＣ２４Ｖ±０．１２Ｖ

３ 机箱电源 ＵＰＳ输出 ＤＣ５Ｖ±０．０２５Ｖ；ＤＣ±１２Ｖ±０．０６Ｖ

４ 车轮传感器处理电源 ＵＰＳ输出 ＤＣ±１５Ｖ±０．１５Ｖ

ｃ）系统４种工作状态的表示见表８．１４．１（ｂ）。

表８．１４．１（ｂ）

序号 工作状态
双机控制表示灯

Ａ机 Ｂ机

１ 双机热备，Ａ机主控 主控灯亮，其余灯灭 备用灯亮，其余灯灭

２ 双机热备，Ｂ机主控 备用灯亮，其余灯灭 主控灯亮，其余灯灭

３ Ａ机单机 主控灯亮，其余灯灭 离线或故障灯亮

４ Ｂ机单机 离线或故障灯亮 主控灯亮，其余灯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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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系统主要技术指标同ＴＷ系列驼峰自动控制系统。

８１５　犜犅犣犓系列驼峰自动化控制系统

８１５１　ＴＢＺＫ系列驼峰自动化控制系统采用分散控制、集中管理的模

式，结构上分为操作维护层和控制应用层。操作维护层包括操作计算

机、维护计算机和数据库服务器，控制应用层由双机热备的进路、速度

控制计算机组成，层间采用双以太网通信，系统结构见图８．１５．１。

图　８．１５．１

８１５２　ＴＢＺＫ系列驼峰自动化控制系统应符合以下技术指标：

ａ）间隔制动位调速精度：在满足入口速度限制情况下，９０％以上

溜放车组控制误差不超过±１．５ｋｍ／ｈ。

ｂ）目的制动位调速精度：在满足入口速度限制情况下，９０％以上

溜放车组控制误差不超过±１．０ｋｍ／ｈ。

ｃ）测速精度：在３～３０ｋｍ／ｈ速度范围内，误差不超过±１％±

０．１ｋｍ／ｈ。

ｄ）测重：在整车１０～１０５ｔ范围内，车组通过传感器的速度不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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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ｋｍ／ｈ和道床 “夯实不吊板”的条件下，动态测量误差不应大于

±５ｔ。

ｅ）测长精度：在有效测长范围内，满足道床泄漏电阻大于

１Ω·ｋｍ，轮对接触电阻小于０．０６Ω的条件下，对股道上的任意一点长

度的测量值误差９０％以上应在±５０ｍ内。

８１５３　 系统电源技术标准应符合表８．１５．３的要求。

表８．１５．３

序号 项　目 输 入 输 出 用 途

１ ＵＰＳ ＡＣ２２０Ｖ±２２Ｖ ＡＣ２２０Ｖ±６．６Ｖ 不间断电源

２ 控制计算机主机电源 ＡＣ２２０Ｖ±２２Ｖ ＤＣ５Ｖ±０．２５Ｖ 计算机电源

３ 控制计算机接口电源 ＡＣ２２０Ｖ±２２Ｖ ＤＣ１２Ｖ±０．６Ｖ 采集电源

８１６　驼峰推峰机车遥控

８１６１　共同要求

ａ）驼峰推峰机车遥控不应影响机车司机的正常工作。

ｂ）处于遥控工作方式时，由值班员或编组站自动控制设备直接对

推峰机车的推峰方式及速度进行控制，司机对机车工作进行监督；在任

何方式下，司机均可优先操纵机车。

ｃ）机车起动时，若起动困难，应能自动停车，后退一定距离后再

重新起动。

ｄ）在推峰作业中，设备具有自动起动、鸣笛、自动调速、自动制

动及自动停车等功能。

８１６２　Ｔ·Ｙ型无线遥控

ａ）在值班员控制台上，应有机车工作回执表示信息 （机车工作股

道、作业峰别及实际推峰速度）。

ｂ）对机车推峰作业的全过程进行监测，检测信息和有关故障信息

均可存盘保存。地面设备为双机热备工作，具有故障报警功能；车上设

备具有预停超限报警功能。

ｃ）在机车推峰作业的全过程中，司机显示器将复示机车运行前方

的驼峰复示信号机及驼峰信号机的显示。司机显示器满足驼峰信号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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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八显示要求，同时显示值班员或驼峰自动控制设备发送的推峰控制命

令及作业计划。

系统与自动化联网时，具有推峰速度自动控制功能。

ｄ）控制命令与驼峰信号、机车推峰速度的对应关系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发送控制命令时，控制信号对照表见表８．１６．２（ａ）。

表８．１６．２（ａ）

作业
方式

驼峰信
号显示

遥控控
制命令

要求机车
走行速度

车上显示

预推 红

预推 ５～１１ｋｍ／ｈ 预推

预减 减速推送 预减距离大于或等于１８０ｍ（递减显示）

预停 预推停车 预停距离８０ｍ（递减显示）

主推

绿闪

绿灯

黄闪

白闪

红闪

红灯

白灯

１２ｋｍ／ｈ １１～１３ｋｍ／ｈ １２ｋｍ／ｈ

１０ｋｍ／ｈ ９～１１ｋｍ／ｈ １０ｋｍ／ｈ

７ｋｍ／ｈ ６～８ｋｍ／ｈ ７ｋｍ／ｈ

５ｋｍ／ｈ ４～６ｋｍ／ｈ ５ｋｍ／ｈ

３ｋｍ／ｈ ２～４ｋｍ／ｈ ３ｋｍ／ｈ

禁快 ≤５ｋｍ／ｈ 禁快

禁慢 ≤３ｋｍ／ｈ 禁慢

后退 ≤７ｋｍ／ｈ 后退

停车 停车 停车

下峰 手动 下峰

２）由控制计算机控制驼峰信号开放时，控制信号对照表见表

８．１６．２（ｂ）。

表８．１６．２（ｂ）

作业
方式

驼峰信
号显示

遥控控
制命令

要求机车
走行速度

车上显示

预推 红

预推 １０ｋｍ／ｈ 预推

预减 减速推送 预减距离：≥１８０ｍ（递减显示）

预停 预推停车 预停距离：８０ｍ（递减显示）

主推

绿闪

绿灯

黄闪

白闪

红闪

红灯

白灯

９～１５ｋｍ／ｈ ９～１５ｋｍ／ｈ ９～１５ｋｍ／ｈ

６～８ｋｍ／ｈ ６～８ｋｍ／ｈ ６～８ｋｍ／ｈ

３～５ｋｍ／ｈ ３～５ｋｍ／ｈ ３～５ｋｍ／ｈ

禁快 ≤５ｋｍ／ｈ 禁快

禁慢 ≤３ｋｍ／ｈ 禁慢

后退 ≤７ｋｍ／ｈ 后退

停车 停车 停车

下峰 手动 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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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控制命令变化时，系统应变时间应为２～４ｓ，超过６ｓ转为停车

命令。

ｆ）推峰速度调整精度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推峰速度误差为±０．５ｋｍ／ｈ的占解体钩数的８０％；

２）推峰速度误差为±１．０ｋｍ／ｈ的占解体钩数的９０％；

３）其余推峰速度误差为±２．０ｋｍ／ｈ；

４）预推停车距离误差为±１５ｍ。

ｇ）在遥控调速制动及停车制动过程中，应能实现四个等级的压力

自保制动，制动等级能实现逐级制动及逐级缓解。ＤＦ５、ＤＦ７型机车制

动压力应调整在：

一级制动　７０ｋＰａ±１０ｋＰａ；

二级制动　１４０ｋＰａ±１０ｋＰａ；

三级制动　２００ｋＰａ±１０ｋＰａ；

四级制动　２８０ｋＰａ±１０ｋＰａ。

ｈ）驼峰推峰机车无线遥控系统机车股道识别装置 （轨道电路模

式）：

１）股道号发送装置设在到达场入口端。股道号信息采用双音频

编码方式，其编码表应符合表８．１６．２（ｃ）的要求。

表８．１６．２（ｃ）

股　道 频率　Ｈｚ 股　道 频率　Ｈｚ

１ ２０４６；２１４８ ９ ２２５５；２９８３

２ ２０４６；２２５５ １０ ２４８６；２７０６

３ ２０４６；２４８６ １１ ２４８６；２９８３

４ ２１４８；２２５５ １２ ２７０６；２９８３

５ ２１４８；２４８６ １３ ２７０６；２０４６

６ ２１４８；２７０６ １４ ２９８３；２０４６

７ ２２５５；２４８６ １５ ２９８３；２１４８

８ ２２５５；２７０６ — —

２）股道号发送装置输出电压及电流应符合表８．１６．２ （ｄ）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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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１６．２（ｄ）

振荡器输出　Ｖ 发送信号　Ｖ 轨道短路电流　ｍＡ 发送频率误差

正弦波　０．８～１．３ 双频正弦波　＞３０ ＞４５０ ≤±２％

　　３）机车接收线圈的直流电阻应小于或等于４０Ω，电感量为

０．５Ｈ±０．１Ｈ。

　　４）机车接收线圈底部距钢轨面为１５０ｍｍ±１０ｍｍ、线圈中心

距钢轨轨面中心为０ｍｍ±５ｍｍ、钢轨音频电流为４００ｍＡ

时，接收音频信号电压应大于或等于２００ｍＶ。

ｉ）驼峰推峰机车无线遥控系统机车股道识别装置 （查询应答器模式）。

１）应答器设置在到达场股道两端入口处、推峰线峰顶下峰处及

峰顶迂回线出口前端，安装在股道中间的轨枕上中心位置。

２）机车查询器应悬吊于机车纵轴线中心。吊装时查询器底面与

轨面垂直距离为１６０ｍｍ±１０ｍｍ。

ｊ）设备电源

１）地面设备

输入：ＡＣ２２０Ｖ±２２Ｖ，５０Ｈｚ；功率小于或等于４００Ｗ。

输出：主机ＤＣ５Ｖ±０．２５Ｖ；接口ＤＣ１２Ｖ±１Ｖ；电台ＤＣ

１２Ｖ±１Ｖ。

２）车上设备

输入：ＤＣ１１０Ｖ±３．８５Ｖ；功率小于或等于２００Ｗ。

输出：主机ＤＣ５Ｖ±０．２５Ｖ；转换电源ＤＣ２４Ｖ±１Ｖ；接口

ＤＣ１２Ｖ±１Ｖ。电台ＤＣ１２Ｖ±１Ｖ。

８１６３　ＴＹ２型移频遥控

ａ）移频遥控系统通过移频轨道电路向机车发送控制信息，机车根

据收到的控制信息自动进行推峰作业。

ｂ）移频遥控的移频信息发送采用与已有轨道电路叠加发送的方式，只

发送推送进路被车列占用的最后一个区段，随车列走行自动改变发送区段。

ｃ）移频信息发送装置设在到达场及驼峰场信号机械室内，移频命

令发送先发峰号，再发命令信号。

ｄ）移频低频信息编码、机车推峰命令与机车推峰速度的对应关系

应符合表８．１６．３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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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１６．３

低频信息　Ｈｚ 峰号／信号 推峰速度命令　ｋｍ／ｈ 峰号／股道号

７ １峰 １峰

８ ２峰 ２峰

８．５ ３峰 ３峰

９ ４峰 ４峰

９．５ 白 下峰 １股道

１１ 白闪 ＜３ ２股道

１２．５ 红闪（快） ＜５ ３股道

１３．５ 红闪 ＜３ ４股道

１５ 黄闪（快） １０ ５股道

１６．５ 黄闪 ５〔３〕 ６股道

１７．５ 绿（快） １０ ７股道

１８．５ 绿 ７〔５〕 ８股道

２０ 绿闪（快） １０ ９股道

２１．５ 绿闪 １０〔７〕 １０股道

２２．５ 黄 １０〔５〕 １１股道

２３．５ 预黄 定距离减速 １２股道

２４．５ 预红 定距离停车 １３股道

２６ 红 ０ １４股道

　注：带的具体取值可根据“站细”。

　１）预先推送作业时有黄、预黄、预红命令，黄灯命令表示按

１０ｋｍ／ｈ或５ｋｍ／ｈ预推。预黄命令 （预推减速区段）表示机

车在固定的距离范围内按预定的控制曲线减速运行。预红命

令 （预推停车区段）表示机车在固定的距离范围内按预定的

控制曲线减速停车。机车按预黄、预红命令推送时，均应在

显示器上显示出车列头部距峰顶主体信号机的距离。

　２）主推作业时以定速方式并能根据信号变化实现变速推送。其

中绿闪 （快）、绿 （快）、黄闪 （快），表示车列头部在到达场

未压入减速区段时，遥控按较高速度推送。绿闪、绿、白闪

表示按正常定速推送。

　３）红闪 （快）表示机车未出清到达场时，按较高速度后退。红

闪表示按规定速度后退。

　４）下峰遥控只显示白灯，不控制机车，由司机手动操作。

·６１２·



ｅ）当控制命令变化时，应变时间应为２～４ｓ，超过６ｓ转为停车

命令。

ｆ）系统推峰速度调节精度应符合如下要求：

１）推峰速度误差为±１．０ｋｍ／ｈ的车列占９０％以上；

２）预推停车距离指定停车点误差为±１０ｍ。

ｇ）遥控设备有如下的报警和保护功能：

１）定距离停车过程中当速度大于停车曲线要求速度２．５ｋｍ／ｈ

或两组定距离停车的软、硬件不一致时，显示器上给出出错

显示并报警；

２）机车在走行时，当动轮发生空转时，遥控能自动减载，待空

转停止时，自动转为正常控制；

３）车上设备具有预停超限报警功能。

ｈ）在遥控调速制动过程中，能实现六个等级的压力自保制动。机

车制动压力分别调整为：

一级制动　４５ｋＰａ±１０ｋＰａ；

二级制动　７５ｋＰａ±１０ｋＰａ；

三级制动　１２０ｋＰａ±１０ｋＰａ；

四级制动　１６０ｋＰａ±１０ｋＰａ；

五级制动　２００ｋＰａ±１０ｋＰａ；

六级制动　２４０ｋＰａ±１０ｋＰａ。

ｉ）遥控设备的电源电压、移频接收线圈电气参数及安装尺寸、移

频信息发送装置等应符合如下要求：

１）电源电压

输入电源电压：１１０Ｖ±１６．５Ｖ。

输出电源电压：５Ｖ±０．２５Ｖ，－５Ｖ±０．２５Ｖ，１２Ｖ±１Ｖ。

２）接收线圈的电气参数和安装尺寸等应满足第１０章有关要求。

３）移频发送装置设在到达场及驼峰场各轨道区段入口端，低频

信息编码应符合表８．１６．３的要求。

４）移频发送装置允许载频频偏：±０．１５Ｈｚ。允许低频频率漂

移：低频频率的±０．１２％；移频输出电压应大于１０Ｖ （负载

电阻２０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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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移频遥控可以与无线设备相结合使用。

１）移频遥控叠加无线回执时，在车上及驼峰场设有无线回执设

备，对机车推峰作业的全过程进行监测并存盘保存，同时在

值班员控制台有机车工作回执表示信息。

２）当信号命令通过无线方式发送峰号、股道号时，移频低频信

号信息编码与峰号、股道号的对应关系应符合表８．１６．３的

要求；其余符合第８．１６．２条Ｔ·Ｙ型无线遥控的要求。

８１７　驼峰推峰无线机车信号

８１７１　无线机车信号复示机车运行前方的驼峰信号和驼峰辅助信号机

的显示。当机车信号显示变换时，应有语音提示功能。

８１７２　地面信号故障或机车信号设备故障时，均应显示停车信号。

８１７３　地面设备应设有故障报警；机车设备应有无线接收中断报警。

８１７４　无线机车信号的信号应变时间为２～４ｓ，超过６ｓ时变为红灯。

８１７５　在值班员控制台及地面设备上应有机车信号回执表示。

８１７６　推峰无线机车信号系统机车股道识别装置 （轨道电路模式）

ａ）股道号发送装置设在到达场入口端，采用轨道发送方式。股道号

信息采用双音频编码方式，其编码表应符合表８．１７．６（ａ）的要求。

表８．１７．６（ａ）

股　道 频　率　Ｈｚ 股　道 频　率　Ｈｚ

１ ２０４６；２１４８ ９ ２２５５；２９８３

２ ２０４６；２２５５ １０ ２４８６；２７０６

３ ２０４６；２４８６ １１ ２４８６；２９８３

４ ２１４８；２２５５ １２ ２７０６；２９８３

５ ２１４８；２４８６ １３ ２７０６；２０４６

６ ２１４９；２７０６ １４ ２９８３；２０４６

７ ２２５５；２４８６ １５ ２９８３；２１４８

８ ２２５５；２７０６ — —

ｂ）股道号发送装置输出电压及电流应符合表８．１７．６（ｂ）的要求。

表８．１７．６（ｂ）

振荡器输出　Ｖ 发送信号　Ｖ 轨道短路电流　ｍＡ 发送频率误差

正弦波　０．８～１．３ 双频正弦波　＞３０ ＞４５０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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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机车接收线圈的直流电阻应小于或等于４０Ω，电感量为０．５Ｈ±

０．１Ｈ。

ｄ）机车接收线圈底部距钢轨面为１５０ｍｍ±１０ｍｍ、线圈中心与钢轨

轨面中心的距离为０ｍｍ±５ｍｍ，钢轨音频电流为４００ｍＡ时，接收音频

信号电压应大于或等于２００ｍＶ。

８１７７　推峰无线机车信号系统股道识别装置 （查询应答器模式）

ａ）应答器设置在到达场股道两端入口处、推峰线峰顶下峰处及峰

顶迂回线出口前端，安装在股道中间的轨枕中心位置上。

ｂ）机车查询器应悬吊于机车纵轴线中心。吊装时查询器底面与轨

面垂直距离为１６０ｍｍ±１０ｍｍ。

８１７８　设备电源

ａ）地面设备

输入：ＡＣ２２０Ｖ±２２Ｖ；频率为５０Ｈｚ；功率小于或等于４００Ｗ。

输出：主机 ＤＣ５Ｖ±０．２５Ｖ；接口 ＤＣ１２Ｖ±１Ｖ；电台

ＤＣ１２Ｖ±１Ｖ。

ｂ）车上设备

输入：ＤＣ１１０Ｖ±３．８５Ｖ；功率小于或等于４００Ｗ。

输出：主机ＤＣ５Ｖ±０．２５Ｖ；转换电源ＤＣ２４Ｖ±１Ｖ；

接口ＤＣ１２Ｖ±１Ｖ；电台ＤＣ１２Ｖ±１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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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犜犇犆犛和犆犜犆系统设备

９１　通　　则

９１１　列车调度指挥系统 （ＴＤＣＳ）和调度集中系统 （ＣＴＣ）直接涉及

行车安全，必须自成体系，单独组网，独立运行，严禁与其他系统直接

联网。

９１２　ＴＤＣＳ、ＣＴＣ设备各种显示屏 （表示盘）上所显示的图形符号

应与车站、区间联锁设备所表示的含义和状态相符。

９１３　ＴＤＣＳ、ＣＴＣ系统应实时显示：轨道电路占用与空闲、区间占

用与空闲、信号开放与关闭、道岔位置的状态，系统信息变化的响应时

间不应大于３ｓ。

９１４　应实现车站信息站间传输，能显示与本站相邻的车站及区间的

列车运行状况。

９１５　ＴＤＣＳ采集信号设备状态时，不得影响相关信号设备的正常工

作；ＣＴＣ实现各种功能时，应符合其管辖范围内相关的集中联锁、闭

塞以及列控系统的正常工作要求。

９１６　ＴＤＣＳ、ＣＴＣ设备故障时，不影响车站联锁设备和区间闭塞设

备的正常工作，不应导致车站联锁设备和区间闭塞设备的错误动作。

９１７　ＴＤＣＳ、ＣＴＣ系统应实行系统冗余、可靠性技术和网络安全技

术，局部故障不得影响整个系统。

９１８　ＴＤＣＳ、ＣＴＣ设备应具有从其他系统接收数据和向其他系统传

送数据的安全接口。在保证网络安全的基础上，ＴＤＣＳ系统还应符合总

公司信息共享的有关规定。

９１９　ＴＤＣＳ、ＣＴＣ信息传输应分别采用冗余、独立的不小于２Ｍ数

字通道。

９１１０　ＴＤＣＳ、ＣＴＣ系统应具有自检、诊断、报警、存储再现等功能。

９１１１　ＴＤＣＳ、ＣＴＣ系统应采用防火墙、入侵检测、防病毒、身份鉴

别、漏洞评估、安全接入控制、安全审计、补丁分发等网络和信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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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并应设置网络安全集中管理中心对以上网络安全装备进行集中管

理，构成统一的网络安全防御体系。

９１１２　ＴＤＣＳ系统应为ＣＴＣ系统提供平台和接口。

９１１３　同一铁路局调度所的ＴＤＣＳ和ＣＴＣ应能共用查询系统。

９２　犜犇犆犛系统设备

９２１　ＴＤＣＳ系统应具备以下主要功能：

ａ）列车动态跟踪：系统依据现场采集的信号设备状态信息，自动

进行列车位置的实时跟踪和显示，并提供列车紧跟踪报警。

ｂ）列车运行宏观显示：采用电子地图方式宏观显示列车运行相关

信息。

ｃ）信号设备状态实时监视：系统提供所管辖车站的进路排列、信

号显示、轨道电路实际占用以及列车车次号信息、列车早晚点信息的

显示。

ｄ）列车运行时刻自动采集：系统根据列车的实时追踪情况自动实

现列车报点。

ｅ）无线车次号校核：系统从４５０ＭＨｚ无线通信系统或ＧＳＭＲ系

统实时接收无线车次号信息，并将接收到的信息与系统中的列车车次

号、位置信息进行核对。

ｆ）运行图管理：列车调整计划的编制、调整和下达，以及列车实

际运行图的生成、浏览和打印。

ｇ）调度命令管理：调度命令的编辑、存储、下达、接收、打印与

查询。

ｈ）列车编组管理：列车确报信息的查询、修改和打印。

ｉ）站存车管理：站存车信息的查询、修改和打印。

ｊ）甩挂作业管理：甩挂作业信息的查询、修改和打印。

ｋ）数据统计和分析：包括分界口交接车、干线列车运行正点率、

干线列车运行密度、早晚点原因统计。

ｌ）行车日志管理：系统应根据自动采集到的列车到发点、股道情

况和列车车次号自动生成车站的行车日志 （运统二、运统三）。

ｍ）技术资料管理：行调专业相关技术资料的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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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调度命令无线传送：采用无线传输通道 （无线列调或ＧＳＭＲ），

实现路局中心向列车传送调度命令等数据信息。

ｏ）防火墙：包括数据包过滤、连接状态检查、会话检查等，能够

根据用户定义允许或拒绝某些数据包通过防火墙，保护内部网络关键设

备及系统不受非法攻击及访问的影响。

ｐ）入侵检测：根据入侵行为特征表对每个数据包的行为特征进行

检查，一旦发现符合已知攻击行为特征的数据包，入侵检测系统立即断

掉该连接并进入相应的管理员定义的处理系统。

ｑ）动态口令身份认证：提供动态口令方式登录功能。

ｒ）防病毒：阻止病毒在本地的扩散传染以及不通过端口方式传播

的病毒的扩散。

ｓ）漏洞评估：完成基于主机的安全漏洞评估和基于网络的安全漏

洞评估。

ｔ）时钟校核：通过基于ＧＰＳ的高精度授时仪，获取准确的时钟，

通过网络配置，能自动校时，统一整个系统内所有计算机的时钟。

ｕ）网络管理：监视整个系统网络拓扑结构上的各节点及通信信道

的工作状态，能够及时准确地提供故障位置。

ｖ）系统维护：系统中各子系统运行状态监视、记录、故障报警；

系统软件和配置数据的更新。

ｗ）基础数据维护：各种基础数据的生成、修改和导入更新。

ｘ）通信质量监督：实时监视和记录通信电路状态。

９２２　ＴＤＣＳ应采用网络安全技术，在与其他系统交换信息时，应采

用安全可靠的网络隔离设备和措施，确保ＴＤＣＳ网络安全和信息安全。

９２３　系统热备性能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数据库服务器、应用服务器双机切换时间不应超过３ｍｉｎ；

ｂ）通信服务器、ＴＤＣＳ车站服务器双机切换时间不应超过３０ｓ；

ｃ）车站综合处理机双机切换时间不应超过１０ｓ；

ｄ）车站电源切换装置切换时间不应超过２０ｍｓ；

ｅ）中心电源系统负载切换设备 （ＳＴＳ）切换时间不应超过１５ｍｓ。

９２４　系统实时性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信号设备信息表示延时，铁路总公司不应超过１０ｓ，铁路局、

·２２２·



车站不应超过３ｓ。

ｂ）信号设备全体信息刷新间隔不应超过６０ｓ。

ｃ）计划和命令传输延时不应超过６０ｓ。

９３　犆犜犆系统设备

９３１　ＣＴＣ在具有ＴＤＣＳ全部功能的基础上，还应具备下列功能：

ａ）基本图和日班计划管理、列车计划人工和自动调整、列车进路

自动控制和人工控制、施工计划查询和施工调度命令自动生成。

ｂ）分散自律行车约束条件检查和提示。

ｃ）接车进路预告、发车自动预告。

ｄ）调车作业管理、调车进路控制。

ｅ）信号设备控制。

ｆ）列车行车辅助报警。

ｇ）接触网停电状态标记和显示。

ｈ）轨道区段分路不良状态标记和显示。

ｉ）设备封锁状态标记和显示。

ｊ）控制模式管理。

ｋ）ＣＴＣＳ２级列控系统相关功能。

９３２　ＣＴＣ系统应符合以下技术原则：

ａ）ＣＴＣ系统对车站信号设备进行控制时，联锁关系应由车站联锁

设备保证。

ｂ）ＣＴＣ系统实现各种功能时，应保证车站、区间信号设备既有联

锁关系的完整性。

ｃ）ＣＴＣ系统在办理列车、调车进路时，应受到车站 （场）相应联

锁关系、照查条件的限制和有关行车特殊要求的约束。对违反安全控制

条件的人工操作，系统应能进行安全提示。

ｄ）ＣＴＣ系统与车站联锁的接口，应按继电联锁和计算机联锁分

类，采用统一标准。

ｅ）ＣＴＣ系统所需现场信号、联锁、闭塞设备信息均应从车站联锁

设备以及ＴＤＣＳ系统获得。

ｆ）ＣＴＣ的控制信息依据不同处理阶段应分为计划、指令和命令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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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层次：

１）形成指令队列前处理阶段的信息为计划层控制信息；

２）车站机 （自律机）存储的进路信息为指令层控制信息；

３）车站机 （自律机）输出的进路操作信息为命令层控制信息。

９３３　系统容量满足要求：保存历史运行图、调度命令等运输数据时

间不应少于三年时间；正常情况下，系统处理能力利用率不应超过

５０％；至少五年的应用扩展能力和升级能力。

９３４　系统热备性能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数据库服务器、应用服务器双机切换时间不应超过３ｍｉｎ；

ｂ）通信服务器双机切换时间不应超过３０ｓ；

ｃ）车站自律机双机切换时间不应超过１０ｓ；

ｄ）电源以及ＵＰＳ双机切换时间不应超过１５０ｍｓ。

９３５　系统实时性应符合要求：信号设备信息表示延时不应超过３ｓ；

控制命令传输延时不应超过３ｓ。

９４　犜犇犆犛和犆犜犆系统通道

９４１　ＴＤＣＳ、ＣＴＣ系统组网要求：

ａ）普速ＴＤＣＳ／ＣＴＣ系统、高速铁路ＣＴＣ系统应分别组网，独立

运行，系统间通过各层的系统间接口完成信息交互。

ｂ）ＴＤＣＳ、ＣＴＣ系统应采用光纤通过ＲＳ２３２、ＲＳ４２２、ＲＳ４８５等

串行接口与计算机联锁、车站列控中心系统设备相连，采用带光电隔离

的ＲＳ２３２、ＲＳ４２２、ＲＳ４８５等串行接口通信方式与无线车次号校核、

调度命令无线传送、无线调车机车信号和监控装置、信号集中监测等系

统设备相连。

ｃ）ＴＤＣＳ、ＣＴＣ系统应采用ＴＣＰ／ＩＰ协议与ＧＳＭＲ、ＲＢＣ、ＴＳＲＳ、

ＴＤＭＳ、运调等系统接口，须在ＴＤＣＳ、ＣＴＣ系统一侧安装网闸。

ｄ）车站通信机房至信号机房采用光纤通道和光接口设备连接。

９４２　ＣＴＣ系统信息传输通道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调度集中系统网络系统应由网络通信设备和传输通道构成双环

自愈网络，应采用迂回、环接、冗余等方式提高其可靠性。

ｂ）数字通道应不小于２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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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４３　ＴＤＣＳ网络传输通道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基层网站间和基层网到调度指挥中心应使用不小于２Ｍ的数字

通道，协议转换接口为Ｖ．３５等。

ｂ）基层网通道按环形方式组网，每８～１５个车站 （不超过１００ｋｍ）应

有一套通道返回铁路局调度所。

ｃ）电务、机务、站调等终端设备通道为实回线时，长度应小于５ｋｍ，

采用宽带调制解调器 （ＥＤＳＬ等）传输方式接入最近车站的ＴＤＣＳ网络

设备。

９５　犜犇犆犛和犆犜犆系统机房

９５１　供电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调度中心系统引入两路独立的３８０Ｖ或２２０Ｖ电源。

ｂ）车站子系统从信号机械室电源引入端引入两路独立的２２０Ｖ

电源。

ｃ）交流电源电压允许偏差为－１０％～＋１０％；

交流电源频率为５０Ｈｚ，允许偏差±５％；

交流电源波形为正弦波，谐波含量小于５％。

ｄ）调度中心系统和车站子系统各配置两套互为热备的在线式ＵＰＳ

电源设备。调度中心的ＵＰＳ放电时间不小于３０ｍｉｎ，车站子系统的

ＵＰＳ放电时间不小于１０ｍｉｎ。

９５２　机房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系统中的计算机设备场地应符合国家计算机机房场地标准要求。

ｂ）在系统电源引入和通信通道引入接口上均应安装防雷设施。

ｃ）系统应有符合有关标准要求的接地系统。

ｄ）防雷保安器 （防雷元件）接入应不影响系统的性能和信息传输，

防雷保安器 （防雷元件）故障不得影响系统正常工作。

ｅ）室内无线电干扰场强：在频率范围为０．５～１０００ＭＨｚ时不大于

１２０ｄＢ，磁场干扰场强不大于８００Ａ／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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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机车信号、犌犢犓与电码化设备

１０１　通　　则

１０１１　当机车接收到与地面信号相对应的电码、频率 （以下简称信息）

时，机车信号应显示相应的信号灯光；信息不变时，机车信号显示保持不

变；地面或机车上的信号设备故障时，机车信号不得出现升级的错误显示。

１０１２　机车信号机构完整，各发光体完整，颜色正常，亮度均匀。

１０１３　机车信号与轨道车运行控制设备 （以下简称ＧＹＫ）应安装牢

固，应有防振、防松动、防潮湿、防磨卡、防冲击、防高低温等保护措

施，能承受使用时的振动和冲击。接收线圈 （含车外的接收线圈接线

盒）应密封、防尘、防水良好。

１０１４　安装于机车上的机车信号设备的导电部分与机车车体的绝缘电

阻 （切断电源），用５００Ｖ兆欧表测试时，绝缘电阻不应小于２５ＭΩ。

１０１５　安装于轨道车上的ＧＹＫ设备，在ＧＹＫ对外部的连接器芯子

（接机壳芯子除外）与机壳间、ＧＹＫ主机相互绝缘的各电路间、ＤＭＩ相

互绝缘的各电路间使用５００Ｖ兆欧表测量，其绝缘电阻不应小于２０ＭΩ。

１０１６　列车运行监控装置接入机车信号接收线圈时，其输入阻抗不应

小于１００ｋΩ。

１０２　机车信号车载设备

１０２１　机车信号车载系统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接收钢轨 （或环线）中传输的ＺＰＷ２０００（ＵＭ７１）系列、移频

（４信息、８信息、１８信息）、交流计数和微电子交流计数 （２５Ｈｚ、

５０Ｈｚ）机车信号信息，给出相应的机车信号显示。

ｂ）机车信号输出以下信息：

１）八个灯位信息；

２）速度信息ＳＤ１、ＳＤ２、ＳＤ３；

３）过绝缘节信息，当接收信号频率为７５０Ｈｚ、８５０Ｈｚ、２３００Ｈ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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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００Ｈｚ或交流计数长周期 （１．９ｓ）时，过绝缘节信息ＪＹ应为

高电平，其余为低电平；

４）制式信息，接收ＺＰＷ２０００系列信息时制式ＺＳ为高电平脉

动；接收其他信息时制式ＺＳ为低电平。

ｃ）具有数据记录功能。

ｄ）应采用可靠性高、防振性好的弹簧夹持式接线端子。

ｅ）设备线缆连接应采用压接工艺。

ｆ）设备及连接电缆应安装牢固，并应有防振、防松动、防磨的措施。

ｇ）机箱应可靠接地，接地编织线截面积不低于６ｍｍ２；连接电缆

应采用屏蔽电缆，屏蔽层应单点接地。

ｈ）设备的整机返还系数不应小于７５％。

ｉ）当设备供电电压在规定范围内，信号输出动作两台机车信号机

时，接收各种制式信息的正确率为１００％。

ｊ）主机的平均无故障服务时间 （ＭＴＢＳＦ）不应低于１０６ｈ。

１０２２　机车信号车载系统由双路接收线圈、车载主机 （含记录器）、

八显示机车信号机等部分构成。

ａ）接收线圈接收钢轨 （或环线）中传输的机车信号信息。

ｂ）主机将接收到的机车信号信息进行处理后控制机车信号显示，

并将处理后的信息提供给列车运行监控装置。

ｃ）机车信号机给出机车信号显示。

ｄ）记录器采集和储存机车信号动态运行数据。

１０２３　机车信号输入信息及输出信号应符合表１０．２．３的规定。

表１０．２．３

输入信息 输出信号

ＴＢ／Ｔ３０６０—２００２
移频

“１．９”

移频
交流计数 ＺＰＷ２０００

Ｈｚ Ｈｚ — Ｈｚ／代码

信号显示 ＳＤ１ ＳＤ２ ＳＤ３

无码 无码 无码 无码 Ｂ白 ０ ０ １

— — — ２１．３／Ｌ５ Ｌ绿 １ １ ０

— — — ２３．５／Ｌ４ Ｌ绿 １ １ ０

９．５ ９．５ — １０．３／Ｌ３ Ｌ绿 １ １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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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输入信息 输出信号

８．５ ８．５ — １２．５／Ｌ２ Ｌ绿 １ ０ １

１１ １１ 绿码 １１．４／Ｌ Ｌ绿 ０ ０ １

— ９ — — ＬＵ绿黄 １ １ ０

— １２．５ — — ＬＵ绿黄 ０ １ ０

１３．５ １３．５ — １３．６／ＬＵ ＬＵ绿黄 ０ ０ １

１２．５ — 黄码 １５．８／ＬＵ２ Ｕ黄 １ ０ １

１５ １５ — １６．９／Ｕ Ｕ黄 ０ １ ０

１８．５ — — — Ｕ黄 ０ ０ １

１７．５ １７．５ — ２０．２／Ｕ２Ｓ Ｕ２Ｓ黄２闪 １ ０ １

１６．５ １６．５ — １４．７／Ｕ２ Ｕ２黄２ ０ ０ １

— — 双黄码 — ＵＵ双黄 １ ０ １

— ２２．５ — — ＵＵ双黄 ０ １ ０

２１．５ ２１．５ — １９．１／ＵＵＳ ＵＵＳ双黄闪 １ ０ １

２０ ２０ — １８／ＵＵ ＵＵ双黄 ０ ０ １

２４．５ — — ２４．６／ＨＢ ＨＵＳ红黄闪 １ ０ １

— ２３．５ — — ＨＵ红黄 １ １ ０

— ２４．５ — — ＨＵ红黄 ０ １ ０

２６ ２６ 红黄码 ２６．８／ＨＵ ＨＵ红黄 ０ ０ １

２３．５ — — ２９／Ｈ Ｈ红 １ ０ ０

无码 无码 无码 无码 Ｈ红 ０ ０ １

１０２４　接收信息的应变时间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接收ＺＰＷ２０００系列信息时，应变时间不应大于表１０．２．４所规

定的时间。

表１０．２．４

低频信息　Ｈｚ １０．３ １１．４ １２．５ １３．６ １４．７ １５．８ １６．９ １８ １９．１

应变时间　ｓ ２．０ ２．０ １．９ １．７ １．６ １．５ １．４ １．３ １．２

低频信息　Ｈｚ ２０．２ ２１．３ ２２．４ ２３．５ ２４．６ ２６．８ ２９ 从有信息到无信息

应变时间　ｓ １．２ １．２ １．０ １．０ １．０ ０．９ ０．８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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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接收移频信息时，其应变时间为：转换为Ｌ、ＬＵ时的应变时间

不应大于２ｓ，其他不应大于１．５ｓ；从有信息到无信息的应变时间不应

大于４ｓ。

ｃ）接收交流计数信息时，其应变时间不应大于７ｓ；从ＨＵ信息到

无信息的应变时间不应大于７ｓ，从Ｌ、Ｕ、ＵＵ信息到无信息应变时间

不应大于９ｓ。

ｄ）接收信息从其他制式转为移频或ＺＰＷ２０００系列时，信号显示

的应变时间不应大于２ｓ；接收信息从其他制式转为交流计数时，信号

显示的应变时间应符合ｃ）款的规定。

１０２５　机车信号输入阻抗：４ｋΩ±０．４ｋΩ，其灵敏度应符合下列

要求：

ａ）在ＺＰＷ２０００、ＵＭ７１制式下，钢轨最小短路电流及机车信号灵

敏度应符合表１０．２．５（ａ）的要求。

表１０．２．５（ａ）

载频 Ｈｚ １７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３００ ２６００

钢轨最小短路电流 ｍＡ ５００ ５００ ５００ ４５０

机车信号

灵敏度

钢轨短路电流值 ｍＡ

主机电压值 ｍＶ

３１０±４７

１００±７．５

２７５±４１

１００±７．５

２５５±３８

１００±７．５

２３５±３５

１００±７．５

ｂ）在移频制式下，钢轨最小短路电流及机车信号灵敏度应符合表

１０．２．５（ｂ）的要求。

表１０．２．５（ｂ）

载频 Ｈｚ ５５０ ６５０ ７５０ ８５０

电气

化区

段

钢轨最小短路电流 ｍＡ

机车信号

灵敏度

钢轨短路电流值 ｍＡ

主机电压值 ｍＶ

１５０

１１３±１７

１５．９士１．２

１２０

９０±１５

１４．６±１．１

９２

６９±１０

１２．４±０．９

６６

５０±８

１０±０．８

非电

气化

区段

钢轨最小短路电流 ｍＡ

机车信号

灵敏度

钢轨短路电流值 ｍＡ

主机电压值 ｍＶ

５０

４０±６

５．６±０．４２

４０

３２±５

５．１±０．３８

３３

２６±４

４．７±０．３５

２７

２２±３

４．５±０．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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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在交流计数 （含微电子交流计数）制式下，钢轨最小短路电流

及机车信号灵敏度应符合表１０．２．５（ｃ）的要求。

表１０．２．５（ｃ）

载频 Ｈｚ ５０（非电气化区段） ２５（电气化区段）

钢轨最小短路电流 Ａ １．２ １．４

机车信号灵敏度
钢轨短路电流值 Ａ ０．７５±０．１５ １．０５±０．１６

主机电压值 ｍＶ １０～２０ ９．３±０．７

１０２６　在轨道回流为１０００Ａ、不平衡系数１０％的电气化区段，设备

应能正确译码。对于特殊区段，不平衡电流达到２００Ａ时设备应能正确

译码。

１０２７　载频锁定切换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设备由２５．７Ｈｚ信息实现的载频自动锁定或切换，按自动锁定

或切换和既有手动切换并存的模式工作。

ｂ）设备在开机后按照载频选择 （上下行）开关设定状态工作。

ｃ）地面提供载频切换信息码时 （信息码的时间不应小于２ｓ），设

备应自动实现载频锁定或切换，其载频切换信息码使用应符合表

１０．２．７的规定。

表１０．２．７

标　号 载频及低频 功　能

Ｄ１ １７００１，２５．７Ｈｚ 设备锁定接收１７００Ｈｚ

Ｄ２ ２０００１，２５．７Ｈｚ 设备锁定接收２０００Ｈｚ

Ｄ３ ２３００１，２５．７Ｈｚ 设备锁定接收２３００Ｈｚ

Ｄ４ ２６００１，２５．７Ｈｚ 设备锁定接收２６００Ｈｚ

Ｓ１ １７００２，２５．７Ｈｚ 设备切换到接收１７００／２３００Ｈｚ

Ｓ２ ２０００２，２５．７Ｈｚ 设备切换到接收２０００／２６００Ｈｚ

Ｓ３ ２３００２，２５．７Ｈｚ 设备切换到接收１７００／２３００Ｈｚ

Ｓ４ ２６００２，２５．７Ｈｚ 设备切换到接收２０００／２６００Ｈｚ

ｄ）收到ＵＵ／ＵＵＳ码，可以接收载频切换信息码，并进行相应载频

锁定或切换。如果没有接收到载频切换信息码，按照载频选择 （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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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开关进行信息接收。没有收到ＵＵ／ＵＵＳ码时，仍可以接收标号为

Ｓ１～Ｓ４的载频切换信息码，并进行相应载频切换。

ｅ）在接收ＺＰＷ２０００系列信息时，如果设备处于载频锁定或自动

切换状态，机车信号掉码大于１０ｓ后，恢复按照载频选择 （上下行）开

关进行信息接收。

ｆ）载频切换开关应设载频切换结果指示灯，指示切换后的载频组

（下行载频组为１组载频，上行载频组为２组载频），用稳定灯光指示人

工操作后的载频切换结果，用闪烁灯光指示自动载频切换后的结果。

ｇ）预留完全的载频自动锁定或切换功能，并可通过更改主机设置

或升级程序来实现。

１０２８　接收线圈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接收线圈要求结构牢固，能抗最高允许车速下冰雪、飞石等冲

击，具有良好的密封、防尘、防水、防潮性能。

ｂ）单个接收线圈的每路电感量不应小于６０ｍＨ；直流电阻不应大

于８Ω；品质因数不应小于５．５。

ｃ）机车接收线圈的底部距钢轨轨面为１５５ｍｍ±５ｍｍ，接收线圈底

面中心在钢轨轨面垂直投影点，与钢轨轨面纵向中心线之间的距离不大

于５ｍｍ，当两个接收线圈串联并与主机相连接时，接收线圈感应电压

应符合表１０．２．８的要求。当一路接收线圈开路时，另一路的接收电压

变化不应大于接收电压标准中值的２０％。

表１０．２．８

频率　Ｈｚ ２５ ５５０ ６５０ ７５０ ８５０ １７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３００ ２６００

钢轨短路

电流　ｍＡ
１０５０ １１３ ９０ ６９ ５０ ３１０ ２７５ ２５５ ２３５

接收电压

ｍＶ

９．３

±０．７

１５．９

±１．２

１４．６

±１．１

１２．４

±０．９

１０．０

±０．８

１００

±７．５

１００

±７．５

１００

±７．５

１００

±７．５

１０２９　主机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车载设备采用冗余热备结构，并满足 “故障—安全”原则。

１）工作机故障应自动切换到备用机，切换时间不应大于０．５ｓ。

工作机和备用机都应有工作正常或故障表示。

２）主机采用 “二乘二取二”或 “三取二”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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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主机应有内部自检及接收线圈断线检查功能，自检正常给出工

作正常表示。当主机双套故障或双路接收线圈双路故障时，控制机车信

号机灭灯，表示车载系统设备失效。

ｃ）主机对外应具有并行和串行接口。主机输出信息：

１）输出信息电平指标：３５～６０Ｖ为高电平 （“１”），低于１０Ｖ

为低电平 （“０”）；

２）输出信息驱动能力：继电器输出驱动能力为０．１５Ａ，内阻不

应大于５０Ω；光耦输出驱动能力为１２～２０ｍＡ，内阻不应大

于２００Ω，杂音电压应小于５％。

ｄ）主机应具有良好的可测试性，可通过便携式测试仪对车载系统

设备进行系统测试，可通过测试台检测各项功能及指标。

ｅ）主机应安装在机车内便于操作、维护的地方。

ｆ）具有记录数据转储功能。

１０２１０　机车信号机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采用ＬＥＤ信号灯显示方式，各ＬＥＤ信号灯当输入电压为ＤＣ

３５～６０Ｖ时应正常发光表示；输入电压为ＤＣ４８Ｖ时，单个ＬＥＤ信号

灯的工作电流应为１０～２０ｍＡ。

ｂ）下部设载频切换开关及状态显示。

ｃ）应安装在司机室前挡风玻璃中间或两侧，信号机下方的开关和

指示灯不应被遮挡。

ｄ）应密封、防尘、防水。

１０２１１　机车信号记录器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记录器应记录下列信息：

１）从接收线圈收到的机车信号信息的信号波形。

２）机车载频切换装置状态、机车运行方向信息。

３）机车信号输出信息。

４）主机工作状态。

５）设备输入电源电压状态、机箱内工作温度。

６）来自ＴＡＸ箱通信接口的时刻、线路公里标、车站编号、信

号机编号等定位信息。

７）主机的故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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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ＺＰＷ２０００系列译码模式选择开关状态。

ｂ）累计连续记录时间不应低于７０ｈ，原始波形累计记录时间不应

低于８ｈ。

ｃ）开关量采集接口输入阻抗不应小于３０ｋΩ。

ｄ）接入接收线圈的输入阻抗不应小于２００ｋΩ。

ｅ）地面处理分析系统应具有故障分析和统计功能。

ｆ）记录数据应读取方便，采用移动存储器时应有防止数据丢失的

措施。

ｇ）应具有通信接口扩展功能，此接口可用于机车信号无线远程监

测数据传送。

ｈ）记录数据日期、时间。

１０２１２　电源

ａ）电源取自机车上直流控制电源系统，机车电源电压在－３０％～

＋２５％范围内变化时，系统应正常工作。

ｂ）电源应采用双套冗余，一套故障时另一套能保证系统正常工作。

１０３　轨道车运行控制设备 （犌犢犓）

１０３１　 轨道车运行控制设备 （ＧＹＫ）由主机 （含主控及记录模块、

接口模块、语音记录模块、轨道电路信息读取器ＴＣＲ、电源模块）、人

机界面单元 （ＤＭＩ）、机车信号接收线圈、机车信号机、速度传感器和

外部接口 （主机与压力传感器、电磁阀、熄火装置、轴温监测、列调电

台的接口）等组成。

１０３２　ＧＹＫ应具备下列功能：

ａ）轨道电路信息接收功能：

１）在ＺＰＷ２０００系列 （含ＵＭ７１系列）、移频 （４信息、８信

息、１８信息）、交流计数和微电子交流计数 （２５Ｈｚ、５０Ｈｚ）

轨道电路制式中接收钢轨 （或环线）中传输的机车信号信

息，给出符合１０．２．３条规定的信息和机车信号显示。

２）能人工进行上行／下行频率选择。

３）提供绝缘节信息、制式信息。

ｂ）监控功能：根据控车数据、机车信号信息和前方目标距离，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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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生成目标距离模式曲线，采用分级速度控制方式，监控轨道车安全

运行。

ｃ）警醒功能：当轨道车速度大于２０ｋｍ／ｈ时，ＧＹＫ间隔１２０ｓ进

行报警，要求司机按压手动按钮或脚踩踏板进行应答，否则实施紧急

制动。

ｄ）数据记录功能：具有运行数据实时记录功能，数据记录密度应

满足对轨道车运行状态进行安全分析和事故分析的要求。

ｅ）车机联控语音记录功能。

ｆ）人机交互功能：ＤＭＩ具备输入信息、显示信息、声音提示、转

储器转储记录数据的功能和接口。

ｇ）故障报警功能：能根据ＧＹＫ的不同故障，发出相应的故障提

示、报警或输出紧急制动命令。

１０３３　ＧＹＫ由轨道车ＤＣ２４Ｖ供电，电源工作范围ＤＣ１８～３６Ｖ，

功耗不应大于１００Ｗ，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ＧＹＫ应采用电源总线方式供电及采用多级电源隔离技术，应满

足轨道车发动机启动时ＧＹＫ能正常工作。

ｂ）电源模块输入与输出间完全隔离，具有过载保护。

ｃ）ＧＹＫ主机具有过压、欠压保护和反接保护。

过压保护：大于或等于３７．５Ｖ时，ＧＹＫ停止工作；电压降低到不

低于３６Ｖ时，ＧＹＫ恢复工作。

欠压保护：小于或等于１７．５Ｖ时，ＧＹＫ停止工作；电压增加到不

高于１８Ｖ时，ＧＹＫ恢复工作。

１０３４　ＧＹＫ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主机可连接两个ＤＭＩ，主机与ＤＭＩ采用多芯屏蔽电缆连接，两

根电缆相加总长度不超过４５ｍ。

ｂ）安装ＤＭＩ不得影响司机对前方的望。

ｃ）ＧＹＫ与外部设备、传感器之间的连接插座应根据信息的不同电

压等级分开。

ｄ）ＧＹＫ向轨道车制动装置的输出采用继电器接口，紧急制动采用

失电制动方式。应设置隔离开关，用于设备故障时隔离ＧＹＫ的制动

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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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ＧＹＫ应配备防震架，主机采用底架套入式安装，便于拆装。

ｆ）硬件应具有较强的抗干扰性能，其２４Ｖ电压输入／输出通道应

与内部的微处理器电路在电气上隔离。

１０３５　监控主机箱有八个插件。ＵＰＳ电源插件用于轨道车发动机启

动时保证ＧＹＫ正常工作；电源插件提供主机及外部传感器的电源；数

字入出插件用于数字量输入和输出；ＴＣＲ插件实现轨道电路信息接收；

模拟入出插件用于模拟量输入和输出；主控记录插件实现轨道车的运行

控制和数据记录功能；语音记录插件实现车机联控话音记录；备用插件

作为功能扩展预留。

１０３６　轨道电路信息读取器 （ＴＣＲ）

ａ）ＴＣＲ与主机有串行编码数据接口和并行电平信息接口两种

方式。

ｂ）提供过绝缘节信息，收到绝缘节信息ＤＭＩ提示信息栏显示：

“过绝缘节”。

ｃ）提供接收的制式信息，收到制式信息ＤＭＩ提示信息栏分别显

示：“ＺＰＷ２０００”、“移频”、“交计”。

ｄ）各种制式下机车信号灵敏度应符合１０．２．５条规定。

ｅ）各种制式下机车信号应变时间应符合１０．２．４条规定。

ｆ）ＴＣＲ整机返还系数不应小于７５％。

ｇ）机车信号机采用ＬＥＤ信号灯显示方式，输入电压为ＤＣ２４Ｖ±

４．８Ｖ时应正常发光显示。

ｈ）机车信号接收线圈应满足１０．２．８条要求。

１０３７　人机界面单元 （ＤＭＩ）

ａ）ＤＭＩ主要指标：供电电源１８～３６Ｖ；显示屏采用１０．４英寸

ＴＦＴ高亮度彩色液晶屏；主ＣＰＵ主频２００ＭＨｚ以上，内存大于或等于

３２ＭＢ，存储量大于或等于１２８ＭＢ；与主机通信为ＣＡＮ总线标准。

ｂ）人机声响报警的输出功率大于或等于２Ｗ，输出音量可调。

ｃ）语音提示电路输出语音应清晰，其信噪比应大于或等于４０ｄＢ，

输出功率大于或等于２Ｗ，输出音量可调。

１０３８　速度传感器采用光电转速传感器应满足下列技术指标：

ａ）工作电源电压ＤＣ１５× （１±１５％）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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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两路方波脉冲输出信号。

ｃ）两个通道脉冲相位差９０°±４５°。

ｄ）每转脉冲数１００或２００（１２８或２５６备选）。

ｅ）占空比５０％±２０％。

ｆ）测速范围轴端０～２５００ｒ／ｍｉｎ，齿轮箱０～４０００ｒ／ｍｉｎ。

ｇ）工作温度－４０℃～＋７０℃。

１０３９　ＧＹＫ应具有以下五种控制模式：正常监控模式、调车模式、

目视行车模式、区间作业模式、非正常行车模式。

１０３１０　ＧＹＫ测量精度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与传感器组合后测速范围０～１６０ｋｍ／ｈ，测速、测距误差－２％～

＋２％，里程显示范围－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ｋｍ，里程显示分辨率０．００１ｋｍ。

ｂ）ＧＹＫ系统时钟误差小于９０ｓ／月。

１０３１１　ＧＹＫ应满足铁路信号设备故障—安全原则，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ＧＹＫ应具有自检功能，系统设有软、硬件 “看门狗”。

ｂ）整机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ＭＴＢＦ不应低于６０００ｈ。

ｃ）安装和布线应满足电磁兼容性要求，外部设备、传感器之间的

连接电缆和连接设备应根据信息的不同电压等级分缆设置。

ｄ）基本数据、揭示数据、运行记录数据数据格式应一致、通用。

１０４　机车信号测试环线

１０４１　机车信号测试环线安装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环线使用多股铜质非铠装或非屏蔽护套电缆，芯线截面积不小

于６ｍｍ２，额定工作电压２５０Ｖ以上。

ｂ）测试环线股道内及两旁，不应有大型金属板或多处构成闭合环

路的金属网线。

ｃ）环线发码器的信号输出端应有防雷措施。

ｄ）股道环线铺设的一般要求：

１）使用非金属护套作为环线电缆的外护套。

２）环线电缆要求铺设在股道两根钢轨的内侧。

３）环线电缆的固定位置应在钢轨的中间腰部位置。保护管安装

平整，固定挂钩齐全 （相邻挂钩的间距不大于１．２ｍ）、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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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良好，保护管路无外荷载的冲击和挤压。

４）铺设的环线单股道长度不大于１００ｍ。

５）多股道环线铺设时应选用多通道环线发码器，不得多路股道

环线并联使用环线发码器的一路通道。环线发码器到各股道

的连接电缆去线和回线应并行紧邻铺设。

６）各股道上的环线电缆应分别引至接线盒，便于与股道外的环

线电缆相连接。

７）当股道环线较长，在同一条股道上同时停放多辆机车导致机

车信号接收不良时，采用铺设 “８”字交叉环线。

ｅ）“８”字交叉环线是指将股道上的两根电缆经一定距离平行铺设

后相互交叉方法铺设的股道环线，除ｄ）的各项要求外，要求每个交叉

的间隔距离约为１５ｍ，交叉点的两根电缆使用一根金属管作外防护。

１０４２　环线发送电流模拟量，应以机车信号可靠工作最小的电流

±１５％为准，因股道条件不利或其他特殊情况可适当提高室内环线发码

设备的发送电流。

１０４３　测试环线应安装、固定可靠，走线平直，电缆外皮无破损，连

接良好，环线的导线对保护管间、导线对地间绝缘电阻不小于２ＭΩ。

电缆防护良好，电缆盒固定可靠，盒内洁净、密封良好，接线端子螺丝

紧固，螺帽、垫圈齐全，配线连接可靠，防雷元件良好。发送箱放置固

定可靠，外表清洁，接插件插接良好，指示灯显示正确，开关、按键操

作灵活，接触良好，显示屏清洁、无破损，显示清晰。

１０４４　室内环线发码设备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电源电压范围为ＡＣ２２０Ｖ±２２Ｖ，电源引入需有防雷措施。

ｂ）移频制式载频误差小于±０．５Ｈｚ，ＺＰＷ２０００系列制式载频误

差小于±２Ｈｚ，调制低频周期误差小于±０．０５Ｈｚ。

ｃ）具备自动循环发送功能，可以发出机车信号所在运用区段应接

收的所有信息的低频、载频，给出相应的频率和对应的机车信号显示，

并具备能够满足现场一般测试的简易循环的发码模式。

ｄ）具备手动发送功能，可以发出机车信号所在运用区段应接收的

所有信息的低频、载频，并给出相应的频率和对应的机车信号显示。

ｅ）具备三路及以上的多通道输出能力，每路输出电流０～１．５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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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可调，并有明确显示。

ｆ）应具有限流电阻调整输出回路阻抗功能。

１０４５　多股道环线发码分束使用时，室内环线发码设备至室外股道环

线电缆盒应采用数字屏蔽电缆，每一束发码应采用不同的屏蔽组。

１０５　车站股道电码化

１０５１　车站股道电码化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经道岔直向的接车进路和自动闭塞区段经道岔直向的发车进

路中的所有轨道电路区段、列车占用的股道区段、半自动闭塞区段

及自动站间闭塞区段进站信号机的接近区段，应实施股道电码化。

色灯电锁器车站，一般在股道区段实施电码化。

ｂ）在最不利条件下，入口电流应满足机车信号可靠工作的要求。

各种制式电码化的钢轨最小短路电流，ＺＰＷ２０００、ＵＭ７１系列电码化

使用０．１５Ω标准分路电阻线，４、８、１８信息移频系列电码化和交流计

数 （含微电子交流计数）电码化使用０．０６Ω标准分路电阻线进行测试

时应符合第１０．２．５条规定。ＺＰＷ２０００（ＵＭ）系列电码化载频频率为

１７００Ｈｚ、２０００Ｈｚ、２３００Ｈｚ时，入口电流不应大于１２００ｍＡ；载频频

率为２６００Ｈｚ时，入口电流不应大于１１００ｍＡ。

ｃ）在最不利条件下，出口电流不损坏电码化轨道电路设备。４、８、

１８信息移频系列电码化，非电气化区段出口电流不应大于３Ａ，电气化

区段出口电流不应大于６Ａ；ＺＰＷ２０００（ＵＭ）系列电码化，出口电流

不应大于６Ａ。

ｄ）有效电码中断的最长时间，不应大于机车信号允许中断的最短

时间。

ｅ）股道占用时，不终止发码。

ｆ）已发码的区段，当区段空闲后，轨道电路应能自动恢复到调整

状态。

ｇ）列车冒进信号时，至少其内方第一区段发禁止码或不发码。

ｈ）与电码化轨道电路相邻的非电码化区段，应采取绝缘破损防护

措施，当绝缘破损时不导向危险侧。

ｉ）电码化应采取机车信号邻线干扰防护措施。

·８３２·



ｊ）机车信号机显示除按 《铁路技术管理规程》执行外，还应满足

ＴＢ／Ｔ３０６０《机车信号信息定义及分配》的规定。

ｋ）电路必须满足铁路信号故障—安全的原则。室内故障或室外电

缆一处混线时，不应发送升级显示的信息和向其他区段发码。

ｌ）电码化电缆和配线应采取防移频干扰措施。

ｍ）预叠加电码化的发码设备应冗余设置，主机和备机均应设工作

状态表示。

ｎ）电码化应采用双套电源，一套故障时另一套应保证系统正常

工作。

ｏ）在钢轨回流为１０００Ａ、不平衡系数１０％的电气化区段，电码化

设备应正常工作。

１０５２　电码化工作原理图见附录。

１０５３　四信息移频电码化发送及检测设备

ａ）电源盒的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表１０．５．３（ａ）和表１０．５．３（ｂ）

的要求 （电气化及非电气化区段通用）。

表１０．５．３（ａ）

项

目

名称及

型 号

交流输入

电压

Ｖ

失真

度

周波

偏差

功放电源

电阻

负载

电流

Ａ

直流

输出

电压

Ｖ

纹波

电压

（整机

负载）

ｍＶ

稳压电源

（整机负载）

直流输

出电压

Ｖ

纹波

电压

ｍＶ

整机

绝缘

电阻

ＭΩ

移频站内

电源盒

ＺＰ·ＨＹＮ

１８７～２４２ ≤２．５％ ≤０．４％ １～２．８
２２～

２５．５
≤９００ ２４±１ ≤１５０ ≥２５

表１０．５．３（ｂ）

项目

名称及型号

电网输入

交流电压

Ｖ

失真度

直流稳压

输出电压

Ｖ

直流接近

输出电压

Ｖ

功放负

载电流

Ａ

负载纹

波电压

ｍＶ

输出功

放电压

Ｖ

电
源
盒

ＺＰ·ＨＹＭ２Ｄ １８７～２５３ ≤２．５％ ２４±０．５ １～８ ≤５００ ２４±０．５

ＺＰ·ＨＹＭ３Ｄ １８７～２５３ ≤２．５％ ２４±０．５ ３７±１ １～８ ≤５００ ２４±０．５

ｂ）发送盒的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表１０．５．３（ｃ）和表１０．５．３（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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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 （电气化及非电气化区段通用）。

表１０．５．３（ｃ）

项

目

名称及型号

功放输出电压　Ｖ

负载
电阻为

３．３Ω时

负载
电阻为

０．８５Ω时

负载
电阻为

１７Ω时

负载
电阻为

１８Ω时

负载
电阻为

１４Ω时

负载
电阻为

１３１Ω时

移频
频率
变化

Ｈｚ

低频
周期
变化

绝缘
电阻

ＭΩ

非电气化
移频发送盒

ＺＰ·ＨＦ
≥６ ≤２．６

≤１３．２
（基波） － － － ±６ ±２％ ≥２５

电气化移频
发送盒

ＺＰ·ＨＦＤ
－ － － ≥２０．５ ≤２３ ≤４７ ±６ ±２％ ≥２５

表１０．５．３（ｄ）

项 目

名称及型号

功出电压　Ｖ

电源电压为２２．５～２４．５Ｖ，
负载为２４Ω

低频频率
变化

％

移频频率
变化

Ｈｚ

功放边频
失真度

％

绝缘
电阻

ＭΩ

电
码
化
发
送
盒

ＺＰ·ＨＦＭ２Ｄ １０±３ １５±３ ２５±３ ３０±３ ≤±０．２ ≤±０．５ ≤８ ≥２５

ＺＰ·ＨＦＭ３Ｄ １０±３ １５±３ ２５±３ ３０±３ ≤±０．２ ≤±０．５ ≤８ ≥２５

电源电压为２２．５～２４．５Ｖ，
负载为５０Ω

ＺＰ·ＨＦＭ５Ｄ １５±３ ２３±３ ２７±３ ３２±４ ≤±０．２ ≤±０．５ ≤８ ≥２５

ＺＰ·ＨＦＭ６Ｄ １５±３ ２３±３ ２７±３ ３２±４ ≤±０．２ ≤±０．５ ≤８ ≥２５

ＺＰ·ＨＦＭ２Ｄ和ＺＰ·ＨＦＭ５Ｄ ６５０Ｈｚ、７５０Ｈｚ两种载频通用

ＺＰ·ＨＦＭ３Ｄ和ＺＰ·ＨＦＭ６Ｄ ５５０Ｈｚ、８５０Ｈｚ两种载频通用

ｃ）发送检测盒的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表１０．５．３（ｅ）的要求 （电气

化及非电气化区段通用）。

表１０．５．３（ｅ）

设备型号

项 目

ＺＰ·ＨＣＦＭ３Ｄ

继电器

ＺＰ·ＨＣＦＭ４Ｄ

继电器

ＺＰ·ＨＣＦＭ５Ｄ

继电器

吸起　Ｖ 落下　Ｖ

电源
检测

功放电压降低时

功放电压升高时

稳压电压降低时

稳压电压升高时

－

≤２０ ≥１８

≥２５ ≤２７

≤２２ ≥２０

≥２５ ≤２７

稳压
电源

直流输出电压 Ｖ ２４±１ ２４±１ ２４±１

发送
检测

触发值　　　 Ｖ ≤１０ ≤２０ ≤４

不触发值　　　 Ｖ ≥４ ≥１１ ≥１．３

各报警继电器电压Ｖ ≥１６．８ ≥１６．８ ≥１６．８

·０４２·



１０５４　电气化及非电气化区段２５Ｈｚ相敏轨道电路叠加四信息电码化

配套设备

ａ）隔离器端子使用规定应符合表１０．５．４（ａ）的要求。

表１０．５．４（ａ）

型号 端　　子　　使　　用

ＤＧＬ２Ｆ
２５Ｈｚ轨道电源（ＢＭＴ） 钢轨侧 移频发送

ＡＴ１、ＡＴ１１ ＡＴ４、ＡＴ１４ ＡＴ７、ＡＴ１７

ＤＧＬ２Ｒ
继电器 钢轨侧 移频发送

ＡＴ２、ＡＴ１２ ＡＴ５、ＡＴ１５ ＡＴ８、ＡＴ１８

注：ＤＧＬ２Ｒ型受电端隔离器频率端子使用：５５０Ｈｚ，连接端子ＡＴ１６ＡＴ９（ＡＴ１６ＡＴ９、ＡＴ１１
ＡＴ３）；６５０Ｈｚ，连接端子ＡＴ１６ＡＴ１０（ＡＴ１６ＡＴ１０、ＡＴ１１ＡＴ４）；７５０Ｈｚ，连接端子ＡＴ１６
ＡＴ１９（ＡＴ１６ＡＴ１９、ＡＴ１１ＡＴ１３）；８５０Ｈｚ，连接端子 ＡＴ１６ＡＴ２０（ＡＴ１６ＡＴ２０、ＡＴ１１
ＡＴ１４）。

ｂ）隔离器的技术指标应符合表１０．５．４（ｂ）的要求。

表１０．５．４（ｂ）

序号 型　号 项　　　目 技术指标 备　注

１

２

３

ＤＧＬ２Ｆ

ＤＧＬ２Ｒ

ＢＭＴ

（适用于多信息）

２５Ｈｚ

Ｖ

移频信号

Ｖ

２５Ｈｚ

Ｖ

移频信号

Ｖ

空载电压

Ｖ

空载电流

ｍＡ

输入：犝１１１

输出：犝４１４

输入：犝７１７

输出：犝４１４

输入：犝５１５

输出：犝２１２

输入：犝８１８

输出：犝５１５

输入：犝１２

输出

Ⅰ１２

１２０

≥９０

３００

３００±１０

１５～５０

１４～５１

３００

＞３００

２２０

５～２４６

≤３０

３１０Ω负载

移频（Ｈｚ）：５５０

继电器负载

移频（Ｈｚ）：５５０、

６５０、７５０、８５０

电源２５Ｈｚ

２５Ｈｚ

４
ＢＭＴ１

（适用于多信息）

空载电压

Ｖ

空载电流

ｍＡ

输入：犝１２

输出

Ⅰ１２

２２０

５～２４５

≤３０

电源２５Ｈｚ

２５Ｈｚ

·１４２·



ｃ）站内防雷单元的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表１０．５．４（ｃ）的要求。

表１０．５．４（ｃ）

型号 测试内容 技术指标 备　注／测试条件

ＺＰ·ＤＦＺＤ

空载
特性

负载
特性

变压器１、２端子输入电压 ２０Ｖ、５５０Ｈｚ

变压器３、６端子输出电压 ９８～１０８Ｖ

初级空载电流应不大于 ９０ｍＡ

变压器１、２端子输入电压 ２０Ｖ、５５０Ｈｚ

负载电阻 ４６０Ω

变压器效率不小于 ８５％

　短接变压器端子４、５

　输入端子、短接端子、输出
端子同空载特性测试

１０５５　非电气化区段５０Ｈｚ交流连续式轨道电路叠加四信息电码化配

套设备

ａ）隔离器端子使用规定应符合表１０．５．５（ａ）的要求。

表１０．５．５（ａ）

型 号 端子使用

ＦＧＬ２Ｆ
轨道侧 ５０Ｈｚ轨道电源（ＡＣ２２０Ｖ） 电码化控制电路

ＡＴ１、ＡＴ１１ ＡＴ３、ＡＴ１３ ＡＴ５、ＡＴ１５

ＦＧＬ２Ｒ
轨道侧 轨道继电器（ＪＺＸＣ４８０） 电码化控制电路

ＡＴ２、ＡＴ１２ ＡＴ４、ＡＴ１４ ＡＴ６、ＡＴ１６

ｂ）隔离器的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表１０．５．５（ｂ）和表１０．５．５（ｃ）

的要求。

表１０．５．５（ｂ）

序 号 型　号 项　　目 技术指标

１ ＦＧＬ２Ｆ

交流电源

５０Ｈｚ

移频信号

输入：犝３１３

输出
犝１１１

犝５１５

输入：犝５１５

输出
犝１１１

犝３１３

１２０Ｖ

１２０Ｖ±５Ｖ

≤６Ｖ

１３０Ｖ

≥１３０Ｖ

≤２Ｖ

·２４２·



续上表

序 号 型　号 项　　目 技术指标

２ ＦＧＬ２Ｒ

交流电源

５０Ｈｚ

交流电源

５０Ｈｚ

移频信号

输入：犝２１２

输出
犝４１４

犝６１６

输入：犝２１２

输出
犝４１４

犝６１６

输入：犝６１６

输出：
犝２１２

犝６１６／犝４１４

１０Ｖ

１０Ｖ±１Ｖ

≤３Ｖ

１５Ｖ

１５Ｖ±１．５Ｖ

≤４．５Ｖ

１３０Ｖ

１３０Ｖ±１０Ｖ

≥５００

３ ＢＭＴ２
空载电压

空载电流

输入：犝１２

输出

Ⅰ１２

２２０Ｖ、５０Ｈｚ

５～１８０Ｖ，±５％

≤３０ｍＡ

表１０．５．５（ｃ）

型 号 测试内容 技术指标 备　注／测试条件

ＦＧＬ１Ｆ

５０Ｈｚ

测试

移频

测试

空载
　ＡＴ３、ＡＴ１３
输入空载电流

负载
　ＡＴ１、ＡＴ１１
的输出电压

　ＡＴ１０、ＡＴ１５电流

　ＡＴ１０、ＡＴ１５电流

≤１００ｍＡ

１２０Ｖ±５Ｖ

≥１００ｍＡ

≥２００ｍＡ

　ＡＴ３、ＡＴ１３输入５０Ｈｚ、２２０Ｖ

　ＡＴ１、ＡＴ１１空载

　ＡＴ３、ＡＴ１３输入５０Ｈｚ、２２０Ｖ

　ＡＴ１、ＡＴ１１接２４０Ω负载

　ＡＴ１０、ＡＴ１５输入５０Ｈｚ、５Ｖ电压

　ＡＴ１０、ＡＴ１５输入５０Ｈｚ、１５Ｖ电压

ＦＧＬ１Ｒ

５０Ｈｚ

测试

移频

测试

　ＡＴ４、ＡＴ１４短接

　ＡＴ２、ＡＴ１２电流

　ＡＴ４、ＡＴ１４接ＪＺＸＣ

４８０继电器，ＡＴ２、ＡＴ１２
与ＡＴ４、ＡＴ１４的电压比

值犝２１２／犝４１４应不小于

≥１０ｍＡ

≥２０ｍＡ

≥３０ｍＡ

２５０

　ＡＴ２、ＡＴ１２输入５０Ｈｚ、１Ｖ时

　ＡＴ２、ＡＴ１２输入５０Ｈｚ、２Ｖ时

　ＡＴ２、ＡＴ１２输入５０Ｈｚ、３Ｖ时

　ＡＴ２、ＡＴ１２分别输入载频５５０～８５０Ｈｚ
（低频为１１Ｈｚ、１５Ｈｚ、２６Ｈｚ）的移频信号

３０～２５０Ｖ时

ｃ）站内防雷单元的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表１０．５．５（ｄ）的要求。

·３４２·



表１０．５．５（ｄ）

型号 测试内容 技术指标 备　注／测试条件

ＤＭＬ３

空载
特性

负载
特性

　变压器３、４端输出电压 ２１０Ｖ±１０Ｖ

　变压器５、６端输出电压 ７１．５Ｖ±３Ｖ

　初级空载电流应不大于 ≤９０ｍＡ

　变压器１、２端输入电压 ３５Ｖ、６５０Ｈｚ

　负载电阻 １１００Ω

　变压器效率不小于 ８５％

　输入电压３５Ｖ、６５０Ｈｚ；

　输入端子：变压器１、２端；

　短接端子：变压器４、５端

　输入端子、短接端子、输出
端子同空载特性测试

１０５６　８信息移频电码化 （通用于电气化区段及非电气化区段）

ａ）ＺＰ·ＹＭ型移频电码化电源盘的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表１０．５．６

（ａ）的要求。

表１０．５．６（ａ）

项　　目 指　　标 备　　注

直流输出电压 ２４Ｖ±１Ｖ

交流纹波电压 ＜３５０ｍＶ

工作负载电流 ０～５．０Ａ

　交流输入１８７～２４２Ｖ，常温开机

３ｍｉｎ，高低温开机３０ｍｉｎ后测试

ｂ）移频电码化发送盘的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表１０．５．６ （ｂ）的

要求。

表１０．５．６（ｂ）

项

目

名称及型号

低频频
率变化

移频频
率变化

Ｈｚ

功放输出电压　Ｖ

负载
电阻为

３．３Ω
时

负载
电阻为

０．８５Ω
时

负载
电阻为

１７Ω
时

负载
电阻为

１５Ω
时

负载电阻为

３０Ω时

电气化
非电
气化

　正线组匣非电气化发送盘

　ＺＰ·ＸＺＦ
±０．５％ ±１ ≥６ ≤２．６

≤１３．２
（基波） － － －

　移频站内发送盘

　ＺＰ·ＰＦＮ
±０．２％ ±０．５ － － － ≥１２ － －

　移频电码化发送盘

　ＺＰ·ＦＭ２
±０．２％ ±０．５ － － － － ≥１８ ≥１３

　移频电码化发送盘

　ＺＰ·ＦＭ３
±０．２％ ±０．５ － － － － ≥１８ ≥１３

　移频电码化发送盘

　ＺＰ·ＦＭ１Ｔ
±０．２％ ±０．５ － － － － ≥１８ ≥１３

　移频电码化双功出发送盘

　ＺＰ·ＦＳＭＤＡ
±０．２％ ±０．５ － － － － ≥１８ ≥１３

　移频电码化双功出发送盘

　ＺＰ·ＦＳＭＴ
±０．２％ ±０．５ － － － － ≥１８ ≥１３

·４４２·



ｃ）移频双机检测盘的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表１０．５．６（ｃ）的要求。

表１０．５．６（ｃ）

项

目

名称及型号

稳压电源

直流
输出
电压

Ｖ

纹波
电压

ｍＶ

电源检测

测试
内容

稳压
电压
降低

Ｖ

稳压
电压
升高

Ｖ

发送检测

触发
值

Ｖ

不触
发值

Ｖ

输入
信号

６～２０Ｖ
继电器
电压 Ｖ

输入
信号

６～３４Ｖ
继电器
电压 Ｖ

输入
信号

１０～６０Ｖ
继电器
电压 Ｖ

输入
信号

１．４～１３Ｖ
继电器
电压 Ｖ

移频检测盘

ＺＰ·ＰＣ１
２４±１≤１５０

继
电
器

吸起

落下

≤２３

≥２０

≥２５

≤２７．５
≤５ ≥１．８ ≥１８ － － －

正线组匣
检测盘

ＺＰ·ＸＺＪＣ
２４±１≤１５０

继
电
器

吸起

落下

≤２３

≥２０

≥２５

≤２７．５
≤１．４≥０．５ － － － ≥１８

移频检测盘

ＺＰ·ＣＳＭ
２４±１≤１５０

继
电
器

吸起

落下

≤２３

≥２０

≥２５

≤２７．５
≤３ ≥１．３ － ≥１８ － －

电气化移频
检测盘

ＺＰ·ＣＳＭＤ
２４±１≤１５０

继
电
器

吸起

落下

≤２３

≥２０

≥２５

≤２７．５
≤３ ≥１．３ － － ≥１８ －

移频检测盘

ＺＰ·ＰＣＭＹ
５±０．２ －

继
电
器

吸起

落下

≤２３

≥２０

≥２５

≤２７．５
≤３．８≥０．７ － ≥２１ － －

移频检测盘

ＺＰ·ＰＣＭ
５±０．２ －

继
电
器

吸起

落下

≤２３

≥２０

≥２５

≤２７．５
≤３．８≥０．７ － ≥２１ － －

ｄ）移频发送检测盘的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表１０．５．６（ｄ）的要求。

表１０．５．６（ｄ）

项 目
名 称

触发值

Ｖ

不触发值

Ｖ

返还
系数

报警延迟
时间　ｓ

稳压电源输出
电压　Ｖ

移频发送检测盘

ＺＰ·ＰＣＦ１
≤１７ ≥９ ≥７０％ ７～１５ ２４±１

移频发送检测盘

ＺＰ·ＰＣＦ
≤２０ ≥１１ ≥７０％ ７～１５ ２４±１

移频发送检测盘

ＺＰ·ＣＦＭ
≤１７ ≥９ ≥７０％ ７～１５ ２４±１

电气化移频发送检测盘

ＺＰ·ＣＦＭＤ
≤５ ≥１ ≥７０％ ７～１５ ２４±１

移频发送检测盘

ＺＰ·ＰＣＭＣ
≤３．８ ≥０．７ ≥７０％ ７～１５ ５±０．２

·５４２·



ｅ）发送及检测设备的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表１０．５．６（ｅ）的要求。

表１０．５．６（ｅ）

名称及型号 测试内容 技术指标 测试条件 备　　注

双功出集
成发码器

Ｍ·ＱＦＳ

单功出集
成发码器

Ｍ·ＱＦＤ

低频频率变化

移频频率变化

功出
电压

功率１挡

功率２挡

功率３挡

功率４挡

绝缘电阻测试

≤±０．２％

≤±０．５Ｈｚ

３０Ｖ±５Ｖ

３５Ｖ±５Ｖ

４０Ｖ±５Ｖ

５０Ｖ±５Ｖ

≥２５ＭΩ

　负载电阻１００Ω，输
入电压５０Ｈｚ、２００Ｖ

　 常 温、高 温 开 机

３ｍｉｎ测试，低温开机

３０ｍｉｎ后测试

　发码器的工作电压为

５０Ｈｚ、１８７～２５３Ｖ，失真度
不大于２．５％

　封连所有接插件端子对机壳间进行测试

双套
双机热备
检测器

Ｍ·ＱＣＳ

电
压
检
测

频
率
检
测

触发值

不触发值

报警继电器电压

切换继电器电压

上下边频
变化范围

绝缘电阻测试

≤２０Ｖ

≥８Ｖ

≥１８．０Ｖ

≥１８．０Ｖ

≤±１２Ｈｚ

≥２５ＭΩ

　输入５５０Ｈｚ、６５０Ｈｚ、

７５０Ｈｚ、８５０Ｈｚ移频信
号２０～５０Ｖ

　检测器的工作电压为

５０Ｈｚ、１８７～２５３Ｖ，失真
度不大于２．５％

　所有接插件端子对机壳进行测试

侧线
检测器

Ｍ·ＱＣＤ

触发值

不触发值

报警继电器电压

返还系数

报警延迟时间

≤２０Ｖ

≥８Ｖ

≥１８．０Ｖ

≥７０％

３～１２ｓ

　输入移频信号２０～
５０Ｖ

　 （不触发值／触发
值）×１００％

　检测器不触发至继
电器落下的时间

　检测器的工作电压为

５０Ｈｚ，１８７～２５３Ｖ，失真
度不大于２．５％

ｆ）多信息电码化站内防雷单元的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表１０．５．６

（ｆ）的要求。

表１０．５．６（ｆ）

型　号 测 试 内 容 技术指标 备注／测试条件

ＦＰ１Ｍ

空载
特性

变压器３、４端输出电压 ４３～４７Ｖ

变压器３、６端输出电压 ８８～９６Ｖ

初级空载电流 ≤１０ｍＡ

　输入电压４０Ｖ、６５０Ｈｚ；

　输入端子：变压器１、２端；

　短接端子：变压器４、５端

负载
特性

变压器１、２端输入电压 ４０Ｖ、６５０Ｈｚ

负载电阻 ９２０Ω

变压器效率不小于　　 ≥８５％

　输入端子、短接端子、输出端子同
空载特性测试

·６４２·



ｇ）多信息电码化隔离器与１０．５．４、１０．５．５中的四信息隔离器

（ＤＧＬ２Ｆ、ＤＧＬ２Ｒ、ＦＧＬ１Ｆ、ＦＧＬ１Ｒ、ＦＧＬ２Ｆ、ＦＧＬ２Ｒ）型号及

技术指标相同。

１０５７　ＺＰＷ２０００系列移频电码化发送设备

ａ）ＺＰＷ·Ｆ型发送器和ＺＰ·ＦＧ型发送器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表

１０．５．７（ａ）的要求。

表１０．５．７（ａ）

项　　目 指标范围 备　　注

　低频频率犉ｃ 犉ｃ±０．０３Ｈｚ
　犉ｃ为（１０．３＋狀×１．１）Ｈｚ，

狀＝０～１７

载
频
频
率

１７００１ １７０１．４Ｈｚ±０．１５Ｈｚ

１７００２ １６９８．７Ｈｚ±０．１５Ｈｚ

２０００１ ２００１．４Ｈｚ±０．１５Ｈｚ

２０００２ １９９８．７Ｈｚ±０．１５Ｈｚ

２３００１ ２３０１．４Ｈｚ±０．１５Ｈｚ

２３００２ ２２９８．７Ｈｚ±０．１５Ｈｚ

２６００１ ２６０１．４Ｈｚ±０．１５Ｈｚ

２６００２ ２５９８．７Ｈｚ±０．１５Ｈｚ

－

输
出
电
压

１电平 １６１．０～１７０．０Ｖ

２电平 １４６．０～１５４．０Ｖ

３电平 １２８．０～１３５．０Ｖ

４电平 １０４．５～１１０．５Ｖ

５电平 ７５．０～７９．５Ｖ

　直流电源电压为２４Ｖ±
０．１Ｖ，４００ Ω 负 载，犉ｃ ＝
１８．０Ｈｚ

发送报警继电器电压 ≥２０Ｖ －

绝缘电阻 ≥２００ＭΩ（５００Ｖ） 输出端子对机壳

绝缘耐压 ５０Ｈｚ，ＡＣ１０００Ｖ，１ｍｉｎ 输出端子对机壳

ｂ）ＺＰＷ·ＦＮ型发送器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表１０．５．７（ｂ）的要求。

表１０．５．７（ｂ）

项　　目 指标范围 备　　注

低频频率变化范围 ±０．１２％ 犉ｃ为（１０．３＋狀×１．１）Ｈｚ，狀＝０～１７

中心频率变化 ±０．４Ｈｚ １７００Ｈｚ、２０００Ｈｚ、２３００Ｈｚ、２６００Ｈｚ

发送器功出电压 ５．５Ｖ±０．１Ｖ 功出负载电阻１０ｋΩ

报警继电器电压 ２０～２６Ｖ １２线圈８５０Ω负载

整机输入电流 ≤０．２５Ａ －

检测报警电压 １０．５～１２．０Ｖ Ｘ１２０１和Ｘ１２１间

·７４２·



ｃ）ＺＰＷ２０００Ｒ电码化发送设备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表１０．５．７（ｃ）

的要求。

表１０．５．７（ｃ）

型号及名称 项　　目 技术指标及范围 备　　 注

ＺＰＷ·ＦＮ１
型发送器

低频频率变化率 ±０．１５％

载频上下边频变化 Ｈｚ ±０．１５
　１７００１、２０００１、２３００１、２６００１、

１７００２、２０００２、２３００２、２６００２

移出电压　ＡＣ Ｖ ５．５０±０．１０ 　负载电阻１０ｋΩ

报警电压　ＤＣ Ｖ ２２．０±２．０
　ＪＷＸＣ１１７００型继电器，１４线圈

１７００Ω负载

整机输入电流　ＤＣ Ａ ≤０．２５

ＺＰＷ·ＡＮ１
型站内
功放器

功出电压　ＡＣ
Ｖ

１挡 １０６～１２１

２挡 １２０．５～１３４．５

３挡 １３４～１４９

４挡 １４７～１６２

５挡 １６０～１７３

　载频 １７００１、２０００１、２３００１、

２６００１，低频１９．１Ｈｚ分别测试，负
载２８３Ω

４８Ｖ输入电流　ＤＣ Ａ ≤３．６ 　负载２８３Ω，５挡功率输出

功放器输入阻抗 ｋΩ ７～１８
　２３００Ｈｚ，５．５０Ｖ±０．０５Ｖ时
测试

ＺＰＷ·ＡＮ
型站内
功放器

功出电压　ＡＣ
Ｖ

１挡 １０６～１２１

２挡 １２０．５～１３４．５

３挡 １３４～１４９

４挡 １４７～１６２

５挡 １６０～１７３

　载频 １７００１、２０００１、２３００１、

２６００１，低频１９．１Ｈｚ分别测试，负
载４００Ω

４８Ｖ输入电流　ＤＣ Ａ ≤２．７ 　负载４００Ω，５挡功率输出

功放器输入阻抗 ｋΩ ７～１８
　２３００Ｈｚ，５．５０Ｖ±０．０５Ｖ 时
测试

ＺＰＷ·ＦＲ
型发送器

低频频率变化率 ±０．１５％

载频上下边频变化 Ｈｚ ±０．１５

移出电压　ＡＣ Ｖ ５．５０±０．１０ 　负载电阻５ｋΩ

报警电压　ＤＣ Ｖ ２２．０±２．０ 　１４线圈负载电阻１７００Ω

绝缘电阻 ≥２００ＭΩ

绝缘耐压 设备无闪络现象 　５０Ｈｚ，ＡＣ５００Ｖ，时间１ｍｉｎ

·８４２·



续上表

型号及名称 项　　目 技术指标及范围 备　　 注

ＺＰＷ·ＡＲ
型功放器

功出电压　ＡＣ Ｖ

１电平 １６１．０～１７０．０ 　负载电阻４００Ω

２电平 １４６．０～１５４．０

３电平 １２８．０～１３５．０

４电平 １０４．５～１１０．５

５电平 ７５．０～７９．５

绝缘电阻 ≥２００ＭΩ

绝缘耐压 设备无闪络现象 　５０Ｈｚ，ＡＣ１０００Ｖ，时间１ｍｉｎ

ＺＰＷ·Ｆ１Ｒ
型发送器

低频频率变化范围 ±０．１５％

载频上、下边频频率变化Ｈｚ ±０．１５

移出电压　ＡＣ Ｖ ５．５０±０．１０ 　负载电阻５ｋΩ

通
信
冗
余
功
能

　ＤＰＡ１关
闭， ＤＰＢ１
正常

　ＤＰＡ１正
常， ＤＰＢ１
关闭

　低频频
率变化范
围，载频
上、下边
频频率变
化，移出
电压，报
警继电器
电压

　符合本器
材 对 应 的
指标

通
信
中
断
功
能

　ＤＰＡ１、

ＤＰＢ１ 同
时关闭

　报警电压 小于１Ｖ 　主发送器时测试

　低频频率
变化范围，
载频上、下
边频频率变
化，移出电
压，报警继
电器电压

　符合本器材
对应的指标 　备发送器时测试

　通信地址设
置功能检查

　低频频率
变化范围，
载频上、下
边频频率变
化，移出电
压，报警继
电器电压

　符合本器
材 对 应 的
指标

　报警继电器电压　ＤＣ
Ｖ
２２．０±２．０ 　线圈电阻４８０Ω±５Ω

　绝缘电阻 ≥２００ＭΩ

　绝缘耐压
　设备无闪
络现象 　５０Ｈｚ，ＡＣ５００Ｖ，时间１ｍｉｎ

·９４２·



１０５８　ＺＰＷ２０００系列、ＭＰＢ２０００Ｇ、ＵＭ７１二线制电码化接口器材

ａ）调整电阻盒的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表１０．５．８（ａ）的要求。

表１０．５．８（ａ）

型号
测试

内容
技术指标 测试条件 备　　注

ＲＴＦ

ＲＴＲ

　各端

子电阻

值　

犚１２＝１００Ω，

犚１３＝１５０Ω，

犚１４＝２００Ω，

犚１５＝３００Ω，

允许误差±１０％

　用数字万用

表测试

　电气化区段、非电气化区段通用；

　ＲＴＦ型送电电阻盒内部安装三套独立

的固定抽头分段调整电阻；

　ＲＴＲ型受电电阻盒内部安装五套独立

的固定抽头分段调整电阻

ｂ）室内调整变压器的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表１０．５．８（ｂ）的要求。

表１０．５．８（ｂ）

型号 测试内容 技术指标 测试条件 备　　注

ＢＭＴ

空载
特性

负载
特性

空载电流ｍＡ

空载电压

Ｖ

　调负载电流
为０．３Ａ 时，
负载电压　Ｖ

≤３０

犝Ⅱ１Ⅱ２＝７１，犝Ⅱ２Ⅱ３＝１４２，犝Ⅱ４Ⅱ５
＝５．４，犝Ⅱ５Ⅱ６＝１６．２，犝Ⅱ６Ⅱ７＝
１１，犝Ⅱ２Ⅱ７＝２４６．６（连接３４），

±５％

≥２１０

　Ⅰ１２输入

２５Ｈｚ、２２０Ｖ
电压

　输入：同空
载；Ⅱ１７接负
载（连接３４）

　用于电气化区段

２５Ｈｚ相敏轨道电路
叠加 ＺＰＷ２０００ 系
列电码化

ＢＭＴ１２５
　同ＢＭＴ型技术指标，用于非电气化区段２５Ｈｚ相敏轨道电路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系列
电码化

ＢＭＴ２５

空载
特性

负载
特性

空载电流ｍＡ

空载电压

Ｖ

　调负载电流
为０．４４Ａ，负
载电压 Ｖ

≤５０

犝１２＝２．５，犝２３＝５，犝４５＝
１０，犝５６＝２０，犝７８＝５０，犝８９
＝１００，犝１９＝１８７．５（连接３
４、６７），±５％

≥１６５

　Ⅰ１２输入

２５Ｈｚ、２２０Ｖ
电压

　输入：同空
载；ⅡＫＺ 接
负载（连接万
可 端 子 的

０１、３４、６７、

９１０）

　用于电气化区段及
非电气化区段２５Ｈｚ
相敏轨道电路叠加

ＺＰＷ２０００ 系 列 电
码化

·０５２·



续上表

型号 测试内容 技术指标 测试条件 备　　注

ＢＭＴ２５０

空载
特性

负载
特性

空载电流ｍＡ

空载电压

Ｖ

　调负载电流
为０．５５Ａ，负
载电压 Ｖ

≤３０

犝Ⅱ１Ⅱ２＝５０，犝Ⅱ２Ⅱ３＝１００，

犝Ⅱ４Ⅱ５ ＝５，犝Ⅱ５Ⅱ６ ＝１０，

犝Ⅱ６Ⅱ７＝１５，犝Ⅱ２Ⅱ７＝１８０
（连接３、４），±５％

≥１８０±９

　Ⅰ１２输入

５０Ｈｚ、２２０Ｖ
电压

　输入：同空
载；Ⅱ１７接负
载（连接３、４）

ＢＭＴ５０

空载
特性

负载
特性

空载电流ｍＡ

空载电压

Ｖ

　调负载电流
为０．４４Ａ，负
载电压 Ｖ

≤８０

犝１２＝２．５，犝２３＝５，犝４５＝
１０，犝５６＝２０，犝７８＝５０，犝８９
＝１００，犝１９＝１８７．５（连接３
４、６７），±５％

≥１６５

　Ⅰ１２输入

５０Ｈｚ、

２２０Ｖ电压

　输入：同空
载；ⅡＫＺ接负
载（连接万可
端子的０１、３
４、６７、９１０）

　用于非电气化区
段５０Ｈｚ轨道电路叠
加ＺＰＷ２０００系列电
码化

ｃ）室内隔离盒的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表１０．５．８（ｃ）的要求。

表１０．５．８（ｃ）

型号 测试内容 技术指标 测试条件 备　　注

ＮＧＬＵ

送电
端特
性

　输出端子 ＡＴ５１５
接１ｋΩ
　｜犝５１５－犝２１２｜

≤２Ｖ
　ＡＴ２１２输入２５Ｈｚ、２２０Ｖ；

　短接ＡＴ８１８、ＡＴ１３１７

受电
端特
性

　输出端子ＡＴ２１２并
接 ＪＲＪＣ１７０／２４０ 和

ＨＦ２２５

　｜犝５１５－犝２１２｜

≤０．５Ｖ
　ＡＴ５１５输入２５Ｈｚ、２５Ｖ；

　短接ＡＴ８１８、ＡＴ１３１７

移频
测试

　ＡＴ２、ＡＴ１２输出电
压（ＡＴ１６１３短接）

≤１０Ｖ
　ＡＴ８１８ 输 入 ２０００Ｈｚ、

２００Ｖ；

　ＡＴ２１２、ＡＴ５１５开路

　用于电气化区段

２５Ｈｚ相敏轨道电
路 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
系列电码化

ＮＧＬ１Ｕ

送电
端特
性

　输出端子 ＡＴ５１５
接１ｋΩ
　｜犝５１５－犝２１２｜

≤１Ｖ
　ＡＴ２１２输入２５Ｈｚ、２２０Ｖ；

　短接ＡＴ８１８、ＡＴ１３１７

受电
端特
性

　输出端子ＡＴ２１２并
接 ＪＲＪＣ１７０／２４０ 和

ＨＦ３２５

　｜犝５１５－犝２１２｜

≤０．５Ｖ
　ＡＴ５１５输入２５Ｈｚ、２５Ｖ；

　短接ＡＴ８１８、ＡＴ１３１７

移频
测试

　ＡＴ２１２输出电压
（ＡＴ１６１３短接）

≤２Ｖ
　ＡＴ８１８输入２０００Ｈｚ、

１００Ｖ；

　ＡＴ２１２、ＡＴ５１５开路

　用于非电气化区
段２５Ｈｚ相敏轨道
电路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
系列电码化

·１５２·



续上表

型号 测试内容 技术指标 测试条件 备　　注

ＮＧＬＴ

送电
端特
性

　输出端子 ＡＴ５１５
接１ｋΩ
　｜犝５１５－犝２１２｜

≤１Ｖ
　ＡＴ２１２输入２５Ｈｚ、２２０Ｖ；

　短接ＡＴ８１８、ＡＴ１３１７

受电
端特
性

　输出端子ＡＴ２１２并

接 ＪＲＪＣ１７０／２４０ 和

ＨＦ３２５

　｜犝５１５－犝２１２｜

≤０．５Ｖ
　ＡＴ５１５输入２５Ｈｚ、２５Ｖ；

　短接ＡＴ８１８、ＡＴ１３１７

移频
空载
测试

　输出电压犝２１２

　输出电压犝５１５

≤２Ｖ

１００Ｖ±２Ｖ

　ＡＴ８１８输入２０００Ｈｚ、

１００Ｖ±２Ｖ；

　ＡＴ２１２、ＡＴ５１５开路

移频
负载
测试

　输出电压犝２１２

　ＡＴ５１５接１ｋΩ，输
出电压犝５１５

≤２Ｖ

１００Ｖ±２Ｖ

　ＡＴ８１８输 入 ２０００Ｈｚ、

１００Ｖ；

　ＡＴ２１２开路

　用于电气化区段
及非电气化区段

２５Ｈｚ相敏轨道电
路叠加 ＺＰＷ２０００
系列电码化

ＦＮＧＬＵ

送电
端特
性

　输出端子ＡＴ４１４接

１．５ｋΩ
　｜犝１１１－犝４１４｜

≤５Ｖ
　 ＡＴ１１１ 输 入 ５０ Ｈｚ、

２２０Ｖ；

　短接ＡＴ７１７

受电
端特
性

　输出端子ＡＴ１１１接

ＪＺＸＣ１４８０

　｜犝１１１－犝４１４｜
≤０．５Ｖ

　ＡＴ４１４输入５０Ｈｚ、１１Ｖ；

　短接ＡＴ７１７

移频
测试 　ＡＴ４１４输出电压 １００Ｖ±２Ｖ

　ＡＴ７１７输 入 ２０００Ｈｚ、

１００Ｖ；

　ＡＴ１１１、ＡＴ４１４开路

　用于非电气化区
段５０Ｈｚ轨道电路
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系
列电码化

ＦＮＧＬＴ

送电
端特
性

　输出端子ＡＴ５１５接

１．５ｋΩ
　｜犝１１１－犝４１４｜

≤５Ｖ
　 ＡＴ１１１ 输 入 ５０ Ｈｚ、

２２０Ｖ；

　短接ＡＴ７１７

受电
端特
性

　输出端子ＡＴ１１１接

ＪＺＸＣ１４８０

　｜犝１１１－犝４１４｜
≤０．５Ｖ

　ＡＴ４１４输入５０Ｈｚ、１１Ｖ；

　短接ＡＴ７１７

移频
空载
测试

　输出电压犝１１１

　输出电压犝４１４

≤０．２５Ｖ

１００Ｖ±２Ｖ

　ＡＴ７１７输入２０００Ｈｚ、

１００Ｖ；

　ＡＴ１１１、ＡＴ４１４开路

移频
负载
测试

　输出电压犝１１１

　ＡＴ４１４接１ｋΩ输出

电压犝４１４

≤０．２５Ｖ

１００Ｖ±２Ｖ

　ＡＴ７１７输 入 ２０００Ｈｚ、

１００Ｖ；

　ＡＴ１１１开路

　用于非电气化
区段５０Ｈｚ轨道电
路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
系列电码化

ｄ）室外隔离盒的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表１０．５．８（ｄ）的要求。

·２５２·



表１０．５．８（ｄ）

型号 测试内容 技术指标 测试条件 备　　注

ＷＧＬＵ

送电端
特性

｜犝７８－犝５６｜

｜犝１２－犝３４｜

≤２．５Ｖ

≤１０Ｖ

　Ⅰ１２输入２５Ｈｚ、２２０Ｖ；

　Ⅰ７８接２．２Ω负载

受电端
特性

｜犝７８－犝５６｜

｜犝１２－犝３４｜

≤０．２Ｖ

≤１．０Ｖ

　Ⅰ７８输入２５Ｈｚ、３Ｖ；

　Ⅰ１２接１．２ｋΩ负载

移频
测试 Ⅰ７８输出电压 ２５Ｖ±２Ｖ 　Ⅰ１２输入２０００Ｈｚ、１００Ｖ

　用于电气化区段

２５Ｈｚ相敏轨道电路
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系列
电码化

ＷＧＬ１Ｕ

送电端
特性

｜犝Ⅱ１Ⅱ２－犝Ⅱ３Ⅱ４｜

｜犝Ⅰ１Ⅰ２－犝Ⅰ３Ⅰ４｜

≤４Ｖ

≤５０Ｖ

　Ⅰ１２输入２５Ｈｚ、２２０Ｖ；

　Ⅱ１２接０．５Ω负载

受电端
特性

｜犝Ⅱ１Ⅱ２－犝Ⅱ３Ⅱ４｜

｜犝Ⅰ１Ⅰ２－犝Ⅰ３Ⅰ４｜

≤０．５Ｖ

≤１０Ｖ

　Ⅱ１２输入２５Ｈｚ、３Ｖ；

　Ⅰ１２接１．５ｋΩ负载

移频
测试 Ⅱ１２输出电压 １５Ｖ±１Ｖ　Ⅰ１２输入２０００Ｈｚ、１００Ｖ

　用于非电气区段

２５Ｈｚ相敏轨道电路
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系列
电码化

ＷＧＬＴ

送电端
特性

｜犝Ⅱ１Ⅱ２－犝Ⅱ３Ⅱ４｜

｜犝Ⅰ１Ⅰ２－犝Ⅰ３Ⅰ４｜

≤２．５Ｖ

≤１０Ｖ

　Ⅰ１２输入２５Ｈｚ、２２０Ｖ；

　Ⅱ１２接２．２Ω负载

受电端
特性

｜犝Ⅱ１Ⅱ２－犝Ⅱ３Ⅱ４｜

｜犝Ⅰ１Ⅰ２－犝Ⅰ３Ⅰ４｜

≤０．２Ｖ

≤１．０Ｖ

　Ⅱ１２输入２５Ｈｚ、３Ｖ；

　Ⅰ１２接１．２ｋΩ负载

移频
空载
测试

空载电流

连接ＴＤ，

Ⅱ１２输出电压

连接ＴＦ，

Ⅱ１２输出电压

≤３５ｍＡ

２５Ｖ±１Ｖ

１５Ｖ±１Ｖ

　Ⅰ１２输入２０００Ｈｚ、１００Ｖ±
２Ｖ

　用于电气化区段
及非电气化区段２５
Ｈｚ相敏轨道电路叠
加 ＺＰＷ２０００系列
电码化

移频
负载
测试

连接ＴＤ
Ⅱ１２输出电压
连接ＴＦ

Ⅱ１２输出电压

≥２４Ｖ

≥１３．５Ｖ

　Ⅰ１２输入２０００Ｈｚ、１００Ｖ±
２Ｖ；

　Ⅱ１２接１ｋΩ负载

ＦＷＧＬＵ

送电端
特性

｜犝Ⅱ１Ⅱ２－犝Ⅱ３Ⅱ４｜

｜犝Ⅰ１Ⅰ２－犝Ⅰ３Ⅰ４｜

≤１０Ｖ

≤１０Ｖ

　Ⅰ１２输入５０Ｈｚ、１１０Ｖ；

　Ⅱ１２接０．５Ω负载

受电端
特性

｜犝Ⅱ１Ⅱ２－犝Ⅱ３Ⅱ４｜

｜犝Ⅰ１Ⅰ２－犝Ⅰ３Ⅰ４｜

≤０．７５Ｖ

≤０．７５Ｖ

　Ⅱ１２输入５０Ｈｚ、１．５Ｖ；

　Ⅰ１２接２ｋΩ负载

移频
测试 Ⅱ１２输出电压 １４Ｖ±１Ｖ　Ⅰ１２输入２０００Ｈｚ、１００Ｖ

ＦＷＧＬＴ

送电端
特性

｜犝Ⅱ１Ⅱ２－犝Ⅱ３Ⅱ４｜

｜犝Ⅰ１Ⅰ２－犝Ⅰ３Ⅰ４｜

≤１０Ｖ

≤１０Ｖ

　Ⅰ１２输入５０Ｈｚ、１１０Ｖ；

　Ⅱ１２接０．５Ω负载

受电端
特性

｜犝Ⅱ１Ⅱ２－犝Ⅱ３Ⅱ４｜

｜犝Ⅰ１Ⅰ２－犝Ⅰ３Ⅰ４｜

≤０．７５Ｖ

≤０．５Ｖ

　Ⅱ１２输入５０Ｈｚ、１．５Ｖ；

　Ⅰ１２接２ｋΩ负载

移频空
载测试

空载电流

Ⅱ１２输出电压

≤３５ｍＡ

１４．３Ｖ±
０．５Ｖ

　Ⅰ１２输入２０００Ｈｚ、１００Ｖ；

移频负
载测试 Ⅱ１２输出电压 ≥１３．５Ｖ

　Ⅰ１２输入２０００Ｈｚ、１００Ｖ；

　Ⅱ１２接１ｋΩ负载

　用于非电气化区
段５０Ｈｚ轨道电路叠
加ＺＰＷ２０００系列电
码化

·３５２·



ｅ）匹配防雷单元的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表１０．５．８（ｅ）的要求。

表１０．５．８（ｅ）

型 号 测 试 内 容 技术指标 测试条件 备　　注

ＦＴＵ

ＦＴ１Ｕ

空载特性

负载特性

空载特性

负载特性

空载电流

空载电压

初级电流

变压器效

率不小于

空载电流

空载电压

Ｖ

电压调整率

变压器效

率不小于

≤１３０ｍＡ

犝３４＝１６５Ｖ±８．２５Ｖ

≤３８０ｍＡ

８５％

≤３０ｍＡ

犝Ⅱ１Ⅱ２＝１００，

犝Ⅲ１Ⅲ２＝１００，±５％

≤１０％

８５％

　 变 压 器 １、２ 输 入

２０００Ｈｚ、１１０Ｖ电压

　输入：同空载；输出为３、

６端子

　Ⅰ１２输入２０００Ｈｚ、１７０Ｖ
电压（连接相应的１３、７５）

　Ⅰ１、Ⅰ２ 输入２０００Ｈｚ、

１７０Ｖ电 压，输 出 犝Ⅱ１Ⅱ２，

犝Ⅲ１Ⅲ２分别接７００Ω负载

（连接相应的１３、７５）

　电气化区

段、非电气化

区段通用

ＺＰＷ·ＴＦＧ空载特性

空载电流

犝Ⅱ１Ⅱ２，

犝Ⅲ１Ⅲ２输

出电压　Ｖ

≤２０ｍＡ

２０（连１２、７３），

４０（连１３、７４），

６０（连１４、７５），

１２０（连１３、７６），

±５％

Ⅰ１２输入２０００Ｈｚ、

１７０Ｖ电压

１０５９　ＺＰＷ２０００（ＵＭ）系列、ＭＰＢ２０００Ｇ四线制电码化接口器材

ａ）调整电阻盒的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表１０．５．９（ａ）的要求。

表１０．５．９（ａ）

型号 测 试 内 容 技术指标（１～５为调节端子序号） 备 注／测试条件

ＳＲＴＨ 各端子电阻值
犚１２＝１００Ω，犚１３＝１５０Ω，

犚１４＝２００Ω，犚１５＝３００Ω，±５％
用数字万用表测试

ｂ）室外隔离盒的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表１０．５．９（ｂ）的要求。

表１０．５．９（ｂ）

型 号 测 试 内 容 技术指标 备 注／测试条件

ＤＷＧＦ

２５Ｈｚ电气特性 Ⅱ１２输出电压

移频空载测试 Ⅰ１２输出电压　Ｖ

２２０Ｖ±６Ｖ

犝Ⅰ１Ⅰ２≤２

Ⅰ１２输入２５Ｈｚ、２２０Ｖ

Ⅱ１２输入６５０Ｈｚ、２２０Ｖ

移频负载测试 Ⅰ１２输出电压 ≤１Ｖ
输入：同空载；

Ⅰ１２接５０Ω负载

·４５２·



续上表

型 号 测 试 内 容 技术指标 备 注／测试条件

ＦＷＧＦ

５０Ｈｚ电气特性 Ⅱ１２输出电压

移频空载测试 Ⅰ１２输出电压　Ｖ

移频负载测试 Ⅰ１２输出电压

２２０Ｖ±５Ｖ

１≤犝Ⅰ１Ⅰ２≤２

≤１Ｖ

Ⅰ１２输入５０Ｈｚ、２２０Ｖ

Ⅱ１２输入６５０Ｈｚ、２２０Ｖ

输入：同空载；
Ⅰ１２接５０Ω负载

ＤＷＧＬ２０００

２５Ｈｚ空载
电气特性

ＢＧ２１３０／２５轨道变压器
Ⅰ１４电压

２５Ｈｚ负载
电气特性

ＢＧ２１３０／２５轨道变压器
Ⅰ１４电压

移频电气
特性测试

Ⅱ２Ⅱ３接１ｋΩ负载，
负载电压

２２０Ｖ±２Ｖ

≥１８６Ｖ

≥２４Ｖ

　Ⅰ１４输入２５Ｈｚ、２２０Ｖ

　Ⅰ１、Ⅱ４输入２５Ｈｚ、２２０Ｖ

　Ⅰ３４输入２０００Ｈｚ、１００Ｖ电压

ＤＷＧＬ１２０００

２５Ｈｚ空载
电气特性

ＢＧ２１３０／２５轨道变压器
Ⅰ１４电压

２５Ｈｚ负载
电气特性

ＢＧ２１３０／２５轨道变压器
Ⅰ１４电压

移频电气
特性测试

Ⅱ２、Ⅱ３接１ｋΩ负载，
负载电压

２２０Ｖ±２Ｖ

≥１８６Ｖ

１４Ｖ±１Ｖ

　Ⅰ１、Ⅱ４输入２５Ｈｚ、２２０Ｖ

　Ⅰ１、Ⅱ４输入２５Ｈｚ、２２０Ｖ

　Ⅰ３４输入２０００Ｈｚ、１００Ｖ电压

ＦＷＧＬ２０００

５０Ｈｚ空载
电气特性

ＢＧ１８０轨道变压器

Ⅰ１４电压

５０Ｈｚ负载
电气特性

ＢＧ１８０轨道变压器

Ⅰ１４电压

移频电气
特性测试

Ⅱ２、Ⅱ３接１ｋΩ负载，
负载电压

２２０Ｖ±２Ｖ

≥１８６Ｖ

１４Ｖ±１Ｖ

　Ⅰ１、Ⅱ４输入５０Ｈｚ、２２０Ｖ

　Ⅰ１、Ⅱ４输入５０Ｈｚ、２２０Ｖ

　Ⅰ３４输入２０００Ｈｚ、１００Ｖ电压

ＷＧＦＨ

送端２５Ｈｚ
电气特性

Ⅱ１、Ⅱ３接１ｋΩ，
负载电压

送端５０Ｈｚ
电气特性

Ⅱ１、Ⅱ３接１ｋΩ，
负载电压

受端２５Ｈｚ
电气特性

Ⅰ１、Ⅰ２接２ｋΩ，
负载电压

受端５０Ｈｚ
电气特性

Ⅰ１、Ⅰ２接１ｋΩ，
负载电压

≥２００Ｖ

≥１８０Ｖ

≥１５Ｖ

１５Ｖ±１Ｖ

　Ⅰ１２输入２５Ｈｚ、２２０Ｖ

　Ⅰ１２输入５０Ｈｚ、２２０Ｖ

　Ⅱ１２输入２５Ｈｚ、２０Ｖ

　Ⅱ１２输入５０Ｈｚ、１５Ｖ

ＳＧＬＨ

送端２５Ｈｚ
电气特性

Ⅱ１、Ⅱ３接１ｋΩ，
负载电压

送端５０Ｈｚ
电气特性

Ⅱ１、Ⅱ３接１ｋΩ，
负载电压

受端２５Ｈｚ
电气特性

Ⅰ１、Ⅰ２接２ｋΩ，
负载电压

受端５０Ｈｚ
电气特性

Ⅰ１、Ⅰ２接１ｋΩ，
负载电压

移频电气
特性测试

Ⅱ４、Ｄ接１ｋΩ负载，
负载电压

Ⅱ４、Ｆ接１ｋΩ负载，
负载电压

≥１９０Ｖ

≥１８０Ｖ

≥１５Ｖ

１５Ｖ±１Ｖ

≥２４Ｖ

≥１３．５Ｖ

　Ⅰ１２输入２５Ｈｚ、２２０Ｖ

　Ⅰ１２输入５０Ｈｚ、２２０Ｖ

　Ⅱ１２输入２５Ｈｚ、２０Ｖ

　Ⅱ１２输入５０Ｈｚ、１５Ｖ

　Ⅰ３４输入２０００Ｈｚ、１００Ｖ电压

·５５２·



１０５１０　 电气化及非电气化区段不对称高压脉冲轨道电路叠加４、８、

１８信息电码化配套器材

ａ）高压脉冲隔离盒使用规定应符合表１０．５．１０（ａ）的要求。

表１０．５．１０（ａ）

型号 匝数 使　用 匝数 使　用

ＧＭ·ＨＧ

３００ Ⅰ１、Ⅱ１ ４００ Ⅰ１、Ⅲ１

３５０ Ⅰ１、Ⅱ２ ７５０ Ⅰ１、Ⅲ２

　注：首次开通使用时，建议先接３００匝，然后根据入口电流进行调整。

ｂ）高压脉冲隔离盒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表１０．５．１０（ｂ）的要求。

表１０．５．１０（ｂ）

型　号 测试内容 技术指标 备注／测试条件

ＧＭ·ＨＧ
电容测试 Ⅰ１、Ⅰ２电容容量 ０．３３μＦ±０．０１６５μＦ

电感测试 Ⅰ２、Ⅲ２电压 ２３．８８～２６．３９Ｖ 　Ⅰ２、Ⅲ２输入５０Ｈｚ、１００ｍＡ时

ｃ）抑制器２端子使用规定应符合表１０．５．１０（ｃ）的要求。

表１０．５．１０（ｃ）

型号 端子使用 跨线（频率选择）

ＧＭ·ＱＹ２
轨道侧

Ⅰ１

轨道继电器侧（ＪＣＲＣ）

Ⅰ２

６５０Ｈｚ

Ⅰ２Ⅱ１

７５０Ｈｚ

Ⅰ２Ⅱ２

ｄ）抑制器２的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表１０．５．１０（ｄ）的要求。

表１０．５．１０（ｄ）

型号 测试内容 技术指标 备注／测试条件

ＧＭ·ＱＹ２ Ⅰ１、Ⅰ２电流 ≤４０ｍＡ
　Ⅰ１、Ⅰ２分别输入６５０Ｈｚ、７５０Ｈｚ，２０Ｖ，

Ⅰ２对应跨接Ⅱ１、Ⅱ２

１０５１１　 电气化及非电气化区段不对称高压脉冲轨道电路叠加ＺＰＷ

２０００（ＵＭ）系列电码化配套器材

ａ）室内／外隔离匹配盒端子使用规定应符合表１０．５．１１ （ａ）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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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０．５．１１（ａ）

型号 使用端子 选频跨接端子

ＧＭ·

ＨＰＧ１

ＺＤ（／Ｎ）

移频侧

Ⅰ１Ⅰ２

轨道侧

Ⅱ１Ⅱ２

１７００

ＴＬ１７００

ＴＣＣ１

２０００

ＴＬ２０００

ＴＣＣ２

２３００

ＴＬ２３００

ＴＣＣ３

２６００

ＴＬ２６００

ＴＣＣ４

ｂ）室内／外隔离匹配盒技术指标应符合表１０．５．１１（ｂ）的要求。

表１０．５．１１（ｂ）

型号 测试项目 性能指标 备注

ＧＭ·
ＨＰＧ１
ＺＤ（／Ｎ）

　空载电流 　≤１５ｍＡ
　Ⅰ１Ⅰ２输入６０Ｖ／５０Ｈｚ，Ⅱ１～Ⅱ２
开路

　Ⅰ次侧对Ⅱ
次侧的变比 　３∶１

　Ⅰ次输入６０Ｖ±１Ｖ／５０Ｈｚ时，ＴＣ
ＴＬ间电压为２０Ｖ±０．５Ｖ（空载）

　１７００Ｈｚ指标
　Ⅰ次输入１７００Ｈｚ，３０Ｖ±
０．５Ｖ时，Ⅱ次侧电压大于
４Ｖ

　跨接：ＴＬ１７００，ＴＣＣ１，ＴＣ与Ⅱ１
间加载６．６Ω

　２０００Ｈｚ指标
　Ⅰ次输入２０００Ｈｚ，３０Ｖ±
０．５Ｖ时，Ⅱ次侧电压大于
４Ｖ

　跨接：ＴＬ２０００，ＴＣＣ２，ＴＣ与Ⅱ１
间加载６．６Ω

　２３００Ｈｚ指标
　Ⅰ次输入２３００Ｈｚ，３０Ｖ±
０．５Ｖ时，Ⅱ次侧电压大于
４Ｖ

　跨接：ＴＬ２３００，ＴＣＣ３，ＴＣ与Ⅱ１
间加载６．６Ω

　２６００Ｈｚ指标
　Ⅰ次输入２６００Ｈｚ，３０Ｖ±
０．５Ｖ时，Ⅱ次侧电压大于
４Ｖ

　跨接：ＴＬ２６００，ＴＣＣ４，ＴＣ与Ⅱ１
间加载６．６Ω

　Ⅱ２ＴＣ电容 　１μＦ 　偏差值不能大于电容值的５％

　Ⅱ２Ｃ１电容 　１μＦ 　偏差值不能大于电容值的５％

　Ⅱ２Ｃ２电容 　０．５μＦ 　偏差值不能大于电容值的５％

　Ⅱ２Ｃ３电容 　０．３μＦ 　偏差值不能大于电容值的５％

　端子对地绝
缘电阻 　大于１００ＭΩ

ｃ）抑制器１端子使用规定应符合表１０．５．１１（ｃ）的要求。

表１０．５．１１（ｃ）

型号 电感量 使用端子 电感量 使用端子

ＧＭ·ＱＹ１
５０ｍＨ Ⅰ１Ⅲ１ １５０ｍＨ Ⅰ１Ⅱ２

１００ｍＨ Ⅰ１Ⅰ２ ２００ｍＨ Ⅱ１Ⅱ２

ｄ）抑制器１的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表１０．５．１１（ｄ）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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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０．５．１１（ｄ）

型号 测试内容 技术指标 备注／测试条件

ＧＭ·ＱＹ１

Ⅰ１、Ⅲ１电压

Ⅰ１、Ⅰ２电压

Ⅰ１、Ⅱ２电压

Ⅱ１、Ⅱ２电压

９～１１Ｖ

１８～２２Ｖ

２７～３３Ｖ

３６～４４Ｖ

　各测试项目两端子间分别输入５０Ｈｚ、

６４０ｍＡ电流，测试相应两端子电压

１０６　犣犘犠２０００（犝犕）系列闭环电码化

１０６１　闭环电码化系统由闭环电码化和载频自动切换锁定设备构成，

原理图见附录。

１０６２　闭环电码化系统根据车站联锁条件及地面信号显示通过钢轨传

输机车信号信息，须满足以下要求：

ａ）闭环电码化是主体机车信号系统的地面设备，钢轨内应提供正

确的机车信号信息。

ｂ）列车信号开放后，道岔直向的接车进路和自动闭塞区段经道岔直

向的发车进路中的所有轨道电路区段、经道岔侧向的发车进路中的最末

一个区段、列车占用的股道区段、半自动闭塞区段及自动站间闭塞区段

进站信号机的接近区段，闭环电码化设备应提供连续的机车信号信息。

ｃ）站内正线接、发车进路，到发线股道应采用与区间同制式的电

码化发送设备，实现闭环电码化，向机车提供连续的机车信号信息。

ｄ）在钢轨回流为１０００Ａ、不平衡系数１０％的电气化区段，闭环电

码化设备应正常工作。

ｅ）电路必须满足铁路信号故障—安全的原则。室内故障或室外电缆一

处混线时，不应发送晋级显示的信息和向其他区段发码。

ｆ）轨道电路在最不利条件下，入口电流应满足机车信号的工作需

要，出口电流应不损坏电码化轨道电路设备。

ｇ）与电码化轨道电路相邻的非电码化区段，应采取绝缘破损防护

措施，当绝缘破损时不导向危险侧。

ｈ）相邻线路的电码化采用不同的ＺＰＷ２０００信号发送载频，由车载

设备锁定接收本线载频来防止邻线干扰；当与邻线载频相同或车载设备

不能锁定某一载频时，电路应保证邻线干扰不会造成机车信号错误显示。

ｉ）已发码的区段，当区段空闲后，轨道电路应能自动恢复到调整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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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列车冒进信号时，至少其内方第一区段发禁止码或不发码。

ｋ）相邻股道应采用不同载频并交错设置。股道占用时，不终止发码。

ｌ）有效电码中断的最长时间，应不大于机车信号允许中断的最短时间。

ｍ）闭环检测设备未收到检测信息时系统应报警，条件具备时应关

闭防护该进路的列车信号机。

１０６３　ＺＰＷ２０００系列闭环电码化发送和检测设备载频频率应满足下

列要求：

ａ）载频为１７００Ｈｚ、２０００Ｈｚ、２３００Ｈｚ、２６００Ｈｚ时，载频偏移范

围应小于１．５Ｈｚ。

ｂ）载频为１７００１、２０００１、２３００１、２６００１时，载频偏移应在

＋１．４Ｈｚ±０．１Ｈｚ范围内。

ｃ）载频为１７００２、２０００２、２３００２、２６００２时，载频偏移应在

－１．３Ｈｚ±０．１Ｈｚ范围内。

１０６４　ＺＰＷ２０００系列闭环电码化调制频率应为：１０．３Ｈｚ、１１．４Ｈｚ、

１２．５Ｈｚ、１３．６Ｈｚ、１４．７Ｈｚ、１５．８Ｈｚ、１６．９Ｈｚ、１８Ｈｚ、１９．１Ｈｚ、

２０．２Ｈｚ、２１．３Ｈｚ、２２．４Ｈｚ、２３．５Ｈｚ、２４．６Ｈｚ、２５．７Ｈｚ、２６．８Ｈｚ、

２７．９Ｈｚ、２９Ｈｚ，调制频率的频率偏移应小于０．１Ｈｚ。

１０６５　ＺＰＷ２０００系列闭环电码化低频信息分配及机车信号显示应符

合表１０．６．５的要求。

表１０．６．５

序 号 信息名称 低频频率　Ｈｚ 机车信号显示 备　　注

１ Ｌ３码 １０．３ Ｌ 绿

２ Ｌ２码 １２．５ Ｌ 绿

３ Ｌ码 １１．４ Ｌ 绿

４ ＬＵ码 １３．６ ＬＵ 绿黄

５ ＬＵ２码 １５．８ Ｕ 黄

６ Ｕ码 １６．９ Ｕ 黄

７ Ｕ２Ｓ码 ２０．２ Ｕ２Ｓ 黄２闪

８ Ｕ２码 １４．７ Ｕ２ 黄２

９ Ｕ３码 ２２．４ Ｕ 黄

１０ ＵＵＳ码 １９．１ ＵＵＳ 双黄闪

１１ ＵＵ码 １８．０ ＵＵ 双黄

１２ ＨＢ码 ２４．６ ＨＵＳ 红黄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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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序 号 信息名称 低频频率Ｈｚ 机车信号显示 备　　注

１３ ＨＵ码 ２６．８ ＨＵ 红黄

１４ Ｈ码 ２９．０ Ｈ 红

１５ 载频切换码 ２５．７

１６ 闭环检测码 ２７．９

１７ 无码 Ｈ 红

１８ 无码 Ｂ 白

１０６６　闭环电码化设备应和车站联锁设备结合，发生故障时应给出

表示。

１０６７　电码化设备应能发送正确的载频切换信息码，使车载设备实现

接收载频锁定或载频自动切换。

ａ）机车接收到ＵＵ、ＵＵＳ码后如果接收不到信息，在点白灯前只

接收ＨＵ、ＨＵＳ码；在点白灯后只接收载频切换信息码。

ｂ）车站开放侧向接车进路时，在车载设备接收股道信息前电码化

设备应发送载频切换信息码。

ｃ）车站开放侧向发车进路时，在列车到达区间前电码化设备应发

送载频切换信息码。

ｄ）其他进路需要实现车载设备载频自动切换时，电码化设备应发

送载频切换信息码。

ｅ）发送载频切换信息码的时间不应小于２ｓ，发送载频切换信息码

的频率和载频切换信息码的功能应符合表１０．６．７的要求。

表１０．６．７

载　频 低　频 功　　　能

１７００１ ２５．７Ｈｚ 车载设备锁定接收１７００Ｈｚ

２０００１ ２５．７Ｈｚ 车载设备锁定接收２０００Ｈｚ

２３００１ ２５．７Ｈｚ 车载设备锁定接收２３００Ｈｚ

２６００１ ２５．７Ｈｚ 车载设备锁定接收２６００Ｈｚ

１７００２ ２５．７Ｈｚ 车载设备切换到接收１７００／２３００Ｈｚ

２０００２ ２５．７Ｈｚ 车载设备切换到接收２０００／２６００Ｈｚ

２３００２ ２５．７Ｈｚ 车载设备切换到接收１７００／２３００Ｈｚ

２６００２ ２５．７Ｈｚ 车载设备切换到接收２０００／２６００Ｈ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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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６８　ＺＰＷ２０００系列闭环电码化，轨道电路在最不利条件下，入口

电流值应满足表１０．６．８的规定。且载频频率为１７００Ｈｚ、２０００Ｈｚ、

２３００Ｈｚ时，入口电流不应大于１２００ｍＡ；载频频率为２６００Ｈｚ时，入

口电流不应大于１１００ｍＡ。

表１０．６．８

载频频率　Ｈｚ １７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３００ ２６００

入口电流　ｍＡ ≥５００ ≥５００ ≥５００ ≥４５０

１０６９　ＺＰＷ２０００系列闭环电码化，轨道电路在最不利条件下，出口

电流值不大于６Ａ。

１０６１０　闭环电码化设备应采用冗余结构。

１０６１１　应具有和计算机联锁交换数据的安全接口和向集中监测传送

数据的通信接口。

１０６１２　电源应为双套，一套故障时另一套能保证系统正常工作。

１０６１３　补偿电容的设置

ａ）当电码化区段超过３００ｍ时，应设置补偿电容：

发送载频为１７００１、１７００２、２０００１、２０００２，补偿电容采用８０μＦ；

发送载频为２３００１、２３００２、２６００１、２６００２，补偿电容采用６０μＦ。

ｂ）入口电流不满足要求时，可增设补偿电容。

ｃ）补偿电容应按等间距设置，间距不应小于５０ｍ。

ｄ）补偿电容技术指标应符合表１０．６．１３的要求。

表１０．６．１３

序　号 项　目 指标及范围 备　　　注

１ 电容容量 标称值±５％ 测试频率：１０００Ｈｚ

２ 损耗角正切值 ≤９０×１０－４ 测试频率：１０００Ｈｚ

３ 绝缘电阻 ≥５００ＭΩ 两极间，直流１００Ｖ

１０６１４　闭环电码化发送和检测设备防雷应采用带有劣化指示的防雷

模块，当劣化指示由正常色转为失效色后，或测试不合格的应及时

更换。

１０６１５　正线电码化的闭环检测原理如图１０．６．１５所示。

·１６２·



·２６２·



１０６１６　到发线股道电码化的闭环检测原理如图１０．６．１６所示。

图　１０．６．１６

１０６１７　ＺＰＷ·Ｆ型发送器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适用于非电气化、电气化区段２５Ｈｚ相敏轨道电路或交流连续

式轨道电路电码化。正线、侧线电码化通用。

ｂ）发送器采用 （ＺＰＷ·Ｆ）与区间相同，发送器功率调整在１电平，

即将输出端子１２与９连接，１１与１连接，Ｓ１、Ｓ２输出端子为１电平

（１６１～１７０Ｖ）。Ｓ１、Ｓ２端子与ＺＰＷ·ＴＦＤ道岔发送调整器或ＺＰＷ·ＴＦＧ

股道发送调整器的Ⅰ１、Ⅰ２连接。

１０６１８　ＺＰＷ·ＪＦＭ型电码化发送检测盘

ａ）端子代号及使用应符合表１０．６．１８（ａ）的要求。

表１０．６．１８（ａ）

序　号 端子代号 用　　途

１ １、３ １发送功出

２ ２７、２９ ２发送功出

３ １３ １发送＋２４直流电源

４ １７ ２发送＋２４直流电源

５ １５ ０２４电源

６ ５、７ １发送报警继电器ＦＢＪ１１、ＦＢＪ１２

７ ２３、２５ ２发送报警继电器ＦＢＪ１１、ＦＢＪ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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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序　号 端子代号 用　　途

８ ２ 移频报警继电器ＹＢＪ

９ ４ 移频报警检查电源ＹＢ＋

１０ ９、１１ １发送报警条件ＢＪ１，ＢＪ２

１１ １９、２１ ２发送报警条件ＢＪ３，ＢＪ４

１２ ２４、２６、２８ 监测预留

ｂ）绝缘应符合表１０．６．１８（ｂ）的要求。

表１０．６．１８（ｂ）

序 号 项　　目 指标范围 备　　注

１ 绝缘电阻 ≥２００ＭΩ 输出端子对机壳

２ 绝缘耐压 　交流５０Ｈｚ，１０００Ｖ±１Ｖ，漏流１ｍＡ 输出端子对机壳

１０６１９　电码化配套器材的技术指标应符合表１０．６．１９的要求。

表１０．６．１９

序号 型　号 项　　　目 技术指标 备　　注

１

２

ＦＮＧＬＴ
型室内
隔离盒

ＮＧＬＴ
型室内
隔离盒

送电端

５０Ｈｚ　Ｖ

受电端

５０Ｈｚ　Ｖ

移频
空载电压

Ｖ

移频
负载电压

Ｖ

送电端

２５Ｈｚ　Ｖ

受电端

２５Ｈｚ　Ｖ

移频
空载电压

Ｖ

移频
负载电压

Ｖ

输入：犝１１１

输出：｜犝１１１－犝４１４｜

输入：犝４１４

输出：｜犝１１１－犝４１４｜

输入：ＡＴ７１７

输出
犝１１１

犝４１４

输入：ＡＴ７１７

输出：犝１１１

输出：犝４１４

输入：犝２１２

输出：｜犝５１５－犝２１２｜

输入：犝５１５

输出：｜犝５１５－犝２１２｜

输入：ＡＴ８１８

输出
犝２１２

犝５１５

输入：ＡＴ８１８

输出
犝２１２

犝５１５

２２０

≤５

１１

≤０．５

１００

≤０．２５

犝７１７±２

１００

≤０．２５

犝７１７±２

２２０Ｖ

≤１Ｖ

２５

≤０．５

１００

≤２

犝８１８±２Ｖ

１００

≤２

犝８１８±２Ｖ

１．５ｋΩ负载

ＪＺＸＣ４８０
负载

２０００Ｈｚ

１ｋΩ负载

１ｋΩ负载

ＪＲＪＣ１

７０／２４０负载

２０００Ｈｚ
ＡＴ１３１６短路

ＡＴ１３１６短路

１ｋΩ负载

·４６２·



续上表

序号 型　号 项　　　目 技术指标 备　　注

３
ＷＧＬＴ
型室外
隔离盒

送电端

２５Ｈｚ
Ｖ

受电端

２５Ｈｚ
Ｖ

移频空载

移频
负载电压

输入：Ⅰ１Ⅰ２

输出
｜犝Ⅱ１Ⅱ２－犝Ⅱ３Ⅱ４｜

｜犝Ⅰ１Ⅰ２－犝Ⅰ３Ⅰ４｜

输入：Ⅱ１Ⅱ２

输出
｜犝Ⅱ１Ⅱ２－犝Ⅱ３Ⅱ４｜

｜犝Ⅰ１Ⅰ２－犝Ⅰ３Ⅰ４｜

电气化

输入：犝Ⅰ１Ⅰ２ Ｖ

输出：犝Ⅱ１Ⅱ２ Ｖ

空载电流 ｍＡ

非电
气化

输入：犝Ⅰ１Ⅰ２ Ｖ

输出：犝Ⅱ１Ⅱ２ Ｖ

空载电流 ｍＡ

电气化
输入：犝Ⅰ１Ⅰ２

输出

２２０

≤２．５

≤１０

３

≤０．２

≤１

１００

２５±１．５

≤３５

１００

１４．３±１

≤３５

１００

≥２４

电源２５Ｈｚ
２．２Ω负载

电源２５Ｈｚ
１．２ｋΩ负载

２０００Ｈｚ

２０００Ｈｚ

２０００Ｈｚ
１ｋΩ负载

Ｖ 非电
气化

输入：犝Ⅰ１Ⅰ２

输出

１００

≥１３．５

２０００Ｈｚ
１ｋΩ负载

４

５

ＷＧＦＨ型
室外隔
离防护盒

ＳＧＬＨ型
四线制
隔离盒

送电端

５０Ｈｚ　Ｖ

受电端

５０Ｈｚ　Ｖ

送电端

２５Ｈｚ　Ｖ

受电端

２５Ｈｚ　Ｖ

送电端

５０Ｈｚ　Ｖ

受电端

５０Ｈｚ　Ｖ

送电端

２５Ｈｚ　Ｖ

受电端

２５Ｈｚ　Ｖ

移频负载

输入：Ⅰ１Ⅰ２

输出：Ⅱ１Ⅱ３

输入：Ⅱ１Ⅱ３

输出：Ⅰ１Ⅰ２

输入：Ⅰ１Ⅰ２

输出：Ⅱ１Ⅱ３

输入：Ⅱ１Ⅱ３

输出：Ⅰ１Ⅰ２

输入：犝Ⅰ１Ⅰ２

输出：犝２

输入：犝Ⅱ１Ⅱ２

输出：犝２

输入：犝Ⅰ１Ⅰ２

输出：犝２

输入：犝Ⅱ１Ⅱ２

输出：犝２

电气化
区段

输入：Ⅰ３Ⅰ４ Ｖ

输出 Ｖ

输入电流 ｍＡ

非电气
化区段

输入：Ⅰ３Ⅰ４ Ｖ

输出 Ｖ

输入电流 ｍＡ

２２０

≥１８０

１５

１５±１

２２０

≥２００

２０

≥１５

２２０

≥１８０

１５

１５±１

２２０

≥１９０

２０

≥１５

１００

犝Ⅱ４Ｄ≥１３．５

≤３５

１００

犝Ⅱ４Ｆ≥２４

≤３５

１ｋΩ负载

１ｋΩ负载

１ｋΩ负载

２ｋΩ负载

Ⅱ级接１ｋΩ

Ⅰ级接１ｋΩ

Ⅱ级接１ｋΩ

Ⅰ级接２ｋΩ

２０００Ｈｚ
１ｋΩ电阻

２０００Ｈｚ
１ｋΩ电阻

·５６２·



续上表

序号 型　号 项　　　目 技术指标 备　　注

６

７

ＦＷＧＬＴ

型室外

隔离盒

ＺＰＷ·ＴＦＤ
型道岔

发送

调整器

送电端

５０Ｈｚ　Ｖ

受电端

５０Ｈｚ　Ｖ

移频空载

移频负载

Ｖ

空载电压

Ｖ

空载电流ｍＡ

负载电压

Ｖ

输入：犝１

输出
｜犝Ⅱ１Ⅱ２－犝Ⅱ３Ⅱ４｜

｜犝Ⅰ１Ⅰ２－犝Ⅰ３Ⅰ４｜

输入：Ⅱ１Ⅱ２

输出
｜犝Ⅱ１Ⅱ２－犝Ⅱ３Ⅱ４｜

｜犝Ⅰ１Ⅰ２－犝Ⅰ３Ⅰ４｜

输入：Ⅰ１Ⅰ２ Ｖ

输出：犝Ⅱ１Ⅱ２ Ｖ

空载电流 ｍＡ

输入：犝Ⅰ１Ⅰ２

输出：犝Ⅱ１Ⅱ２

输入：犝１１１

输出

输出

空载输入

输出

１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５

≤０．７５

≤０．５

１００

１４．３±０．５

≤３５

１００

≥１３．５

１７０

４０～６０

≤１８

６０

≥５５

０．５Ω负载

２ｋΩ负载

２０００Ｈｚ

２０００Ｈｚ

１ｋΩ负载

２０００Ｈｚ

４００Ω负载

８

ＺＰＷ·ＴＦＧ
型股道发

送调整器

空载电压

Ｖ

空载电流ｍＡ

负载电压

Ｖ

输入：犝Ⅰ１Ⅰ２

输出

输出

输入：犝Ⅰ１Ⅰ２

输出
犝Ⅱ１Ⅱ２

犝Ⅲ１Ⅲ２

１７０

２０～１４０

≤２０

１７０

≥１０５

≥１０５

２０００Ｈｚ

２０００Ｈｚ

７００Ω负载

９

ＢＭＴ２５

型室内调

整变压器

空载电压

Ｖ

空载电流ｍＡ

负载电压

Ｖ

效率

输入：Ⅰ１Ⅰ２

输出

Ⅰ１２

输入：Ⅰ１Ⅰ２

输出

η

２２０

２．５～１８７．５

≤５０

２２０

≥１６５

≥８５％

电源２５Ｈｚ

负载电流

０．４４Ａ

－

１０

ＢＭＴ５０

型室内调

整变压器

空载电压

Ｖ

空载电流ｍＡ

负载电压

Ｖ

效率

输入：Ⅰ１Ⅰ２

输出

Ⅰ１２

输入：Ⅰ１Ⅰ２

输出

η

２２０

２．５～１８７．５

≤８０

２２０

≥１６５

≥９０％

电源５０Ｈｚ

－

负载电流

０．４４Ａ

－

·６６２·



续上表

序号 型　号 项　　　目 技术指标 备　　注

１１
ＢＧ１８０Ａ
型轨道
变压器

空载电压

Ｖ

空载电流ｍＡ

效率

输入：Ⅰ１Ⅰ４（Ⅰ２Ⅰ３连接）

输出

初级Ⅰ１４

η

１１０

０．７５～１８

≤７５

≥９０％

电源５０Ｈｚ

－

电源５０Ｈｚ，

１１０Ｖ

－

１２
ＢＺ４Ｕ
型中继
变压器

空载电压

Ｖ

负载电压

Ｖ

空载电流ｍＡ

空载电流Ａ

输入

输出

输入

输出

初级

初级

０．５

９．４～１１

０．５

≥９．２

２５０±２０

≤１．３

电源５０Ｈｚ

电源５０Ｈｚ

电源５０Ｈｚ，

０．５Ｖ

电源５０Ｈｚ，

２Ｖ

１３
ＨＦ４２５
型防护盒

谐振电压

Ｖ

输入：犝１３

输出：｜犝Ｌ犝Ｃ｜

品质因数

１０

≤５

≥１５

电源５０Ｈｚ±
１Ｈｚ

－

１０６２０　ＲＴＦ型送电调整电阻盒阻值误差±１０％，电阻调整应符合

表１０．６．２０的要求。

表１０．６．２０

序号 电阻　Ω 连接端子

１ ０ １５

２ ５０ １２、３５

３ １００ ２５

４ １５０ ３５

５ ２００ ２４

６ ２５０ ３４

７ ３００ 不接线

１０６２１　ＲＴＲ型受电调整电阻盒阻值误差为±１０％，电阻调整应符

合表１０．６．２１的要求。

表１０．６．２１

序号 电阻　Ω 连接端子

１ ０ １５

２ ５０ １２、３５
３ １００ ２５

４ １５０ ３５

５ ２００ ２４

６ ２５０ ３４

７ ３００ 不接线

·７６２·



１０６２２　ＺＰＷ２０００Ａ型电码化闭环检测盘

ａ）ＺＰＷ·ＰＪＺ型正线检测盘 （９６芯底座）端子定义应符合表

１０．６．２２（ａ）的要求。

表１０．６．２２（ａ）

端子号 端子名称 说　　　明

Ａ１ ＋２４ 　＋２４Ｖ电源输入

Ａ２ ０２４ 　０２４Ｖ电源输入

Ａ３１ ＋２４Ｃ 　＋２４Ｖ电源输出

Ａ３２ ０２４Ｃ 　０２４Ｖ电源输出

Ａ３～Ａ１０ Ｆ１～Ｆ８
　载频选择条件输出；Ｆ１为１７００１，Ｆ２为１７００２，Ｆ３为２０００１，Ｆ４
为２０００２，Ｆ５为２３００１，Ｆ６为２３００２，Ｆ７为２６００１，Ｆ８为２６００２

Ａ１１～Ａ１８
ＦＣＩＮ１～
ＦＣＩＮ８

　载频输入；ＦＣＩＮ１～ＦＣＩＮ８为轨道区段１～８载频输入

Ａ２１～Ａ２２ ＺＪ２～ＦＪ２

　表示区段８的方向，Ａ２１接２４Ｖ时，接收载频同载频输入，Ａ２２
接２４Ｖ时，接收载频与载频输入相反。载频输入为１７００ｘ时，相反
载频为２０００ｘ；载频输入为２０００ｘ时，相反载频为１７００ｘ；载频输
入为２３００ｘ时，相反载频为２６００ｘ；载频输入为２６００ｘ时，相反载
频为２３００ｘ

Ａ２５ ＪＢＪ＋ 　检测故障报警条件＋

Ａ２６ ＪＢＪ－ 　检测故障报警条件－

Ａ２９ ＹＢＪ＋ 　闭环报警检测电源

Ａ３０ ＹＢＪ 　闭环检测报警继电器，与＋２４间可接１７００设备报警继电器

Ａ２７ １ＣＡＮＨ 　１ＣＡＮ总线高位输出

Ａ２８ １ＣＡＮＬ 　１ＣＡＮ总线低位输出

Ｂ１、Ｂ２～
Ｂ１５、Ｂ１６

ＳＩＧ１、ＧＮＤ
～ＳＩＧ８、ＧＮＤ

　检测信号输入；ＳＩＧ１～ＳＩＧ８为轨道区段１～８信号输入，ＧＮＤ为
信号输入回线

Ｂ１７～Ｂ２４ Ｇ１～Ｇ８
检测允许控制条件；Ｇ１～Ｇ８为轨道区段１～８检测允许控制
条件

Ｂ２５～Ｂ３１
ＡＤＲ１～
ＡＤＲ７

ＣＡＮ地址选择

Ｂ３２ ＶＣＣ ５Ｖ电源，用于ＣＡＮ地址选择

Ｃ１、Ｃ２
１Ｇ
１ＧＨ

轨道区段１闭环检查继电器输出线；
轨道区段１闭环检查继电器输出回线

Ｃ５、Ｃ６
２Ｇ
２ＧＨ

轨道区段２闭环检查继电器输出线；
轨道区段２闭环检查继电器输出回线

Ｃ９、Ｃ１０
３Ｇ
３ＧＨ

轨道区段３闭环检查继电器输出线；
轨道区段３闭环检查继电器输出回线

·８６２·



续上表

端子号 端子名称 说　　　明

Ｃ１３、Ｃ１４
４Ｇ

４ＧＨ

轨道区段４闭环检查继电器输出线；

轨道区段４闭环检查继电器输出回线

Ｃ１７、Ｃ１８
５Ｇ

５ＧＨ

轨道区段５闭环检查继电器输出线；

轨道区段５闭环检查继电器输出回线

Ｃ２１、Ｃ２２
６Ｇ

６ＧＨ

轨道区段６闭环检查继电器输出线；

轨道区段６闭环检查继电器输出回线

Ｃ２５、Ｃ２６
７Ｇ

７ＧＨ

轨道区段７闭环检查继电器输出线；

轨道区段７闭环检查继电器输出回线

Ｃ２９、Ｃ３０
８Ｇ

８ＧＨ

轨道区段８闭环检查继电器输出线；

轨道区段８闭环检查继电器输出回线

Ｃ３、Ｃ４
２Ｊ

２ＪＨ

轨道区段２检查输入；

轨道区段２检查输入回线

Ｃ７、Ｃ８
３Ｊ

３ＪＨ

轨道区段３检查输入；

轨道区段３检查输入回线

Ｃ１１、Ｃ１２
４Ｊ

４ＪＨ

轨道区段４检查输入；

轨道区段４检查输入回线

Ｃ１５、Ｃ１６
５Ｊ

５ＪＨ

轨道区段５检查输入；

轨道区段５检查输入回线

Ｃ１９、Ｃ２０
６Ｊ

６ＪＨ

轨道区段６检查输入；

轨道区段６检查输入回线

Ｃ２３、Ｃ２４
７Ｊ

７ＪＨ

轨道区段７检查输入；

轨道区段７检查输入回线

Ｃ２７、Ｃ２８
８Ｊ

８ＪＨ

轨道区段８检查输入；

轨道区段８检查输入回线

Ｃ３１ ＋２４ ＋２４Ｖ电源输出

Ｃ３２ ０２４ ０２４Ｖ电源输出

　　说明：

１．载频选择：Ｆ１～Ｆ８为由检测设备输出的八种载频，轨道区段１至轨道区段８的载频选择

使用ＦＣＩＮ１～ＦＣＩＮ８，将各个轨道区段载频输入端子直接连接到相应的载频输出端子。

２．检测允许条件控制：Ｇ１～Ｇ８为８个区段的检测允许控制条件。检测允许时机的定义：当

＋２４Ｖ条件断开时，为允许检测；当＋２４Ｖ条件接通时为不允许检测。

３．ＪＢＪ＋、ＪＢＪ－为检测板报警条件，根据实际应用可将多块检测板的报警条件串接起来接

入检测总报警。

４．轨道区段闭环检测输出：２Ｊ、２ＪＨ～８Ｊ、８ＪＨ为咽喉区段输入检查条件，可根据需要将几路

输出串接起来，给出总的闭环检测继电器条件，正线股道应单独给出一路ＢＪＪ。

ｂ）ＺＰＷ·ＰＪＣ型侧线检测盘 （９６芯底座）端子定义应符合表

１０．６．２２（ｂ）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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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０．６．２２（ｂ）

端子号 端子名称 说　　　明

Ａ１ ＋２４ 　＋２４Ｖ电源输入

Ａ２ ０２４ 　０２４Ｖ电源输入

Ａ３１ ＋２４Ｃ 　＋２４Ｖ电源输出

Ａ３２ ０２４Ｃ 　０２４Ｖ电源输出

Ａ３～Ａ１０ Ｆ１～Ｆ８
　载频选择条件输出；Ｆ１为１７００１，Ｆ２为１７００２，Ｆ３为２０００１，Ｆ４
为２０００２，Ｆ５为２３００１，Ｆ６为２３００２，Ｆ７为２６００１，Ｆ８为２６００２

Ａ１１～Ａ１８
ＦＣＩＮ１～
ＦＣＩＮ８

　载频输入；ＦＣＩＮ１～ＦＣＩＮ８为轨道区段１～８载频输入

Ａ１９ （＋２４） 　检测板＋２４Ｖ直流电源

Ａ２０ ＢＱＪ 　闭环切换继电器条件

Ａ２１ ＭＡＳＫＺ 　屏蔽备机ＢＱＪ输出

Ａ２２ ＭＡＳＫＦ 　屏蔽备机ＢＱＪ输出回线

Ａ２３ ＭＡＳＫＩＮ 　屏蔽备机ＢＱＪ输入

Ａ２４ （０２４） 　检测板０２４Ｖ直流电源

Ａ２５ ＪＢＪ＋ 　检测故障报警条件＋

Ａ２６ ＪＢＪ－ 　检测故障报警条件－

Ａ２７ １ＣＡＮＨ 　１ＣＡＮ总线高位输出

Ａ２８ １ＣＡＮＬ 　１ＣＡＮ总线低位输出

Ｂ１、Ｂ２～
Ｂ１５、Ｂ１６

ＳＩＧ１、ＧＮＤ～
ＳＩＧ８、ＧＮＤ

　检测信号输入；ＳＩＧ１～ＳＩＧ８为轨道区段１～８信号输入，ＧＮＤ为
信号输入回线

Ｂ１７～Ｂ２４ Ｇ１～Ｇ８ 　检测允许控制条件；Ｇ１～Ｇ８为轨道区段１～８检测允许控制条件

Ｂ２５ Ｇ９
　到发线股道发码方式选择条件；当Ｇ９接通＋２４Ｖ条件时，到发
线股道为单端发码方式；当Ｇ９断开＋２４Ｖ条件时，到发线股道为
双端发码方式

Ｂ２６～Ｂ３１
　ＡＤＲ１～
ＡＤＲ６

　ＣＡＮ地址选择

Ｂ３２ ＶＣＣ 　５Ｖ电源，用于ＣＡＮ地址选择

Ｃ１、Ｃ２
１Ｇ
１ＧＨ

　轨道区段１闭环检查继电器输出线；

　轨道区段１闭环检查继电器输出回线

Ｃ３、Ｃ４
２Ｇ
２ＧＨ

　轨道区段２闭环检查继电器输出线；

　轨道区段２闭环检查继电器输出回线

Ｃ５、Ｃ６
３Ｇ
３ＧＨ

　轨道区段３闭环检查继电器输出线；

　轨道区段３闭环检查继电器输出回线

Ｃ７、Ｃ８
４Ｇ
４ＧＨ

　轨道区段４闭环检查继电器输出线；

　轨道区段４闭环检查继电器输出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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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端子号 端子名称 说　　　明

Ｃ９、Ｃ１０
５Ｇ
５ＧＨ

　轨道区段５闭环检查继电器输出线；

　轨道区段５闭环检查继电器输出回线

Ｃ１１、Ｃ１２
６Ｇ
６ＧＨ

　轨道区段６闭环检查继电器输出线；

　轨道区段６闭环检查继电器输出回线

Ｃ１３、Ｃ１４
７Ｇ
７ＧＨ

轨道区段７闭环检查继电器输出线；
轨道区段７闭环检查继电器输出回线

Ｃ１５、Ｃ１６
８Ｇ
８ＧＨ

轨道区段８闭环检查继电器输出线；
轨道区段８闭环检查继电器输出回线

Ｃ１７
Ｃ１８

１ＺＪ
１ＦＪ

到发线股道１正向输入控制条件；
到发线股道１反向输入控制条件

Ｃ１９
Ｃ２０

２ＺＪ
２ＦＪ

到发线股道２正向输入控制条件；
到发线股道２反向输入控制条件

Ｃ２１
Ｃ２２

３ＺＪ
３ＦＪ

到发线股道３正向输入控制条件；
到发线股道３反向输入控制条件

Ｃ２３
Ｃ２４

４ＺＪ
４ＦＪ

到发线股道４正向输入控制条件；
到发线股道４反向输入控制条件

Ｃ２５
Ｃ２６

５ＺＪ
５ＦＪ

　到发线股道５正向输入控制条件；

　到发线股道５反向输入控制条件

Ｃ２７
Ｃ２８

６ＺＪ
６ＦＪ

　到发线股道６正向输入控制条件；

　到发线股道６反向输入控制条件

Ｃ２９
Ｃ３０

７ＺＪ
７ＦＪ

　到发线股道７正向输入控制条件；

　到发线股道７反向输入控制条件

Ｃ３１
Ｃ３２

８ＺＪ
８ＦＪ

　到发线股道８正向输入控制条件；

　到发线股道８反向输入控制条件

　　说明：

１．载频选择：Ｆ１～Ｆ８为由检测设备输出的八种载频，轨道区段１至轨道区段８的载频选择使

用ＦＣＩＮ１～ＦＣＩＮ８，将各个轨道区段载频输入端子直接连接到相应的载频输出端子上。

２．检测允许条件控制：Ｇ１～Ｇ８为８个区段的检测允许控制条件，检测允许时机的定义：当

＋２４Ｖ条件断开时，为允许检测；当＋２４Ｖ条件接通时为不允许检测。

３．轨道区段闭环检测输出：１Ｇ、１ＧＨ～８Ｇ、８ＧＨ分别输出８路闭环检测继电器条件，来驱

动各股道对应的闭环检测继电器（ＢＪＪ）。

４．ＪＢＪ＋、ＪＢＪ－为检测板报警条件，根据实际应用可将多块检测板的报警条件串接起来接

入检测总报警。

５．１ＺＪ、１ＦＪ～８ＺＪ、８ＦＪ为到发线股道方向控制条件，当到发线股道为单端发码时，通过１ＺＪ、

１ＦＪ～８ＺＪ、８ＦＪ来改变检测信号的频率。

６．ＢＱＪ、（＋２４）作为ＢＱＪ的励磁电源，ＢＱＪ继电器线圈并联使用。

７．ＭＡＳＫＺ、ＭＡＳＫＦ为主备机切换条件输出端子，即：当检测板作为主机时使用 ＭＡＳＫＺ、

ＭＡＳＫＦ两个端子，通过ＭＡＳＫＺ、ＭＡＳＫＦ来控制ＱＪ继电器，当ＱＪ吸起时由主机来控

制ＢＱＪ，当ＱＪ落下时由备机来控制ＢＱ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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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正、侧线检测盘技术指标应符合表１０．６．２２（ｃ）的要求。

表１０．６．２２（ｃ）

　　　　　　项目

名称及型号　　　　

吸起
灵敏度

ｍＶ

落下
灵敏度

ｍＶ

继电器
电压

Ｖ

吸起
延时

ｓ

落下
延时

ｓ

绝缘
电阻

ＭΩ

备　　注

正线检测盘 ＺＰＷ·ＰＪＺ ２００～２１０ １７０～１８０ ≥２０ ３～５ ≤２ ≥５００

侧线检测盘 ＺＰＷ·ＰＪＣ ２００～２１０ １７０～１８０ ≥２０ ３～５ ≤２ ≥５００

测试电源

２４Ｖ±０．１Ｖ

１０６２３　ＺＰＷ２０００Ａ型检测调整器应包括四路信号输入的调整。调整

器分单频检测调整器和双频检测调整器。

ａ）双频检测调整器底座端子定义应符合表１０．６．２３（ａ）的要求。

表１０．６．２３（ａ）

端子号 端子名称 说　　明

Ｊ３１～１２ １Ｒ１～１Ｒ１２ 　轨道区段１正向输入调整

Ｊ４１～１２ ２Ｒ１～２Ｒ１２ 　轨道区段１反向输入调整

Ｊ５１～１２ ３Ｒ１～３Ｒ１２ 　轨道区段２正向输入调整

Ｊ６１～１２ ４Ｒ１～４Ｒ１２ 　轨道区段２反向输入调整

Ａ２１ ＺＦＪ１＋ 　正方向控制条件１

Ａ２２ ＦＦＪ＋ 　反方向控制条件１

Ａ８、Ａ１５ ０２４ 　方向回线

Ａ２９ ＺＦＪ２＋ 　正方向控制条件２

Ａ３０ ＦＦＪ２＋ 　反方向控制条件２

Ａ５、Ａ１３ ＋２４（Ｚ） 　主机＋２４Ｖ电源

Ａ６、Ａ１４ ＋２４（Ｂ） 　备机＋２４Ｖ电源

Ａ７ ＋２４Ｃ 　引出的＋２４Ｖ电源

Ａ１、Ａ２
１ＳＲ１

１ＳＲ２

　轨道区段１信号输入；

　轨道区段１信号输入回线

Ｂ１、Ｂ２
２ＳＲ１

２ＳＲ２

　轨道区段２信号输入；

　轨道区段２信号输入回线

Ａ９、Ａ１０ ＦＬＤ 　防雷地线

Ａ１７、Ａ１８
１Ｒ１３

１Ｒ１４

　轨道区段１信号输出；

　轨道区段１信号输出回线

Ａ２５、Ａ２６
３Ｒ１３

３Ｒ１４

　轨道区段２信号输出；

　轨道区段２信号输出回线

　注：Ｊ３、Ｊ４、Ｊ５、Ｊ６、Ｊ７、Ｊ８、Ｊ９为万可接线端子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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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单频检测调整器底座端子定义应符合表１０．６．２３（ｂ）的要求。

表１０．６．２３（ｂ）

端子号 端子名称 说　　　明

Ｊ３１～１２ １Ｒ１～１Ｒ１２ 　轨道区段１输入调整

Ｊ４１～１２ ２Ｒ１～２Ｒ１２ 　轨道区段２输入调整

Ｊ５１～１２ ３Ｒ１～３Ｒ１２ 　轨道区段３输入调整

Ｊ６１～１２ ４Ｒ１～４Ｒ１２ 　轨道区段４输入调整

Ａ５、Ａ１３ ＋２４（Ｚ） 　主机＋２４电源

Ａ６、Ａ１４ ＋２４（Ｂ） 　备机＋２４电源

Ａ７ ＋２４Ｃ 　引出的＋２４电源

Ａ１、Ａ２
１ＳＲ１

１ＳＲ２

　轨道区段１信号输入；

　轨道区段１信号输入回线

Ｂ１、Ｂ２
２ＳＲ１

２ＳＲ２

　轨道区段２信号输入；

　轨道区段２信号输入回线

Ｃ１、Ｃ２
３ＳＲ１

３ＳＲ２

　轨道区段３信号输入；

　轨道区段３信号输入回线

Ａ３、Ａ４
４ＳＲ１

４ＳＲ２

　轨道区段４信号输入；

　轨道区段４信号输入回线

Ａ９ ＦＬＤ 　防雷地线

Ａ１７、Ａ１８
１Ｒ１３

１Ｒ１４

　轨道区段１信号输出；

　轨道区段１信号输出回线

Ａ２１、Ａ２２
２Ｒ１３

２Ｒ１４

　轨道区段２信号输出；

　轨道区段２信号输出回线

Ａ２５、Ａ２６
３Ｒ１３

３Ｒ１４

　轨道区段３信号输出；

　轨道区段３信号输出回线

Ａ２９、Ａ３０
４Ｒ１３

４Ｒ１４

　轨道区段４信号输出；

　轨道区段４信号输出回线

　 注：Ｊ３、Ｊ４、Ｊ５、Ｊ６、Ｊ７、Ｊ８、Ｊ９为万可接线端子排。

１０６２４　ＺＰＷ２０００Ｒ电码化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表１０．６．２４的要求。

表１０．６．２４

型号及名称 项　　目 技术指标及范围 备　　注

ＺＰＷ·Ｃ
发送采集器

直流电压　ＤＣ Ｖ １．１７３～１．１９３

模拟输入　ＡＣ Ｖ ０．８１５～０．８５０
　输 入 ２００．０Ｖ±０．１Ｖ、

２００１．４Ｈｚ正弦信号

输入阻抗 Ω １００～１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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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型号及名称 项　　目 技术指标及范围 备　　注

ＺＰＷ·ＣＦＲ
发送采集器

低频采集精度 Ｈｚ ±０．１

载频采集精度 Ｈｚ ±０．１

电压采集精度 ±１％

电流采集精度 ±２％

绝缘电阻 ≥２００ＭΩ

绝缘耐压 无击穿或闪络 　５０Ｈｚ、ＡＣ５００Ｖ，时间１ｍｉｎ

１０６２５　四线制ＺＰＷ２０００（ＵＭ）系列叠加２５Ｈｚ（５０Ｈｚ）轨道电路

电码化感容盒整机技术指标应符合表１０．６．２５的要求。

表１０．６．２５

型号
频率

Ｈｚ

输入电压

犝１３　Ｖ

"犝Ｌ－犝Ｃ"

Ｖ
犙

犆

μＦ

犔

ｍＨ
备　注

ＨＬＣＹ

ＨＬＣＧ
２５ １０ ＜３ ＞１５

４．４～５

１１．４～１２．６
２～２．３ ２５Ｈｚ叠加用

ＨＬＣＲ ５０ １０ ＜３ ＞１５ ３．９～４．２ ２．４～２．６ ５０Ｈｚ叠加用

１０６２６　四线制ＺＰＷ２０００（ＵＭ）系列叠加２５Ｈｚ（５０Ｈｚ）轨道电路

电码化匹配盒整机技术指标应符合表１０．６．２６的要求。

表１０．６．２６

型 号
频率

Ｈｚ

发送器

输出

电压

Ｖ

发送器

串联

电阻

Ω

输入

电压

犝１

Ｖ

输入

电流

犐１

ｍＡ

输出

电压

犝２

Ｖ

输出

电流

犐２

ｍＡ

变比
效率

η

负载

电阻

Ω

ＨＢＰＡ ２０００ １３５ ２７０
１３５ ＜６ ２２．５ ６∶１ 空载

１０２ １４．９±０．５ ＞８０％ ２０Ω

ＨＢＰＲ ２０００ １３５ ２７０
１３５ ＜６ １１．２ １２∶１ 空载

１００ ７．６±０．５ ＞８０％ ５Ω

１０６２７　四线制ＺＰＷ２０００（ＵＭ）系列叠加２５Ｈｚ（５０Ｈｚ）轨道电路

电码化防雷匹配组合整机技术指标应符合表１０．６．２７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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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０．６．２７

型号
测试
频率

Ｈｚ

电压

犝１
Ｖ

电流

犐１
ｍＡ

电压

犝２
Ｖ

电压

犝３
Ｖ

负载
电阻

Ω

变比
变压器
输出
路数

组合
输出
路数

ＺＢＰＵＢＡ１ ２０００

１３５

１３５

１３５

＜２３

４１±１

＜２３

４０．５±０．５

４４．５±０．５

２８．５±１

空载

３００

空载

３．３∶１

３∶１

输出７路

调整２路

１４路

ＺＢＰＵＢＡ２ ２０００
１１０

１１０

＜２３

２８３±３

１１７±２

７６±１

空载

３００

１∶１．０６
输出１路 ６路

ＺＢＰＵ１Ｂ ２０００
７８

７８

＜１５

３５８±３

１１７±２

７０±１

空载

３００

１∶１．５
输出１路 ８路

ＺＢＰＵ２Ｂ ２０００
７８

７８

＜１５

３６５±１５

１２０±２

７０±２

空载

３００

１∶１．５４
输出１路 ８路

１０６２８　不对称高压脉冲轨道电路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ＵＭ）系列闭环电

码化配套器材

ａ）室内／外隔离匹配盒端子使用规定应符合表１０．６．２８（ａ）的要求。

表１０．６．２８（ａ）

型　　号 使用端子 本端发送器选频跨接端子

ＧＭ·ＨＰＧ２ＺＤ
（／Ｎ）

移频侧 轨道侧 １７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３００ ２６００

Ⅰ１Ⅰ２ Ⅱ１Ⅱ２

ＴＬ１７００

ＴＬＫ

ＴＣＣ１

ＴＬ２０００

ＴＬＫ

ＴＣＣ２

ＴＬ２３００

ＴＬＫ

ＴＣＣ３

ＴＬ２６００

ＴＬＫ

ＴＣＣ４

　备注：本区段另一端移频发送器发送频率为犓。

ｂ）室内／外隔离匹配盒技术指标应符合表１０．６．２８（ｂ）的要求。

表１０．６．２８（ｂ）

型号 测试项目 性能指标 备　　注

ＧＭ·ＨＰＧ２
ＺＤ（／Ｎ）

　空载电流 　≤１５ｍＡ
　Ⅰ１Ⅰ２输入６０Ｖ／５０Ｈｚ，Ⅱ１
Ⅱ２开路

　Ⅰ次侧对Ⅱ次
侧的变比 　３∶１

　Ⅰ次输入（６０±１）Ｖ／５０Ｈｚ时，
ＴＣＴＬ间电压为２０Ｖ±０．５Ｖ
（空载）

　１７００Ｈｚ指标
　Ⅰ次输入１７００Ｈｚ，３０Ｖ±
０．５Ｖ时，Ⅱ次侧电压大于
４Ｖ

　跨接：ＴＬ１７００，ＴＣＣ１，ＴＣ与
Ⅱ１间加载６．６Ω

·５７２·



续上表

型号 测试项目 性能指标 备　　注

ＧＭ·ＨＰＧ２
ＺＤ（／Ｎ）

　２０００Ｈｚ指标
Ⅰ次输入２０００Ｈｚ，３０Ｖ±
０．５Ｖ时，Ⅱ次侧电压大于
４Ｖ

　跨接：ＴＬ２０００，ＴＣＣ２，ＴＣ与
Ⅱ１间加载６．６Ω

　２３００Ｈｚ指标
Ⅰ次输入２３００Ｈｚ，３０Ｖ±
０．５Ｖ时，Ⅱ次侧电压大于
４Ｖ

　跨接：ＴＬ２３００，ＴＣＣ３，ＴＣ与
Ⅱ１间加载６．６Ω

　２６００Ｈｚ指标
　Ⅰ次输入２６００Ｈｚ，３０Ｖ±
０．５Ｖ时，Ⅱ次侧电压大于
４Ｖ

　跨接：ＴＬ２６００，ＴＣＣ４，ＴＣ与
Ⅱ１间加载６．６Ω

　Ⅱ２ＴＣ电容 　１μＦ 　偏差值不能大于电容值的５％

　Ⅱ２Ｃ１电容 　１μＦ 　偏差值不能大于电容值的５％

　Ⅱ２Ｃ２电容 　０．５μＦ 　偏差值不能大于电容值的５％

　Ⅱ２Ｃ３电容 　０．３μＦ 　偏差值不能大于电容值的５％

　端子对地绝缘 　大于１００ＭΩ

ｃ）抑制器１端子使用规定应符合表１０．６．２８（ｃ）的要求。

表１０．６．２８（ｃ）

型号 电感量 使用端子 电感量 使用端子

ＧＭ·ＱＹ１
５０ｍＨ Ⅰ１Ⅲ１ １５０ｍＨ Ⅰ１Ⅱ２

１００ｍＨ Ⅰ１Ⅰ２ ２００ｍＨ Ⅱ１Ⅱ２

ｄ）抑制器１的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表１０．６．２８（ｄ）的要求。

表１０．６．２８（ｄ）

型号 测试内容 技术指标 备注／测试条件

ＧＭ·ＱＹ１

Ⅰ１、Ⅲ１电压

Ⅰ１、Ⅰ２电压

Ⅰ１、Ⅱ２电压

Ⅱ１、Ⅱ２电压

９～１１Ｖ

１８～２２Ｖ

２７～３３Ｖ

３６～４４Ｖ

　各测试项目两端子间分别输入

５０Ｈｚ、６４０ｍＡ电流，测试相应两端

子电压

·６７２·



书书书

１１　继　电　器

１１１　通　　则

１１１１　继电器的外罩须完整、清洁、明亮、封闭良好，封印完整，外

罩应采用阻燃材料。继电器的可动部分和导电部分，不能与外罩相碰。

１１１２　所有金属零件的防护层，不得有龟裂、融化、脱落及锈蚀等现

象，但对防护层脱落部分 （除导电部分外），可用涂漆方法防锈。端子

板、线圈架应无影响电气性能、机械强度的破损及裂纹。

１１１３　线圈应安装牢固、无较大旷动，线圈封包良好，无短路、断线

及发霉等现象。线圈引出线及各部连接线须无断根、脱落、开焊、假焊

及造成混线的可能。

１１１４　磁极应保持清洁平整，不得有铁屑或其他杂物。衔铁动作灵

活，不得卡阻。

１１１５　接点须清洁平整，不得有严重的烧损或发黑。接点引接线应不

影响接点动作，并无歪斜、碰混及脱落、腐蚀等现象。

１１１６　继电器的同类型接点应同时接触或同时断开，其齐度误差：普

通接点与普通接点间不应大于０．２ｍｍ；加强接点与加强接点间不应大

于０．１ｍｍ。

１１１７　接点的接触电阻见表１１．１．７。

表１１．１．７

继电器类型 接点材料及类型 接触电阻　Ω

传输继电器
银银 普通接点

银氧化镉银氧化镉 加强接点

≤０．０３

≤０．１

安全型继电器、电源屏继电器、
动态继电器、时间继电器

银银氧化镉 普通接点

银氧化镉银氧化镉 加强接点

≤０．０５

≤０．１

ＪＲＪＣ６６／３４５型二元继电器

ＪＲＪＣ７０／２４０型二元继电器

继电式发码器

银银氧化镉

银氧化镉银氧化镉

银氧化镉银氧化镉

－

加强接点

≤０．０５

≤０．１

灯丝转换继电器 银银氧化镉　　　　 － ≤０．０５

·７７２·



接点的接触电阻应采用低电阻测试仪或电流表—电压表法测量，电

流表—电压表法测量方法即在接点及插座簧片上通以０．５Ａ电流，测量

接点及插座簧片上的电压降，并用下列公式计算接触电阻：

犚ｊ＝
犝
犐
－犚ｉ

式中　犚ｊ———接触电阻值，Ω；

犚ｉ———引接线电阻值，Ω；

犐———电流值，Ａ；

犝———电压值，Ｖ。
注：

１．测试接点的接触电阻时，待测接点不加负载，继电器施加额定值，动作两次后再开始

测量，共测三次，取其数据的最大值。

２．测接点簧片与接点单元或电源片单元接触电阻时，待测的两者先插拔五次后再开始测

量，共测三次，取其数据的最大值。

１１１８　继电器的线圈电阻应单个测量，并将测量的电阻值按下式换算

为＋２０℃时的数值。５Ω以上者，其误差不得超过±１０％，５Ω及其以

下者 （用双臂电桥或低电阻测试仪），其误差不得超过±５％。

犚２０＝
犚ｔ

１＋α（狋－２０）

式中　犚２０———换算到＋２０℃时的电阻值，Ω；

犚ｔ———环境温度为狋时测得的电阻值，Ω；

狋———测量时的环境温度，℃；

α———在０℃时被测线圈导体材料的电阻温度系数 （铜为

０．００４，１／℃）。

１１１９　在试验的标准大气条件下，继电器和插座的绝缘电阻不应小于

１００ＭΩ。

１１１１０　电气特性指标是环境温度为＋２０℃的数值，在其他环境温度

下，电压继电器的电气特性应按下式换算：

犝狋＝犝２０ ［１＋α （狋－２０）］

式中　犝２０———温度为＋２０℃时的电压值，Ｖ；

犝狋———环境温度为狋时测得的电压值，Ｖ；

狋———测量时的环境温度，℃；

α———在０℃时被测线圈导体材料的电阻温度系数 （铜为

０．００４，１／℃）。

·８７２·



１１１１１　当继电器超过电寿命规定次数，或超过继电器的寿命管理周

期时，继电器不能继续使用。

１１１１２　继电器中使用的电子元器件，其特性发生变化不能保证其使

用时，不得继续使用。

１１１１３　继电器检修测试应采用专用的测试设备 （ＸＡＪ、ＸＲＦ、ＸＪＺ

等），测试精度应符合要求。

１１２　安全型继电器

１１２１　衔铁与轭铁间左右的横向游间不应大于０．２ｍｍ，钢丝卡应无

图　１１．２．２

影响衔铁正常活动的卡阻现象。

１１２２　银接点应位于动接点的中

间，偏离中心时，接触处距动接点

边缘不得小于１ｍｍ；银接点端部

伸出动接点圆心不得小于１．２ｍｍ，

如图１１．２．２所示。

１１２３　接点插片须间隔均匀，伸出底座外不小于８ｍｍ。

１１２４　拉杆应处于衔铁槽口中心，衔铁运动过程中与拉杆均应保持不

小于０．５ｍｍ的间隙。

１１２５　极保磁钢、偏极Ｌ型磁钢、有极Ｌ型磁钢及加强接点熄弧磁

钢的剩余磁通量应符合表１１．２．５的要求。

表１１．２．５

名　　　称 剩余磁通量　Ｗｂ

熄弧磁钢 ６．５×１０－６～８×１０－６

偏极Ｌ型磁钢、有极Ｌ型磁钢 ＞６×１０－５

极保磁钢 １．５×１０－４～１．８×１０－４

１１２６　有极继电器在铁芯极面中心或拉杆中心相对应的衔铁上测量，

其定位或反位的保持力不应小于２Ｎ （ＪＹＪＸＣ１３５／２２０、ＪＹＪＸＣＸ１３５／

２２０、ＪＹＪＸＣ１６０／２６０型及ＪＹＪＸＣＪ３０００型不小于４Ｎ）。

１１２７　加强接点的熄弧磁钢应在熄弧器夹上安装牢固，其极性的安装

应符合图１１．２．７的要求 （箭头方向为电路中的电流方向）。

１１２８　无极继电器的规格及型号见表１１．２．８。

·９７２·



图　１１．２．７

表１１．２．８

序号
继电器
名称

继电器型号
鉴别销
号码

接点
组数

线圈
连接

电源片连接方式

连接 使用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无极继
电器

ＪＷＸＣ１０００

ＪＷＸＣ７

ＪＷＸＣ１７００

ＪＷＸＣ２．３

ＪＷＸＣ２０００

ＪＷＸＣ３７０／４８０

１１、５２

１１、５５

１１、５１

１１、５４

１２、５５

２２、５２

８ＱＨ

４ＱＨ

２ＱＨ

２ＱＨ、２Ｑ

串联

单独

２、３

－

１、４

１、２
３、４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无极加强
接点继电器

无极缓动
继电器

无极缓放
继电器

无极加强
接点缓放
继电器

ＪＷＪＸＣ４８０

ＪＷＪＸＣ１６０

ＪＷＪＸＣ１３５／１３５

ＪＷＪＸＣ３００／３７０

ＪＷＸＣＨ３１０

ＪＷＸＣＨ８５０

ＪＷＸＣＨ３４０

ＪＷＸＣＨ６００

ＪＷＸＣＨ１２００

ＪＷＸＣ５００／Ｈ３００

ＪＷＪＸＣＨ１２５／０．４４

ＪＷＪＸＣＨ１２５／０．１３

ＪＷＪＸＣＨ１２５／８０

ＪＷＪＸＣＨ８０／０．０６

ＪＷＪＸＣＨ１２０／０．１７

１５、５１

１１、５２

３１、５３

２２、５２

２３、５４

１１、５２

１２、５２

１２、５１

１４、４２

１２、５３

１５、５５

１５、４３

３１、５２

１２、２２

１５、５５

２ＱＨ、２ＱＨＪ

２ＱＨＪ

２ＱＨ、４ＱＪ、２Ｈ

４ＱＨＪ

８ＱＨ

４ＱＨ

８ＱＨ

２ＱＨ、

２ＱＪ、

２Ｈ

串联

单独

串联

单独

２、３

－

２、３

－

１、４

１、２
３、４

１、４

１、４

１、２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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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２９　无极继电器的机械特性应符合表１１．２．９的要求。

表１１．２．９

序
号

继电器型号

接点间隙
不小于　ｍｍ

普通
接点

加强
接点

普通接点压力
不小于　ｍＮ

动合
接点

动断
接点

加强接点压力
不小于　ｍＮ

动合
接点

动断
接点

托片间隙

ｍｍ

普通接点
不小于

加强
接点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ＪＷＸＣ１０００

ＪＷＸＣ７

ＪＷＸＣ１７００

ＪＷＸＣ２．３

ＪＷＸＣ２０００

ＪＷＸＣ３７０／４８０

ＪＷＪＸＣ４８０

ＪＷＪＸＣ１６０

ＪＷＪＸＣ１３５／１３５

ＪＷＪＸＣ３００／３７０

ＪＷＸＣＨ３１０

ＪＷＸＣＨ３４０

ＪＷＸＣＨ８５０

ＪＷＸＣＨ６００

ＪＷＸＣＨ１２００

ＪＷＸＣ５００／Ｈ３００

ＪＷＪＸＣＨ１２５／０．４４

ＪＷＪＸＣＨ１２５／０．１３

ＪＷＪＸＣＨ１２５／８０

ＪＷＪＸＣＨ８０／０．０６

ＪＷＪＸＣＨ１２０／０．１７

１．３

１．２

３

－

３．５

－

１．３

－

５

４

－

２．５

２５０

１５０

－

２５０

－

２５０

１５０

１５０

－

２００

－

１５０

－

４００

６００

４００

４５０

－

４００

－

３００

６００

３００

３５０

－

３００

０．３５

－

０．３５

－

０．３５

－

０．１～０．３

０．２～０．４

０．１～０．３

－

０．１～０．３

１１２１０　无极继电器在环境温度为＋２０℃时的线圈参数、电气和时间

特性应符合表１１．２．１０的要求。

表１１．２．１０

序
号

继电器型号
线圈
电阻

Ω

时间特性

额定值 充磁值
释放值
不小于

工作值
不大于

反向工作
值不大于

缓放时间不小于ｓ

１８Ｖ ２４Ｖ

１

２

３

４

ＪＷＸＣ１０００

ＪＷＸＣ７

ＪＷＸＣ１７００

ＪＷＸＣ２．３

５００×２

３．５×２

８５０×２

１．１５×２

２４Ｖ

２５０ｍＡ

２４Ｖ

２８０ｍＡ

５８Ｖ

６００ｍＡ

６７Ｖ

７５０ｍＡ

４．３Ｖ

４５ｍＡ

３．４Ｖ

实际工作
值的５０％

１４．４Ｖ

１５０ｍＡ

１６．８Ｖ

１７０～
１８８ｍＡ

１５．８Ｖ

１６５ｍＡ

１８．４Ｖ

２０６ｍ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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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序
号

继电器型号
线圈
电阻

Ω

时间特性

额定值 充磁值
释放值
不小于

工作值
不大于

反向工作
值不大于

缓放时间不小于ｓ

１８Ｖ ２４Ｖ

５ＪＷＸＣ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２ １２Ｖ ３０Ｖ
２．４～
３．２Ｖ

７．５Ｖ －

６
ＪＷＸＣ
３７０／４８０

３７０
４８０

１８ｍＡ
１７．２ｍＡ

４８ｍＡ
４６ｍＡ

３．８ｍＡ
３．６ｍＡ

１２ｍＡ
１１．５ｍＡ

１４．４ｍＡ
１３．８ｍＡ

７

８

ＪＷＪＸＣ４８０

ＪＷＪＸＣ１６０

２４０×２

８０×２
２４Ｖ

６４Ｖ

４０Ｖ

４．８Ｖ

２．５Ｖ

１６Ｖ

１０Ｖ

１７．６Ｖ

－

－
－

见注２

９
ＪＷＪＸＣ
１３５／１３５

１３５
１３５

２４Ｖ
４８Ｖ
４８Ｖ

５．５Ｖ
５．５Ｖ

１５Ｖ
１５Ｖ

１６．５Ｖ
１６．５Ｖ

１０
ＪＷＪＸＣ
３００／３７０

３００
３７０

７５ｍＡ
７５ｍＡ

２００ｍＡ
２００ｍＡ

１５ｍＡ
１５ｍＡ

５０ｍＡ
５０ｍＡ

５５ｍＡ
５５ｍＡ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ＪＷＸＣＨ３１０

ＪＷＸＣＨ８５０

ＪＷＸＣＨ３４０

ＪＷＸＣＨ６００

ＪＷＸＣＨ１２００

ＪＷＸＣ
５００／Ｈ３００

３１０×１

８５０×１

１７０×２

３００×２

６００×２

５００
３００

２４Ｖ

６０Ｖ

６７Ｖ

４６Ｖ

５２Ｖ

６６Ｖ

５４Ｖ
５４Ｖ

４Ｖ

３．４Ｖ

２．３Ｖ

２．６Ｖ

４Ｖ

２．７Ｖ
２．７Ｖ

１５Ｖ

１６．８Ｖ

１１．５Ｖ

１３Ｖ

１６．４Ｖ

１３．５Ｖ
１３．５Ｖ

－

１８．４Ｖ

１２．６Ｖ

１４．３Ｖ

１８Ｖ

１４．８Ｖ
１４．８Ｖ

－

－

０．４５

－

－

见注３

０．３

０．５０

０．３２

见注４

－
０．１６

１７
ＪＷＪＸＣ
Ｈ１２５／０．４４

１２５
０．４４

２４Ｖ
２Ａ

４８Ｖ

　　

２．５Ｖ

　　

１２Ｖ

　　

１３．２Ｖ

　　

０．３５ ０．４５

　后圈电流由

５Ａ降至１．５Ａ
断电时０．３

１８
ＪＷＪＸＣ
Ｈ１２５／０．１３

１２５
０．１３

２４Ｖ
３．７５Ａ

４４Ｖ
５Ａ

２．３Ｖ

＜１Ａ
１１Ｖ
２．５Ａ

１２．１Ｖ
２．７Ａ

０．３５ ０．４

　后圈电流由

４Ａ降至１Ａ断
电时０．２

１９
ＪＷＪＸＣ
Ｈ１２５／８０

１２５
８０

２４Ｖ ４８Ｖ
２．５Ｖ
２．５Ｖ

１２Ｖ
１２Ｖ

１３．２Ｖ
１３．２Ｖ

０．４
０．４

０．５
０．５

２０
ＪＷＪＸＣ
Ｈ８０／０．０６

８０
０．０６

２４Ｖ
１１Ａ

４０Ｖ
８Ａ

２．５Ｖ

＜１．５Ａ
１１．５Ｖ
４Ａ

１２．６Ｖ
４．４Ａ

０．３５ ０．４５

　后圈电流由

５Ａ降至１．５Ａ
断电时０．２

２１
ＪＷＪＸＣ
Ｈ１２０／０．１７

１２０
０．１７

－ －
２．４Ｖ

＜０．５Ａ
１２Ｖ
１．６Ａ

－

－ ０．５５

　电流圈电流
由４Ａ降至１Ａ
断电时０．４

　注：１．ＪＷＸＣＨ３４０型继电器缓吸时间当电压１８Ｖ时不大于０．３５ｓ、２４Ｖ时不大于０．３ｓ。
２．ＪＷＪＸＣ１６０型继电器在２４Ｖ时缓放时间不大于０．０３ｓ，缓吸时间不大于０．０７ｓ。
３．ＪＷＸＣＨ３１０型继电器在２４Ｖ时，缓放时间为０．８ｓ±０．１ｓ，缓吸时间为０．４ｓ±０．１ｓ。
４．ＪＷＸＣＨ１２００型继电器在２４Ｖ时，缓吸时间不小于０．６ｓ。
５．ＪＷＪＸＣＨ１２５／８０型继电器是专为交流道岔改进设计的全电压缓放继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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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２１１　整流继电器的规格及型号见表１１．２．１１。

表１１．２．１１

序号
继电器
名称

继电器型号
鉴别销
号码

接点
组数

线圈
连接

电源连接方式

连接 使用
备注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整流
继电器

ＪＺＸＣ４８０

ＪＺＸＣ０．１４

ＪＺＸＣＨ１５６

ＪＺＸＣＨ６２

ＪＺＸＣＨ１８

ＪＺＸＣＨ１４２

ＪＺＸＣＨ１３８

ＪＺＸＣＨ６０

ＪＺＸＣＨ０．１４／０．１４

ＪＺＸＣ１６／１６

ＪＺＸＣＨ１８Ｆ

ＪＺＸＣＨ１８Ｆ１

ＪＺＸＣ４８０Ｆ

１３、５５

１３、５４

２２、５３

１３、５３

２２、５３

１３、５３

１３、５５

４ＱＨ、２Ｑ

４ＱＨ

２ＱＨ、２Ｈ

４ＱＨ

４ＱＨ、２Ｑ

串联

并联

串联

单独

１、４

１、３
２、４

１、４

－

７３、８３

５３、６３

３２、４２
５３、６３

１、２

５３、６３

１、２

７１、８１

－

　用于 ＬＥＤ 发
光管为光源的信
号点灯电路

－

代替ＪＪＸＣ１５

－

１１２１２　整流继电器的机械特性应符合表１１．２．１２的要求。

表１１．２．１２

序号 继电器型号
接点间隙
不小于

ｍｍ

接点压力不小于

ｍＮ

动合 动断

托片间隙不小于

ｍ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ＪＺＸＣ４８０

ＪＺＸＣ０．１４

ＪＺＸＣＨ１５６

ＪＺＸＣＨ６２

ＪＺＸＣＨ１８

ＪＺＸＣＨ１４２

ＪＺＸＣＨ１３８

ＪＺＸＣＨ６０

ＪＺＸＣＨ０．１４／０．１４

ＪＺＸＣ１６／１６

ＪＺＸＣＨ１８Ｆ

ＪＺＸＣＨ１８Ｆ１

ＪＺＸＣ４８０Ｆ

１．３

１．２

１．３

２５０ １５０ ０．３５

１１２１３　整流继电器在环境温度为＋２０℃时的线圈参数、电气特性和

时间特性应符合表１１．２．１３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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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１．２．１３

序
号

继电器
型号

线圈
电阻

Ω

电气特性

额定值 充磁值
释放值
不小于

工作值
不大于

时间特性

释放时间
不小于　ｓ

１ ＪＺＸＣ４８０ ２４０×２ ＡＣ１８Ｖ ＡＣ３７Ｖ ＡＣ４．６Ｖ ＡＣ９．２Ｖ

２ ＪＺＸＣ０．１４
０．２８
０．２８

ＡＣ２．１Ａ ＡＣ２．１６Ａ ＡＣ０．４Ａ ＡＣ１．１Ａ
－

３ ＪＺＸＣＨ１５６ ７８×２ ＡＣ５１ｍＡ ＡＣ１３６ｍＡ ＡＣ１２ｍＡ ＡＣ３４ｍＡ ＡＣ３４ｍＡ时０．１

４ ＪＺＸＣＨ６２ ３１×２

　继电器与ＢＸ３０变压器配合的稳定回路
中，冷丝吸起（１２Ｖ、１５Ｗ灯泡）时不大于ＡＣ
１１０Ｖ；断丝落下（１２Ｖ、２５Ｗ灯泡）时不小于

ＡＣ２４０Ｖ

　当电源２２０Ｖ用

１２Ｖ、１５Ｗ 灯 泡
时０．１５

５ ＪＺＸＣＨ１８ ９×２ ＡＣ１５０ｍＡ ＡＣ４００ｍＡ ＡＣ４０ｍＡ ＡＣ１００ｍＡ ＡＣ１００ｍＡ时０．１５

６

７

ＪＺＸＣＨ１４２

ＪＺＸＣＨ１３８

７１×２

６９×２
ＡＣ１８０ｍＡ ＡＣ２３ｍＡ ＡＣ４５ｍＡ ＡＣ５０ｍＡ时０．１５

８ ＪＺＸＣＨ６０ ３０×２ ＡＣ２４０ｍＡ ＡＣ３０ｍＡ ＡＣ６０ｍＡ ＡＣ６０ｍＡ时０．１５

９
ＪＺＸＣＨ０．１４／

０．１４
０．１４
０．１４

ＡＣ２．０８Ａ
ＡＣ２．０８
ＡＣ２．０８

ＡＣ０．３
ＡＣ０．３

ＡＣ１．４
ＡＣ１．４

ＡＣ２．０８Ａ时０．２

１０ ＪＺＸＣ１６／１６
１６
１６

ＡＣ４００ｍＡ ＡＣ８０ｍＡ ＡＣ１４０ｍＡ －

１１ ＪＺＸＣＨ１８Ｆ
４８０
１６

ＡＣ４００ｍＡ ＡＣ４０ｍＡ ＡＣ１４０ｍＡ ＡＣ１４０ｍＡ时０．１５

１２ ＪＺＸＣＨ１８Ｆ１
４８０
１６

ＡＣ４００ｍＡ ＡＣ４０ｍＡ ＡＣ１４０ｍＡ ＡＣ１４０ｍＡ时０．１５

１３ ＪＺＸＣ４８０Ｆ ４８０ ＡＣ１８Ｖ ＡＣ３７Ｖ ＡＣ４．６Ｖ ＡＣ９．２Ｖ －

注：１．ＪＺＸＣ０．１４型继电器测试时应串联１２Ｖ、２５Ｗ灯泡。

２．ＪＺＸＣＨ０．１４／０．１４型继电器测试时应串联１２Ｖ、２５Ｗ灯泡。

１１２１４　有极继电器的规格及型号见表１１．２．１４。

表１１．２．１４

序号
继电器
名称

继电器型号
鉴别销
号码

接点
组数

线圈
连接

电源片连接方式

连接 使用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有极继
电器

有极加强
接点继
电器

ＪＹＸＣ６６０

ＪＹＸＣ２７０

ＪＹＪＸＣ１３５／２２０

ＪＹＪＸＣＸ１３５／２２０

ＪＹＪＸＣ２２０／２２０

ＪＹＪＸＣ３０００

ＪＹＪＸＣＪ３０００

ＪＹＪＸＣ１６０／２６０

１５、５２

１５、５３

１５、５４

１２、２３

１５、５４

１３、５１

１５、５４

６ＤＦ

４ＤＦ

２ＤＦ、２ＤＦＪ

２Ｆ、２ＤＦＪ

２ＤＦ、２ＤＦＪ

串联

单独

串联

单独

２、３

－

２、３

－

１、４

１、２
３、４

１、４

１、２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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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２１５　有极继电器的机械特性应符合表１１．２．１５的要求。

表１１．２．１５

序号 继电器型号

接点间隙不
小于 ｍｍ

普通
接点

加强
接点

普通接点压力
不小于 ｍＮ

定位 反位

加强接点压力
不小于 ｍＮ

定位 反位

托片间隙

ｍｍ

普通接点
不小于

加强
接点

备注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ＪＹＸＣ６６０

ＪＹＸＣ２７０

ＪＹＪＸＣ２２０／２２０

ＪＹＪＸＣ３０００

ＪＹＪＸＣＪ３０００

ＪＹＪＸＣ１３５／２２０

ＪＹＪＸＣＸ１３５／２２０

ＪＹＪＸＣ１６０／２６０

１．３

４．５

－

７

２５０

１５０

－

１５０

２５０

１５０

－

４００

２２００

－

４００

２２００

０．３５

－

０．１～
０．３

－

　定位
或反位
保持力
不小于

２Ｎ

　定位
或反位
保持力
不小于

４Ｎ

１１２１６　有极继电器在环境温度为＋２０℃时的线圈参数、电气特性应

符合表１１．２．１６的要求。

表１１．２．１６

序号 继电器型号
线圈电阻

Ω

电气特性

额定值 充磁值 转极值

１ ＪＹＸＣ６６０ ３３０×２ ２４Ｖ ６０Ｖ １０～１５Ｖ

２ ＪＹＸＣ２７０ １３５×２ ４８ｍＡ １２０ｍＡ ２０～３２ｍＡ

３

４

　ＪＹＪＸＣ１３５／２２０

　ＪＹＪＸＣＸ１３５／２２０

１３５
２２０

１３５
２２０

２４Ｖ

　６４Ｖ　
　６４Ｖ　

６４Ｖ
６４Ｖ

正向１０～１６Ｖ
反向１０～１６Ｖ

５ ＪＹＪＸＣＪ３０００ １５００×２ ８０Ｖ １６０Ｖ
正向３０～６５Ｖ
反向２０～５５Ｖ

６ ＪＹＪＸＣ２２０／２２０
２２０
２２０

２４Ｖ
　６４Ｖ　
　６４Ｖ　

正向１０～１６Ｖ
反向１０～１６Ｖ

７ ＪＹＪＸＣ３０００ １５００×２ ８０Ｖ １６０Ｖ
正向２５～５８Ｖ
反向２５～５８Ｖ

８ ＪＹＪＸＣ１６０／２６０
１６０
２６０

２４Ｖ
６４Ｖ
６４Ｖ

正向１０～１６Ｖ
反向１０～１６Ｖ

注：１．ＪＹＪＸＣ３０００型继电器临界不转极电压应大于１２０Ｖ。

２．ＪＹＪＸＣＪ３０００型继电器临界不转极电压应大于１６０Ｖ。

３．ＪＹＪＸＣＸ１３５／２２０型继电器是在ＪＹＪＸＣ１３５／２２０型的加强接点上罩一个专用的熄电
弧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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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２１７　偏极继电器的规格及型号见表１１．２．１７。

表１１．２．１７

序号 继电器名称 继电器型号
鉴别销
号码

接点
组数

线圈
连接

电源片连接方式

连接 使用

１ 偏极继电器 ＪＰＸＣ１０００ １４、５１ ８ＱＨ 串联 ２、３ １、４

１１２１８　偏极继电器的机械特性应符合表１１．２．１８的要求。

表１１．２．１８

序号 继电器型号
接点间隙不小于

ｍｍ

接点压力不小于　ｍＮ

动合 动断

托片间隙不小于

ｍｍ

１ ＪＰＸＣ１０００ １．３ ２５０ １５０ ０．３５

１１２１９　偏极继电器在环境温度为＋２０℃时的线圈参数、电气特性应

符合表１１．２．１９的要求。

表１１．２．１９

序号 继电器型号
线圈电阻

Ω

电气特性

额定值 充磁值 释放值不小于 工作值不大于

１ ＪＰＸＣ１０００ ５００×２ ２４Ｖ ６４Ｖ ４Ｖ １６Ｖ

　注：ＪＰＸＣ１０００型继电器反向不吸起电压应大于２００Ｖ。

１１２２０　单闭磁继电器的规格及型号见表１１．２．２０。

表１１．２．２０

序号
继电器
名称

继电器型号
鉴别销
号码

接点
组数

线圈
连接

电源片连接方式

连接 使用

１

２

３

单闭磁
继电器

ＪＤＢＸＣ５５０／５５０

ＪＤＢＸＣＡ５５０／５５０

ＪＤＢＸＣ１５００

１３、５２

１３、４２

１３、４２

８ＱＨ

４ＱＨ
单独 －

１、２
３、４

１１２２１　单闭磁继电器的机械特性应符合表１１．２．２１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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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１．２．２１

序号 继电器型号
接点间隙不小于

ｍｍ

接点压力不小于　ｍＮ

动合 动断

托片间隙不小于

ｍｍ

１

２

３

ＪＤＢＸＣ５５０／５５０

ＪＤＢＸＣＡ５５０／５５０

ＪＤＢＸＣ１５００

１．３ ２５０ １５０ ０．３５

１１２２２　单闭磁继电器在环境温度为＋２０℃时的线圈参数、电气特性

应符合表１１．２．２２的要求。

表１１．２．２２

序号 继电器型号
线圈电阻

Ω

电气特性

额定值 充磁值
释放值
不小于

工作值
不大于

１

２

３

ＪＤＢＸＣ５５０／５５０

ＪＤＢＸＣＡ５５０／５５０

ＪＤＢＸＣ１５００

５５０／５５０

５５０／５５０

１５００／１５００

２４Ｖ

６４Ｖ

５６Ｖ

９２Ｖ

４Ｖ

３．５Ｖ

６Ｖ

１６Ｖ

１４Ｖ

２３Ｖ

注：１．继电器局部线圈加２０Ｖ电压。

２．ＪＤＢＸＣ１５００缓放时间狋≤０．０２５ｓ。

１１２２３　继电器接点的允许容量及电寿命应符合表１１．２．２３的要求。

表１１．２．２３

接点名称 继电器型号
负载
性质

电压

Ｖ

电流

Ａ

动作 接通 断开

电寿命次数

普通
接点

无极
加强
接点

无极、整流、单闭磁

有极

偏极

ＪＷＪＸＣ４８０

ＪＷＪＸＣ１３５／１３５

ＪＷＪＸＣ３００／３７０

ＪＷＪＸＣＨ１２５／０．４４

ＪＷＪＸＣＨ１２５／０．１３

ＪＷＪＸＣＨ８０／０．０６

电阻

２４

２２０

１

５

２×１０６

４×１０５

１×１０６

２×１０５

－

－

－

２×１０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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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接点名称 继电器型号
负载
性质

电压

Ｖ

电流

Ａ

动作 接通 断开

电寿命次数

无极加强
接点

有极加强
接点

ＪＷＪＸＣ１６０

ＪＷＪＸＣＨ１２５／８０

ＪＷＪＸＣＨ１２０／０．１７

ＪＹＪＸＣＪ３０００

ＪＹＪＸＣ２２０／２２０

ＪＹＪＸＣ１３５／２２０

ＪＹＪＸＣＸ１３５／２２０

ＪＹＪＸＣ１６０／２６０

电阻

电感

０．０５Ｈ

ＡＣ２２０

ＡＣ３８０

２２０

２２０

１８０

２２０

ＡＣ５

５

７．５

１５

７．５

２×１０５

－

－

２×１０５

定位
反位

１×１０５

定位
反位

２×１０５

－

定位
反位

１×１０３

定位
反位

２×１０３

注：普通接点在交流回路中使用时容量为ＡＣ２４Ｖ、１．５Ａ，阻性负载。

１１３　电源屏系列继电器

１１３１　继电器的规格及型号见表１１．３．１。

表１１．３．１

序号 继电器名称 继电器型号
鉴别销
号码

接点组数
线圈
连接

电源片连接方式

连接 使用

１

２

３

４

无极加强
接点继电器

ＪＷＪＸＣ１００ ２２、５４ ４ＱＪ、２Ｈ

ＪＷＪＸＣ７２００ １４、５５ ４ＱＪ、２Ｈ

ＪＷＪＸＣ４４０ ２３、５１ ２Ｑ、４ＨＪ

ＪＷＪＸＣ６８００ １５、４２ ２ＱＨＪ、２ＱＨ

５

６

７

整流加强
接点继电器

整流继电器

ＪＺＪＸＣ１００ ２２、３２ ４ＱＪ、２Ｈ

ＪＺＪＸＣ７２００ １２、５４ ４ＱＪ、２Ｈ

ＪＺＸＣ２００００ ２３、５５ ６ＱＨ

串联

２、３ １、４

１、４ ７、８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交流继电器

ＪＪＪＣ ２２、３２ ４ＱＪ、２Ｈ

ＪＪＪＣ１ １２、５４ ４ＱＪ、２Ｈ

ＪＪＪＣ３ ３１、４３ ２ＱＪ、２ＱＨ

ＪＪＪＣ４ １４、４３ ２ＱＨＪ、２ＱＨ

ＪＪＪＣ５ １３、４３ ２ＱＨＪ、２ＱＨ

ＪＪＣ ２３、５５ ４ＱＨ、２Ｑ

单独 － １、２

１１３２　继电器的机械特性应符合表１１．３．２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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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１．３．２

序号 继电器型号

接点间隙
不小于 ｍｍ

普通
接点

加强
接点

接点压力不小于　ｍＮ

普通 加强

动合
接点

动断
接点

动合
接点

动断
接点

托片间隙
不小于　ｍｍ

普通
接点

加强
接点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ＪＷＪＸＣ１００

ＪＷＪＸＣ７２００

ＪＷＪＸＣ４４０

ＪＷＪＸＣ６８００

ＪＺＪＸＣ１００

ＪＺＪＸＣ７２００

ＪＺＸＣ２００００

ＪＪＪＣ

ＪＪＪＣ１

ＪＪＪＣ３

ＪＪＪＣ４

ＪＪＪＣ５

ＪＪＣ

４．５

３

１．３

７

５

７

－

４

５

４

－

－

２５０

－

２５０

－

２５０

２００

－

１５０

２００

１５０

６００

－

６００

－

６００

－

－

４００

３００

－

３００

－

０．３５

０．１～０．３

－

０．１～０．３

－

１１３３　继电器在＋２０℃时线圈电阻、电气特性及时间特性应符合表

１１．３．３的要求。

表１１．３．３

序号 继电器型号
线圈电阻

Ω

电气特性

额定值
工作值
不大于

释放值
不小于

额定值时测时间
特性不大于　ｓ

吸起 释放
返回
时间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ＪＷＪＸＣ１００

ＪＷＪＸＣ７２００

ＪＷＪＸＣ４４０

ＪＷＪＸＣ６８００

ＪＺＪＸＣ１００

ＪＺＪＸＣ７２００

ＪＺＸＣ２００００

ＪＪＪＣ

ＪＪＪＣ１

ＪＪＪＣ３

ＪＪＪＣ４

ＪＪＪＣ５

ＪＪＣ

５０×２

３６００×２

２２０×２

３４００×２

５０×２

３６００×２

１００００×２

３．５

１９０

１８５

１５０

３．２

４００

２４Ｖ １０Ｖ ３．５Ｖ

２２０Ｖ ８５Ｖ ３０Ｖ

２４Ｖ １６Ｖ ３．５Ｖ

２２０Ｖ １００Ｖ ３０Ｖ

ＡＣ２４Ｖ ＡＣ１１Ｖ ＡＣ４Ｖ

ＡＣ２２０Ｖ
ＡＣ９０Ｖ

ＡＣ１０５Ｖ
ＡＣ３５Ｖ

ＡＣ２４Ｖ ＡＣ１８Ｖ ＡＣ５．５Ｖ

ＡＣ２２０Ｖ

ＡＣ１８０Ｖ ＡＣ５４Ｖ

ＡＣ１７５Ｖ ＡＣ７０Ｖ

ＡＣ１８０Ｖ ＡＣ７０Ｖ

ＡＣ２４Ｖ ＡＣ１８Ｖ ＡＣ８Ｖ

ＡＣ２２０Ｖ ＡＣ１８０Ｖ ＡＣ５４Ｖ

０．１

０．１５

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４

０．０５

０．１

０．１５

０．１

－

－

－

０．０５

０．０８

０．０５

１１３４　继电器接点的允许容量及电寿命应符合表１１．３．４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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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１．３．４

序号 继电器型号
接点容量

加强接点 普通接点
负载性质 电寿命次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ＪＷＪＸＣ１００

ＪＷＪＸＣ７２００

ＪＷＪＸＣ４４０

ＪＷＪＸＣ６８００

ＪＺＪＸＣ１００

ＪＺＪＸＣ７２００

ＪＺＸＣ２００００

ＪＪＪＣ

ＪＪＪＣ１

ＪＪＪＣ３

ＪＪＪＣ４

ＪＪＪＣ５

ＪＪＣ

２２０Ｖ、１０Ａ

２２０Ｖ、５Ａ

２２０Ｖ、１０Ａ

ＡＣ２２０Ｖ、１０Ａ

－

ＡＣ２４Ｖ、３０Ａ

ＡＣ２２０Ｖ、１０Ａ

ＡＣ２２０Ｖ、２０Ａ

ＡＣ２２０Ｖ、５Ａ

ＡＣ２４Ｖ、５Ａ

－

２４Ｖ、１Ａ

ＡＣ２４Ｖ、１．５Ａ

电阻

１×１０５

２×１０６

１×１０５

１１３５　加强接点的熄弧磁钢应在熄弧器夹上安装牢固，其极性的安装

应符合图１１．３．５的要求 （箭头方向为电路中的电流方向）。

图　１１．３．５

１１４　交流二元继电器

１１４１　翼板在任何位置时，翼板和铁芯极面的间隙不应小于０．３５ｍｍ。

１１４２　继电器接点系统的机械特性应符合表１１．４．２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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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１．４．２

继电器型号
接点间隙
不小于

ｍｍ

托片间隙
不小于

ｍｍ

接点压力不小于

Ｎ

动合接点 动断接点

接点组数 鉴别销号码

ＪＲＪＣ６６／３４５ ２．５ ０．２ ０．１５ ０．１５ ２Ｑ、２Ｈ １２、３２

ＪＲＪＣ１７０／２４０ １．８ ０．３５ ０．２５ ０．２ ２Ｑ、２Ｈ １１、２２

———对于ＪＲＪＣ６６／３４５型继电器，翼板开始接触上滚轮时测试动合接点压力；翼板开始接触
下滚轮时测试动断接点压力。

———对于ＪＲＪＣ１７０／２４０型继电器，手动使翼板与上止挡轮接触至限位时，测试动合接点压
力、接点间隙及托片间隔；继电器在释放状态时，测试动断接点压力、接点间隙及托片
间隔。

———继电器应动作灵活，无机械卡阻现象。
———继电器接点齐度误差要求：当继电器局部线圈加额定电压，轨道线圈在理想相位角时加

２５Ｈｚ、１５Ｖ电压，其不同时接触时间不大于１０ｍｓ。

１１４３　继电器的线圈参数及电气特性应符合表１１．４．３的要求。

表１１．４．３

继电器型号
线圈电阻

Ω

工
作
频
率

Ｈｚ

局部线圈

额定
电压

Ｖ

电流
不大于

Ａ

轨道线圈

工作值不大于 释放值不小于

电压

Ｖ

电流

Ａ

电压

Ｖ

轨道电流
滞后于
局部电压
理想
相位角

ＪＲＪＣ６６／３４５
局部 ３４５ ２５ １１０ ０．０８ － － －
轨道 ６６ ２５ － － １５ ０．０３８ ７．５

１６０°±８°

ＪＲＪＣ１７０／２４０
局部 ２４０ ２５ １１０ ０．１０ － － －
轨道 ７０ ２５ － － １５ ０．０４ ８．６

１５７°±８°

———对于ＪＲＪＣ６６／３４５型继电器的工作值为继电器翼板辅助夹开始接触上滚轮时的电压值。
———对于ＪＲＪＣ１７０／２４０型继电器的工作值为继电器主轴止挡开始接触上止挡轮时的电

压值。
———释放值为继电器全部动合接点断开时的电压值。
———电气特性是在理想相位角条件下测试。
———继电器的理想相位角也可按电压－电压方式，此时ＪＲＪＣ６６／３４５型继电器的轨道电压相

位滞后于局部电压相位８８°±８°；ＪＲＪＣ１７０／２４０型继电器的轨道电压相位滞后于局部电
压相位为８７°±８°。

———常温电气特性应在２０℃＋５℃条件下测试。测试电气特性时，２５Ｈｚ测试电源的失真度
应不大于５％。

———继电器磁路平衡要求：当ＪＲＪＣ１７０／２４０型继电器局部线圈通以５０Ｈｚ、２２０Ｖ电压时，轨
道线圈并５μＦ电容后其感应电压应不大于５Ｖ。

１１４４　继电器接点的允许容量为直流２４Ｖ、１Ａ。继电器线圈按表

１１．４．３的规定通电，接点通以直流２４Ｖ、１Ａ，阻性负载，其电寿命为

２×１０５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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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５　灯丝转换继电器

１１５１　固定衔铁尾部弹簧的螺母及固定轭铁与铁芯的螺钉不得松动。

１１５２　铁芯头部短路环不得松动及超出铁芯极面，以免影响衔铁的

动作。

１１５３　继电器的机械特性应符合表１１．５．３的要求。

表１１．５．３

序号 继电器型号
接点间隙
不小于

ｍｍ

接点压力不小于

ｍＮ

动合 动断

托片间隙
不小于

ｍｍ

接点组数

１ 　ＪＺＣＪ ０．６

２ ＪＺＳＣ０．１６ ０．８

３ 　ＪＺＳＪＣ ０．８

４ ＪＺＳＪＣ１ ０．６

５ 　ＪＺＳＪＣ２ ０．８

１５０ １５０

－ ２ＱＨ

０．１ ４ＱＨ

－ ２ＱＨ

注：表中为暂行标准。

１１５４　继电器电气特性应符合表１１．５．４的要求。

表１１．５．４

序号 继电器型号

电气特性

额定值
工作值
不大于

释放值
不小于

转换时间不大于

ｓ

１ 　ＪＺＣＪ

２ ＪＺＳＣ０．１６

３ 　ＪＺＳＪＣ

４ ＪＺＳＪＣ１

５ 　ＪＺＳＪＣ２

ＡＣ２．１Ａ

－

ＡＣ２．１Ａ

ＡＣ１．５Ａ ＡＣ０．３５Ａ

－

０．１

－

０．１

注：１．表中为暂行标准。

２．ＪＺＳＪＣ、ＪＺＳＪＣ２型线圈压降应不大于１．６Ｖ。接点允许容量为ＡＣ１２Ｖ、２．１Ａ。

１１５５　继电器的电寿命：继电器在点灯电路中转换，其电寿命为３×

１０５次。

１１６　时间继电器

１１６１　继电器的规格及型号见表１１．６．１。

１１６２　继电器的机械特性应符合表１１．６．２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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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１．６．１

序号 继电器名称 继电器型号
鉴别销
号码

接点组数
线圈
连接

电源片连接方式

连接 使用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半导体时间继电器

单片机时间继电器

单片可编程时间继电器

道口时间继电器

ＪＳＢＸＣ７８０

ＪＳＢＸＣ８２０

ＪＳＢＸＣ８５０

ＪＳＤＸＣ８５０

ＪＳＢＸＣ１８５０

ＪＳＢＸＣ１８７０Ｂ０１

ＪＳＣ３０

１４、５５

１１、１２

２ＱＨ、２Ｑ

４ＱＨ

单独

１、８１
２、１３
３、７１
４、２３

－

７３、６２

表１１．６．２

序号 继电器型号
普通接点间隙
不小于　ｍｍ

普通接点压力不小于　ｍＮ

动合 动断

托片间隙不小于

ｍ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ＪＳＢＸＣ７８０

ＪＳＢＸＣ８２０

ＪＳＢＸＣ８５０

ＪＳＤＸＣ８５０

ＪＳＢＸＣ１８５０

ＪＳＢＸＣ１８７０Ｂ０１

ＪＳＣ３０

１．２０

１．２５

２５０ １５０ ０．３５

１１６３　继电器的线圈参数及电气特性应符合表１１．６．３的要求。

表１１．６．３

序号 继电器型号
线圈电阻

Ω

电气特性

充磁值 释放值不小于 工作值不大于

１ ＪＳＢＸＣ７８０ ３９０×２

２ ＪＳＢＸＣ８２０ ４１０×２

５６ｍＡ
５６ｍＡ

４．５ｍＡ
４．５ｍＡ

１４ｍＡ
１４ｍＡ

３ ＪＳＢＸＣ８５０
３７０
４８０

４ ＪＳＤＸＣ８５０
３７０
４８０

５ ＪＳＢＸＣ１８５０
３７０
４８０

６ ＪＳＢＸＣ１８７０Ｂ０１
３７０
５００

７ ＪＳＣ３０
３７０
３７０

５６ｍＡ
５４ｍＡ

４ｍＡ
３．８ｍＡ

１４ｍＡ
１３．４ｍＡ

１６ｍＡ
１５．５ｍＡ
１４．５ｍＡ
１３．８ｍＡ

　ＪＳＢＸＣ７８０、ＪＳＢＸＣ８２０、ＪＳＢＸＣ８５０重复动作时间应在２ｍｉｎ以上。ＪＳＢＸＣ８５０型继电器
的后接点压力在延时过程中不小于０．１Ｎ。

注：１．测缓吸时间时，７３接２４Ｖ电源正极，６２接２４Ｖ电源负极。

２．线圈连接方式为单独，１、３接正极，２、４接负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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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６４　继电器的时间特性应符合表１１．６．４的要求。

表１１．６．４

继电器型号 连接端子
５１１１、５３１２

５１５２ ５１６１ ５１６３ ５１８３

ＪＳＢＸＣ７８０

ＪＳＢＸＣ８２０

ＪＳＢＸＣ８５０

ＪＳＤＸＣ８５０

ＪＳＢＸＣ１８５０

ＪＳＢＸＣ１８７０Ｂ０１

动作时间

ｓ

６０±６

４５±４．５
３０±３ １３±１．３ ３±０．３

１８０±２７ ３０±４．５ １３±１．９５ ３±０．４５

１８０±９ ３０±１．５ １３±０．６５ ３±０．１５

３±０．１５ ２±０．１ １±０．０５ ０．６±０．０３

注：ＪＳＢＸＣ７８０、ＪＳＢＸＣ８２０和ＪＳＢＸＣ８５０三个月至少使用１～２次，长期不使用时，初次使
用延时时间有所增长。

１１６５　ＪＳＣ３０型道口时间继电器的时间特性：当连接端子１１５２、１２

５１、１３６１时，动作时间应为３０ｓ±０．３ｓ。

１１６６　继电器接点的允许容量为２４Ｖ、１Ａ。接点通以２４Ｖ、１Ａ，阻

性负载，其电寿命为２×１０６次。

１１７　传输继电器、发码器及微电子
交流计数电码盒、发送盒

１１７１　传输继电器的规格及型号见表１１．７．１。

表１１．７．１

序号 继电器名称 继电器型号 鉴别销号码 接点组数 线圈连接 电源片使用

１

２
传输继电器

ＪＣＺＣ３１５０ １４、３１ ２ＱＨＪ

ＪＣＺＣ５１４０ １４、３１ ２ＱＨＪ、２Ｈ
单独

７３、８３

５３、６３

１１７２　传输继电器的机械特性应符合表１１．７．２的要求。

表１１．７．２

继电器
型号

接点间隙
不小于

ｍｍ

普通
接点

加强
接点

接点压力
不小于　ｍＮ

普通
接点

加强接点

动合
接点

动断
接点

接点共同行程
不小于

ｍｍ

普通
接点

加强
接点

衔铁游程

ｍｍ

径向 垂直 轴向

ＪＣＺＣ３１５０

ＪＣＺＣ５１４０

—

０．８
１．５

－

２５０
４５０ ４００

－

０．２５
０．１

０．３～０．７０．３～０．５０．０５～０．１５

０．３～０．７０．３～０．５０．０５～０．１５

注：接点在传动板及绝缘支板上的压力不小于０．１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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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７３　传输继电器在＋２０℃时的线圈参数及电气特性应符合表

１１．７．３的要求。

表１１．７．３

继电器型号
线圈电阻

Ω

电气特性

额定值

Ｖ

释放值不小于

Ｖ

工作值不大于

Ｖ

ＪＣＺＣ３１５０ １５０ ２４ ４．８ １６

ＪＣＺＣ５１４０ １４０ ２４ ４．８ １６

１１７４　继电器普通接点通以直流２４Ｖ、０．５Ａ，阻性负载；加强接点

通以直流２２０Ｖ、１．５Ａ，阻性负载；继电器的电寿命为５×１０６次。

１１７５　继电式发码器的规格及型号见表１１．７．５。

表１１．７．５

序号 继电器名称 继电器型号 鉴别销号码 接点组数 线圈连接 电源片使用

１

２

继电式
发码器

ＦＪ１

ＦＪ４
１１、３２ ２ＱＨＪ 单独 ７３、８３

１１７６　继电式发码器的机械特性应符合表１１．７．６的要求。

表１１．７．６

发码器
型号

加强接
点间隙
不小于

ｍｍ

加强接点压力
不小于

ｍＮ

动合 动断

接点共同行程
不小于

ｍｍ

衔　铁　游　程

ｍｍ

径向 垂直 轴向

ＦＪ１

ＦＪ４
１．５ ４５０

４００

４５０
０．１ ０．３～０．７ ０．３～０．５ ０．０５～０．１５

注：接点在传动板及绝缘支板上的压力不小于０．１Ｎ。

１１７７　继电式发码器在环境温度为＋２０℃时的线圈参数、电气特性

和脉冲时间应符合表１１．７．７的要求。

表１１．７．７

发码器
型号

线圈电阻

Ω

电气特性

额定值

Ｖ

释放值不小于

Ｖ

工作值不大于

Ｖ

脉冲时间

间隔时间

ｓ

脉冲时间

ｓ

ＦＪ１ １５０ ２４ ４．８ １６ ０．６±０．０３ ４．２±０．６３

ＦＪ４ １５０ ２４ ４．８ １６ ０．６±０．０３ ６±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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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７８　继电式发码器加强接点通以直流２２０Ｖ、１．５Ａ，阻性负载，继

电式发码器的电寿命为５×１０６次。

１１７９　微电子交流计数电码盒 （ＤＭＨ）、发送盒 （ＦＳＨ）应符合下列

要求：

ａ）电码盒 （ＤＭＨ）输出的信息：ＨＵ、Ｕ、ＵＵ、Ｌ。

１）工作电源：ＡＣ２２０Ｖ±３３Ｖ、５０Ｈｚ±１Ｈｚ。

２）输入交流２２０Ｖ时＋５Ｖ稳压输出电压＋５Ｖ±０．２Ｖ。

３）功放电源７２、７１在静态时为＋２４Ｖ±２Ｖ，动态时为１８～

２５Ｖ。

４）振荡器振荡频率ＥＰＲＯＭ第１８管脚２ｋＨｚ±０．５ｋＨｚ，幅值

大于或等于４Ｖ。

５）用示波器测试信息码，波形整齐，幅值大于或等于２．５Ｖ。

ｂ）发送盒 （ＦＳＨ）输入交流２２０Ｖ时，端子５２、５１、５３、３２、３１、

３３分别为６路，其中ＢＧ１～ＢＧ６三极管集电极电压犞Ｃ稍有尖顶方波，

幅值大于２０Ｖ，小于８０Ｖ。

ｃ）一个ＤＭＨ带２个ＦＳＨ，ＦＳＨ的每一路至少可以带动５个轨道

区段，用示波器测试发至轨道的波形，该波形为正弦波。

ｄ）每一路ＦＳＨ输出串２００Ω、１５０Ｗ电阻接入轨道发码变压器的

一次侧。

１１７１０　电动发码器有ＦＤＣ１及ＦＤＣ２ 两种类型，由感应电动机、减

速器及接点系统组成，电动机由５０Ｈｚ、２２０Ｖ供电。电动发码器电气

特性应符合表１１．７．１０的要求。接点系统的脉冲与间隔的时间特性如图

１１．７．１０所示。

表１１．７．１０

电源频率

Ｈｚ

额定电压

Ｖ

电流

Ａ

无负荷运转 有负荷运转

启动电压

Ｖ

空载转数

ｒ／ｍｉｎ

启动电压

Ｖ

转数

ｒ／ｍｉｎ

５０ ２２０ ＜０．０６５ ＜６０ ＞９７５ ＜８５ ９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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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７．１０

　注：各脉冲与间隔时间允许误差±０．０１ｓ，而超过０．５ｓ的长间隔，允许误差０．０２ｓ。

１１８　其他继电器

１１８１　继电器的规格及型号见表１１．８．１。

表１１．８．１

序号 继电器名称 继电器型号
鉴别销
号码

接点
组数

电源片连接方式

连接 使用

１

２

３

偏极缓放继电器

ＪＰＸＣＨ２７０

ＪＰＸＣ１Ｈ２７０

ＪＰＸＣ２Ｈ２７０

３２、５５ ４ＱＨ ２、３ ５３、６３

１１８２　继电器的机械特性应符合表１１．８．２的要求。

表１１．８．２

序号 继电器型号
接点间隙不小于

ｍｍ

接点压力不小于　ｍＮ

动合 动断

托片间隙不小于

ｍｍ

１

２

３

ＪＰＸＣＨ２７０

ＪＰＸＣ１Ｈ２７０

ＪＰＸＣ２Ｈ２７０

１．３ ２５０ １５０ ０．３５

１１８３　继电器在环境温度为＋２０℃时的线圈参数、电气特性应符合

表１１．８．３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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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１．８．３

序号 继电器型号
线圈电阻

Ω

电气特性

额定值
释放值
不小于

工作值
不大于

时间特性

释放时间不小于

ｓ

１

２

３

ＪＰＸＣＨ２７０

ＪＰＸＣ１Ｈ２７０

ＪＰＸＣ２Ｈ２７０

１３５×２ ２４Ｖ ２．１Ｖ ７Ｖ
１８０±９

３０±１．５

　注：为参考值。

１１８４　继电器接点的允许容量为２４Ｖ、１Ａ。接点通以２４Ｖ、１Ａ，阻

性负载，电寿命为２×１０６次。

１１９　计算机联锁动态驱动单元

１１９１　ＤＴＢ４型动态驱动单元电气特性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吸起特性

１）输入高电平、低电平信号，不应使继电器吸起。

２）输入正、负单脉冲信号，不应使继电器吸起。

３）输入５Ｈｚ峰值大于８Ｖ占空比为１∶１的脉冲信号时，输出

电压应大于１８Ｖ，继电器可靠吸起。

４）驱动吸起值为１６Ｖ的ＪＰＸＣ１０００型偏极继电器，在非缓吸／

缓放工作状态下，吸起时间为０．４～０．８ｓ。

５）驱动吸起值为１６Ｖ的ＪＰＸＣ１０００型偏极继电器，在缓吸／缓

放工作状态下，吸起时间为０．６～１ｓ。

ｂ）落下特性

１）输入５Ｈｚ峰值小于６Ｖ占空比为１∶１的脉冲信号，继电器

应可靠落下。

２）驱动落下值为４Ｖ的ＪＰＸＣ１０００型偏极继电器，在非缓吸／

缓放工作状态下，落下时间为０．７～１．５ｓ。

３）驱动落下值为４Ｖ的ＪＰＸＣ１０００型偏极继电器，在缓吸／缓

放工作状态下，落下时间为２～３ｓ。

ｃ）电气特性测试应满足表１１．９．１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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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１．９．１

输入条件

电源
电压

Ｖ

控制信号（方波）

频率

Ｈｚ

峰值

Ｖ

占空
比

输出特性

电压

Ｖ

非缓吸／缓放 缓吸／缓放

吸起时间

ｓ

落下时间

ｓ

吸起时间

ｓ

落下时间

ｓ

３０ ５ １２ １∶１ １８ ０．４＜狋＜０．８０．７＜狋＜１．５ ０．６≤狋＜１ ２．０＜狋＜３

１１９２　ＤＳ６ＤＴＨ２型动态驱动单元电气特性应满足表１１．９．２（ａ）的

要求，ＤＳ６ＤＴＨ２ＴＷ型动态驱动单元电气特性应满足表１１．９．２ （ｂ）

的要求。

表１１．９．２（ａ）

输入条件 输出特性

电源电压

Ｖ

控制信号（方波）

频率　Ｈｚ 峰值　Ｖ 占空比

输出电压

峰值　Ｖ

缓吸时间

ｓ

缓放时间

ｓ

２５ ５ ２４ １∶１ ＞１８ 狋＜１．６ ２＜狋＜３

表１１．９．２（ｂ）

输入条件 输出特性

电源电压

Ｖ

控制信号（方波）

频率　Ｈｚ 电压　Ｖ 占空比

输出电压

（有效值）

Ｖ

缓吸时间

ｓ

缓放时间

ｓ

２５±０．１ ５±０．１ ２４±０．２ １∶１ ≥１８ 狋＜１．６ ２．０≤狋≤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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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电 源 设 备

１２１　通　　则

１２１１　电源设备外观良好，部件齐全作用良好，各指示灯及仪表应指

示正确。

１２１２　设备内部配线与配线图一致，各接线端子及紧固零件无松动，

焊头焊接牢固。

１２１３　电源设备所用元器件均须与设计规定的规格相符。

１２１４　各熔断器及断路器接触良好，其规格应与设计图相符。

１２１５　三相交流电源各相负荷应力求平衡，以改善三相电源的使用条

件，应有错序、断相监督和报警设备。

１２１６　信号设备的专用交、直流电源，均应采用对地绝缘系统，并有

必要的配电设备和可靠的保安系统。

１２２　电 源 屏

１２２１　电源屏共同要求

ａ）电源屏应有两路独立的交流电源供电，两路输入电源允许偏差范

围应符合表１２．２．１的要求。电源屏输入、输出设置的电磁断路器 （熔断

器），在短路、过流时断路器应可靠断开；断路器 （熔断器）应根据设备

实际用电负载进行选择，输入电源选择的断路器 （熔断器）应不大于负

载电流的２倍，输出应不大于１．５倍。

表１２．２．１

序 号 输 入 电 源 允 许 偏 差

１

２
电压

ＡＣ２２０＋３３－４４Ｖ（＋１５％～－２０％）

ＡＣ３８０＋５７－７６Ｖ／２２０
＋３３
－４４Ｖ（＋１５％～－２０％）

３ 频率 ５０Ｈｚ±０．５Ｈｚ

４ 三相电压不平衡度 ≤５％

５ 电压波形失真度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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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输入电源供电方式转换时间应符合：

１）一主一备的工作方式：正常情况下应用可靠性较高的一路电

源供电，一路电源故障时，自动切换到另一路电源供电，并

应有手动转换和直供功能。

２）两路同时供电方式：两路电源同时向电源屏供电；当其中一

路断电时，另一路自动承担全部负荷供电。

３）两路输入交流电源，当其中一路发生断电或断相时，转换时

间 （包括自动或手动）不大于０．１５ｓ；智能电源屏模块之间

转换时，转换时间应不大于０．１５ｓ。在两路输入交流电源转

换期间，采用续流技术的直流电源 （不含直流电动转辙机电

源、闭塞电源）、２５Ｈｚ电源应保证不间断供电。

ｃ）当输入电源屏的交流电源在＋１５％～－２０％范围内变化时，经

稳压 （调压）后的电源允许波动范围应不大于±３％。当稳压 （调压）

系统出现故障时，应能断电维修，且应不影响信号设备的继续供电。

ｄ）信号电源屏主、备装置转换过程中，应不影响信号设备的正常

使用，备用电源屏应能完全断电。

ｅ）三相交流输出电源应确保相序正确，若相序错误，应报警；当车

站装有三相交流电动 （电液）转辙机时，电源屏的三相交流输出电源相

序检测装置在三相断相或错相时能发出报警信号。

ｆ）电源屏的输出闪光电源，其通断比约为１∶１，其闪光频率在室

内作表示使用时，宜采用９０～１２０次／ｍｉｎ；在室外作信号点灯用时，宜

采用５０～７０次／ｍｉｎ。

ｇ）不间断供电装置应定期检查，确保工作正常。

ｈ）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不得开路，并应可靠接地。

ｉ）各种电源屏的表示和声光报警装置均应正常工作。智能电源屏

输入电源过压、欠压，电源模块故障、过温，输出电源过载，三相电源

缺相、错相 （有相序要求的输出回路），稳压 （调压）装置故障均应报

警。智能电源屏模块的互换应符合有关标准的规定，各种输入、输出电

源的端子应统一。

ｊ）机架应焊接牢固，不得有假焊、漏焊，门板要平整，无凹凸现

象，零部件安装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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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电源屏应采用具有横向和纵向防护功能的防雷组合单元。

１２２２　１５ｋＶＡ电源屏

ａ）交流调压屏的调压速度约为１．５Ｖ／ｓ；当稳压控制系统发生故

障，输出电压升至４２０Ｖ±５Ｖ时，过压保护装置应及时动作，切断升

压回路，但不应造成停电。

ｂ）交流调压屏在调压结束时，调压电机应立即停转，不应有惯性

转动。

ｃ）当交流调压屏发生故障时，应能断开调压屏输入电源，由外电

网直接供电。

ｄ）供调压屏伺服电机的输出电源应有断相保护，当断相时，切断

电机电源，并报警。

ｅ）当稳压设备正常工作，继电器回路负载在７０％～８０％范围内变

化时，直流电压应调至２４Ｖ±１Ｖ。

ｆ）输出电源额定电压及额定电流见表１２．２．２。

表１２．２．２

类　　别 电　压　Ｖ 电　流　Ａ

信号机点灯电源 ＡＣ２２０、１８０ ５（×４）

轨道电路电源 ＡＣ２２０ ４（×４）

道岔表示电源 ＡＣ２２０ ４

表示灯电源 ＡＣ２４、１９．６（ＤＣ６） ５０（２０）

闪光灯电源 ＡＣ２４（ＤＣ６） ４（２）

电动转辙机电源 ＤＣ２２０ ３０

继电器电源 ＤＣ２４ ４０

闭塞电源 ＤＣ２４、３６、４８、６０ １（×３）

稳压备用电源 ＡＣ２２０ １０

不稳压备用电源 ＡＣ２２０ １０

１２２３　１０ｋＶＡ、５ｋＶＡ、２．５ｋＶＡ电源屏

ａ）当稳压设备故障输出至２５０＋５－１０Ｖ时，过压保护装置动作，切断

升压回路，但不应造成停电。

ｂ）交流调压屏在调压结束时，调压电机应立即停转，不应有惯性

转动。

ｃ）当稳压设备正常工作，继电器回路负载在７０％～８０％范围内变

化时，直流电压应调至２４Ｖ±１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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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输出电源额定电压及额定电流见表１２．２．３。

表１２．２．３

容　　　量 ２．５ｋＶＡ ５ｋＶＡ １０ｋＶＡ

类　　　别
电压
Ｖ

电流
Ａ

电压
Ｖ

电流
Ａ

电压
Ｖ

电流
Ａ

信号机点灯电源 ＡＣ２２０ ２．５ ＡＣ２２０ ２．５（×２） ＡＣ２２０ ５（×２）

轨道电路电源

道岔表示电源
ＡＣ２２０ ２．５

ＡＣ２２０ ２（×２） ＡＣ２２０ ４（×２）

ＡＣ２２０ １ ＡＣ２２０ ２

表示灯电源

闪光灯电源
ＡＣ２４ ３．０

ＡＣ２４ １５ ＡＣ２４ ２０

ＡＣ２４ ２ ＡＣ２４ ２

电动转辙机电源 ＤＣ２２０ ６ ＤＣ２２０ １２ ＤＣ２２０ １６

继电器电源 ＤＣ２４ ８ ＤＣ２４ １５ ＤＣ２４ １５

闭塞电源
ＤＣ２４、

３６、４８、

６０

２

ＤＣ２４、

３６、４８、

６０

２

ＤＣ２４、

３６、４８、

６０

２

稳压备用电源 ＡＣ２２０ １ ＡＣ２２０ ２ ＡＣ２２０ ５

不稳压备用电源 ＡＣ２２０ １ ＡＣ２２０ ５ ＡＣ２２０ ５

１２２４　计算机联锁电源屏

ａ）应能满足电气化区段和非电气化区段计算机联锁系统控制的车

站信号设备的供电要求。

ｂ）具有抗干扰、可靠性高等性能。

ｃ）各供电支路有任一电源不能正常供电时，应能自动或手动转换

至备用电源，在转换过程中，不能影响设备正常工作。

ｄ）转换后的原电源支路应能断电维修。

ｅ）供ＵＰＳ电源的两路主备电源，须具有稳压、净化功能。

１２２５　２５Ｈｚ电源屏

ａ）２５Ｈｚ电源屏 （旧型）

１）电源屏的容量见表１２．２．５（ａ）。

表１２．２．５（ａ）

型　　号 额定容量　ＶＡ
容　量　分　配

局部电源　ＶＡ 轨道电源　ＶＡ

ＰＸＴ６００／２５ ６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ＰＺＴ９００／２５ ９００ ３００ ６００

ＰＤＴ１８００／２５ １８００ ６００ １２００

ＰＴＴ４２００／２５ ４２００ １４００ ２８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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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电气特性应符合下列要求：

输入电源：ＡＣ２２０Ｖ （＋１５％～－２０％）、５０Ｈｚ。

输出电源：轨道ＡＣ２２０Ｖ±１１Ｖ、２５Ｈｚ；

局部ＡＣ１１０Ｖ±５．５Ｖ、２５Ｈｚ。

局部电源电压超前轨道电源电压角度９０°。

３）轨道电源应有短路切除功能。

ｂ）９７型２５Ｈｚ轨道电源屏

１）电源屏容量见表１２．２．５（ｂ）。

２）电气特性应符合下列要求：

输入电源：ＡＣ１６０～２６０Ｖ、５０Ｈｚ。

输出电源：轨道ＡＣ２２０Ｖ±６．６Ｖ、２５Ｈｚ；

局部ＡＣ１１０Ｖ±３．３Ｖ、２５Ｈｚ。

局部电源电压超前轨道电源电压角度９０°。

３）任何一束２５Ｈｚ轨道电源发生短路故障时，能自动将该束的

供电切除，保证不影响其他束的正常供电。

表１２．２．５（ｂ）

类别 型　　号
额定容量

ＶＡ

容　量　分　配

局部电源　ＶＡ 轨道电源　ＶＡ

适用轨道区
段数区段

Ⅰ型屏 ＰＸＴ８００／２５ ８００ ４００ ４００ ≤２０

Ⅱ型屏 ＰＺＴ１６００／２５ １６００ ８００ ８００ ≤４０

Ⅲ型屏 ＰＺＴ２０００／２５ ２０００ ８００ １２００ ≤６０

Ⅳ型屏 ＰＤＴ４０００／２５ ４０００ ８００×２ １２００×２ ≤１２０

１２２６　驼峰电源屏

ａ）供驼峰转辙机用的直流电源，应设有备用电池，交流停电应延

时供电２ｓ，以保证已启动的转辙机继续转换到底。

ｂ）镉镍电池组额定容量为５Ａｈ。

ｃ）镉镍电池组最大冲击放电电流２０Ａ，时间２ｓ。镉镍电池组最大

冲击放电电流终止电压不得低于１．１Ｖ／只。

ｄ）长期保存的蓄电池组，使用前用１０ｈ率电流充电１２～１４ｈ，单

只充电电压不得超过１．６Ｖ；以５ｈ率电流放电，单只终止电压不低于

１．０Ｖ，循环２～３次，检查容量达到额定容量后才能浮充电。浮充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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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为３０～５０ｍＡ。

ｅ）蓄电池组使用时发现容量和电压低于技术要求时，可打开蓄电

池组盒外盖，测量每只单体电池放电电压，若低于０．５Ｖ者应停止放

电，并进行个别更换。

ｆ）输出电源额定电压及额定电流见表１２．２．６。

表１２．２．６

类　　　别
电　压

Ｖ

电　流

Ａ

　 电　源　所　属 　

电动型 电空型

电动转辙机电源 ＤＣ２２０ 　３０ 有 —

直流电源 ＤＣ２４ ３０ 有 有

直流电源 ＤＣ２４ 　３０ 有 有

信号点灯电源 ＡＣ２２０、１８０ ５（×４） 有 有

轨道电路电源 ＡＣ２２０ ４（×４） 有 有

道岔表示电源 ＡＣ２２０ ４ 有 有

表示灯电源 ＡＣ２４ ５０ 有 有

闪光灯电源 ＡＣ２４ 　４ 有 有

稳压备用电源 ＡＣ２２０ １０ 有 有

不稳压备用电源 ＡＣ２２０ １０ 有 有

备用电池 ＤＣ２４、５Ａｈ ２０Ａ、２ｓ 有 有

备用电池 ＤＣ２２０、５Ａｈ ２０Ａ、２ｓ 有 －

１２２７　计轴电源屏

ａ）计轴直流输出电源应符合下列要求：６０Ｖ±３Ｖ；２４Ｖ±０．４８Ｖ；

纹波电压不大于２００ｍＶ。

ｂ）由交流供电转为蓄电池供电时应不影响计轴设备的正常工作；

交流电源断电后，蓄电池可靠工作时间应不小于３０ｍｉｎ。

１２２８　多信息移频电源屏

ａ）移频区间柜、站内电码化及点式柜的直流开关电源应符合下列

要求：

１）输入电源：５０Ｈｚ、ＡＣ２２０＋３３－４４Ｖ。

２）额定输出电压：ＤＣ４８Ｖ±０．３Ｖ、ＤＣ４８～５０Ｖ连续可调。

３）纹波电压：峰－峰值小于２００ｍＶ，有效值小于５０ｍＶ。

４）直流开关电源过压、过热、过流保护功能可靠。

·５０３·



ｂ）区间信号机点灯的交流稳压电源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输入电压：５０Ｈｚ、ＡＣ２２０＋３３－４４Ｖ。

２）输出电压：ＡＣ２２０Ｖ±６．６Ｖ。

３）交流稳压电源应具有软启动功能。

１２２９　区间信号电源屏

ａ）两路输入交流电源当其中一路发生断电或断相时，转换时间

（包括自动或手动）不大于０．１５ｓ。

ｂ）区间信号电源屏应满足区间轨道、站内电码化、信号点灯、站

间联系、灯丝报警设备供电要求。

ｃ）输出额定电压：

区间轨道、站内电码化，ＤＣ２３．５～２７．５Ｖ；

信号点灯，ＡＣ２２０Ｖ±１０Ｖ；

站间联系、灯丝报警，ＤＣ （２４～６０Ｖ）±０．６Ｖ。

ｄ）屏内安装ＢＧＹ８０系列远程隔离变压器远程供电按照下列要求

进行输出调整，输出电压允许波动范围为±５％。

点灯距离为０～３ｋｍ （含３ｋｍ）内，输出２００Ｖ；

点灯距离为３～７ｋｍ （含７ｋｍ）内，输出２３０Ｖ；

点灯距离为７～１０ｋｍ （含１０ｋｍ）内，输出２６０Ｖ；

点灯距离为１０～１５ｋｍ （含１５ｋｍ）内，输出２９５Ｖ；

点灯距离为１５～１８ｋｍ内，输出３１０Ｖ。

１２２１０　交流提速电源屏

ａ）交流提速电源屏采用隔离直供的方式供电。两路输入交流电源

当其中一路发生断电或断相时，转换时间 （包括自动或手动）不大于

０．１５ｓ。

ｂ）提速屏的容量有１０ｋＶＡ、１５ｋＶＡ、２０ｋＶＡ、３０ｋＶＡ。

ｃ）交流电源输入采用三相四线制。

ｄ）电流互感器二次线圈严禁开路。

ｅ）错相、缺相、过欠压应报警。

１２２１１　智能电源屏输出电源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继电联锁信号电源屏输出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见表１２．２．１１

（ａ）。

·６０３·



表１２．２．１１（ａ）

序
号

名　称 电　压
电压波
动范围

电　　流

５ｋＶＡ １０ｋＶＡ ２０ｋＶＡ ３０ｋＶＡ

１ 直流转辙机电源 ＤＣ２２０Ｖ ＋２０
－１０Ｖ １２．５Ａ １６Ａ ３０Ａ ４０Ａ

２ 继电器电源 ＤＣ２４Ｖ ＋３．５
－０．５Ｖ １６Ａ １６Ａ ４０Ａ ５０Ａ

３ 信号机点灯电源 ＡＣ２２０Ｖ ±１０Ｖ ２．５Ａ×２ ５Ａ×２ ５Ａ×４ ５Ａ×６

４ 道岔表示电源 ＡＣ２２０Ｖ ±１０Ｖ １Ａ ２Ａ ４Ａ ６．３Ａ

５ 电码化电源 ＡＣ２２０Ｖ ±１０Ｖ ２．５Ａ ５Ａ ５Ａ×２ ５Ａ×２

６ 闭塞电源 ＤＣ２４～６０Ｖ ±５Ｖ １Ａ×４ １Ａ×４ １Ａ×４ １Ａ×４

７ 稳压备用电源 ＡＣ２２０Ｖ ±１０Ｖ ４Ａ ５Ａ １０Ａ １６Ａ

８ 非稳压备用电源 ＡＣ２２０Ｖ 同外电网 ５Ａ ５Ａ １０Ａ ２０Ａ

９ 表示灯电源 ＡＣ２４Ｖ ±３Ｖ １６Ａ ２０Ａ ５０Ａ ５０Ａ

１０闪光灯电源 ＡＣ２４Ｖ
６０～１２０
次／ｍｉｎ

２Ａ ２Ａ ４Ａ ４Ａ

１１轨道电源 ＡＣ２２０Ｖ ±１０Ｖ ２Ａ×２ ４Ａ×２ ４Ａ×４ ４Ａ×６

注：５ｋＶＡ电源屏适用于２５组道岔以下的车站；

１０ｋＶＡ电源屏适用于２５～５０组道岔以下的车站；

２０ｋＶＡ电源屏适用于５０～１００组道岔以下的车站；

３０ｋＶＡ电源屏适用于１００～１２０组道岔以下的车站。

ｂ）计算机联锁信号电源屏输出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见表１２．２．１１（ｂ）。

表１２．２．１１（ｂ）

序

号
名　称 电　压 电压波动范围

电　　流

１０ｋＶＡ １５ｋＶＡ ２０ｋＶＡ ３０ｋＶＡ

１ 计算机联锁电源 ＡＣ２２０Ｖ ±１０Ｖ １２．５Ａ １２．５Ａ １２．５Ａ １２．５Ａ

２ 信号点灯电源 ＡＣ２２０Ｖ ±１０Ｖ ２．５Ａ×２ ５Ａ×２ ５Ａ×４ ５Ａ×６

３ 轨道电路电源 ＡＣ２２０Ｖ ±１０Ｖ ２Ａ×２ ４Ａ×２ ４Ａ×４ ４Ａ×６

４ 道岔表示电源 ＡＣ２２０Ｖ ±１０Ｖ １Ａ ２Ａ ４Ａ ６．３Ａ

５ 动态电源 ＡＣ２２０Ｖ ±１０Ｖ ２．５Ａ ２．５Ａ ２．５Ａ ２．５Ａ

６ 稳压备用电源 ＡＣ２２０Ｖ ±１０Ｖ ４Ａ ５Ａ １０Ａ １０Ａ

７ 表示灯电源 ＡＣ２４Ｖ ±３Ｖ １６Ａ ２０Ａ ５０Ａ ５０Ａ

８ 闪光灯电源 ＡＣ２４Ｖ ６０～１２０次／ｍｉｎ ２Ａ ２Ａ ４Ａ ４Ａ

９ 电动转辙机电源 ＤＣ２２０Ｖ ＋２０
－１０Ｖ １２．５Ａ １６Ａ ３０Ａ ４０Ａ

１０继电器电源 ＤＣ２４Ｖ ＋３．５
－０．５Ｖ １６Ａ １６Ａ ２０Ａ ２０Ａ

１１闭塞电源 ＤＣ２４～６０Ｖ ±５Ｖ １Ａ×４ １Ａ×４ １Ａ×４ １Ａ×４

１２不稳压备用电源 ＡＣ２２０Ｖ 同外电网 ５Ａ ５Ａ １０Ａ １０Ａ

ｃ）２０ｋＶＡ以下容量驼峰信号电源输出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见表

１２．２．１１（ｃ）；２０ｋＶＡ及以上容量驼峰信号电源输出额定电压和额定电

流见表１２．２．１１（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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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２．２．１１（ｃ）

序
号

类　型 电　　压 电　　流
电源所属

电动型 电空型

１ 电动转辙机电源 ＤＣ２２０＋２０－１０Ｖ １５～３０Ａ 有 无

２ 直流继电器电源 ＤＣ２４＋３．５－０．５Ｖ １６Ａ 有 有

３ 电控阀电源 ＤＣ２４＋３．５－０．５Ｖ ５Ａ 有 有

４ 计算机采集电源 ＤＣ２４＋３．５Ｖ－０．５Ｖ １０Ａ 有 有

５ 信号点灯电源 ＡＣ２２０Ｖ±１５Ｖ ８Ａ 有 有

６ 轨道电路电源 ＡＣ２２０＋２０－１０Ｖ １０Ａ 有 有

７ 道岔表示电源 ＡＣ２２０＋２０－１０Ｖ或ＤＣ２４Ｖ±３Ｖ ４Ａ 有 有

８ 表示灯电源 ＤＣ２４Ｖ±３Ｖ或ＤＣ６Ｖ±１Ｖ ５Ａ 有 有

９ 闪光灯电源 ＤＣ２４Ｖ±３Ｖ或ＤＣ６Ｖ±１Ｖ ４Ａ 有 有

１０动态继电器电源
ＡＣ２２０Ｖ±１０Ｖ，ＡＣ２４＋３．５－０．５Ｖ或

ＤＣ２４＋３．５－０．５Ｖ
４Ａ 有 有

１１场间联系电源
ＡＣ２２０Ｖ±１０Ｖ
或ＤＣ２４Ｖ±３Ｖ（２４～２８Ｖ可调）

１Ａ×４ 有 有

１２雷达电源 ＡＣ２２０Ｖ±１０Ｖ ５Ａ 有 有

１３雷达自检电源 ＤＣ２４Ｖ±３Ｖ ４Ａ 有 有

１４减速器控制电源 ＡＣ２２０Ｖ±１０Ｖ或ＤＣ２４Ｖ±３Ｖ５Ａ 有 有

１５测长电源 ＡＣ２２０Ｖ（波动范围随输入变化） １０Ａ 有 有

１６熔丝报警 ＡＣ２２０Ｖ±１０Ｖ或ＤＣ２４Ｖ±３Ｖ１Ａ或５Ａ 有 有

１７摘钩显示系统电源 ＡＣ２２０Ｖ±１０Ｖ １０Ａ 有 有

１８计算机系统电源 ＡＣ２２０Ｖ±１０Ｖ １２．５Ａ 有 有

１９应急备用电源 ＡＣ２２０Ｖ±１０Ｖ １０Ａ 有 有

２０稳压备用电源 ＡＣ２２０Ｖ±１０Ｖ １０Ａ 有 有

２１不稳压备用电源 ＡＣ２２０Ｖ（波动范围随输入变化） ５Ａ 有 有

２２后备电源 ＤＣ２４Ｖ ２０Ａ，２ｓ 有 有

２３后备电源 ＤＣ２２０Ｖ ２０Ａ或３０Ａ，２ｓ 有 无

注：１．对于有浮充供电源要求的输出回路，可根据用户需求提供。

２．使用大功率电动转辙机时取该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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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２．２．１１（ｄ）

序
号

类　型 电　　压 电　　流
电源所属

电动型 电空型

１ 电动转辙机电源 ＤＣ２２０＋２０－１０Ｖ １５～５０Ａ 有 无

２ 直流继电器电源 ＤＣ２４＋３．５－０．５Ｖ ３０Ａ 有 有

３ 电控阀电源 ＤＣ２４＋３．５－０．５Ｖ １６Ａ 有 有

４ 计算机采集电源 ＤＣ２４＋３．５－０．５Ｖ ２０Ａ 有 有

５ 信号点灯电源 ＡＣ２２０Ｖ±１５Ｖ １０Ａ 有 有

６ 轨道电路电源 ＡＣ２２０＋２０－１０Ｖ １０Ａ×２ 有 有

７ 道岔表示电源 ＡＣ２２０＋２０－１０Ｖ或ＤＣ２４Ｖ±３Ｖ ５Ａ 有 有

８ 表示灯电源 ＤＣ２４Ｖ±３Ｖ或ＤＣ６Ｖ±１Ｖ ５Ａ 有 有

９ 闪光灯电源 ＤＣ２４Ｖ±３Ｖ或ＤＣ６Ｖ±１Ｖ ４Ａ 有 有

１０动态继电器电源
ＡＣ２２０Ｖ±１０Ｖ，ＡＣ２４＋３．５－０．５Ｖ

或ＤＣ２４＋３．５－０．５Ｖ
５Ａ 有 有

１１场间联系电源
ＡＣ２２０Ｖ±１０Ｖ
或ＤＣ２４Ｖ±３Ｖ（２４～２８Ｖ可调）

１Ａ×４ 有 有

１２雷达电源 ＡＣ２２０Ｖ±１０Ｖ ５Ａ 有 有

１３雷达自检电源 ＤＣ２４Ｖ±３Ｖ ４Ａ 有 有

１４减速器控制电源 ＡＣ２２０Ｖ±１０Ｖ或ＤＣ２４Ｖ±３Ｖ５Ａ 有 有

１５测长电源 ＡＣ２２０Ｖ（波动范围随输入变化） １５Ａ 有 有

１６熔丝报警电源 ＡＣ２２０Ｖ±１０Ｖ或ＤＣ２４Ｖ±３Ｖ１Ａ或５Ａ 有 有

１７摘钩显示系统电源 ＡＣ２２０Ｖ±１０Ｖ １０Ａ 有 有

１８计算机系统电源 ＡＣ２２０Ｖ±１０Ｖ ２０Ａ 有 有

１９应急备用电源 ＡＣ２２０Ｖ±１０Ｖ １０Ａ 有 有

２０稳压备用电源 ＡＣ２２０Ｖ±１０Ｖ １６Ａ 有 有

２１不稳压备用电源 ＡＣ２２０Ｖ（波动范围随输入变化） １０Ａ 有 有

２２后备电源 ＤＣ２４Ｖ ２０Ａ，２ｓ 有 有

２３后备电源 ＤＣ２２０Ｖ ２０Ａ或３０Ａ，２ｓ 有 无

注：１．对于有浮充供电源要求的输出回路，可根据用户需求提供。

２．使用大功率电动转辙机时取该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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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区间信号电源屏输出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见表１２．２．１１（ｅ）。

表１２．２．１１（ｅ）

８信息

序号 名　　称 　电　压 　电　流 电压波动范围

１ 区间轨道电源 ＤＣ２４Ｖ １５Ａ×５ ＋２Ｖ

２ 站内轨道电码化电源 ＤＣ２４Ｖ ６Ａ×３ ＋２Ｖ

３ 信号点灯电源 ＡＣ２２０Ｖ ３Ａ×２ ±１０Ｖ

４ 站间联系电源 ＤＣ４８Ｖ ２Ａ ±５Ｖ

５ 灯丝报警电源 ＤＣ２４～６０Ｖ ２Ａ ±５Ｖ

多信息

序号 名　　称 　电　压 　电　流 电压波动范围

１ 区间轨道电源 ＤＣ４８Ｖ ９Ａ×６ ＋２Ｖ

２ 站内轨道电码化电源 ＤＣ４８Ｖ ６Ａ×２ ＋２Ｖ

３ 信号点灯电源 ＡＣ２２０Ｖ ３Ａ×２ ±１０Ｖ

４ 站间联系电源 ＤＣ４８Ｖ ２Ａ ±５Ｖ

５ 灯丝报警电源 ＤＣ２４～６０Ｖ ２Ａ ±５Ｖ

ＵＴ区间信号电源

序号 名　　称 　电　压 　电　流 电压波动范围

１ 轨道电源（包括点式设备） ＤＣ２４Ｖ ６０Ａ（１００Ａ） ＋４
－１Ｖ

２ 信号点灯电源 ＡＣ２２０Ｖ ３Ａ×２ ±１０Ｖ

３ 站间联系电源 ＤＣ４８Ｖ ２Ａ ±５Ｖ

ｅ）２５Ｈｚ信号电源屏输出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见表１２．２．１１（ｆ）。

表１２．２．１１（ｆ）

序
号

名　称 电　压
电压波动
范围

电　　流

８００ＶＡ １６００ＶＡ ２０００ＶＡ ４０００ＶＡ

１
２５Ｈｚ轨道
电源 ＡＣ２２０Ｖ ±６．６Ｖ ０．９Ａ×２ ０．９Ａ×４ １．３７Ａ×４ ２．７Ａ×４

２
２５Ｈｚ局部
电源 ＡＣ１１０Ｖ ±３．３Ｖ １．８Ａ×２ ３．６３Ａ×２ ３．６３Ａ×２ ３．６Ａ×４

１２２１２　ＰＺ系列铁路信号智能电源屏

ａ）两路交流输入电源一主一备，且应能以自动或手动方式切换。

１）交流输入欠压切换／保护点的电压为１５９Ｖ±５Ｖ （相电压）。

２）欠压切换／保护回差电压为２０Ｖ±５Ｖ （相电压）。

３）交流输入过压切换／保护点的电压为２８１Ｖ±５Ｖ （相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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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过压切换／保护回差电压为２０Ｖ±５Ｖ （相电压）。

ｂ）直流模块的各路输出电流的限流点应在其标称值的１０５～１１５％

之间。

ｃ）轨道电路一路输出发生短路故障时，系统应能自动切除该路电

源，且不影响其他各路的正常工作；短路故障排除后应能自动恢复供电。

ｄ）各种电源模块的电气参数符合表１２．２．１２的要求。

表１２．２．１２

序
号

模块
名称

额定输出
参数

负载类型
输出电压
允许范围

绝缘电阻
（ＤＣ５００Ｖ）

备　　注

１

ＤＨＸＤＡ１ ＡＣ２２０Ｖ／５Ａ

信号点灯
稳压备用
电码化等

ＡＣ２２０Ｖ±１０Ｖ ≥２５ＭΩ

ＤＨＸＤＡ２ ＡＣ２２０Ｖ／５Ａ ５０Ｈｚ轨道电路 ＡＣ２２０Ｖ±１０Ｖ ≥２５ＭΩ

ＤＨＸＤＡ３ＡＣ２２０Ｖ／１０Ａ微机电源 ＡＣ２２０Ｖ±１０Ｖ ≥２５ＭΩ
　只在计算机联
锁电源系统出现

２

ＤＨＸＤＢ１

ＡＣ２２０Ｖ／２Ａ

ＡＣ２２０Ｖ／２Ａ

ＡＣ２４Ｖ／２０Ａ

ＡＣ２４Ｖ／２Ａ

道岔表示

稳压备用

表示灯

闪光灯

ＡＣ２２０Ｖ±１０Ｖ

ＡＣ２２０Ｖ±１０Ｖ

ＡＣ２４Ｖ±３Ｖ

ＡＣ２４Ｖ±３Ｖ

≥２５ＭΩ

≥２５ＭΩ

≥２５ＭΩ

≥２５ＭΩ

　只在电气集中
电源系统出现

ＤＨＸＤＢ３
ＡＣ２４Ｖ／５０Ａ

ＡＣ２４Ｖ／５Ａ

表示灯

闪光灯

ＡＣ２４Ｖ±３Ｖ

ＡＣ２４Ｖ±３Ｖ

≥２５ＭΩ

≥２５ＭΩ

３ ＤＨＸＤＣ

ＡＣ２２０Ｖ／

１２００ＶＡ
２５Ｈｚ轨道电路

ＡＣ２２０Ｖ±６．６Ｖ
２５Ｈｚ±０．５Ｈｚ

≥２５ＭΩ

ＡＣ１１０Ｖ／

８００ＶＡ
２５Ｈｚ局部电路

ＡＣ１１０Ｖ±３．３Ｖ
２５Ｈｚ±０．５Ｈｚ

≥２５ＭΩ

　输出相位差：局
部电源超前轨道
电源９０°

４

ＤＨＸＤＤ１ ＤＣ２２０Ｖ／１６Ａ 直流转辙机 ＤＣ２２０Ｖ±１．１Ｖ ≥２５ＭΩ

ＤＨＸＤＤ２
ＡＣ３８０Ｖ／

１５ｋＶＡ
交流转辙机 电网电压 ≥２５ＭΩ 　三相四线制

５ ＤＨＸＤＥ

ＤＣ２４Ｖ／２０Ａ 继电器 ＤＣ２４Ｖ±０．４８Ｖ ≥２５ＭΩ

ＤＣ２４～６０Ｖ
／２Ａ

　半自动闭塞１
或站间继电器
电源

ＤＣ（２４～６０Ｖ）

±０．６Ｖ
≥２５ＭΩ

ＤＣ２４～６０Ｖ

／２Ａ

　半自动闭塞２
或 站 间 条 件
电源

ＤＣ（２４～６０Ｖ）

±０．６Ｖ
≥２５ＭΩ

ＤＣ２４～６０Ｖ

／２Ａ
半自动闭塞３

ＤＣ（２４～６０Ｖ）

±０．６Ｖ
≥２５Ｍ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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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序

号

模块

名称

额定输出

参数
负载类型

输出电压

允许范围

绝缘电阻

（ＤＣ５００Ｖ）
备　　注

６

ＤＨＸＤＦ１

ＡＣ２２０Ｖ／２Ａ 道岔表示 ＡＣ２２０Ｖ±１０Ｖ ≥２５ＭΩ
　用于１０ｋＶＡ计算

机联锁电源系统

ＡＣ２２０Ｖ／２Ａ 稳压备用 ＡＣ２２０Ｖ±１０Ｖ ≥２５ＭΩ

ＡＣ２２０Ｖ／１Ａ 电码化电源 ＡＣ２２０Ｖ±１０Ｖ ≥２５ＭΩ

ＤＨＸＤＦ２

ＤＣ２４～６０Ｖ／

２Ａ

　站内继电器

电源

ＤＣ（２４～６０Ｖ）

±０．６Ｖ
≥２５ＭΩ

ＤＣ２４～６０Ｖ／

２Ａ
站间条件电源

ＤＣ（２４～６０Ｖ）

±０．６Ｖ
≥２５ＭΩ

７
ＤＨＸＤＧ１ ＤＣ４８Ｖ／５０Ａ 区间闭塞电源 ＤＣ４８Ｖ±１Ｖ ≥２５ＭΩ

ＤＨＸＤＧ２ ＤＣ２４Ｖ／５０Ａ ＤＣ２４Ｖ±０．６Ｖ ≥２５ＭΩ

８ ＤＨＸＤＨ ＡＣ２２０Ｖ／６．５Ａ ＡＣ２２０Ｖ±１０Ｖ ≥２５ＭΩ

１２２１３　ＰＭＺ系列铁路信号智能电源屏

ａ）采用集中无触点器稳压或高频电源模块“１＋１”分散稳压方式，在

无触点稳压器故障时应自动旁路。集中无触点器稳压方式的外部设有手

动旁路直供功能。

ｂ）自动转换系统（ＡＴＳ）的旁路开关平时应处于两路电源正常供电状

态。当需要转换到Ⅰ路电源直供工作时，则应确认其工作状态：Ⅰ路工

作，将旁路开关从“正常位”转换至“直供位”。

ｃ）各种电源模块的电气参数应符合表１２．２．１３（ａ）、（ｂ）的要求。

表１２．２．１３（ａ）

序
号

模块名称
额定输出
参数

负载类型
输出电压
允许范围

绝缘电阻
（ＤＣ５００Ｖ）

备　注

１

ＭＺＲＪ２２０／２３ ＡＣ２２０Ｖ／２３Ａ 同外电网 ≥２５ＭΩ
　单相５ｋＶＡ输入转
换模块

ＭＺＲＪ２２０／４６ ＡＣ２２０Ｖ／４６Ａ 同外电网 ≥２５ＭΩ
　单相１０ｋＶＡ输入
转换模块

ＭＺＲＪ３８０／２３ ＡＣ３８０Ｖ／２３Ａ 同外电网 ≥２５ＭΩ
　三相１５ｋＶＡ输入
转换模块

ＭＺＲＪ３８０／４６ ＡＣ３８０Ｖ／４６Ａ 同外电网 ≥２５ＭΩ
　三相３０ｋＶＡ输入
转换模块

２

ＭＷＪ２２０／１６ ＡＣ２２０Ｖ／１６Ａ 稳压器模块 ＡＣ２２０Ｖ±６．６Ｖ ≥２５ＭΩ

ＭＷＪ２２０／２３ ＡＣ２２０Ｖ／２３Ａ 稳压器模块 ＡＣ２２０Ｖ±６．６Ｖ ≥２５ＭΩ

ＭＷＪ２２０／４６ ＡＣ２２０Ｖ／４６Ａ 稳压器模块 ＡＣ２２０Ｖ±６．６Ｖ ≥２５ＭΩ

　用于集中稳压

·２１３·



续上表

序
号

模块名称
额定输出
参数

负载类型
输出电压
允许范围

绝缘电阻
（ＤＣ５００Ｖ）

备　注

３

ＭＰＪ２２０／２．５

ＭＰＪ２２０／５

ＭＰＪ２２０／１０

ＭＰＪ２２０／３×２

ＭＰＪ２２０／５×２

ＭＰＶＪ２２０／５×２

ＭＰＪ２４／２０

ＭＰＪ２４／５０

ＭＰＪ２２０／２０

ＡＣ２２０Ｖ／２．５Ａ

ＡＣ２２０Ｖ／５Ａ

ＡＣ２２０Ｖ／１０Ａ

ＡＣ２２０Ｖ／３Ａ×２

ＡＣ２２０Ｖ／５Ａ×２

ＡＣ２２０Ｖ／５Ａ×２

ＡＣ２４Ｖ／２０Ａ

ＡＣ２４Ｖ／２Ａ

ＡＣ２４Ｖ／５０Ａ

ＡＣ２４Ｖ／４Ａ

ＡＣ２２０Ｖ／１５Ａ

信号电源
动态电源
道岔表示
稳压备用

轨道电源

表示灯

闪光灯

表示灯

闪光灯

计算机
联锁电源

ＡＣ２２０Ｖ±１０Ｖ

ＡＣ２４Ｖ±３Ｖ

ＡＣ２４Ｖ±３Ｖ

ＡＣ２２０Ｖ±１０Ｖ

≥２５ＭΩ

≥２５ＭΩ

≥２５ＭΩ

≥２５ＭΩ

≥２５ＭΩ

≥２５ＭΩ

　５０Ｈｚ轨道用

　只在电气集中
电源系统出现

　只在计算机联
锁系统出现

４

ＭＷＺ２４／２０ ＤＣ２４Ｖ／２０Ａ 继电器 ＤＣ２４Ｖ±０．５Ｖ ≥２５ＭΩ

ＭＰＺ２４／２０ ＤＣ２４Ｖ／２０Ａ 继电器 ＤＣ２４＋３．５－０．５Ｖ ≥２５ＭΩ

ＭＰＺ２４／４０ ＤＣ２４Ｖ／４０Ａ 继电器 ＤＣ２４＋３．５－０．５Ｖ ≥２５ＭΩ

ＭＰＺ２４／１×２
ＤＣ２４～６０Ｖ／
１Ａ×２

　半自动闭
塞或站间联
系电源

ＤＣ（２４～６０Ｖ）
±５Ｖ ≥２５ＭΩ

ＭＰＺ２４／１×４
ＤＣ２４～６０Ｖ／
１Ａ×４

　半自动闭
塞或站间联
系电源

ＤＣ（２４～６０Ｖ）
±５Ｖ ≥２５ＭΩ

ＭＰＺ２２０／１２．５ ＤＣ２２０Ｖ／１２．５Ａ 直流转辙机 ＤＣ２２０＋２０－１０Ｖ ≥２５ＭΩ

ＭＰＺ２２０／１６ ＤＣ２２０Ｖ／１６Ａ 直流转辙机 ＤＣ２２０＋２０－１０Ｖ ≥２５ＭΩ

ＭＰＺ２２０／３０ ＤＣ２２０Ｖ／３０Ａ 直流转辙机 ＤＣ２２０＋２０－１０Ｖ ≥２５ＭΩ

５

ＭＰＪ３８０／７．５ ＡＣ３８０Ｖ／５ｋＶＡ 交流转辙机 同外电网 ≥２５ＭΩ

ＭＰＪ３８０／１５ ＡＣ３８０Ｖ／１０ｋＶＡ 交流转辙机 同外电网 ≥２５ＭΩ

ＭＰＪ３８０／２３ ＡＣ３８０Ｖ／１５ｋＶＡ 交流转辙机 同外电网 ≥２５ＭΩ

ＭＰＪ３８０／３０ ＡＣ３８０Ｖ／２０ｋＶＡ 交流转辙机 同外电网 ≥２５ＭΩ

ＭＰＪ３８０／４６ ＡＣ３８０Ｖ／３０ｋＶＡ 交流转辙机 同外电网 ≥２５ＭΩ

　三相四线制

６

ＭＢＤ２０００
ＡＣ２２０Ｖ／１２００ＶＡ ２５Ｈｚ轨道电路 ＡＣ２２０Ｖ±６．６Ｖ ≥２５ＭΩ

ＡＣ１１０Ｖ／８００ＶＡ ２５Ｈｚ局部电路 ＡＣ１１０Ｖ±３．３Ｖ ≥２５ＭΩ

ＭＢＤ４０００
ＡＣ２２０Ｖ／２４００ＶＡ ２５Ｈｚ轨道电路 ＡＣ２２０Ｖ±６．６Ｖ ≥２５ＭΩ

ＡＣ１１０Ｖ／１６００ＶＡ ２５Ｈｚ局部电路 ＡＣ１１０Ｖ±３．３Ｖ ≥２５ＭΩ

　局部电源超前
轨道电源９０°

７

ＭＰＺ２４／２０（２） ＤＣ２４Ｖ／２０Ａ，２ｓ 后备电源

ＭＰＴＺ２４／４０ ＤＣ２４Ｖ／４０Ａ 电空阀电源 ＤＣ２４＋３．５－０．５Ｖ ≥２５ＭΩ

ＭＰＴＺ２２０／３０ ＤＣ２２０Ｖ／３０Ａ 直流转辙机 ＤＣ２２０Ｖ＋２０－１０Ｖ ≥２５ＭΩ

　只在驼峰屏系
统出现

·３１３·



表１２．２．１３（ｂ）

序
号

模块名称 额定输出参数 负载类型
输出电压
允许范围

绝缘电阻
（ＤＣ５００Ｖ）

备注

１ ＪＹＪ２２０／１０ ＡＣ２２０Ｖ／１０Ａ

　信号机点灯、道岔表
示、稳压备用、电码化、
计算机联锁、集中监
测等

≥２５ＭΩ
隔离
模块

２ ＪＹＢ２２０／０６ ＡＣ２２０Ｖ／６Ａ 　２５Ｈｚ轨道电路
ＡＣ２２０Ｖ±６．６Ｖ

（轨道） ≥２５ＭΩ
相位差

９０°

３ ＪＹＢ１１０／０８ ＡＣ１１０Ｖ／８Ａ 　２５Ｈｚ轨道电路
ＡＣ１１０Ｖ±３．３Ｖ

（局部） ≥２５ＭΩ
相位差

９０°

４ ＪＹＢ２２０／１１ ＡＣ２２０Ｖ／１１Ａ 　２５Ｈｚ轨道电路
ＡＣ２２０Ｖ±６．６Ｖ

（轨道） ≥２５ＭΩ
相位差

９０°

５ ＪＹＢ１１０／１５ ＡＣ１１０Ｖ／１５Ａ 　２５Ｈｚ轨道电路
ＡＣ１１０Ｖ±３．３Ｖ

（局部） ≥２５ＭΩ
相位差

９０°

６ ＪＹＺ２２０／２０ ＤＣ２２０Ｖ／２０Ａ 　直流转辙机 ＤＣ２２０Ｖ±５Ｖ ≥２５ＭΩ

７ ＪＹＺ２４／５０ ＤＣ２４Ｖ／５０Ａ
　继电器、区间轨道、站
内电码化等 ＤＣ２４＋３．５－０．５Ｖ ≥２５ＭΩ

８ ＪＹＺ２２４／５０ ＤＣ２４Ｖ／５０Ａ
　继电器、区间轨道、站
内电码化等 ＤＣ２４＋３．５－０．５Ｖ ≥２５ＭΩ

９ ＪＹＺ２４／２０ ＤＣ２４Ｖ／２０Ａ
　继电器、电空转辙
机等 ＤＣ２４＋３．５－０．５Ｖ ≥２５ＭΩ

１０ ＪＹＺ２２４／２０ ＤＣ２４Ｖ／２０Ａ
　继电器、电空转辙
机等 ＤＣ２４＋３．５－０．５Ｖ ≥２５ＭΩ

１２２１４　ＰＤＺ系列铁路信号智能电源屏

ａ）过、欠压监测器动作响应时间的调整范围为０．１～２０ｓ，一般调

整为２ｓ。

ｂ）欠压保护值的调整范围为０．７５～０．８５Ｖ；过压保护值的调整范

围为１．１～１．２犝 （犝为输入电源电压值）。

ｃ）各种电源模块主要电气参数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交流稳压器主要电气参数见表１２．２．１４（ａ）。

表１２．２．１４（ａ）

序
号

模块名称
额定输入
电源

额定输出
参数

负载类型
输出电压
允许范围

绝缘电阻
（ＤＣ５００Ｖ）

备注

１ ＡＦＤ０３Ｂ ＡＣ２２０Ｖ ＡＣ２２０Ｖ／１４Ａ

２ ＡＦＤ０５Ｂ ＡＣ２２０Ｖ ＡＣ２２０Ｖ／２３Ａ

３ ＡＦＤ０８Ｂ ＡＣ２２０Ｖ ＡＣ２２０Ｖ／３７Ａ

４ ＡＦＤ１０Ｂ ＡＣ２２０Ｖ ＡＣ２２０Ｖ／４６Ａ

　信号机点
灯、轨道电
路等

±３％ ≥２５ＭΩ

±３％ ≥２５ＭΩ

±３％ ≥２５ＭΩ

±３％ ≥２５ＭΩ

·４１３·



２）２５Ｈｚ电源模块主要电气参数见表１２．２．１４（ｂ）。

表１２．２．１４（ｂ）

序
号

模块
名称

额定输
入电源

额定输出
参数

负载
类型

输出电压
允许范围

绝缘电阻
（ＤＣ５００Ｖ）

备注

１ ＡＭＡ２５２０００ ＡＣ２２０Ｖ
ＡＣ２２０Ｖ／６Ａ
ＡＣ１１０Ｖ／７．３Ａ

２５Ｈｚ
轨道
电路

ＡＣ２２０Ｖ±６．６Ｖ
（轨道）

ＡＣ１１０Ｖ±３．３Ｖ
（局部）

≥２５ＭΩ

相位
差

９０°

２ ＡＭＡ２５４０００ ＡＣ２２０Ｖ
ＡＣ２２０Ｖ／１２Ａ
ＡＣ１１０Ｖ／１４．６Ａ

２５Ｈｚ
轨道
电路

ＡＣ２２０Ｖ±６．６Ｖ
（轨道）

ＡＣ１１０Ｖ±３．３Ｖ
（局部）

≥２５ＭΩ

相位
差

９０°

３

４

ＡＭＡ２５６０００Ａ

ＡＭＡ２５６０００Ｂ

ＡＣ２２０Ｖ

ＡＣ２２０Ｖ／１８Ａ

ＡＣ１１０Ｖ／２２Ａ

２５Ｈｚ
轨道
电路

ＡＣ２２０Ｖ±６．６Ｖ
（轨道）

ＡＣ１１０Ｖ±３．３Ｖ
（局部）

≥２５ＭΩ

相位
差

９０°

３）１７５Ｈｚ电源模块主要电气参数见表１２．２．１４（ｃ）。

表１２．２．１４（ｃ）

模块名称
额定输
入电源

额定输
出参数

负载
类型

输出电压
允许范围

绝缘电阻
（ＤＣ５００Ｖ）

备注

ＡＭＡ１７５４０００ ＡＣ２２０Ｖ
ＡＣ２２０Ｖ／

１８Ａ
工频测长 ＡＣ２２０Ｖ±

６．６Ｖ
≥２５ＭΩ

４）ＡＭＺ系列直流模块主要电气参数见表１２．２．１４（ｄ）。

表１２．２．１４（ｄ）

序号 模块名称
额定输入
电源

额定输出
参数

负载类型
输出电压
允许范围

绝缘电阻
（ＤＣ５００Ｖ）

备注

１ ＡＭＺ０２４Ｃ３０ ＡＣ２２０Ｖ
ＤＣ２４Ｖ／

３０Ａ

　区间轨道
电 路、继 电
器等

±０．５Ｖ ≥２５ＭΩ

２ ＡＭＺ０２４Ｃ５０ ＡＣ２２０Ｖ
ＤＣ２４Ｖ／

５０Ａ

　区间轨道
电 路、继 电
器等

±０．５Ｖ ≥２５ＭΩ

３ ＡＭＺ０２４Ｃ８５ ＡＣ２２０Ｖ
ＤＣ２４Ｖ／

８５Ａ

　区间轨道
电 路、继 电
器等

±０．５Ｖ ≥２５ＭΩ

４ ＡＭＺ２２０Ｃ２０ ＡＣ２２０Ｖ
ＤＣ２２０Ｖ／

２０Ａ
　 直 流 转
辙机 ±１０Ｖ ≥２５ＭΩ

短时
输出

５ ＡＭＺ０７２Ｃ０８ ＡＣ２２０Ｖ
２４～１００Ｖ／

２Ａ×４
　站间联系、
闭塞等 ±５Ｖ ≥２５ＭΩ

５）隔离电源模块主要电气参数见表１２．２．１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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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２．２．１４（ｅ）

序号
模块
名称

额定输入
电源

额定输出
参数

负载类型
输出电压
允许范围

绝缘电阻
（ＤＣ５００Ｖ）

备注

１ ＢＸ５２Ｂ ＡＣ２２０Ｖ
ＡＣ２２０Ｖ／

５Ａ×２
　信号机点灯、
轨道电路等 ±１０Ｖ ≥２５ＭΩ

２ ＢＸ１０Ｂ ＡＣ２２０Ｖ
ＡＣ２２０Ｖ／

１０Ａ
　信号机点灯、
轨道电路等 ±１０Ｖ ≥２５ＭΩ

３ ＢＸ１５Ｂ ＡＣ２２０Ｖ
ＡＣ２２０Ｖ／

１５Ａ
　信号机点灯、
轨道电路等 ±１０Ｖ ≥２５ＭΩ

４ ＢＸ０２４Ｓ ＡＣ２２０Ｖ
ＡＣ２４Ｖ／

３０Ａ／４Ａ
　表示、闪光等 ±３Ｖ ≥２５ＭΩ

１２２１５　ＤＳ系列铁路信号智能电源屏

ａ）两路交流输入电源一主一备工作方式，且能自动或手动切换，

并具有直供功能。

ｂ）具有主路跟踪功能：正常情况下可靠性较高的一路电源作为Ⅰ

路供电电源，另一路作为Ⅱ路电源；Ⅰ路电源故障时，自动切换到Ⅱ路

电源供电，Ⅰ路电源恢复后，自动转为Ⅰ路电源供电。

ｃ）采用集中无触点稳压方式，当稳压器故障时，自动旁路，稳压

器外部设置手动旁路直供开关，实现断电维修。

ｄ）交、直流电源模块采用１＋１或犖＋犕 冗余方式，交流模块自

动转换，直流模块并联均流。

ｅ）各种电源模块电气参数应符合表１２．２．１５的要求。

表１２．２．１５

序
号

模块名称
额定输出
参数

负载类型
输出电压
允许范围

绝缘电阻
（ＤＣ５００Ｖ）

备　注

１ＤＳＪＬ１１００／２２０Ｇ ＡＣ２２０Ｖ／５Ａ

２ＤＳＪＬ１５００／２２０Ｇ ＡＣ２２０Ｖ／６Ａ

３ＤＳＪＬ２２００／２２０Ｇ ＡＣ２２０Ｖ／１０Ａ

４ＤＳＪＬ３５００／２２０Ｇ ＡＣ２２０Ｖ／１５Ａ

　信号机点
灯、道岔表
示、稳压备
用、电码化、
５０Ｈｚ轨道电
路等

ＡＣ２２０Ｖ±１０Ｖ

≥２５ＭΩ

≥２５ＭΩ

≥２５ＭΩ

≥２５ＭΩ

５ＤＳＪＬ５０００／２２０ ＡＣ２２０Ｖ 　稳压器模块ＡＣ２２０Ｖ±６．６Ｖ ≥２５ＭΩ

６ ＤＳＢＳ２０／２４ ＡＣ２４Ｖ／２０Ａ＋２Ａ 　表示及闪光 ＡＣ２４Ｖ±３Ｖ ≥２５ＭΩ
闪光频率９０
～１２０次／ｍｉｎ

７ＤＳＢＳ５０／２４ ＡＣ２４Ｖ／５０Ａ＋４Ａ 　表示及闪光 ＡＣ２４Ｖ±３Ｖ ≥２５ＭΩ
闪光频率９０～
１２０次／ｍｉｎ

８ＤＳＺＳＬ２／２４ ＤＣ２４Ｖ／２Ａ 　直流闪光
电源　　　

ＤＣ２４Ｖ ≥２５ＭΩ
闪光频率６０～
１２０次／ｍｉｎ

９ＤＳＪＳＬ２／１１０ ＡＣ１１０Ｖ／２Ａ 　交流闪光
电源　　　

ＡＣ１１０Ｖ ≥２５ＭΩ
闪光频率６０～
１２０次／ｍ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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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序
号

模块名称
额定输出
参数

负载类型
输出电压
允许范围

绝缘电阻
（ＤＣ５００Ｖ）

备　注

１０ＤＳＺＬ２０／２４ ＤＣ２４Ｖ／２０Ａ

１１ＤＳＺＬ３０／２４ ＤＣ２４Ｖ／３０Ａ

１２ＤＳＺＬ５０／２４ ＤＣ２４Ｖ／５０Ａ

１３ＤＳＺＬ１００／２４ ＤＣ２４Ｖ／１００Ａ

　继电器、
区间轨道、
电码化

ＤＣ２４Ｖ±０．５Ｖ

≥２５ＭΩ

≥２５ＭΩ

≥２５ＭΩ

≥２５ＭΩ

１４ＤＳＺＬ５０／４８ ＤＣ４８Ｖ／５０Ａ ＡＴＰ电源 ＤＣ４８Ｖ±０．５Ｖ ≥２５ＭΩ

１５ＤＳＺＬ１６／２２０ ＤＣ２２０Ｖ／１６Ａ 直流电转机 ＤＣ２２０Ｖ±１０Ｖ ≥２５ＭΩ

１６

１７

ＤＳＦＬ２０００／２５

ＤＳＦＬ４０００／２５

ＡＣ２２０Ｖ／

１２００ＶＡ

ＡＣ１１０Ｖ／

８００ＶＡ

ＡＣ２２０Ｖ／

２４００ＶＡ

ＡＣ１１０Ｖ／

１６００ＶＡ

　２５Ｈｚ轨
道电路

　２５Ｈｚ局
部电路

　２５Ｈｚ轨
道电路

　２５Ｈｚ局
部电路

ＡＣ２２０Ｖ±６．６Ｖ

ＡＣ１１０Ｖ±３．３Ｖ

ＡＣ２２０Ｖ±６．６Ｖ

ＡＣ１１０Ｖ±３．３Ｖ

≥２５ＭΩ

≥２５ＭΩ

　局部电源超
前 轨 道 电
源９０°

１８ＤＳＪＬ１０Ｋ／３８０Ｇ
ＡＣ３８０Ｖ／

１０ｋＶＡ
交流电转机 电网电压 ≥２５ＭΩ

１９ＤＳＪＬ１５Ｋ／３８０Ｇ
ＡＣ３８０Ｖ／

１５ｋＶＡ
交流电转机 电网电压 ≥２５ＭΩ

２０ＤＳＪＬ３０Ｋ／３８０Ｇ
ＡＣ３８０Ｖ／

３０ｋＶＡ
交流电转机 电网电压 ≥２５ＭΩ

　三相四线制

２１ＤＳＺＬ２／２４１２０ ＤＣ２４～１２０Ｖ／２Ａ 闭塞电源 ＤＣ（２４～１２０Ｖ）

±５Ｖ
≥２５ＭΩ

２２ＤＳＤＣ２０／２４／２Ｓ ＤＣ２４Ｖ／２０Ａ／２ｓ 后备电源 ２ｓ／２０Ａ ≥２５ＭΩ 驼峰电源专用

２３ＤＳＢＹ４０００／２５
ＡＣ２２０Ｖ／

４０００ＶＡ／２５Ｈｚ
２５Ｈｚ
测长电源 ＡＣ２２０Ｖ±６．６Ｖ ≥２５ＭΩ 驼峰测长电源

２４ＤＳＢＹ４０００／１７５
ＡＣ２２０Ｖ／

４０００ＶＡ／１７５Ｈｚ
１７５Ｈｚ
测长电源 ＡＣ２２０Ｖ±６．６Ｖ ≥２５ＭΩ 驼峰测长电源

２５ＤＳＢＹ４０００／１７５Ｃ
ＡＣ２２０Ｖ／

４０００ＶＡ／１７５Ｈｚ
１７５Ｈｚ
测长电源 ＡＣ２２０Ｖ±６．６Ｖ ≥２５ＭΩ 驼峰测长电源

１２３　变 压 器

１２３１　变压器线圈、铁芯 （信号、轨道变压器用Ｃ型铁芯，中继变压

器用Ｃ型或Ｅ型叠片式铁芯）及配件应装配牢固，标志及文字清晰；接

线端子具有可靠防松措施；焊点应光洁牢固，引接线采用耐高温阻燃线，

无断股和碰伤，并加绝缘套管；变压器一次线圈与二次线圈之间，一次

线圈、二次线圈与铁芯、外壳之间的绝缘电阻值均不应小于１０００ＭΩ。

１２３２　变压器输入额定电压空载时，二次端子电压的误差不大于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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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定电压值的＋５％。在变压器额定负载条件下，一次线圈施加额定电

压时，１００ＶＡ以下变压器输出电压不小于端子额定电压值的８５％，

１００～３００ＶＡ变压器输出电压不小于端子额定电压值的９０％。

１２３３　信号变压器

ａ）ＢＸ型信号变压器各线圈电压如图１２．３．３（ａ）所示。

图　１２．３．３（ａ）

ｂ）ＢＸＹ６０型远程点灯信号变压器各线圈电压如图１２．３．３（ｂ）所示。

图　１２．３．３（ｂ）

ｃ）ＢＸＱ８０型远程点灯信号变压器各线圈电压如图１２．３．３（ｃ）所示。

图　１２．３．３（ｃ）

ｄ）信号变压器电气特性应符合表１２．３．３的要求。

表１２．３．３

型号

额定

容量

ＶＡ

一次线圈 二次线圈

额定电压

Ｖ

空载电流不大于

Ａ

额定电流

Ａ

额定电压

Ｖ

额定电流

Ａ

ＢＸ４０ ４０
１１０

２２０

０．０８

０．０４

０．４４

０．２１
１０～１６ ２．５

ＢＸ３０ ３０
２００

２２０
０．０１２ １３、１４ ２．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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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型号

额定

容量

ＶＡ

一次线圈 二次线圈

额定电压

Ｖ

空载电流不大于

Ａ

额定电流

Ａ

额定电压

Ｖ

额定电流

Ａ

ＢＸ１３０ ３０
１８０

２２０
０．０１２ １３、１４、１６

２．３１、２．１４、

１．８８

ＢＸ１３４ ３４
１８０

２２０
０．０１１ １、１２、１、２、１６ ２．１

ＢＸＹ６０ ６０
２００

２２０
０．０１１

１６、０．８、１．６、

３．２、６．５、２８．１
２．１

ＢＸＱ８０ ８０
２００

２２０
０．０１３

１０、０．５、１、

３．５、５、１．２、２０
２．１

１２３４　轨道变压器

ａ）ＢＧ型轨道变压器各线圈电压如图１２．３．４（ａ）所示，电气特性

应符合表１２．３．４（ａ）的要求。

图　１２．３．４（ａ）

表１２．３．４（ａ）

型号
额定
容量

ＶＡ

一次线圈 二次线圈

额定电压

Ｖ

空载电流
不大于 Ａ

额定电压

Ｖ

额定电流

Ａ

ＢＧ１５０ ５０ １１０、２２０ ０．０２０ ０．４５、０．９、３．１５、６．３、１０．８０ ４．５

ＢＧ１８０Ａ ８０ １１０、２２０ ０．０１５ ０．７５、１．５、５．２５、１０．５、１８
４．５

６（２０００Ｈｚ允许电流）

ＢＧ１３００ ３００ １１０、２２０ ０．２００ ０．４、０．８、２．８、８．２、５．４、１７．６ １８

ＢＧ２３００ ３００ １１０、２２０ ０．２００ ５．５、１６．５、１１、７１．５、１４３、２４７．５ １．２１

ＢＧＤＡ ２２０ ／ ０．５、１．０、１．５、６．０、１２、２１ １２

　注：ＢＧ１８０Ａ二次线圈允许电流值６Ａ，是保证当移频电码化出口电流小于等于６Ａ时，不损
坏变压器。

·９１３·



ｂ）２５Ｈｚ轨道变压器各线圈电压如图１２．３．４（ｂ）所示，电气特性

应符合表１２．３．４（ｂ）的要求。

图　１２．３．４（ｂ）

表１２．３．４（ｂ）

型号

额

定

容

量

ＶＡ

额

定

频

率

Ｈｚ

铁

芯

频

率

Ｈｚ

一次线圈 二次线圈

额
定
电
压

Ｖ

空载

电流

不大于

ｍＡ

激磁

阻抗

不小于

ｋΩ

额定电压

Ｖ

额
定
电
流

Ａ

ＢＧ１６５／２５ ６５ ２５ — ２２０ ２０ — ０．５～１２．０ ５．４

ＢＧ１７２／２５ ７２ ２５ ５０ ２２０ １５ １４．６７ ０．５５、１．１、３．８５、７．７、１３．２ ５．４

ＢＧ１１４０／２５ １４０ ２５ — ２２０ ４０ — ０．５～１７．５ ８

ＢＧ２１３０／２５ １３０ ２５ ４００ ２２０ ３０ ７．３５ ０．４４、０．８８、１．３２、５．２８、１０．５６、１８．４８ ７

ＢＧ３１３０／２５ １３０ ２５ ５０ ２２０ ３０ ７．３５ ０．４４、０．８８、１．３２、５．２８、１０．５６、１８．４８ ７

ＢＧ４１５０／２５ １５０ ２５ ４００ ２２０ ４０ ５．５０ ０．４４、０．８８、１．３２、３．５２、５．２８、１０．５６、２２ ７

ＢＧ４２２０／２５ ２２０ ２５ ４００ ２２０ ４０ ５．５０ ０．４４、０．８８、１．３２、５．２８、１０．５６、１８．４８ １２

ＢＧ５１５０／２５ １５０ ２５ ５０ ２２０ ４０ ５．５０ ０．４４、０．８８、１．３２、３．５２、５．２８、１０．５６、２２ ７

ＢＧ５２２０／２５ ２２０ ２５ ５０ ２２０ ４０ ５．５０ ０．４４、０．８８、１．３２、５．２８、１０．５６、１８．４８ １２

ｃ）电码化轨道电路变压器线圈电压如图１２．３．４（ｃ）所示，电气特

性应符合表１２．３．４（ｃ）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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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２．３．４（ｃ）

表１２．３．４（ｃ）

型　　号
额定容量

ＶＡ

频率

Ｈｚ

额定电压Ｖ 额定电流Ａ

一次 二次 二次

空载电流不大于

ｍＡ

ＢＧＭ２５／Ｄ ５０ ２５ ２２０ ２２０ ０．２２ ４０

ＢＧＭ ５００ ５０ ２２０ １２０ ４．２ ４００

　注：１．ＢＧＭ２５／Ｄ型用于２５Ｈｚ轨道电路移频叠加（隔离变压器）。

２．ＢＧＭ用于非电气化电码化区段（电源变压器）。

ｄ）ＢＧＰ型轨道变压器，当４０匝线圈开路，对于５００匝线圈串入

２００Ω电阻，送入５００Ｈｚ振荡频率，变压器开路电压比应为１２．５∶１，

开路阻抗不小于２６００Ω。

１２３５　ＢＺ型中继变压器各线圈电压如图１２．３．５所示，电气特性应符

合表１２．３．５的要求。

图　１２．３．５

·１２３·



表１２．３．５

型号
额定
容量

ＶＡ

额定
频率

Ｈｚ

一次线圈 二次线圈 一次线圈

额定电压

Ｖ

空载电压

Ｖ

负载电压

Ｖ

空载电流

Ａ

额定电流

Ａ

额定负载

Ω

ＢＺ４ １ ５０ ０．５ ≤１０．５ ≥９．２
０．２０～
０．３０

２．５ ４１０

ＢＺ４Ａ
２

２０

５０

６５０

０．５

≥８

≤１１

２２０

≥９．４

—

０．２５～
０．２７

—
３．５

４１０

—

ＢＺ４Ｕ
３

５０

５０

２０００

０．５

≥８

≤１１

２２０

≥９．４

—

０．２５～
０．２７

—
６

４１０

—

ＢＺＤＡ １２ ５０ １ — ≥６３ — １２ ３０００

１２３６　道岔表示变压器的电气特性应符合表１２．３．６的要求。

表１２．３．６

类　别 容量

ＶＡ

一 次 线 圈 二 次 线 圈

额定电压

Ｖ

空载电流不大于

ｍＡ

额定电压

Ｖ

额定电流

ｍＡ

ＢＤ１７ ７ ２２０ １５ １１０ ６５

ＢＤ１１０ １０ ２２０ １５ ２２０ ４６

１２３７　电码变压器的电气特性应符合表１２．３．７的要求。

表１２．３．７

类　　型
容　量

ＶＡ

一　次　线　圈 二　次　线　圈

额定电压

Ｖ

空载电流

不大于　Ａ

额定电流

Ａ

额定电压

Ｖ

额定电流

Ａ

ＢＭ１５０／２５（５０） １５０ ２２０ ０．０５ ０．６５ １０～２５０ ０．６

ＢＭ１１００／２５（５０） １００ ２２０ ０．０２ ０．５５ ２０～２４０ ０．４５

ＢＭ１１００／５０ １００ ２２０ ０．０２ ０．５５ ２０～２４０ ０．４５

ＢＭ１Ａ７２／２５ ７２ ２２０ ０．０３４ ５．５～１３２ ０．５５

１２３８　扼流变压器

ａ）２５Ｈｚ轨道电路用ＢＥ型扼流变压器的线圈结构如图１２．３．８（ａ）

所示；其电气特性应符合表１２．３．８（ａ）和表１２．３．８（ｂ）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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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２．３．８（ａ）

表１２．３．８（ａ）

变压器类型 ＢＥ４００／２５ ＢＥ６００／２５

中点允许通过连续总电流 Ａ ４００ ６００

同名端 １、４ １、４

匝比（牵引线圈１２／信号线圈４５）犖 １∶３ １∶３

　牵引线圈
未 经 磁 化
阻抗

　未经５０Ｈｚ电源磁化的牵引线圈加２５Ｈｚ、０．３Ｖ
电压，其阻抗应不小于 Ω

０．５ １．５

　未经５０Ｈｚ电源磁化的牵引线圈加２５Ｈｚ、３Ｖ
电压，其阻抗应不小于 Ω

１．５ －

　牵引线圈
经５０Ｈｚ电
源磁化阻抗

　经５０Ｈｚ、７．５Ｖ电源磁化的牵引线圈加２５Ｈｚ、

４Ｖ电压，其阻抗应不小于 Ω
０．７ －

　经５０Ｈｚ、９．５Ｖ电源磁化的牵引线圈加２５Ｈｚ、

５Ｖ电压，其阻抗应不小于 Ω
－ ２．５

不平衡牵引电流不小于５０Ａ时，信号线圈的开路电压不大于 Ｖ ９５ ９５

信号线圈加５０Ｈｚ、３０Ｖ电压，牵引线圈的开路电压 Ｖ １０±０．５

表１２．３．８（ｂ）

变压器类型
ＢＥ１４００／２５
ＢＥ２４００／２５

ＢＥ１６００／２５
ＢＥ２６００／２５

ＢＥ１８００／２５
ＢＥ２８００／２５

ＢＥ１１０００／２５
ＢＥ２１０００／２５

ＢＥ１１６００／２５
ＢＥ２１６００／２５

中点允许通过连续总电流 Ａ ４００ ６００ ８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６００

同名端 １、４ １、４ １、４ １、４ １、４

匝比（牵引线圈１２／信号线圈４５）犖 １∶３ １∶３ １∶３ １∶３ １∶３

　牵引
线圈未
经磁化
阻抗　

　牵引线圈
加 ２５ Ｈｚ、

０．４Ｖ电压

阻抗不小于 Ω ０．８ ０．８ ０．８ ０．９ ０．９

阻抗角不小于 ７５° ７５° ７５° ７５° ７５°

　牵引线圈加２５Ｈｚ、２．５Ｖ
电压，其阻抗应不大于 　Ω

１．２ １．２ １．２ １．３ １．３

　牵引
线圈经

５０ Ｈｚ
电源磁
化阻抗

　经５０Ｈｚ、１５Ｖ电源磁化的
牵引线圈加２５Ｈｚ、２．５Ｖ电
压，其阻抗不小于 Ω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不平衡系数应小于 ０．５％ ０．５％ ０．５％ ０．５％ ０．５％

注：１．ＢＥ１型为４００Ｈｚ铁芯，ＢＥ２型为５０Ｈｚ铁芯。

２．ＢＥ１、ＢＥ２型用于９７型２５Ｈｚ相敏轨道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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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２５Ｈｚ轨道电路用ＢＥＳ型抗干扰扼流变压器：

１）ＢＥＳ１、ＢＥＳ２型抗干扰扼流变压器的线圈结构如图１２．３．８（ｂ）

所示，其电气特性应符合表１２．３．８（ｃ）的要求；适配器电气

特性应符合表１２．３．８（ｄ）的要求；适配器抗干扰线圈抽头的

使用方法连接调整表见表１２．３．８（ｅ）。

图　１２．３．８（ｂ）

表１２．３．８（ｃ）

变压器类型 ＢＥＳ１４００／２５
ＢＥＳ１６００／２５

ＢＥＳ２６００／２５
ＢＥＳ２８００／２５

　中点允许通过连续总电流 Ａ ４００、６００ ６００、８００

　同名端 １、４、７、１０ １、４、７、１０

　匝比（牵引线圈１２／信号线圈４５） 犖 １∶３ １∶３

　牵引线圈未
经磁化阻抗

　牵引线圈加２５Ｈｚ、０．５～１．５Ｖ电压，
其阻抗值（误差±５％） Ω

０．３２７ ０．２１８

　不平衡系数应小于 ０．５％ ０．５％

表１２．３．８（ｄ）

类　型 ＥＳＰ１ ＥＳＰ２

适配器槽路谐振品质因数犙 ＞２０ ＞１８

电容Ｃ：容量／耐压 μＦ／Ｖ ２０／４５０ ３０／６３０

电感线圈：电感量／饱和电流 Ｈ／Ａ ０．５０６６／２ ０．３３７７／３

谐振阻抗不大于 Ω ８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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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２．３．８（ｅ）

序号
区段长度

ｍ
连接端 使用端 匝比 序号

区段长度

ｍ
连接端 使用端 匝比

１ ３０～１００ ６７，９１０ ４、１２ ３０．０ １７ １２０～１５００ ６１２，９１０ ４、１１ ２２．０

２ ３５～１８０ ６７，９１０ ４、１１ ２９．５ １８ １３０～１５００ ６１１，９１０ ４、１０ ２１．５

３ ４０～２６０ ６７，９１１ ４、１２ ２９．０ １９ １４０～１５００ ６１２，９１０ ４、１０ ２１．０

４ ４５～３４０ ６７，９１０ ４、９ ２８．５ ２０ １６０～１５００ ６９，９１０ ４、８ ２０．５

５ ５０～４２０ ６７，８１０ ４、１２ ２８．０ ２１ １８０～１５００ ６１２，９１１ ４、８ ２０．０

６ ５５～５００ ６７，８１０ ４、１１ ２７．５ ２２ ２００～１５００ ６１１，９１０ ４、８ １９．５

７ ６０～５８０ ６７，８１１ ４、１２ ２７．０ ２３ ２４０～１５００ ６１２，９１０ ４、８ １９．０

８ ６５～６６０ ６７，９１０ ４、８ ２６．５ ２４ ２８０～１５００ ６８，９１０ ４、７ １８．５

９ ７０～７４０ ６８，９１０ ４、１２ ２６．０ ２５ ３２０～１５００ ６１２，８１１ ４、７ １８．０

１０ ７５～８２０ ６８，９１０ ４、１１ ２５．５ ２６ ３６０～１５００ ６１１，８１０ ４、７ １７．５

１１ ８０～９００ ６８，９１１ ４、１２ ２５．０ ２７ ４００～１５００ ６１２，８１０ ４、７ １７．０

１２ ８５～１０００ ６８，９１０ ４、９ ２４．５ ２８ ４５０～１５００ ６９，９１０ ４、７ １６．５

１３ ９０～１１００ ６９，９１０ ４、１２ ２４．０ ２９ ５００～１５００ ６１２，９１１ ４、７ １６．０

１４ ９５～１２００ ６９，９１０ ４、１１ ２３．５ ３０ ５５０～１５００ ６１１，９１０ ４、７ １５．５

１５ １００～１３００ ６９，９１１ ４、１２ ２３．０ ３１ ６００～１５００ ６１２，９１０ ４、７ １５．０

１６ １１０～１４００ ６７，９１０ ４、６ ２２．５

２）ＢＥＳ６００／２５、ＢＥＳ１８００／２５型抗干扰扼流变压器的线圈结构如

图１２．３．８（ｃ）所示，其电气特性应符合表１２．３．８ （ｆ）的要求；适配

器电气特性应符合表１２．３．８（ｇ）的要求；适配器端子连接调整表见表

１２．３．８（ｈ）。

图　１２．３．８（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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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２．３．８（ｆ）

变压器类型 ＢＥＳ６００／２５ ＢＥＳ１８００／２５

　中点允许通过连续总电流 Ａ ６００ ８００

　匝比（牵引线圈１２／信号线圈４５）犖 １∶３ １∶３

　牵引线圈未经
磁化阻抗

　牵引线圈加２５Ｈｚ、０．３～６．５Ｖ电
压，其阻抗 Ω

０．２２±０．０２ ０．１６±０．０２

　不平衡系数应小于 ０．１％ ０．１％

表１２．３．８（ｇ）

类　　型 ＢＥＳ６００／２５适配器 ＢＥＳ１８００／２５适配器

　适配器槽路谐振品质因数犙 ＞２０ ＞２０

　电容Ｃ：容量／耐压 μＦ／Ｖ ３０／６３０ ３０／６３０

　电感线圈：电感量／饱和电流 Ｈ／Ａ ０．２５１／４ ０．３７７／４

　谐振阻抗不大于 Ω ５．６ ５．６

表１２．３．８（ｈ）

序号 长度　ｍ 连接端 使用端 匝比 序号 长度　ｍ 连接端 使用端 匝比

１ ３０～１２０
Ⅱ３、Ⅲ１
Ⅲ２、Ⅲ３

Ⅱ１

Ⅲ５
２８ ９ ２５０～７００ Ⅱ３、Ⅲ５

Ⅱ１

Ⅲ４
２４

２ ５０～１５０
Ⅱ３、Ⅲ１
Ⅲ２、Ⅲ３

Ⅱ１

Ⅲ４
２７．５ １０ ３００～８００ Ⅱ３、Ⅲ４

Ⅱ１

Ⅲ３
２３．５

３ ８０～２００
Ⅱ３、Ⅲ１
Ⅲ２、Ⅲ４

Ⅱ１

Ⅲ５
２７ １１ ４００～９００ Ⅱ３、Ⅲ５

Ⅱ１

Ⅲ３
２３

４ １００～２５０ Ⅱ３、Ⅲ１
Ⅱ１

Ⅲ２
２６．５ １２ ５００～１０００ Ⅱ３、Ⅲ２

Ⅱ１

Ⅲ１
２２．５

５ １２０～３００
Ⅱ３、Ⅲ１
Ⅲ２、Ⅲ５

Ⅱ１

Ⅲ４
２６ １３ ６００～１１００

Ⅱ３、Ⅲ５
Ⅲ２、Ⅲ４

Ⅱ１

Ⅲ１
２２

６ １４０～４００
Ⅱ３、Ⅲ１
Ⅲ２、Ⅲ４

Ⅱ１

Ⅲ３
２５．５ １４ ７００～１３００

Ⅱ３、Ⅲ４
Ⅲ２、Ⅲ３

Ⅱ１

Ⅲ１
２１．５

７ １５０～５００
Ⅱ３、Ⅲ１
Ⅲ２、Ⅲ５

Ⅱ１

Ⅲ３
２５ １５ ８００～１５００

Ⅱ３、Ⅲ５
Ⅲ２、Ⅲ３

Ⅱ１

Ⅲ１
２１

８ ２００～５００
Ⅱ１

Ⅱ３
２４．５ １６

ｃ）移频轨道电路ＢＥＰ４００型和ＢＥ１型扼流变压器的线圈结构如图

１２．３．８（ｄ）所示，其电气特性应符合表１２．３．８（ｉ）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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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２．３．８（ｄ）

表１２．３．８（ｉ）

变压器类型 ＢＥＰ４００ ＢＥ１８００ ＢＥ１１０００

中点允许通过连续总电流 Ａ ４００
６００（干式）
８００（油式）

８００（干式）
１０００（油式）

变比（牵引线圈／信号线圈） １∶３、１∶９．５、
１∶２０

１∶３ １∶３

牵引线
圈空载
阻抗不
小于

Ω

牵引线圈加８５０Ｈｚ、１３０ｍＶ电压 １．８

牵引线圈加４９５Ｈｚ、１３０ｍＶ电压 １．４ １．４

牵引线圈加４９５Ｈｚ、４Ｖ电压 ２．５ ２．５

不平衡系数不大于 ５％ ０．３％ ０．３％

ｄ）ＢＥＴ型通用扼流变压器的线圈结构如图１２．３．８（ｅ）所示，其

电气特性应符合表１２．３．８（ｊ）的要求。

图　１２．３．８（ｅ）

表１２．３．８（ｊ）

变压器类型 ＢＥＴ４００ ＢＥＴ６００ ＢＥＴ８００

　中点允许通过连续总电流 Ａ ４００ ６００ ８００

　变比（牵引线圈／信号线圈）
１∶６，１∶２，１∶（２＋１），１∶（０．５＋０．５），

１∶（２＋１＋０．５＋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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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变压器类型 ＢＥＴ４００ ＢＥＴ６００ ＢＥＴ８００

　牵 引 线 圈 加 ２５Ｈｚ、

０．３Ｖ电压

牵引线圈阻抗　Ω ０．９ １．０ １．０３

牵引线圈电流　Ａ ０．３３ ０．３ ０．２９

　牵引线圈加 ２５Ｈｚ、

３Ｖ电压

牵引线圈阻抗　Ω １．３ １．３ １．２９

牵引线圈电流　Ａ ２．３ ２．２９ ２．３２

　不平衡牵引电流不小于５０Ａ时，变比狀＝３
时信号线圈开路电压不大于 Ｖ

９０ ９０ ９０

　额定电流作用下，空载两线圈的不平衡系数
小于

０．５％ ０．５％ ０．５％

ｅ）ＢＥ１Ｋ８００型抗干扰扼流变压器

１）ＢＥ１Ｋ８００型扼流变压器适用于ＵＭ７１、ＺＰＷ２０００轨道电

路，平衡或连通牵引电流。电气原理见图１２．３．８（ｆ）。

图　１２．３．８（ｆ）

　２）电气参数应符合下列要求：

牵引线圈中点允许通过连续总电流为８００Ａ （即每个线圈可

达４００Ａ）；

牵引线圈和信号线圈匝数比为１∶３；

牵引线圈加１７００Ｈｚ、０．４～４Ｖ开路阻抗大于１７Ω；

不平衡系数：１％。

１２３９　ＢＧＹ８０系列远程隔离变压器

ＢＧＹ１８０、ＢＧＹ２８０远程隔离变压器主要用于区间通过信号机点灯

室内送电，能够起到隔离及远距离点灯调整作用。一台ＢＧＹ２８０变压

器可同时供室外两个信号点灯变压器工作，传输距离为０～１８ｋｍ，输

出电压调整见第１２．２．９条ｄ）款。

ａ）ＢＧＹ２８０远程隔离变压器电气参数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空载电流：Ⅰ次侧输入交流２２０Ｖ时，空载电流小于１５ｍＡ。

２）负载电流：Ⅰ次侧输入交流２２０Ｖ；Ⅱ次额定电流为０．３２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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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绝缘耐压：Ⅰ次侧对Ⅱ次侧及Ⅰ次侧、Ⅱ次侧分别对外壳测

试，绝缘耐压５０Ｈｚ、２０００Ｖ，测试时间３０ｓ无击穿闪络

现象。

４）绝缘电阻：Ⅰ次侧对Ⅱ次侧及Ⅰ次侧、Ⅱ次侧分别对外壳，

用ＺＣ７兆欧表５００Ｖ挡测试，绝缘电阻犚≥１０００ＭΩ。

５）空载电压误差不应大于５％。

ｂ）ＢＧＹ２８０远程隔离变压器电气原理见图１２．３．９；Ⅱ次侧输出电

压及电压调整见表１２．３．９。

图　１２．３．９

表１２．３．９

输入电压：Ⅰ１Ⅰ２，５０Ｈｚ、２２０Ｖ

输出　Ｖ 使用端子 连接端子

２００ Ⅱ１４ Ⅱ２５

２１５ Ⅱ１２

２３０ Ⅱ１５ Ⅱ２４

２４５ Ⅱ１６ Ⅱ２５

２６０ Ⅱ１６ Ⅱ２４

２６５ Ⅱ１３

２８０ Ⅱ１５ Ⅱ３４

２９５ Ⅱ１６ Ⅱ３５

３１０ Ⅱ１６ Ⅱ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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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４　２５犎狕分频器

１２４１　２５Ｈｚ分频器的容量，旧型为：１００ＶＡ、３００ＶＡ、６００ＶＡ、

１４００ＶＡ；９７型为：４００ＶＡ、８００ＶＡ、１２００ＶＡ。

１２４２　２５Ｈｚ分频器的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表１２．４．２的要求。

表１２．４．２

技　术　指　标 旧　型 ９７型

　额定输入／输出频率 Ｈｚ ５０／２５ ５０／２５

　额定输入电压 Ｖ ２２０ ２２０

　允许输入电压波动范围 Ｖ １７６～２５３ １６０～２６０

　额定输出电压 Ｖ １１０、２２０ １１０、２２０

　允许输出电压波动范围 ±５％ ±３％

　在额定负载条件下起振电压 Ｖ １７６～２５３ １６０～２６０

　当电源电压在１７６～２５３Ｖ范围内，负载从零至满

载变化时，分频器输出的２２０Ｖ、１１０Ｖ（２５Ｈｚ）电压

中５０Ｈｚ谐波分量不大于

４％ ４％

　当环境温度为＋４０℃，输入电压为额定值时，分

频器温升不大于 ℃
６５ ６５

　分频器线圈对地正常绝缘电阻，不应小于 ＭΩ ２５ ２５

１２５　整 流 器

１２５１　整流器共同要求

ａ）整流器的变压器应符合第１２．３．２条的要求。

ｂ）整流元件的特性，应符合有关技术标准的规定，并应选用特性

相近的元件组成整流器。整流器在正常工作时，每个整流元件的正向电

压降不大于１Ｖ。

ｃ）整流器在额定输出电流时，其直流电压不应低于额定值。

１２５２　ＺＧ型、ＺＧ１ 型、ＺＧ２ 型硅整流器主要电气特性应符合表

１２．５．２的要求。

１２５３　ＺＧ１２２０／０．１、ＺＧ１１００／０．１及ＺＧ２２２０／０．２、ＺＧ２１００／０．１型

整流器的主要电气特性应符合表１２．５．３的要求。

·０３３·



表１２．５．２

型　号
容量

ＶＡ

变压器额定电压　Ｖ

初级 次级

空载电流
不大于

ｍＡ

额定直流输出

电压不小于　Ｖ 电流　Ａ

ＺＧ２．２／２．２
ＺＧ１２．２／２．２

２４ ２２０ ３．６～９　
３０

２０
２．２ ２．２

ＺＧ１３．２／０．６
ＺＧ１１３．２／０．６

２４ ２２０ １０．５～２３．５
４０

２０
１３．２ ０．６

ＺＧ１３．２／１．２
ＺＧ１１３．２／１．２

３５ ２２０ １０．５～２３．５
４０

３０
１３．２ １．２

ＺＧ１３．２／２．４
ＺＧ１１３．２／２．４

７２ ２２０ １０．５～２３．５
５０

３０
１３．２ ２．４

ＺＧ２４／２．４
ＺＧ１２４／２．４

１００ ２２０ ２８～４１ ３０ ２４ ２．４

ＺＧ１３０／０．１ １０ １１０／２２０ ５０、８０、１３０ ０．１

ＺＧ２４２／０．５

ＺＧＣ２Ｒ４２／０．５
２１ ２２０

１０ ２４、２８、３２、

３６、４２
０．５

ＺＧＣ１Ｒ１３０／０．１ １０ １１０／２２０ １０ ５０、８０、１３０ ０．５

表１２．５．３

型　号
容量

ＶＡ

输　入

（Ⅰ线圈）
电　压

Ｖ

空 载

电 流

不大于

ｍＡ

直　　流　　输　　出

方向回路（Ⅱ线圈） 监督回路（Ⅲ线圈）

电压不小于

Ｖ

电流

ｍＡ

电压不小于

Ｖ

电流

ｍＡ

ＺＧ１２２０／０．１

ＺＧ１１００／０．１

ＺＧＣ２Ｒ２２０／０．１

ＺＧＣ２Ｒ１００／０．１

３２ ２２０ ２０
１３０、１６０、

２２０
１００

６０、８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ＺＧ２２２０／０．２

ＺＧ２１００／０．１

ＺＧＣ２Ｒ２２０／０．２

ＺＧＣ２Ｒ１００／０．１

５４ ２２０ ３０
１３０、１６０、

２２０
２００

６０、８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２６　电抗器、变阻器和电感线圈

１２６１　Ｚ１３．５型和Ｚ２型电抗器特性应符合表１２．６．１ （ａ）、表

１２．６．１（ｂ）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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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２．６．１（ａ）

型　号 频率　Ｈｚ 阻　抗　Ω 阻抗相位角 允许电流　Ａ

Ｚ１３．５ ５０ ０．７４（±０．５％） ８８° １３．５

Ｚ２ ５０ ５～４５（±５％） ８１° ２

表１２．６．１（ｂ）

型　　　号 Ｚ１３．５ Ｚ２

不同间隙的阻抗值 Ω ０．１ ０．２ ０．４ ０．６ ０．７４ ５ １０ ２０ ３０ ４５

对应的间隙板厚度 ｍｍ ８ ３ １．５ ０．８ ０．６ ２０ ５．５ １．９ １．１ ０．６５

１２６２　Ｒ型信号专用变阻器特性应符合表１２．６．２的要求。

表１２．６．２

型　号 线　径　ｍｍ 额定电流　Ａ 允许温升　℃

Ｒ２．２／２２０ １．６３ １０ １０５

Ｒ６／６５ １．２ ３．３ ６５

Ｒ０．６／１５ １．６３ ５ ６５

Ｒ１．２／１０ １．２２ ３ ４５

Ｒ１４／１４ ０．６１ １ ６５

Ｒ４０／１０ ０．４１７ ０．５ ６５

Ｒ４００／１６ ０．１９３ ０．２ ４５

注：环境温度为＋５５℃时。

１２６３　Ｒ１型信号专用变阻器特性应符合表１２．６．３的要求。

表１２．６．３

型号
额定功率

ＶＡ

标称电阻

Ω

变阻器抽头间电阻　Ω

１２ ２３ ３４ ４５ ５６

电阻值
允许误差

Ｒ１２．２／２２０ ２２０ ２．２ ０．２ ０．４ ０．４ １．０ ０．２

Ｒ１４．４／４４０ ４４０ ４．４ ０．５ ０．４ ２．２ ０．２ １．１

Ｒ１４．４／６３０ ６３０ ４．４ ０．５ ０．４ ２．２ ０．２ １．１

±１０％

１２６４　ＲＣ型信号专用变阻器特性应符合表１２．６．４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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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２．６．４

型　　号

额定

功率

ＶＡ

标称

电阻

Ω

变阻器抽头间电阻　Ω

１２ ２３ ３４ ４５ ５６ ６７

电阻值

允许误差

ＲＣ２．２／２２０ ２２０ ２．２ １．２ ０．１ ０．２ ０．４ ０．５

ＲＣ４．４／４４０ ４４０ ４．４ ２．２ １．２ ０．１ ０．２ ０．４ ０．５
±１０％

１２６５　ＬＧＭ型电码化隔离电感线圈 （铁芯）的电感量如图１２．６．５所

示，其误差为±５％。

图　１２．６．５

１２７　断路器、熔断器、接触器、断相保护器及电源导线

１２７１　液压电磁断路器

ａ）共同要求：

１）断路器端子及顶部排气孔周围不得残留线头、金属屑、灰尘

等杂物。

２）外壳无裂纹或损伤。

３）电气连接处应紧固，无松动。

４）断路器应具有阻燃性，在使用中应无不正常温升。

５）脱扣器应动作灵活，无卡阻、迟滞现象。

６）脱扣特性指标应符合表１２．７．１（ａ）的要求：

表１２．７．１（ａ）

试验电流 起始条件 脱扣时间 结果 温度

１．０５犐ｎ 冷态 １ｈ 不脱扣 ＋２５℃

１．３０犐ｎ 紧接着试验 ≤１ｈ 脱扣 ＋２５℃

１．５犐ｎ 冷态

狋≤６０ｓ（短延时）

狋≤１６０ｓ（中延时）

狋≤４００ｓ（长延时）

脱扣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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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试验电流 起始条件 脱扣时间 结果 温度

２犐ｎ 冷态

０．５ｓ≤狋≤２０ｓ（短延时）

２ｓ≤狋≤３０ｓ（中延时）

８ｓ≤狋≤５０ｓ（长延时）

２ｓ≤狋≤２０ｓ（短延时）

１５ｓ≤狋≤５０ｓ（中延时）

３０ｓ≤狋≤１００ｓ（长延时）

８ｓ≤狋≤１４０ｓ（短延时）

２０ｓ≤狋≤２４０ｓ（中延时）

５０ｓ≤狋≤４８０ｓ（长延时）

脱扣

＋７０℃

＋２５℃

－４０℃

８犐ｎ

１０犐ｎ

１２犐ｎ

冷态

≤０．２ｓ（短延时）

≤０．２ｓ（中延时）

≤０．２ｓ（长延时）

脱扣 ＋２５℃

　注：１０犐ｎ以上要求可按制造厂与用户之间的协议来设计和使用。

ｂ）ＣＢＩ液压电磁式断路器及隔离器，除ＳＡＢ外必须安装在垂直平面

上，垂直角度９０°±１０°。技术参数应符合表１２．７．１（ｂ）～１２．７．１（ｆ）的要求。

表１２．７．１（ｂ）
型号 ＳＦ１Ｇ３ ＳＦ２Ｇ３ ＳＦ３Ｇ３ ＳＦ１Ｇ０ ＳＦ２Ｇ０ ＳＦ３Ｇ０

极数 １ ２ ３ １ ２ ３

额定电流 Ａ

１、５、１０、１５、

２０、２５、３０、

３５、４０、４５、

５０、６０、７０、

８０、９０、１００

１、５、１０、１５、

２０、２５、３０、

３５、４０、４５、

５０、６０、７０、

８０、９０、１００

１、５、１０、１５、

２０、２５、３０、

３５、４０、４５、

５０、６０、７０、

８０、９０、１００

６０、１００ ６０、１００ ６０、１００

额定分断能力 ｋＡ６ ６ ６ － － －

耐受电流 ｋＡ － － － ６ ６ ６

额定电压ＡＣ Ｖ２４０ ２４０ ４１５ ２４０ ２４０ ２４０

最大额定电流 Ａ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尺寸

ｍｍ

高 １０７ １０７ １０７ １０７ １０７ １０７

宽 ２６ ５２ ７８ ２６ ５２ ７８

深 ６６ ６６ ６６ ６６ ６６ ６６

手柄颜色 橙色或白色 橙色或白色 橙色或白色 绿色 绿色 绿色

　注：１．６ｋＡＳＦ系列断路器可用于电动机保护及防雷单元保护等。

２．橙色为长延时，白色为标准延时，绿色为隔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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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２．７．１（ｃ）

型号 ＳＦ１Ｈ３ ＳＦ２Ｈ３

额定电流 Ａ１、５、１０、１５、２０、２５、３０、３５、４０、４５、５０ １、５、１０、１５、２０、２５、３０、３５、４０、４５、５０

极数 １ ２

额定电压ＤＣ Ｖ１２５ ２５０

额定分断能力 ｋＡ１．５ １．５

手柄颜色 白色 白色

表１２．７．１（ｄ）

型号 ＱＡＡ１（１３） ＱＡＡ３（１３） ＱＤＣＡ１（１３） ＱＤＣＡ２（１３） ＱＤＣＡＴ１（１３）

极数 １ ３ １ ２ １

额定电流

Ａ

０．５、１、２、３、５、

６、８、１０、１５、２０、

２５、３０、４０、５０

０．５、１、２、３、５、

６、８、１０、１５、２０、

２５、３０、４０、５０

０．５、１、２、３、５、

６、８、１０、１５、２０、

２５、３０、４０、５０

０．５、１、２、３、５、

６、８、１０、１５、２０、

２５、３０

０．５、１、２、３、５、６、

８、１０、１５、２０、２５、

３０、４０、５０

额定分断
能力　ｋＡ

３ ３ １０ ５ １０

额定电压 ＡＣ２４０Ｖ ＡＣ４１５Ｖ ＤＣ８０Ｖ ＤＣ２２０Ｖ ＤＣ８０Ｖ

环境温度 －４０～８５℃ －４０～８５℃ －４０～８５℃ －４０～８５℃ －４０～８５℃

手柄颜色 橙色 橙色 绿色 绿色 灰色

表１２．７．１（ｅ）

型号 ＢＳ（ＤＣ） ＢＳ（ＡＣ） ＳＡＢ

额定电压 ＤＣ６５Ｖ ＡＣ２４０Ｖ ＡＣ２４０Ｖ

额定电流 Ａ
０．１５、０．３、０．５、１、２、３、

５、１０、１５、２０、２５

０．１５、０．３、０．５、１、２、３、

５、１０、１５、２０、２５

０．５、１、２、３、５、６、８、１０、１５、

２０、２５

额定分断能力ｋＡ０．５ １ １

环境温度 －４０～８５℃ －４０～８５℃ －４０～８５℃

手柄颜色 红色 红色 红色

主要用途 控制台 控制台 室外轨道、扼流变压器箱

表１２．７．１（ｆ）

型号 ＱＦ１（１９） ＱＦ２（１９） ＱＦ３（１９） ＡＴ

极数 １ ２ ３ １

额定电流 Ａ
０．５、１、２、３、５、６、

８、１０、１５、２０、２５、

３０、４０、５０、６０

０．５、１、２、３、５、６、

８、１０、１５、２０、２５、

３０、４０、５０、６０

０．５、１、２、３、５、６、

８、１０、１５、２０、２５、

３０、４０、５０、６０

—

额定电压 Ｖ２４０ ４１５ ４１５
ＤＣ１１０Ｖ
ＡＣ２５０Ｖ

额定分断能力ｋＡ６ ６ ６ —

环境温度 －４０～８５℃ －４０～８５℃ －４０～８５℃ －４０～８５℃

手柄颜色 橙色 橙色 橙色 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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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ＫＸＤ系列液压电磁式断路器分室内ＫＸＤ１型和室外ＫＸＤ２型两

种型号，其技术参数应符合表１２．７．１（ｇ）的要求。

表１２．７．１（ｇ）

名　　称 交　流 　直　流

额定电压 Ｖ ２４０Ｖ／４１５Ｖ ６５Ｖ／８０Ｖ／２２０Ｖ

额定电流 Ａ ０．５～６０Ａ ０．５～６０Ａ

额定分断能力 １ｋＡ／ＫＸＤ２；３ｋＡ／ＫＸＤ１ ３ｋＡ

机械寿命 １００００次 １００００次

电气寿命 ６０００次 ６０００次

绝缘电阻 １００ＭΩ １００ＭΩ

工频耐压 ２５００Ｖ／ｍｉｎ ２５００Ｖ／ｍｉｎ

极数 １极／２极（ＫＸＤ２）／３极 １极／２极（串联）

手柄颜色 橙色 绿色

１２７２　ＤＲ系列多功能熔丝装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ＤＲ系列多功能熔丝装置电气参数应符合表１２．７．２的要求。

ｂ）主熔丝断路时，应可靠切换至备熔丝，并使红色指示灯点亮，告

警触点闭合。备熔丝断路时，黄色指示灯点亮 （或闪光）。

表１２．７．２

型　号
额定电压

Ｖ
电流性质

工作电流

最大容量　Ａ 切换启动电流　ｍＡ

切换时间

ｓ

ＤＲ１２ １２ 交、直流两用 １０ ≤１５０ ＜０．１

ＤＲ２４ ２４ 交、直流两用 １０ ≤３５ ＜０．１

ＤＲ１１０ １１０ 交、直流两用 １０ ≤２０ ＜０．１

ＤＲ２２０ ２２０ 交、直流两用 １０ ≤２０ ＜０．１

ＤＲ３８０ ３８０ 交流 １０ ≤１５ ＜０．１

１２７３　ＪＨＪ４０型电源转换接触器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所有运动部分应灵活、无卡阻；导轨部分及铁芯极面无污物，

无黏着可能。

ｂ）灭弧罩应完好无破损，罩内清洁无碳化物。

ｃ）触点位置不应有歪扭现象，应保持接触面在２／３以上，并紧密接

触。三个主触点应同时闭合和分断，误差不大于０．５ｍｍ。

ｄ）磨损后的触头厚度不小于原厚度的１／４。

ｅ）控制线圈的热态吸合 （工作）电压不应超过１７０Ｖ；冷态释放电

压不应小于７０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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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动作时间：吸合时间不大于０．０３ｓ，释放时间不大于０．０５ｓ。

ｇ）机械特性参数如下：

主触点：初压力３．８～４．２Ｎ；终压力４．５～５．０Ｎ。

开距不小于４．５ｍｍ；超行程不小于１．５ｍｍ。

辅助触点：压力不小于０．３Ｎ；间隙不小于２．５ｍｍ；超行程不

小于０．８ｍｍ。

ｈ）主触点额定值：ＡＣ３８０Ｖ、５０Ｈｚ、４０Ａ。

ｉ） 辅助触点额定值：ＡＣ３８０Ｖ （２２０Ｖ）、５０Ｈｚ、１Ａ。

ｊ） 控制线圈额定电压：ＡＣ２２０Ｖ、５０Ｈｚ。

ｋ）长期工作制，使用类别ＡＣ２类。

１２７４　３ＴＦ系列交流接触器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吸引线圈额定工作电压 （犝Ｓ）：交流５０Ｈｚ，电压２４Ｖ、４２Ｖ、

１１０Ｖ、２２０Ｖ、２３０Ｖ、３８０Ｖ、４００Ｖ。

ｂ）吸引线圈工作电压范围 （ＡＣ）：（０．８～１．１）犝Ｓ；

吸引线圈吸合电压不大于０．７７５犝Ｓ；

吸引线圈释放电压不小于０．４７７犝Ｓ。

ｃ）接触器主要技术指标见表１２．７．４。

表１２．７．４

型号

额定
绝缘
电压

Ｖ

额定工作
电流
Ａ

ＡＣ３ＡＣ４

机械
寿命

×
１０６

次

电寿命

×１０６次

操作
频率

次／ｈ

吸引线圈
功率消耗
ＶＡ

ＡＣ３ＡＣ４ＡＣ３ＡＣ４吸合启动

约定
发热
电流

Ａ

辅助
触点
约定
发热
电流

Ａ

辅助触点
额定工作
电流
Ａ

ＡＣ１５
３８０／２２０

ＤＣ１３
１１０／２２０

辅助
触点
额定
绝缘
耐压

Ｖ

３ＴＦ４０ ６９０ ９ ３．３ １５ １．２０．２１０００２５０ １０ ６８ ２０ １０ ６／１０ ０．９／０．４５６９０

３ＴＦ４１ ６９０ １２ ４．３ １５ １．２０．２１０００２５０ １０ ６８ ２０ １０ ６／１０ ０．９／０．４５６９０

３ＴＦ４２ ６９０ １６ ７．７ １５ １．２０．２７５０２５０ １０ ６８ ３０ １０ ６／１０ ０．９／０．４５６９０

３ＴＦ４３ ６９０ ２２ ８．５ １５ １．２０．２７５０２５０ １０ ６８ ３０ １０ ６／１０ ０．９／０．４５６９０

３ＴＦ４４ ６９０ ３２１５．６１０ １．００．２７５０２５０１２．１１０１ ５５ １０ ４／６ １．１４／０．４８６９０

３ＴＦ４５ ６９０ ３８１８．５１０ １．００．２６００２００１２．５１０１ ５５ １０ ４／６ １．１４／０．４８６９０

３ＴＦ４６ １０００ ４５ ２４ １０ １．００．２１２００４００ １７ １８３ ８０ １０ ４／６ １．１４／０．４８６９０

３ＴＦ４７ １０００ ６３ ２８ １０ １．００．２１０００３００ １７ １８３ ９０ １０ ４／６ １．１４／０．４８６９０

３ＴＦ４８ １０００ ７５ ３４ １０ １．００．２１０００３００ ３２ ３３０１００ １０ ４／６ １．１４／０．４８６９０

３ＴＦ４９ １０００ ８５ ４２ １０ １．００．２８５０２５０ ３２ ３３０１００ １０ ４／６ １．１４／０．４８６９０

３ＴＦ５０ １０００１１０ ５４ １０ １．００．２１０００３００ ３９ ５５０１６０ １０ ４／６ １．１４／０．４８６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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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３ＴＦ４６、３ＴＦ４７型交流接触器的线圈直流电阻值：额定电压

２２０Ｖ时为１４５～１６０Ω；额定电压３８０Ｖ时为４２０～４６０Ω。

ｅ）３ＴＦ４６、３ＴＦ４７型交流接触器的吸合时间不大于３０ｍｓ；释放时

间不大于２０ｍｓ。

ｆ）３ＴＦ４６型交流接触器的主触点接触电阻为１．８９ｍΩ；３ＴＦ４７型

交流接触器的主触点接触电阻为１．５１ｍΩ。

１２７５　Ｄ２系列交流接触器 （带 “铁路专用”标志）（暂行）

ａ）额定控制电压为ＡＣ２２０Ｖ时：

吸合电压　≤ＡＣ１４０Ｖ±５Ｖ；

释放电压　≥ＡＣ１１５Ｖ±５Ｖ。

ｂ）额定控制电压为ＡＣ３８０Ｖ时：

吸合电压　≤ＡＣ２３５Ｖ±５Ｖ；

释放电压　≥ＡＣ１９５Ｖ±５Ｖ。

ｃ）动作时间：

吸合时间　２０～２６ｍｓ；

释放时间　８～１２ｍｓ。

ｄ）主触点接触电阻：

额定电流ＡＣ４０～５０Ａ时为１．５ｍΩ；

额定电流ＡＣ６５Ａ及以上时为１．０ｍΩ。

ｅ）线圈直流电阻值：

控制额定电压ＡＣ２２０Ｖ时为１１１～１２２Ω；

控制额定电压ＡＣ３８０Ｖ时为３３８～３７９Ω。

ｆ）线圈长时间工作相对温升：≤６０℃。

ｇ）当海拔高度高于３０００ｍ时，额定电流 （犐犲）按下列折减系数

计算：

３５００ｍ及以下０．９２×犐ｅ；

４０００ｍ及以下０．９０×犐ｅ；

４５００ｍ及以下０．８８×犐ｅ；

５０００ｍ及以下０．８６×犐ｅ。

１２７６　断相保护器电气特性应符合表１２．７．６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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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２．７．６

型　号 ＤＢＱ ＤＣＢＨＱ ＤＢＱＸ ＱＤＢＳ

额定电压（三相ＡＣ） Ｖ ３８０ ３８０ ３０４～４３７ ３８０

输入电流（ＡＣ） Ａ １．５～３．５ １～３．５ １～５ １～４

输出电压（ＤＣ） Ｖ １５～２２ ２０～３０ １７．５～２８ １８～２９

断相输出电压（ＤＣ） Ｖ ≤０．５ ≤０．５ ≤０．５ ≤０．１

动作时间 ｓ ＜０．２ ＜０．２ ≤０．３ ≤０．３

限时时间 ｓ １３±０．５ １３±０．５

１２７７　电源屏内布线以绑线把或线槽方式布设，安全载流量应符合表

１２．７．７的要求。

表１２．７．７

导线截面

ｍｍ２
长期连续负荷

安全载流量　Ａ

电线表面最高允许

工作温度　℃

周围环境温度

℃

０．７５ ４

１．０ ６

１．５ １０

２．５ １５

＋６０ ＋４０

４ ２０

６ ３０

１０ ５５

１６ ８０

２５ １２０

＋６０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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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交流电力牵引区段信号设备的

防护和要求

１３１　电缆线路

１３１１　在信号电缆的同一芯线上，任何两点间的感应纵电动势 （有效

值）：在接触网正常供电状态下，不大于６０Ｖ；在接触网故障状态下，

感应纵电动势不得超过电缆直流耐压试验电压值的６０％，或交流耐压

试验电压值的８５％。

１３１２　室外的信号干线电缆应使用铝护套信号电缆，分支电缆可使用

综合护套或铝护套信号电缆。

１３１３　装设在箱、盒等设备中的电缆金属外皮和终端套管，通信干线

分支电缆金属外皮和套管，必须与箱、盒等设备的金属外壳绝缘。

１３１４　信号及闭塞设备的电路，不准采用一线一地构成回路。

１３２　设备接地

１３２１　信号设备的金属外缘与接触网带电部分的距离不得小于２ｍ；与

回流线、架空地线、保护线距离不得小于１０００ｍｍ，当在７００～１０００ｍｍ

时，应对回流线、架空地线、保护线加绝缘防护。

１３２２　信号设备的金属外缘距接触网带电部分５ｍ范围内的金属结构

物 （如信号机构、梯子、安全栅网等），以及继电器箱箱体、转撤握柄

均应接向安全地线。

１３２３　信号干线电缆，其金属护套和钢带互相间必须逐一顺次焊

（拧）接起来，并在区间信号机 （含分割点）、车站两端和车站值班员室

（或信号楼）等电缆始或终端处接向屏蔽地线；其中的分支电缆的金属

护套和钢带也必须与干线电缆的金属护套和钢带焊 （拧）接起来。电缆

金属外皮严禁接至扼流变压器的中心连接板或钢轨上。

双动道岔的导管，应分段装设绝缘。

１３２４　进出信号机械室的信号电缆应在分线盘 （柜）成端，进行屏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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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并接地。需进入信号机械室直接接至设备的室外信号电缆，应在室

内电缆井口处成端。

１３２５　光缆进入室内终端应制作绝缘节，进行绝缘和接地处理。在绝

缘节内将光缆金属结构 （光缆的加强芯、金属外护套等，电缆的屏蔽钢

带、外护层护套等）断开接地。

１３２６　室内的盘、架、台、屏等设备均须接至安全地线。严禁使用钢

轨、电缆金属护套和钢带作为地线。

１３２７　安全地线和屏蔽地线的接地电阻不应大于１０Ω。不同性质的地

线不得合用 （除综合接地体和贯通地线外），并应与电力、通信及其他

建筑物的地线分开。

１３２８　信号电缆与接触网地线的距离最近处不得小于２ｍ，否则应采

用水泥槽，并灌注绝缘胶加以绝缘防护。特殊情况下，电缆与杆塔基础

交叉时，须采取绝缘防护措施。

１３３　轨道电路防护要求

１３３１　轨道电路应符合第４章轨道电路通则的有关规定。

１３３２　轨道电路应能防护牵引电流的基波、谐波干扰，应采用非工

频、双轨条轨道电路，并应能适应最大牵引电流和牵引电流纵向不平衡

系数不大于５％的条件。

１３３３　交叉渡线 （包括复式交分道岔）道岔的直股线上通过牵引电流

时，应在渡线上增加钢轨绝缘节，将相邻轨道电路区段隔开。增设绝缘

时应尽量缩短轨道死区段的长度。交叉渡线上加装钢轨绝缘见图

１３．３．３之ａ、ｂ处。

图　１３．３．３

１３３４　钢轨接续线宜采用一塞一焊式接续线。

１３３５　道岔跳线、钢轨引接线应采用镀锌钢绞线，其截面积不小于

４２ｍｍ２ （１．２ｍｍ×３７）。钢轨引接线宜采用等阻连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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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连接线、扼流连接线、Ｚ型线等牵引电流连接线的规格应符合

设计要求，穿越钢轨时，应进行防护，距轨底不应小于３０ｍｍ。

１３３６　高柱信号机的安全地线、接触网的塔杆地线、桥梁等建筑物的

地线不得直接与设有轨道电路的钢轨相连接，也不应接至扼流变压器中

心点。严禁经火花间隙与设有轨道电路的钢轨连接。

１３３７　有电力机车走行的站内轨道电路尽头处 （如牵出线、货物线、

尽头线、专用线、机车出入库线等）的扼流变压器中心点应与该轨道电

路外侧的两根钢轨相连接，以沟通牵引电流。

半自动闭塞区段，应将预告信号机处的扼流变压器中心点与钢轨绝

缘区间一侧的两根钢轨相连接，以沟通牵引电流。

１３３８　交流电力牵引区段的吸上线、ＰＷ保护线接向轨道时应符合下

列要求：

ａ）在设有轨道电路的区段上，吸上线或ＰＷ保护线应接至扼流变

压器中心端子板上。

ｂ）特殊情况下，吸上线或ＰＷ保护线设置地点距轨道电路的接收、

发送端的距离大于５００ｍ时，允许在轨道电路上加设一台扼流变压器，

吸上线或ＰＷ保护线安装在扼流变压器中心端子板上。相邻轨道电路不

得连续加设，且该轨道电路两端不得再接其他吸上线。

ｃ）采用ＺＰＷ２０００（ＵＭ）系列轨道电路时，吸上线或ＰＷ保护线

应接在空芯线圈 （容量符合要求时）中点，轨道电路中间需设扼流变压

器时，吸上线或ＰＷ保护线接至扼流变压器中心端子板上。

１３３９　由接触网供电作为车站电源的２５ｋＶ变压器接地端的回流线，

不应接在有轨道电路的钢轨上；当附近轨道电路无扼流变压器时，应在

该轨道电路上加设扼流变压器，并将该端子接在扼流变压器中心端

子上。

１３３１０　加设扼流变压器的轨道区段，应保证轨道电路可靠工作。

１３３１１　交流电力牵引区段牵引电流回流、等电位连接、接地 （包括

非交流电力牵引区段）等因素，不得影响轨道电路的分路、机车信号接

收特性。

１３３１２　电气化区段ＺＰＷ２０００系列无绝缘轨道电路横向连接防护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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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横向连接分类：

１）简单横向连接：两线轨道间的等电位连接，不直接接地 （通

过防雷元件接地）。

２）完全横向连接：两线轨道间的等电位连接，并接地。

３）用于牵引电流返回的完全横向连接：是一个完全横向连接，

同时提供牵引电流回流线的连接。

ｂ）横向连接线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轨道接地须通过完全横向连接实现 （单线区段通过空芯线圈

中点或扼流变压器中点接地）。

２）两个完全横向连接的距离不得小于１５００ｍ，而且中间必须

包含不少于两个轨道电路区段，见图１３．３．１２（ａ）。

图　１３．３．１２（ａ）

３）两个完全横向连接的距离大于或等于２０００ｍ 时，见图

１３．３．１２（ｂ）。

图　１３．３．１２（ｂ）

４）如果两轨道电路终端不能通过绝缘节方式完成横向连接时，

应通过增设一个空扼流变压器完成，见图１３．３．１２（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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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３．３．１２（ｃ）

在规定范围内的不平衡电流条件下，空扼流变压器的阻抗

（轨道电路载频下）不得小于１７Ω。

５）如果电气绝缘节之间的距离超过１００ｍ，就必须增加一个空

扼流变压器完成横向连接，见图１３．３．１２（ｄ）。

图　１３．３．１２（ｄ）

６）三条线路，一条横向连接线禁止连接两段同一频率的轨道电

路，见图１３．３．１２（ｅ）。

图　１３．３．１２（ｅ）

７）横向连接线材料采用截面积为７０ｍｍ２带绝缘护套的多股铜

线，线长小于１０５ｍ。连接位置：

在电气绝缘节终端，连接空芯线圈中心点；

·４４３·



在机械绝缘节终端，连接扼流变压器中心点；

在区间线路增设的空扼流变压器中心点。

８）牵引电流回流见图１３．３．１２（ｆ）。

图　１３．３．１２（ｆ）

钢轨牵引回流通过附近的扼流变压器返回牵引变电所。

空扼流变压器在规定范围内的不平衡电流条件下其阻抗 （轨

道电路载频下）大于或等于１７Ω。

如图１３．３．１２（ｆ）箭头所示，连接线虽然为两根分置，但仍

可视为横向连接线。

９）两相同运行方向载频区段之间不能进行简单横向连接或完全

横向连接。

１０）完全横向连接处扼流变压器中心点需要接地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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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区间道口信号设备

１４１　通　　则

１４１１　列车运行速度１２０ｋｍ／ｈ以下且不通过动车组列车的线路，距

车站进站信号机外方１００ｍ以外，铁路上铺面宽度在２．５ｍ或以上与公

路平交的有人看守道口，根据交通繁忙程度和望条件，可采用不同类

型的道口信号设备。

１４１２　当列车进入道口接近区段时，道口自动通知设备，应能自动向

道口看守员发出报警；道口自动通知及道口自动信号设备，应能自动向

道口看守员和道路通行方向的车辆、行人发出报警，报警方式为音响和

灯光信号。

当列车通过道口后，报警音响应及时停止，道口信号机应及时恢复

定位。

１４１３　道口应采用列车接近一次通知方式。

单线或双线区段有人看守道口，列车接近通知时间不应少于４０ｓ，

遇特殊情况，根据计算可适当延长。

当采用轨道电路方式采集列车接近信息时，若轨道电路长度不能满

足接近时分要求，应适当延长，但不得超过９０ｓ。

列车接近通知时间犜的计算公式：

犜＝狋１＋狋２＋狋３

式中　狋１———道路车辆以规定最低速度通过道口 （在列车接近通知开始，

保证使已经闯入道口的车辆能完全出清道口）的时间，ｓ；

狋２———道口栏杆关闭动作时间，以１０ｓ计；

狋３———道口栏杆关闭动作后至列车到达道口的时间，以１０ｓ计。

狋１＝
犾１＋犾２＋犾３

狏
×３．６

式中　犾１———两道口信号机之间或两停止线间的距离 （多架信号机时，

以远端计算），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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犾２———道路车辆确认信号显示的最小距离，以５ｍ计；

犾３———道路车体长度，ｍ；

机动车车体长度取１６ｍ；

牛、马车车体长度取７ｍ；

狏———非机动车辆通过道口的规定最低速度，以５ｋｍ／ｈ计算；

机动车通过道口的规定最低速度，以１０ｋｍ／ｈ计算。

注：当道路方面行驶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时，应按非机动车通过道口时的最低速度计算。

接近区段长度犔的计算公式：

犔＝
１０
３６
狏犜

式中　犔———接近区段长度，ｍ；

狏———列车在接近区段内运行的最高速度，ｋｍ／ｈ；

犜———列车接近通知时间，ｓ。

１４１４　区间道口信号设备在发出接近通知后，自动闭塞区段有续行列

车接近道口，或者其他线路 （两线或两线以上区段的道口）又有列车接

近道口时，应能连续或再次发出通知。

１４１５　在道口看守房内，便于看守员望和操纵的地点，应设有道口

控制盘。设有副看守房的道口，还应设有道口表示盘。

１４１６　有人看守道口应设置遮断信号和遮断预告信号。双方向运行的

线路，应在每条线路的道口两侧分别设置上、下行道口遮断信号机和遮

断预告信号机。

１４１７　道口音响报警信号，声音应调整适当，满足ＧＢ３０９６《城市区

域环境噪声标准》。

１４１８　道口设备须有可靠的供电电源。交流电源应设置一主一备，并

安装自动切换装置，在自动闭塞区段主、副电源应采用自动闭塞电源和

区间电力贯通电源，在非自动闭塞区段主电源应采用不低于二级负荷的

电源。当供电电源停电时，应能及时发出故障报警音响。

１４１９　道口信号设备布置 （以单线为例）见图１４．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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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４．１．９

１４２　道口自动通知

１４２１　当列车进入道口接近区段时，道口看守房室内、外音响器应发

出列车接近报警音响，道口控制盘上列车接近通知灯应点亮。道口看守

员确认列车接近后，按压确认按钮，切断室内音响。

列车通过道口后，室外音响报警应停止，接近通知灯应熄灭。

１４２２　追踪列车进入道口接近区段，道口控制盘上追踪表示灯应点

亮；室内音响器再次发出报警，道口看守员确认后，再次按压确认按

钮，切断室内音响。

１４２３　列车接近道口控制器应采用闭路式道口控制器，也可采用轨道

电路或其他列车传感装置，采集列车接近通知信息，其安装位置由道口

接近区段长度决定。

１４２４　列车到达控制器应采用开路式道口控制器，也可采用其他道口

传感设备 （或轨道绝缘节），采集列车到达道口和通过道口的信息。安

装位置应距道路边缘１０～３０ｍ处。

１４２５　道口轨道电路与微电子交流计数电码轨道电路或移频轨道电路

叠加时，道口控制器安装地点应距轨道电路送、受电端５０ｍ以上。与

ＺＰＷ２０００系列无绝缘轨道电路叠加时，开路式控制器距调谐区不小于

５０ｍ，闭路式控制器距调谐区不小于１００ｍ。

１４２６　在双线区段，上、下行相邻的道口控制器应采用不同的频率。

１４２７　闭路式道口控制器的引接线电阻不大于１Ω；开路式道口控制

器的引接线电阻不大于０．２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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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３　道口自动信号

１４３１　道口信号机应设在道路车辆驶向道口方向的右侧，便于车辆驾

驶员和行人确认的地点，距离最近钢轨不得少于５ｍ。

１４３２　道口信号机，在无列车接近时为灭灯状态，准许道路车辆、行

人通过道口；当列车进入道口接近区段及通过道口时，显示两个红色灯

交替闪光的停车信号 （道口信号闪光电源故障时显示红色稳定灯光），

禁止道路车辆、行人越过道口信号机；当列车通过道口后，红色灯光自

动熄灭。

１４３３　设有道口信号复示器的道口控制盘，当列车进入道口接近区段

时，复示器点亮红色表示灯。当道口信号机内某一红灯灯泡主灯丝断丝

或灯泡灭灯时，复示器红灯应闪亮。

１４３４　道口信号机的红色灯光的直线显示距离应不得少于１００ｍ，偏

散角不小于４０°。

１４３５　道口信号机红灯闪光信号的闪光频率应为６０次／ｍｉｎ±１０次／

ｍｉｎ，两个红灯应交替亮、灭，亮、灭比为１∶１。

１４３６　道口信号机构的安装应符合如下要求：

机柱高为５５００ｍｍ，埋深１２００ｍｍ，红色灯光中心距路面高度应为

３１２０ｍｍ＋１００ｍｍ。

１４３７　道口信号机上安装的交叉板标注的 “小心火车”字迹应完整、

清晰。

１４３８　道口自动信号还应满足１４．２节的要求。

１４４　道口信号器材

１４４１　ＤＫ·ＳＷ型道口控制器 （无绝缘轨道电路收发器）的电气性

能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电源电压为直流２４＋２．４－３．６Ｖ。

ｂ）工作电流不大于１６０ｍＡ。

ｃ）工作频率应符合表１４．４．１（ａ）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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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４．４．１（ａ）

类型 型　　号 工作电流　ｍＡ 工作频率　ｋＨｚ

闭路式

ＤＫ·ＳＷＢ１４ １４±１．０

ＤＫ·ＳＷＢ２０ ２０±１．０

ＤＫ·ＳＷＢ１１４ ≤ＡＣ４５ １４±１．０

ＤＫ·ＳＷＢ１２０ ≤ＡＣ４５ ２０±１．０

开路式
ＤＫ·ＳＷＫ３０ ３０＋１．０－０．５

ＤＫ·ＳＷＫ４０ ４０＋１．０－０．５

ｄ）工作灵敏度应符合表１４．４．１（ｂ）的要求。

表１４．４．１（ｂ）

类　型
工作灵敏度

轨道继电器吸起电阻 轨道继电器落下电阻

闭路式 １．７～２．７Ω 不小于吸起电阻的５０％

开路式 不小于落下电阻的５０％ ２．５～３．５Ω

ｅ）轨道继电器端电压，闭路式和开路式均为３０～３８Ｖ。

ｆ）作用距离为２０～６０ｍ。

１４４２　ＤＫ·Ｙ４Ｃ型和ＤＫ·Ｙ４型道口音响器的电气性能应符合表

１４．４．２的要求。

表１４．４．２

特 性

类 别

电源电压

Ｖ

振荡频率

Ｈｚ

音响频率
次／ｍｉｎ

连续音响
输出电压

Ｖ

输出功率

Ｗ

工作电流

Ａ
幅　比

室内音响

２４ ７００±１００ ≥０．５ ≥０．０３ ≤０．１

７．５
（故障时）

９０～１２０
（断续） ≤０．０３

室外音响 ２４ ７００±５０ ９０～１２０ ３～１０ ≤１．５ ３∶１

１４４３　ＤＫ·Ｓ１Ｃ型和ＤＫ·Ｓ１道口闪光器的电气性能应符合表

１４．４．３的要求。

表１４．４．３

电源电压

Ｖ

输出电压

Ｖ

最大输出功率

Ｗ

闪光频率

次／ｍｉｎ
亮、灭比

ＡＣ２２０＋３３－４４ ＡＣ２２０＋３３－４４ １４０ ６０±１０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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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４４　ＺＤＤＫ·ＷＹ型道口交直流稳压电源应符合表１４．４．４的要求。

表１４．４．４

型　号
容量

ＶＡ

输入电压

Ｖ

额定交流输出

电压　Ｖ电流 Ａ

额定直流输出

电压　Ｖ电流 Ａ

充电电流

ｍＡ

充电终止
电压　Ｖ

ＺＤＤＫ·ＷＹ ５００ ２２０＋３３－４４ ２２０±６．６ １．８ ２４±０．７２ ３ ２５０±１００ ７±０．５

１４４５　ＤＫ·ＹＣ道口交流稳压电源应符合表１４．４．５的要求。

表１４．４．５

型　号
容　量

ＶＡ

输入电压

Ｖ

额 定 交 流 输 出

电压　Ｖ 电流　Ａ

ＤＫ·ＹＣ ５００ ２２０＋３３－４４ ２２０±６．６ ２．２

１４４６　ＤＫ·ＹＺ道口直流稳压电源应符合表１４．４．６的要求。

表１４．４．６

型　号
容　量

ＶＡ

输入电压

Ｖ

额 定 直 流 输 出

电压　Ｖ 电流　Ａ

ＤＫ·ＹＺ １００ ２２０＋３３－４４ ２４±０．７２ ４

１４４７　ＤＫ·Ｌ４型道口电动栏木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电动栏木主要技术特性见表１４．４．７（ａ）。

表１４．４．７（ａ）

额定电压　Ｖ 动作电流　Ａ 动作时间　ｓ 水平角度 垂直角度

ＡＣ２２０ ≤０．８ ８±１ ０°±３° ８７°±２°

ｂ）电动栏木用的电动机主要技术特性见表１４．４．７（ｂ）。

表１４．４．７（ｂ）

额定电压　Ｖ 额定转矩　Ｎ·ｍ 额定电流　Ａ 额定转速　ｒ／ｍｉｎ

ＡＣ２２０ ３５ ０．８ ５０

ｃ）电动机后端部装有电磁制动器，其主要技术特性见表１４．４．７（ｃ）。

表１４．４．７（ｃ）

额定电压　Ｖ 额定功率　Ｗ （２０℃） 额定转矩　Ｎ·ｍ 最高转速　ｒ／ｍｉｎ

ＤＣ９９ １１ ５ ６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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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４８　ＤＸ０６型道口闪光音响器

闪光音响器由闪光电路、音响电路 （包括室外和室内）及充放电电

路组成。

ａ）闪光电路电气性能应符合表１４．４．８（ａ）的要求。

表１４．４．８（ａ）

输入电压　Ｖ 最大输出功率　Ｗ 闪光频率　次／ｍｉｎ 亮、灭比

ＡＣ２２０ １４０ ６０±１０ １∶１

ｂ）音响电路电气性能应符合表１４．４．８（ｂ）的要求。

表１４．４．８（ｂ）

特 性

类别

额定电压

Ｖ

振荡频率

Ｈｚ

音响频率
次／ｍｉｎ

输出功率

Ｗ

工作电流

Ａ
幅　比

室内音响
２４±４．８ ６００～８００ ≥０．０５ ≤０．１５

１２（故障时） ９０～１２０ ≤０．０７

室外音响 ２４ ６００～８００ ９０～１２０ ３～１０ ≤１．５ ３∶１

ｃ）充放电电路电气性能应符合表１４．４．８（ｃ）的要求。

表１４．４．８（ｃ）

电源电压

Ｖ

供电电流

ｍＡ

充电恒流

ｍＡ

充电终止

Ｖ

放电终止

Ｖ

允许放电电压

Ｖ

ＤＣ２４±４．８ ≤７００ ５００～６５０ １３．５～１３．８ １０．５～１０．８ １１．３～１１．７

１４４９　ＤＸ０６道口信号电源配电箱

ＤＸ０６道口信号电源配电箱用于两路供电的铁路道口信号设备，作

为两路交流２２０Ｖ电源的防雷和自动切换。电气性能应符合表１４．４．９

的要求。

表１４．４．９

供电电源　Ｖ 输出电流　Ａ 切换时间　ｍｓ 排流量　ｋＶＡ

ＡＣ２２０±４４ ３０ ５０ １５

１４４１０　ＤＸ０６电动栏木机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电动栏木机主要技术特性见表１４．４．１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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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４．４．１０（ａ）

额定电压

Ｖ

额定负载

Ｎ·ｍ

动作电流

Ａ

摩擦电流

Ａ

动作时间

ｓ
水平角度 垂直角度

２２０＋２０－１５ ２５０ ≤２．５ １．８～１．９
升，＜７
落，＜１０

０°～５° ９０°±３°

ｂ）电动栏木机用的电动机主要技术特性见表１４．４．１０（ｂ）。

表１４．４．１０（ｂ）

额定电压

Ｖ

额定转矩

Ｎ·ｍ

空载电流

Ａ

额定电流

Ａ

额定转速

ｒ／ｍｉｎ

ＡＣ２２０ ２．４ ＜１．２ ≤２．５ ７００（８极），４５０（１２极）

ｃ）电动机后端部装有电磁制动器，其主要技术特性见表１４．４．１０（ｃ）。

表１４．４．１０（ｃ）

额定电压　Ｖ 制动电流　Ａ 制动力　Ｎ

ＤＣ２４ ≤０．４ ３５０

ｄ）电动机的配线如图１４．４．１０（ａ）所示。

图　１４．４．１０（ａ）

ｅ）电动机转子的轴向间隙不大于０．１１ｍｍ，轴伸端径向跳动不应

大于０．０４ｍｍ。

ｆ）电磁制动器的配线如图１４．４．１０（ｂ）所示。

图　１４．４．１０（ｂ）

１４４１１　ＤＸ０６道口ＬＥＤ信号机主要技术特性应符合表１４．４．１１的

要求。

表１４．４．１１
额定电压

Ｖ

闪光频率
次／ｍｉｎ

音响频率
次／ｍｉｎ

灯光显示距离

ｍ
灯光偏散角

ＡＣ１２ ６０±１０ ９０～１２０ ≥１００ ≥４０°

·３５３·



ＬＥＤ道口信号灯分为光源部分与稳压点灯两部分：

ａ）光源部分由ＬＥＤ发光管组成，每路发光管电流达到１８～２０ｍＡ。

ｂ）稳压点灯部分内部有报警单元，当输入电压在正常工作范围

（ＡＣ，≥９Ｖ）时，正常发光的ＬＥＤ数目大于整个光源板ＬＥＤ数目的

７５％时，光耦导通，不报警；正常发光的ＬＥＤ数目小于整个光源板

ＬＥＤ数目的７５％时，光耦断开，报警。当输入电压 （ＡＣ，＜９Ｖ）时，

信号灯灭灯。报警单元中的光耦通过的最大电流应不得大于１００ｍＡ，

报警延时时间为１．５～３ｓ。

１４４１２　ＤＫ·Ｘ３型 ＬＥＤ道口信号机的主要技术特性应符合表

１４．４．１２的要求。

表１４．４．１２

类　型 电源电压　Ｖ 工作电流　Ａ 显示距离　ｍ 灯光偏散角

ＤＫ·Ｘ３红灯 ＡＣ１２～１４ ≥１．８ ≥１００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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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信号集中监测

１５１　通　　则

１５１１　信号集中监测 （简称集中监测）系统包括主机、站机、各级终

端及数据传输设备，应全程联网，实现远程诊断和故障报警功能。

１５１２　集中监测设备与相关信号系统的被测设备应具备良好的电气隔

离，当集中监测设备工作或故障时，不得影响被监测设备的正常工作。

１５１３　集中监测系统是信号设备的综合集中监测平台，其监测范围包

括联锁、闭塞、列控地面设备 （除无源应答器外）、ＴＤＣＳ／ＣＴＣ、驼

峰、电源屏、计轴等信号系统和设备。同时还包括与环境监测等其他系

统接口的监测。

１５１４　监测系统应采用成熟可靠的技术手段，实现信号设备运用过程

的动态实时监测、数据记录、统计分析。

１５１５　集中监测系统应能监测信号设备的主要电气特性，当电气特性偏

离预定界限或信号设备不能正常工作时应及时预警或报警。

１５１６　集中监测系统应通过标准协议接口，集中采集信号电子系统设

备监测对象的状态信息。信号电子系统设备ＴＤＣＳ、ＣＴＣ、ＣＴＣＳ、计

算机联锁系统、ＺＰＷ２０００、智能电源屏、智能点灯单元主机、转辙机

表示缺口、计轴等，必须按标准协议向集中监测系统提供监测对象数据

接口，所提供的监测对象状态、数据精度应符合标准。

１５１７　集中监测系统应能及时记录监测对象的异常状况，具有一定的

预警分析和故障诊断功能。

１５１８　集中监测系统应能监督、记录信号设备与电力、车务、工务等

结合部的有关状态。

１５１９　集中监测系统应具有抗电气化干扰能力，在电气化区段能正常

工作。

１５１１０　集中监测系统应采用模块化、网络化结构，可分散、集中设

置，适应不同站场的要求；具有良好的人机界面，操作简单，易于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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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具备一定的自诊断功能。

１５１１１　集中监测系统的采集传感器经过标准计量器具校核后，应保

证１年内各项精度指标符合标准。

１５１１２　集中监测系统应采用冗余技术、可靠性技术和网络安全技术，

确保网络与信息安全。

１５１１３　集中监测信息传输应具有实时性和可靠性，应采用独立的２Ｍ

或更高速率的数字通道。

１５１１４　集中监测系统应采用统一的底层通信平台以及标准广域网通

信协议，能实现全路互联互通。

１５１１５　集中监测系统供电电源应与被监测对象电源可靠隔离；监测

系统采用工频单相交流供电，站机电源应从电源屏两路转换稳压后经

ＵＰＳ引入，其容量不低于２．２ｋＶＡ。应采用在线式ＵＰＳ供电设备，在

外电断电时，ＵＰＳ设备可以保证监测系统可靠工作１０ｍｉｎ以上。

１５１１６　集中监测系统应具有统一的时钟校核功能，确保系统中各个

节点的时钟统一。网络中各网络节点应采用统一的ＧＰＳ时钟。

１５１１７　集中监测系统网络节点ＩＰ地址应统一进行编码。

１５１１８　集中监测中心应采用防火墙、入侵检测、病毒防护、身份认

证、漏洞评估等安全设施，保证系统不被非法入侵。

１５１１９　集中监测系统中的计算机设备场地应符合国家计算机机房场

地标准要求。

１５１２０　集中监测系统设备、电源、通道防雷应满足铁路总公司颁布

的有关铁路信号设备雷电及电磁兼容综合防护的相关规定。

１５１２１　集中监测系统接地要求：

ａ）监测系统地线应利用信号机械室的接地装置 （地网）。

ｂ）信号机械室未设置地网的，监测系统应设置设备保护接地系统和

设备防雷接地系统，两种地线的间隔距离应在２０ｍ以上。两个接地系统

之间不得互相连通。设备保护地接地电阻小于或等于４Ω，设备防雷地接

地电阻小于或等于１０Ω，因条件限制以上两组接地不能分开时，可共用一

组接地体，接地电阻应小于１Ω。

１５１２２　集中监测系统在设备适用环境条件下设备绝缘电阻大于或等

于２５Ｍ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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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２　系统体系结构及通道

１５２１　集中监测系统的层次结构为 “三级四层”结构。三级为：铁路

总公司、铁路局、电务段；四层为：铁路总公司电务监测子系统、铁路

局电务监测子系统、电务段监测子系统 （含车间和工区监测点）、车站

监测网。

１５２２　各级各层应根据需要设置：通信管理机、应用服务器、数据库

服务器、监测终端、维护工作站、网络设备、电源设备、防雷设备等；

应具有系统设置、系统诊断报警、系统调试、网络管理、远程维护与技

术支持等功能。

１５２３　车站监测网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车站应设置主机 （简称站机）、采集机柜、采集及控制单元、网

络设备、电源设备、防雷设备及其他接口设备。

ｂ）站机应有监测系统所需开关量、模拟量、报警信息、环境数据

的采集、分类、逻辑分析处理、报警输出、数据统计汇总和存储回放等

功能，形成实时测试表格、历史数据表格、日报表、实时曲线、日曲

线、月曲线、年曲线等。站机应将车站实时的数据和报警信息传送到上

层，并接受上级 （车间、电务段、局）的控制命令。

ｃ）开关量和模拟量滚动数据存储，存储时间不得少于３０天。

１５２４　集中监测系统网络应采用迂回、环状、抽头等冗余方式构成环

形自愈网络。

１５２５　集中监测系统网络结构包括车站局域网、车间／工区局域网、

电务段局域网、铁路局局域网、铁路总公司局域网以及连接各层局域网

的广域网络。

１５２６　车站局域网、车间／工区局域网应采用集线器或交换机进行组

网，采用星型连接方式。传输速率要求不低于１００Ｍｂｉｔ／ｓ。

１５２７　车站与车站之间的基层局域网应采用不低于２Ｍｂｉｔ／ｓ数字通道

环形连接，每隔５～１２个车站形成一个环，并以不低于２Ｍｂｉｔ／ｓ通道抽

头方式与电务段星型连接。环内具体车站数量可以结合通信传输系统节

点确定。

１５２８　车间／工区接入监测网的方式应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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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点对点通过不低于２Ｍｂｉｔ／ｓ通道连接到电务段局域网中。

ｂ）通过局域网接入到车站局域网中。

１５２９　铁路总公司、铁路局、电务段局域网采用交换机进行组网，采

用星型连接方式。传输速率不应低于１０００Ｍｂｉｔ／ｓ。

１５２１０　铁路总公司、铁路局、电务段局域网之间应通过不低于２Ｍｂｉｔ／ｓ

通道星型连接。

１５２１１　监测系统网络各个节点之间的通信应采用ＴＣＰ／ＩＰ协议和统

一的数据格式。

１５２１２　监测系统基层网应采用不低于２Ｍｂｉｔ／ｓ通道单独组网，独立

运行。

１５２１３　基层网采用ＩＰ数据网时，应具备相应的网络隔离和安全措

施，其覆盖范围包括所有车站、工区、车间、电务段。

１５２１４　局域网可采用ＲＪ４５接口方式，传输介质为超五类双绞线或光

纤。局域网布线应符合 《建筑与建筑群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ＧＢ／Ｔ５０３１１）的有关规定。

１５２１５　通信通道传输系统指标：

ａ）广域网数据传输通道的带宽不应小于２Ｍｂｉｔ／ｓ，误码率应小于

或等于１０－７；

ｂ）当使用Ｅ１电路传输时，误码率应小于或等于１０－７；

ｃ）当使用数据网传输时，网络端到端的主要性能指标符合 《ＩＰ网

络技术要求－网络性能参数与指标》ＹＤ／Ｔ１１７１中ＱＯＳⅠ级 （交互

式）标准。

１５３　模拟量测试

１５３１　信号集中监测系统模拟量测试采样、精度应符合要求，对各种

信号设备的电气参数和使用环境等实时进行监测，发现异常应报警并

记录。

１５３２　电源监测

ａ）外电网综合质量监测

１）监测内容：外电网输入相电压、线电压、电流、频率、相位

角、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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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监测点：配电箱 （电务部门管理）闸刀外侧。

３）监测精度：电压±１％；电流±２％；频率±０．５Ｈｚ；相位角

±１％；功率±１％。

ｂ）电源屏监测

１）监测内容：各电源屏输入电压、电流，电源屏各路输出电压、

电流；２５Ｈｚ电源输出电压、频率、相位角。

２）监测点：非智能电源屏的转换屏输入端、其他非智能屏的电

压输出保险后端。

３）监测精度：电压±１％；电流±２％；频率±０．５Ｈｚ；相位角

±１％。

１５３３　轨道电路监测

ａ）交流连续式轨道电路监测

１）监测内容：轨道继电器交流电压、直流电压。

２）测量精度：±１％。

３）监测点：轨道继电器端或分线盘。

ｂ）２５Ｈｚ相敏轨道电路监测

１）监测内容：轨道接收端交流电压、相位角。

２）测量精度：电压±１％，相位角±１％。

３）监测点：轨道测试盘侧面端子或二元二位轨道继电器端、局

部电压输入端，相敏轨道电路电子接收器端。

ｃ）高压不对称脉冲轨道电路监测

１）监测内容：接收端波头、波尾有效值电压，峰值电压，电压

波形。

２）测量精度：±２％。

３）监测点：接收设备相应端子。

ｄ）驼峰ＪＷＸＣ２．３轨道电路监测

１）监测内容：驼峰ＪＷＸＣ２．３轨道继电器工作电流。

２）测量精度：±３％。

３）监测点：轨道继电器。

１５３４　转辙机监测

ａ）直流转辙机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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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监测内容：道岔转换过程中转辙机动作电流、故障电流、动

作时间、转换方向。

２）测量精度：电流±３％，时间≤０．１ｓ。

３）监测点：动作回线。

ｂ）交流转辙机监测

１）监测内容：道岔转换过程中转辙机动作电流、功率、动作时

间、转换方向。

２）测量精度：电流±２％，功率±２％，时间≤０．１ｓ。

３）监测点：电压采样在断相保护器输入端，电流采样在断相保

护器输出端。

ｃ）驼峰ＺＤ７型直流快速道岔转辙机

１）监测内容：道岔转换过程中转辙机动作电流、故障电流、动

作时间、转换方向。

２）测量精度：电流±３％，时间≤０．１ｓ。

３）监测点：动作回线。

１５３５　电缆绝缘监测

ａ）监测内容：各种信号电缆回线 （提速道岔只测试Ｘ４、Ｘ５；对耐

压低于５００Ｖ的设备，如ＬＥＵ等不纳入测试）全程对地绝缘；测试电

压：ＤＣ５００Ｖ。

ｂ）测量精度：±１０％。

ｃ）监测点：分线盘或电缆测试盘处。

１５３６　电源对地漏泄电流监测

ａ）监测内容：电源屏各种输出电源对地漏泄电流。

ｂ）测量精度：±１０％。

ｃ）监测采样点：电源屏输出端。

１５３７　列车信号机点灯回路电流的监测

ａ）监测内容：列车信号机的灯丝继电器 （ＤＪ、２ＤＪ）工作交流

电流。

ｂ）测量精度：±２％。

ｃ）监测点：信号点灯电路始端。

１５３８　道岔表示电压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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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监测内容：道岔表示交、直流电压。

ｂ）测量精度：±１％。

ｃ）监测点：分线盘道岔表示线。

１５３９　集中式移频监测

ａ）站内电码化监测

１）监测内容：站内发送器 （盒、盘）功出电压、发送电流、载

频及低频频率。

２）测量精度：电压±１％，电流±２％，载频频率±０．１Ｈｚ，低

频频率±０．１Ｈｚ。

３）监测点：发送器 （盒、盘）功出端。

ｂ）集中式有绝缘移频轨道电路监测

１）监测内容：发送端功出电压、发送电流、载频及低频频率；

接收端限入电压、移频频率及低频频率。

２）测量精度：电压±１％，电流±２％，载频频率±０．１Ｈｚ；低

频频率±０．１Ｈｚ。

３）监测点：发送器 （盒、盘）功出、接收器（盒、盘）限入。

ｃ）ＺＰＷ２０００、ＵＭ系列等集中式无绝缘移频自动闭塞轨道电路

监测

１）监测内容：区间移频发送器发送电压、电流、载频、低频；

区间移频接收器轨入 （主轨、小轨）电压、轨出１和轨出２

电压、载频、低频；区间移频电缆模拟网络电缆侧发送电

压、接收电压、发送电流。

２）测量精度：电压±１％，电流±２％，载频频率±０．１Ｈｚ；低

频频率±０．１Ｈｚ。

３）监测点：发送器 （盒、盘）功出端，接收器 （盒、盘）输入

端，接收衰耗器输入，模拟网络电缆侧。

１５３１０　半自动闭塞监测

ａ）监测内容：半自动闭塞线路直流电压、电流，硅整流输出电压。

ｂ）测量精度：电压±１％，电流±１％。

ｃ）监测点：分线盘半自动闭塞外线、硅整流输出端。

１５３１１　环境状态的模拟量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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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温度监测

１）监测内容：信号机械室、电源屏室、机房环境温度。

２）测量精度：±１℃。

３）监测点：信号机械室、电源屏室、机房等处。

ｂ）湿度监测

１）监测内容：信号机械室、电源屏室、机房湿度。

２）测量精度：±３％ＲＨ。

３）监测点：信号机械室、电源屏室、机房等处。

ｃ）空调电压、电流、功率监测

１）监测内容：空调电压、电流、功率。

２）测量精度：电压±１％，电流±２％，功率±２％。

３）监测点：信号机械室、电源屏室、机房等空调工作电源线。

１５３１２　站 （场）间联系电压监测

ａ）监测内容：站 （场）间联系电压、自闭方向电路电压、区间监

督电压。

ｂ）监测点：分线盘。

ｃ）测量精度：±１％。

１５４　开关量监测

１５４１　开关量监测是对信号设备的按钮状态、控制台表示状态、关键

继电器状态、区间轨道及信号机运用状态等开关量变化进行实时监测。

１５４２　开关量监测点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列、调车按钮原则上采集按钮的空接点。没有空接点时，可从按

钮表示灯电路采集；对于列、调车按钮继电器有空接点的，可从该空接

点采集；有半组空接点的，可用开关量采集器采集。

ｂ）其他按钮状态原则上从按钮表示灯电路采集。无表示灯电路时，可

从按钮空接点采集。控制台所有表示灯从表示灯电路采集。集中式自动闭

塞的区间信号机点灯和区间轨道电路占用状态，应从移频接口电路采集。

信号电子系统设备开关量从提供的接口采集。

ｃ）根据系统软件实现监测功能的需要，具体选定功能性关键继电

器进行采集。原则上从关键继电器空接点采集；只有半组空接点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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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开关量采集器采集；无法从空接点进行采集的关键性继电器，可采

用安全、可靠的电流采样方案进行采集。

１５４３　其他开关量监测点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监测列车信号主灯丝断丝状态并报警，报警应定位到某架信号

机或架群。通过智能灯丝报警装置接口获取主灯丝断丝报警等信息，应

定位到灯位。

ｂ）对组合架零层、组合侧面以及控制台的主副熔丝转换装置进行

监测、记录并报警。

ｃ）对道岔表示缺口状态进行监测、记录并报警。

ｄ）环境监控开关量：

电源室、微机室、机械室等处的烟雾、明火、水浸、门禁、玻璃破

碎等报警开关量信息的采集、记录并报警。

１５５　监测报警

１５５１　集中监测系统根据设备故障性质产生三类报警和预警。

ａ）一级报警：涉及行车安全的信息报警。报警方式：声光报警，

人工确认后停止报警，并通过网络上传到各级终端。

ｂ）二级报警：影响行车或设备正常工作的信息报警。报警方式：

声光报警，报警后延时适当时间自动停报，并通过网络上传到各级

终端。

ｃ）三级报警：电气特性超限或其他报警。报警方式：红色显示报

警，电气特性恢复正常后自动停报，可通过网络上传到车间／工区终端。

ｄ）预警：根据电气特性变化趋势、设备状态及运用趋势等进行逻

辑判断并预警。报警方式：预警显示为蓝色。预警可通过网络上传到车

间／工区终端。

１５５２　一、二、三级报警和预警规定如下：

ａ）一级报警：挤岔报警、列车信号非正常关闭报警、故障通知按

钮报警、火灾报警、防灾异物侵限报警、ＳＪ锁闭封连报警 （仅限于

６５０２站）。

ｂ）二级报警：外电网输入电源断相／断电报警、外电网三相电源错

序报警、外电网输入电源瞬间断电报警、电源屏输出断电报警、列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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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主灯丝断丝报警、熔丝断丝报警、转辙机表示缺口报警、环境监测温

度／湿度／明火／烟雾／玻璃破碎／门禁／水浸等报警、计算机联锁系统报

警、列控系统报警、ＺＰＷ２０００系统报警、ＴＤＣＳ／ＣＴＣ系统报警、道

岔无表示报警、智能电源屏报警。

ｃ）三级报警：各种模拟量的电气特性超限报警、轨道长期占用报

警 （占用超过７２ｈ后报警）、监测系统与计算机联锁／ＴＤＣＳ／ＣＴＣ／列控

中心／ＺＰＷ２０００／智能电源屏 （ＵＰＳ）／智能灯丝等系统通信接口故障报

警、监测系统采集系统采集机／智能采集器通信故障报警。

ｄ）预警：各种设备模拟量变化趋势、突变、异常波动预警 ，道岔

运用次数超限预警。

１５６　采集设备及监测系统接口

１５６１　数据采集设备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采集机或采集器 （板卡）应具有良好的可靠性和实时性，并具

备抗干扰及自检、自诊断能力。

ｂ）采集设备与被测设备之间必须具有良好的电气隔离措施，任何

情况下不得影响被监测设备的正常工作，符合故障—安全原则。

ｃ）采集器及采集板卡应具有良好的阻燃性。

ｄ）采集器及采集板卡输入部分与电源、通信部分通过ＤＣ／ＤＣ变

换器和隔离光耦进行电气隔离，隔离耐压ＤＣ２５００Ｖ。

ｅ）采集设备对被测对象的数据采集须满足完整性、准确性、安全

性的要求。

１５６２　采集接口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分散安装的模拟量、开关量传感器与监测系统集中安装的模入

板、开入板之间应采用标准电气接口；集中监测系统各种板应采用统一

型号。

ｂ）新增采集分机与车站主机之间应采用ＣＡＮ通信接口协议。

ｃ）监测系统与智能电源屏之间应采用带光电隔离ＲＳ４８５通信接口

相连。

ｄ）监测系统与ＴＤＣＳ、ＣＴＣ系统通信应采用带光电隔离的ＲＳ４２２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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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监测系统与计算机联锁之间应采用带光电隔离的ＲＳ４２２／４８５接口

方式，由计算机联锁维护台单向发送，监测系统接收。

ｆ）监测系统与独立的列控中心维修机之间应采用ＲＪ４５接口方式，

列控中心维修机侧增如隔离措施及防病毒措施。

ｇ）监测系统与灯丝报警之间应采用带光电隔离的ＣＡＮ接口方式。

ｅ）监测系统应预留对计轴设备、视频监控、电务管理信息系统等

接口。

１５６３　开关量采集器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继电器半组空接点的采样使用开关量采集器，见图１５．６．３。

图　１５．６．３

ｂ）主要技术指标：

工作电压：ＤＣ４．７５～５．２５Ｖ。

逻辑电路工作电流：０．２Ａ。

采样对象：继电器半组空接点。

１５６４　ＺＤ６系列电动转辙机电流综合采集器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主要技术指标：

工作电压：ＤＣ±１２Ｖ。

输出纹波：＜２．０％ （峰—峰值）。

辅助电源：额定电压的±１０％。

响应时间：＜４０ｍｓ。

ｂ）采样原理见图１５．６．４。

ｃ）安装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电流采集模块可分散安装，也可集中安装。集中安装时，每

３个一组通过卡座安装在分线盘附近。分散安装时，就近将

每个采集模块安装在每个道岔组合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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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采样形式为将道岔动作共用回线Ｘ４穿过道岔电流采集模块

的穿心孔后接到端子上 （穿线必须为三圈，同时注意电流方

向）。

３）采样次序与道岔１ＤＱＪ状态采样次序一一对应。

图　１５．６．４

１５６５　Ｓ７００Ｋ、ＺＤＪ９以及电液转辙机电流采集器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主要技术指标：

工作电压：ＤＣ±１２Ｖ。

工作频率：标称频率的±１０％。

响应时间：≤３０ｍｓ。

ｂ）采样原理见图１５．６．５。

图　１５．６．５

ｃ）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道岔电流采集模块分散安装在每组道岔保护器附近。

２）采样形式为将道岔动作回线穿过道岔电流采集模块的穿心孔

后接到原有端子上 （穿线只需要一圈即可）。

３）采样次序与道岔１ＤＱＪ状态采样次序一一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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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６６　２５Ｈｚ相敏轨道电路电压相位角综合采集器

ａ）ＴＣ６ＶＸ２轨道电压相位角综合采集器应符合下列要求：

该采集器是一种能分离出两路混频电压信号 （如２５Ｈｚ有用信号

中含有５０Ｈｚ或其他无用频率成分）中有用的频率，并分别测量出两

路电压的相位角和其中一路电压的幅度，输出两个相对应的ＤＣ０～

２０ｍＡ监测信号，供计算机采集的传感器。

ｂ）主要技术指标：

１）输入电压犞ｘ：犝１：０～４０Ｖ；

犝２：０～１１０Ｖ。

２）频率犉ｘ：２５Ｈｚ。

３）输入阻抗犚ｉ：犞ｘ×１（ｋΩ）。

４）输出电压、相位角监测信息为ＤＣ０～２０ｍＡ，对应输出为：

电压犝１：０～４０Ｖ；

相位角：５°～１８０°。

５）测量精度：电压：±１％；

相角：±１°。

６）工作电源：ＤＣ±１２Ｖ。

ｃ）采样原理见图１５．６．６。

图　１５．６．６

１５６７　ＺＰＷ２０００一体化采集维护机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采集项目、内容、精度应符合集中监测系统规定的标准。

·７６３·



ｂ）对 “ＺＰＷ２０００系列无绝缘移频自动闭塞系统”的运用状态进

行实时监测。

ｃ）发生故障时，对数据进行分析并对故障进行诊断定位。

ｄ）信号设备指标达到临界值时，给出预警提示。

ｅ）对３０天内的监测数据和故障信息进行回放再现。

ｆ）对故障信息进行统计。

ｇ）绘制监测数据的趋势曲线。

ｈ）设备运用状态信息应通过标准接口实时提供给集中监测系统。

１５７　转辙机缺口监测

１５７１　转辙机缺口监测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采集装置安装不应对道岔转换设备机械动作及表示电路做任何

改动，并与既有道岔动作电路及表示电路部分实现电气隔离。道岔转换

设备缺口监测系统的设备工作或故障时，不得影响道岔转换设备的正常

工作。

ｂ）监测系统站机提供缺口超限预警、告警功能，并记录和查询告

警信息。系统应具备自诊断能力。

ｃ）监测系统应通过标准网络接口，向集中监测系统提供数据等信

息。同时道岔转换设备缺口监测系统应具备远程操作功能，可在车间、

段、铁路局等各节点实现浏览与访问。

ｄ）道岔转换设备缺口监测系统应采用网络安全技术，确保网络与

信息安全，同时应具备网络维护接口。

ｅ）道岔转换设备缺口监测系统具有抗电气化干扰能力，在电气化

区段能正常工作。

ｆ）道岔转换设备缺口监测系统的计算机设备场地应符合国家计算

机机房场地标准要求。

１５７２　ＺＱＪ０１型转辙机缺口光电监测报警系统

ａ）ＺＱＪ０１型转辙机缺口光电监测报警系统由缺口视频监测站机

（工控机，含ＣＡＮ卡）、通信主机、网络转换器、网络分机、载波分机

和图像采集处理器六部分构成。系统结构见图１５．７．２，主要设备用途

见表１５．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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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５．７．２

表１５．７．２

序号 名　　称 型　　号 用　　途

１
缺口视频监
测站机 　每站１台，有载波主机时配ＣＡＮ卡

２ 通信主机

Ａ型（载波主机）
　适用于载波传输方式，外线数量可配置２、

４、８等

Ｂ型（网络主机）
　适用于网络传输方式，外线数量可配置８、

１６、２４等

Ｃ型（综合主机） 　适用于同时有载波和网络传输方式

３ 网络分机 Ｓ７００Ｋ、ＺＹＪ７、ＺＤ６、

ＺＤＪ９系列
　适用于网络传输方式，每台转辙机配用

１台

４ 网络转换器 　适用于网络传输方式，与主干电缆连接的
七方向处需配用１台

５ 载波分机 Ｓ７００Ｋ、ＺＹＪ７、ＺＤ６、

ＺＤＪ９系列
　适用于载波传输方式，每台转辙机配用

１台

６
图像采集处
理器

Ｓ７００Ｋ、ＺＹＪ７、ＺＤ６、

ＺＤＪ９系列
　每台转辙机（有缺口）配用１台

　注：站场有２对双绞线缆时用网络传输方式，有１对双绞线缆时用载波传输方式，有光缆时
使用光缆传输方式。

ｂ）系统主要技术指标

１）缺口监测精度：０．１ｍｍ。

２）图像分辨率：０．０３ｍｍ （具体由转辙机类型决定）。

３）传输距离：≤２ｋｍ。

·９６３·



４）传输速率：网络２Ｍｂｉｔ／ｓ，载波６０ｋｂｉｔ／ｓ。

５）视频：网络３０帧／ｓ（４８０×４８０）；

载波３０帧／ｓ（２４０×２４０）。

６）系统容量：每台通信主机带分机总数量小于或等于２４９台。

ｃ）供电电源：单独使用电源屏输出的一路隔离电源，ＡＣ２２０Ｖ±

２２Ｖ、５０Ｈｚ±１Ｈｚ；电源容量计算时，不得小于缺口监测系统设备总

功率的２倍。

１５７３　ＪＨＤ型转辙机缺口监测报警系统

ａ）ＪＨＤ型转辙机缺口监测报警系统由系统站机、数据传输设备和

室外采集设备构成。设备间利用信号电缆或其他专用通道实现数据

交换。

ｂ）预告警限值应符合表１５．７．３的要求。

表１５．７．３

标准表示缺口值　ｍｍ 预警超限值　ｍｍ 告警超限值　ｍｍ

１．５ ０．８ １．２

２．０ １．２ １．５

３．５ １．５ ２．０

４．０ ２．０ ２．５

ｃ）主要技术指标

１）采集精度：±０．１ｍｍ。

２）室内设备工作电源ＡＣ２２０Ｖ±２２Ｖ。

３）室外设备工作电源ＡＣ８５～２４２Ｖ或ＤＣ２４～４８Ｖ。

４）功耗 （工作模式）：站机，小于或等于２７０Ｗ；传输中继设备，

小于或等于２０Ｗ；采集设备，小于或等于１０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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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信号设备雷电电磁脉冲防护与接地

１６１　通　　则

１６１１　信号设备雷电电磁脉冲防护应根据防护需要，采取等电位连

接、屏蔽、接地、合理布线，安装防雷元器件 （浪涌保护器、防雷变压

器等）等措施进行综合防护 （简称综合防雷）。

１６１２　信号设备雷电电磁脉冲防护，应符合下列原则：

ａ）按照分区、分级、分设备防护原则，采用纵向、横向或纵横向

防护方式，合理选用防雷元器件。

ｂ）采取屏蔽、等电位连接、良好的接地以及合理布线等措施，改

善信号设备电磁兼容环境。

ｃ）信号设备、器材须具有符合规定的耐受过电压、过电流的能力，

满足电磁脉冲抗扰度的要求。

ｄ）防雷元器件应与被防护设备匹配设置，保证雷电感应电磁脉冲

过电压限制到被防护设备的冲击耐压水平以下。

ｅ）防雷装置的设置、动作和故障状态，不得改变被保护系统的电

气性能，不得影响被保护设备的正常工作，并应满足故障导向安全的

原则。

１６１３　雷电活动地区与外线连接的信号设备应安装防雷元器件进行

防护。

１６１４　对安装电子系统设备 （计算机联锁、集中监测、ＴＤＣＳ／ＣＴＣ、

ＣＴＣＳ、ＺＰＷ２０００等）的机房应进行有效的室内电磁屏蔽 （法拉第笼

电磁屏蔽）。

１６１５　信号设备雷电电磁脉冲防护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浪涌保护器的连接线应尽可能短，防雷电路的配线与其他配线

应分开，不允许其他设备借用并联型防雷设备的端子。

ｂ）防雷元器件的安装应牢固，标志清晰，并便于检查。

ｃ）避雷带、避雷网、引下线、避雷针无腐蚀及机械损伤，锈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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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不得超过截面的三分之一。

ｄ）进出信号机械室的信号传输线路不得与电力线路靠近和并排敷

设。不得已时电力线路和信号传输线路的间距：电力电缆与信号缆线平

行敷设时不小于６００ｍｍ；采用接地的金属线槽或钢管防护的，不小于

３００ｍｍ。条件受限时应采用屏蔽电缆布放，电缆金属护套和电缆屏蔽

层应作接地处理。

１６１６　进入雷电综合防护的机房，严禁同时直接接触墙体 （含屏蔽

层、金属门窗、水暖管线等）与信号设备。需要接触信号设备时，必须

采取穿绝缘鞋或在地面铺垫绝缘胶垫等措施。

１６１７　信号设备应设安全地线、屏蔽地线和防雷地线。室、内外信号

设备设置的综合接地装置、安全地线、屏蔽地线 （包括信号计算机和微

电子系统保护地线）和防雷地线的接地电阻值应符合以下要求：

ａ）综合接地装置 （建筑物接地体、贯通地线、地网、其他共用接

地体等），其接地电阻值不应大于１Ω。

ｂ）分散接地装置，其接地电阻值应符合表１６．１．７的要求。

表１６．１．７

序
号

接地装置
使用处所

土壤分类
黑土、
泥炭土

黄土、砂
质黏土

土加砂 砂土 土加石

土壤电阻率 Ω·ｍ ５０以下 ５０～１００１０１～３００３０１～５００ ５０１以上

设备引入回线数 接地装置接地电阻值小于　Ω

１ 防雷地线 — １０ １０ １０ ２０ ２０

２ 安全地线 — １０ １０ １０ ２０ ２０

３ 屏蔽地线 — １０ １０ １０ ２０ ２０

４
微电子计算
机保护地线

— ４ ４ ４ ４ ４

１６２　信号设备综合防雷

１６２１　雷害严重的站 （场）或电子设备集中的区域，可在距电子设备

和机房３０ｍ以外的地点安装一支或多支独立避雷针。避雷针不应设置在

信号设备建筑物屋顶。避雷针接地装置应就近单独设置，距信号楼环线

接地装置或防护设备边缘间距不小于１５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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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２２　引入信号机械室的电力线应采用多级雷电防护，单独设置电源

防雷箱。电源防雷箱设置地点应符合防火要求，连接线应采用阻燃塑料

外护套多股铜线。第Ⅰ级 （电源配电盘）电源防雷箱应有故障声光报

警、雷电计数和状态显示，连接线截面积不小于１０ｍｍ２；第Ⅱ级设在

电源屏电源引入侧，连接线截面积不小于６ｍｍ２；第Ⅲ级设在微电子设

备 （指计算机终端电源稳压器或ＵＰＳ电源）前，连接线截面积不小于

２．５ｍｍ２。

１６２３　室外引入信号机械室的信号线缆、通信等其他线缆应设置浪涌保

护器。浪涌保护器应集中设置在室内防雷柜或分线盘 （柜）上。

１６２４　浪涌保护器的连接线应采用阻燃塑料外护套多股铜线，截面积

不小于１．５ｍｍ２，并联连接方式时长度不大于０．５ｍ （条件不允许时可

适当延长，但不得大于１．５ｍ），大于１．５ｍ时必须采用凯文接线法；浪

涌保护器接地线长度不应大于１ｍ。

１６２５　进出信号机械室的信号电缆应进行屏蔽连接，并与机械室环形

接地装置连接。设有贯通地线时，室外电缆钢带 （铝护套）可采用多端

接地方式，将箱、盒的干线电缆金属护套和钢带相互间顺次连接 （拧、

焊，并与金属材料箱盒及大地绝缘）或分别接向箱、盒接地汇集端子后

连接贯通地线；未设贯通地线时，室外电缆钢带 （铝护套）应采用单端

接地方式，将单端接地电缆中间的箱、盒的干线电缆金属护套和钢带相

互间顺次连接 （拧、焊，并与金属材料箱盒及大地绝缘）或分别接向

箱、盒接地汇集端子，并在区间信号机 （含分割点）、车站两端等电缆

始、终端处连接屏蔽地线，单端接地电缆长度不超过１０００ｍ。电气化

区段或接地系统有较大干扰时，电缆长度在１０００ｍ以内时可只在机械

室界面一端接地，电缆超过１０００ｍ时采用分段单端接地方式。半自动

闭塞区段设置的贯通地线，室外始 （终）端应设置良好的接地装置。

１６２６　进出机械室的其他金属设施应与建筑物环形接地装置连接，并

在建筑物界面做等电位连接。

１６２７　信号设备浪涌保护器 （ＳＰＤ）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信号设备浪涌保护器必须取得ＣＲＣＣ认证后方可上道使用。

ｂ）有劣化指示和报警功能的浪涌保护器，当劣化指示由正常色转

为失效色或报警后应及时更换。接触不良、漏电流过大、发热、绝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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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的不得继续使用。

ｃ）当浪涌保护器处于劣化或损坏状态时，须立即自动脱离电路且

不得影响设备正常工作。

ｄ）浪涌保护器并联使用时，在任何情况下不得成为短路状态；串

联使用时，在任何情况下不得成为开路状态。

ｅ）浪涌保护器对地有连接的，除了放电状态，其他时间不得构成

导通状态；否则必须辅以接地检测报警装置。

ｆ）用于电源电路的浪涌保护器，应单独设置，应具有阻断续流的

性能，工作电压在１１０Ｖ以上的应有劣化指示。

ｇ）室外的电子设备应在缆线终端入口处设置浪涌保护器或防雷型

变压器。

ｈ）室内数据传输线浪涌保护器的设置应根据雷害严重程度确定。

１６２８　信号设备浪涌保护器设置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室内电源浪涌保护器的冲击通流量 （放电电流）和限制电压见

表１６．２．８（ａ）。室外架空交流电源浪涌保护器，冲击通流容量不小于

２０ｋＡ，限制电压应单相不大于７００Ｖ，在中雷区以上的地区，限制电压

可不大于１０００Ｖ。

ｂ）室内信号传输线浪涌保护器应满足：

１）采集驱动信号传输线，冲击通流量不小于１．５ｋＡ，限制电

压不大于６０Ｖ，信号衰耗不大于０．５ｄＢ。

２）视频信号传输线，冲击通流量不小于１．５ｋＡ，限制电压不

大于１０Ｖ，信号衰耗不大于０．５ｄＢ。

３）ＲＳ２３２、ＲＳ４２２、ＲＪ４５、Ｇ．７０３／Ｖ．３５等通信接口，冲击通

流量不小于１．５ｋＡ，限制电压不大于４０Ｖ，信号衰耗不大

于０．５ｄＢ。

４）其他信号传输线，冲击通流容量不小于５ｋＡ，限制电压按

表１６．２．８（ｂ）选取。

ｃ）室外信号传输线 （非架空线）浪涌保护器冲击通流量不小于１０

ｋＡ，限制电压按表１６．２．８（ｂ）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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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６．２．８（ａ）
交流电源浪涌保护器

信号防雷箱
（Ⅰ）

电源屏前
（Ⅱ）

微电子设备电源前
（Ⅲ）

直流电源浪涌保护器

冲击通
流容量

限制
电压

冲击通
流容量

限制
电压

冲击通
流容量

限制
电压

冲击通
流容量

限制
电压

≥４０ｋＡ ≤１５００Ｖ ≥２０ｋＡ ≤１０００Ｖ ≥１０ｋＡ ≤５００Ｖ ≥１０ｋＡ 注３

　注：１．微电子设备电源引入前安装的并联型交流电源防雷箱限制电压达不到要求时，应采用
带滤波器的串联型电源防雷箱。

２．电源防雷箱的功率应大于被保护设备总用电量的１．２倍。

３．直流电源浪涌保护器的选取：工作电压２４Ｖ时，限制电压７５Ｖ；工作电压４８Ｖ时，限
制电压１１０Ｖ；工作电压１１０Ｖ时，限制电压２２０Ｖ；工作电压２２０Ｖ时，限制电压５００Ｖ。

表１６．２．８（ｂ）
序号 信号设备名称（工作电压） 限制电压　Ｖ

１ 轨道电路发送和接收端 ≤１９０、３３０、５００、７００（注）

２ 电码化轨道区段（≥２２０Ｖ） ≤１０００

３ 信号点灯 ≤７００

４ ２２０Ｖ交／直流回路 ≤７００／５００

５ １１０Ｖ交／直流回路 ≤５００／２２０

６ ４８Ｖ交／直流回路 ≤３３０／１１０

７ ２４Ｖ以下交／直流回路 ≤１９０／７５

　注：１．交流轨道电路：工作电压小于３６Ｖ时，限制电压应小于或等于１９０Ｖ；工作电压３６～
６０Ｖ时，限制电压应小于或等于３３０Ｖ；工作电压６０～１１０Ｖ时，限制电压应小于或
等于５００Ｖ；工作电压１１０～２２０Ｖ时，限制电压应小于或等于７００Ｖ。

２．直流轨道电路：工作电压小于２４Ｖ时，限制电压应小于或等于７５Ｖ。

３．站内轨道电路受电端通道浪涌保护器采用横向配置方式。

１６２９　电源线与信号线、高频线与低频线、进线与出线必须分开敷

设。室内信号传输线与设有屏蔽层的建筑物外墙平行敷设距离宜大于

１ｍ，场地条件不允许时，信号传输线路应采用屏蔽电缆或非屏蔽电缆穿

钢管敷设，电缆屏蔽层或钢管应与走线架或与接地汇集线连接。

１６３　直击雷防护和屏蔽

１６３１　信号机械室 （机房）的建筑物应采用法拉第笼进行电磁屏蔽。

法拉第笼由屋顶避雷网、避雷带和引下线、机房屏蔽和接地系统构成。

引下线宜采用４０ｍｍ×４ｍｍ热镀锌扁钢或不小于８ｍｍ热镀锌圆钢，

上端与避雷带焊接连通，焊接处不得出现急弯 （弯角不小于犚９０°），下

端与地网焊接。引下线与分线盘 （柜）间距不应小于５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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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３２　新建机房建筑物还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选址应尽量选在土壤电阻率低、腐蚀性小、距变 （配）电所大

于２００ｍ的位置。

ｂ）房屋结构应采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在混凝土框架内应设置

不小于１２ｍｍ的圆钢为主筋 （加强钢筋），主筋间用相同规格的圆钢相

互焊接成不大于５ｍ×５ｍ的网格，并保证电气连接的连续性。主筋上

端必须与避雷带焊接，下端必须就近与基础接地网焊接。

ｃ）应在机房四周室内、室外距地面０．３ｍ处预留与混凝土框架内

主筋连接的接地端子板各４块。室外接地端子板应与环形接地装置栓

接，室内接地端子板应与机房屏蔽层或与防静电地板下的金属支架 （或

支架下的铜箔带）栓接。

ｄ）安装电子设备的机房可在墙体内用钢筋网设置屏蔽层。钢筋网应采

用不小于８ｍｍ的圆钢焊接成不大于６００ｍｍ×６００ｍｍ网格，并与主筋焊接

连通，窗户设有防盗网的还应与防盗网钢筋焊接。

１６３３　室外信号设备直击雷防护和屏蔽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包含信号设备的箱、盒、柜等壳体应具有良好的电气贯通和电

磁屏蔽性能，壳体内应设专用接地端子 （板）。室外信号设备的金属

箱、盒壳体必须接地。进出金属箱、盒的电源线、信号线宜采用屏蔽

电缆或非屏蔽电缆穿钢管埋地敷设，屏蔽电缆的金属屏蔽层或钢管应

接地。

ｂ）高柱信号机点灯线缆应采用屏蔽线缆。

１６４　信号设备接地装置

１６４１　信号设备的防雷装置应设防雷地线；信号机械室内的组合架

（柜）、计算机联锁机柜、闭塞设备机柜、电源屏、控制台，以及电气

化区段的继电器箱、信号机梯子等应设安全地线；电气化区段的电缆

金属护套应设屏蔽地线；安装防静电地板的机房应设防静电地线；微

电子设备需要时可设置逻辑地线。

１６４２　地网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地网应由建筑物四周的环形接地装置、建筑物基础钢筋构成的

接地体相互连接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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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环形接地装置由水平接地体和垂直接地体组成，应环绕建筑物

外墙闭合成环，受条件限制时可不完全环周敷设，应尽可能沿建筑物周

围设置，以便与地网连接的各种引线就近连接。水平接地体距建筑物外

墙间距不小于１ｍ，埋深不小于０．７ｍ。

ｃ）环形接地装置必须与建筑物四角的主钢筋焊接，并应在地下每

隔５～１０ｍ与机房建筑物基础接地网连接。

ｄ）在避雷带引下线处应设垂直接地体，垂直接地体必须与水平接

地体可靠焊接；接地电阻不满足要求时，可增设垂直接地体，其间距不

宜小于其长度的２倍并均匀布置。

ｅ）垂直接地体可采用石墨接地体、铜包钢、铜材、热镀锌钢材

（钢管、圆钢、角钢、扁钢）或其他新型接地材料，电气化区段应采用

石墨接地体。

ｆ）环形接地装置的标志应清晰明了，应在地面上竖立标桩或在墙

面上设置铭牌。

１６４３　贯通地线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电气化区段、繁忙干线、铁路枢纽、编组场、强雷区和埋设地

线困难地区及微电子设备集中的区段，应设置贯通地线。

ｂ）贯通地线应采用截面积不小于铜当量３５ｍｍ２、耐腐蚀并符合环

保要求的材料；外护套应为具有耐腐蚀性能的金属或合金材料。

ｃ）与信号电缆同沟埋设于电缆 （槽）下方土壤中，距电缆 （槽）

底部不少于３００ｍｍ。

ｄ）隧道、桥梁应两侧敷设；与桥梁墩台接地装置连接的接地连接线

应设置成无维修方式。上下行线路分线时，应分别敷设。

ｅ）引接线 （贯通地线与设备接地端子的连接线）采用２５ｍｍ２的多

股裸铜缆焊接或压接，焊接时焊接长度不小于１００ｍｍ，并用热熔热缩

带防护１５０ｍｍ。

ｆ）贯通地线任一点的接地电阻不得大于１Ω。

ｇ）贯通地线在信号机房建筑物一侧，采用５０ｍｍ２裸铜线与环形接

地装置连接，信号楼两端各连接两次。

ｈ）设置贯通地线的区段，室外信号设备的各种接地线均应与就近

的贯通地线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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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４４　接地汇集线及等电位连接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控制台室、继电器室、防雷分线室 （或分线盘）、计算机室和电

源室 （电源引入处）应设置接地汇集线。接地汇集线应采用大于宽

３０ｍｍ、厚３ｍｍ的紫铜排，环形设置时不得构成闭合回路。铜排相互

连接应采用３个铜螺栓双螺帽进行固定，接触部分长度不少于６０ｍｍ。

接地汇集线之间的连接线应与墙体及屏蔽层绝缘。引入信号机械室的各

种线缆的屏蔽护套应与接地汇集线可靠连接。

ｂ）电源室电源防雷箱处、防雷分线室 （或分线盘）处的接地汇集

线应单独设置，与环形接地装置单点冗余连接。其余接地汇集线可采用

２根截面积不小于２５ｍｍ２有绝缘外护套的多股铜线或紫铜排相互连接

后，再与环形接地装置单点冗余连接。

ｃ）室内走线架、组合架、电源屏、控制台、机架、机柜等所有室

内设备必须与墙体绝缘，其安全地线、防雷地线、屏蔽地线等必须以最

短距离就近分别与接地汇集线连接。

ｄ）走线架应连接良好，不得构成环形闭合回路，已构成闭合回路

应加装绝缘。室内同一排的金属机架、柜之间采用截面积大于１０ｍｍ２

多股铜线连接后，再用２根不小于２５ｍｍ２有绝缘外护套的多股铜线或

紫铜排与接地汇集线连接。

ｅ）信号机房面积较大时，可设置与环形接地装置单点冗余连接的总

接地汇集线。控制台室、继电器室、计算机房的接地汇集线可分别与总

接地汇集线连接，也可相互连接后，用２根不小于２５ｍｍ２有绝缘外护套

的多股铜线或紫铜排与总接地汇集线连接。

ｆ）信号机房分布在几个楼层时，各楼层可分别设置总接地汇集线，

总接地汇集线间应采用２根不小于２５ｍｍ２的有绝缘外护套的多股铜线

或紫铜排进行连接。

ｇ）接地汇集线与环形接地装置的连接线，应采用２根不小于２５ｍｍ２

的有绝缘护套多股铜线单点冗余连接。以下三种接地汇集线在环形接地

装置上的连接点相互间距不应小于５ｍ：

１）电源室电源防雷箱处 （电源引入处）接地汇集线；

２）分线盘处接地汇集线；

３）其余接地汇集线。

·８７３·



引下线在环形接地装置上的连接点，与以上三种接地汇集线在环形

接地装置的连接点的相互间距也不应小于５ｍ。

ｈ）无线天线的接地装置应单独设置，并距环形接地装置１５ｍ以上，

特殊情况下不应小于５ｍ；确因条件限制，间距达不到要求时，与接地

汇集线在环形接地装置上的连接点之间的间距不小于５ｍ；无线天线设

在屋顶的，其接地线可与避雷网焊接。

ｉ）建筑物内所有不带电的自来水管、暖气管道等金属物体，都必

须与环形接地装置 （或与建筑物钢筋、计算机室屏蔽层）做等电位

连接。

１６４５　接地导线上严禁设置开关、熔断器或断路器；严禁用钢轨代替

地线。

１６５　防雷元器件

１６５１　铁路信号设备雷电防护浪涌保护器 （ＳＰＤ），按保护特性分为

电压限制型、电压开关型和组合型。电压限制型ＳＰＤ的常见器件有压

敏电阻、钳位二极管、瞬态二极管等；电压开关型ＳＰＤ通常采用放电

间隙、气体放电管、晶闸管 （可控硅整流器）和三端双向可控硅等元

件；组合型ＳＰＤ由电压开关型器件和限压型器件组合而成。

１６５２　铁路信号浪涌保护器 （经ＣＲＣＣ认证）的技术指标应符合下列

要求

ａ）电压开关型器件和限压型器件组合而成的组合型ＳＰＤ标称导通

电压的容许偏差为±２０％。将放电管和压敏电阻分开测试时，放电管

（ＧＤＴ）直流放电电压容许偏差为±２０％，压敏电阻的压敏电压容许偏

差为±１０％。

ｂ）纯压敏电阻ＳＰＤ的标称导通电压 （压敏电阻的压敏电压）容许

偏差为±１０％。

ｃ）模拟和数字信号用ＳＰＤ的标称导通电压，应符合制造商标出的

值，容许偏差为±１０％。

１６５３　气体放电管 （ＧＤＴ）的技术指标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二极的Ａ极和Ｃ极之间或三极放电管中任何一个线电极 （Ａ或

Ｂ）和地电极 （Ｃ）之间的火花放电电压应满足表１６．５．３规定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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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６．５．３

１００Ｖ／ｓ，Ａ－Ｃ或Ａ／Ｂ－Ｃ的直流放电

电压（犝Ｇ）优选值　Ｖ

直流放电电压（犝Ｇ）测试范围　Ｖ

１００Ｖ／ｓ到２ｋＶ／ｓ

最小值（ｍｉｎ） 最大值（ｍａｘ）

７０

９０／１

９０／２

１５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３０／１

２３０／２

２３０／３

２５０

３００

３５０／１

３５０／２

４２０

５００

６００

８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４００

１８００

５６

７２

７２

１２０

１６０

１６０

１８４

１８０

１８４

２００

２４０

２８０

２６５

３００

４００

４８０

６４０

８００

１１２０

１４４０

８４

１０８

１０８

１８０

２４０

２４０

２７５

３００

２７６

３００

３６０

４２０

６００

５００

６００

７２０

９６０

１２００

１６８０

２１６０

　　注：表示ＧＤＴ不同的工艺。

ｂ）对于三极ＧＤＴ，线电极Ａ－Ｂ之间的火花放电电压不大于两倍

的Ａ－Ｃ或Ｂ－Ｃ之间的火花放电电压，不小于表１６．５．３中直流放电电

压的最小值。

ｃ）对于无辐射的ＧＤＴ，直流放电电压的上限值应根据实际情况

确定。

１６５４　金属氧化物压敏电阻器的技术指标应符合表１６．５．４的要求。

１６５５　ＴＶＳ瞬态二极管的技术指标应符合表１６．５．５的要求。

·０８３·



表１６．５．４

压敏电压

犝狏　Ｖ
测量偏差

名义等效直径

ｍｍ

２５℃以下直流漏电流

犐ｌｄ　μＡ

８５℃以下直流漏电流

犐ｌｄ　μＡ

２０５
２２０
２４０
２７５
３００
３３０
３６０
３９０
４３０
４７０
５１０
５６０
６２０

６８０

７５０

８２０

９１０
１０００
１１００
１２００

≤±０．５％

≤１４ ≤１５ ≤３０

≤２０ ≤２０ ≤３０

≤２５ ≤２５ ≤４０

≤３２ ≤３５ ≤４０

≤４０ ≤４０ ≤４０

≤５０ ≤４０ ≤６０

表１６．５．５

型号 击穿电压　Ｖ 耐受电流　ｍＡ 备注

１Ｎ５３４１Ｂ ６．２ ２００

１Ｎ５３４７Ｂ １０ １２５

１Ｎ５３５２Ｂ １５ ７５

１Ｎ５３５６Ｂ １９ ６５

１Ｎ５３６３Ｂ ３０ ４０

１Ｎ５３７１Ｂ ６０ ２０

１Ｎ５３７５Ｂ ８２ １５

１Ｎ５３７７Ｂ ９１ １５

５Ｗａｔｔ

美国ＭＯＴＯＲＯＬＡ

１６６　犣犘犠２０００自动闭塞电磁脉冲防护与接地

１６６１　ＺＰＷ２０００室外箱盒及信号机等所有相关的金属设备外壳的安全

地线、防雷地线及屏蔽地线应用２５ｍｍ２铜缆与贯通地线可靠连接。也可

将各地线用７ｍｍ２铜缆环接后接到方向盒地线端子，然后用２５ｍｍ２铜缆

连接到贯通地线上，见图１６．６．１（ａ）、１６．６．１（ｂ）。未设置贯通地线的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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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应用２５ｍｍ２铜缆与接地体可靠连接，见图１６．６．１（ｃ）。

图　１６．６．１（ａ）

图　１６．６．１（ｂ）

图　１６．６．１（ｃ）

１６６２　ＺＰＷ２０００横向与贯通接地线连接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地线与贯通地线进行Ｔ形压接或采用焊接，并与贯通地线同深

埋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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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完全横向连接处，由构成完全横向连接的扼流或空芯线圈中点

接至贯通地线，如图１６．６．２（ａ）所示，空芯线圈或扼流中心点与贯通

地线用２５ｍｍ２铜缆连接，横向连接的中心点之间用７０ｍｍ２铜线连接。

图　１６．６．２（ａ）

ｃ）在有空芯线圈的简单横向连接处，将空芯线圈中心点与防雷单

元用１０ｍｍ２铜缆连接，防雷单元与贯通地线应用２５ｍｍ２铜缆连接，横

向连接的空芯线圈或扼流中心点之间应用７０ｍｍ２ 铜线连接，如图

１６．６．２（ｂ）所示。

ｄ）没有做横向连接的空芯线圈，中心点用１０ｍｍ２铜缆与防雷单元

连接，防雷单元与贯通地线连接用２５ｍｍ２ 铜缆，如图１６．６．２ （ｃ）

所示。

图　１６．６．２（ｂ）　　　　　　　　　　　　图　１６．６．２（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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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信号传输线路及配线

１７１　信号传输线路

１７１１　信号电缆的导电芯线应采用标称直径为１．０ｍｍ的软铜线 （专

用电缆除外），其允许工作电压不得低于工频５００Ｖ或直流１０００Ｖ。

１７１２　集中联锁和自动闭塞区间的信号电缆，应采用综合护套、铝护

套信号电缆和数字信号电缆。ＺＰＷ２０００系列轨道电路及电码化等必须

使用数字信号电缆。

有特殊要求的设备，如计轴设备、应答器等设备应采用专用数字信

号电缆。

遥控、遥信及信息处理等设备的传输线路，宜设于通信干线传输线

路中。

１７１３　音频信号设备的传输通道 （含维修电话线）应采用信号电缆中

的星绞组或对绞组芯线，用于音频数据传输时，必须采用通信电 （光）

缆或信号电缆中特设的低频通信四芯组电缆芯线。

１７１４　信号电缆芯线使用

ａ）集中联锁车站，信号机点灯电路、道岔控制电路、轨道电路发

送接收使用的信号电缆宜分缆设置。

ｂ）室外干线信号电缆应有电话芯线。

ｃ）信号机械室至远端的信号电缆中应至少有一对贯通备用芯线。

１７１５　信号电缆

ａ）信号电缆按护套类型包括塑料护套 （ＰＴＹ０３、ＰＴＹ２３等）、综

合护套 （ＰＴＹＡ２３、ＰＴＹＡ２２）、铝护套 （ＰＴＹＬ２３、ＰＴＹＬ２２）信号电

缆，电缆规格用电缆芯数表示为：４、６、８、９、１２、１４、１６、１９、２１、

２４、２８、３０、３３、３７、４２、４４、４８、５２、５６、６１。

ｂ）电缆的备用芯线数量，不应小于表１７．１．５（ａ）的要求。

ｃ）信号电缆Ａ端的线序、组序及编号规定如图１７．１．５（ａ）、（ｂ）、

（ｃ）、（ｄ）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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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７．１．５（ａ）

芯　　数 扭绞型式 备用芯线

４ ４×１ 星绞 １对

６ ２×３ 对绞 １对

８ ２×４（４×２） 对绞（星绞） １对

９ ２×４＋１（４×２＋１） 对绞＋普通（星绞＋普通） １对

１２ ４×３ 星绞 １对

１４ ４×３＋２ 星绞＋普通 １对

１６ ４×４ 星绞 １对

１９ ４×４＋３ 星绞＋普通 ２对

２１ ４×４＋５（４×５＋１） 星绞＋普通 ２对

２４ ４×５＋２×１＋２（４×６） 星绞＋对绞＋普通（星绞） ２对

２８ ４×７ 星绞 ２对

３０ ４×７＋２ 星绞＋普通 ２对

３３ ４×７＋５ 星绞＋普通 ２对

３７ ４×７＋２×３＋３ 星绞＋对绞＋普通 ２对

４２ ４×７＋２×４＋６ 星绞＋对绞＋普通 ２对

４４ ４×７＋２×４＋８ 星绞＋对绞＋普通 ２对

４８ ４×１２ 星绞 ３对

５２ ４×１２＋４ 星绞＋普通 ３对

５６ ４×１４ 星绞 ３对

６１ ４×１４＋５ 星绞＋普通 ３对＋２芯

　注：１．表中圆括号的内容为铁路数字信号电缆的“芯数”和“扭绞型式”；

２．以备用星绞组的线对为原则，如无星绞组时再备用对绞组的线对；

３．６１芯电缆，当音频与非音频设备合用同一电缆时，其中之“１芯”作为非音频设备的

备用。

·５８３·



星绞组Ａ端线序及电缆Ａ端组序排列示意图

图　１７．１．５（ａ）

·６８３·



星绞组Ａ端线序及电缆Ａ端组序排列示意图

图　１７．１．５（ｂ）

·７８３·



星绞组Ａ端线序及电缆Ａ端组序排列示意图

图　１７．１．５（ｃ）

·８８３·



星绞组Ａ端线序及电缆Ａ端组序排列示意图

图　１７．１．５（ｄ）
图１７．１．５说明：

１．绝缘线芯的色标为： 红； L绿； B白； 蓝。

２． 表示对绞组线对，其绝缘线芯色标如下：

红，白； 绿，白； 蓝，绿； 蓝，白。

３．星绞组扎丝色标： 。

·９８３·



ｄ）主要电气指标应符合表１７．１．５（ｂ）的要求。

表１７．１．５（ｂ）

序号 项　　目 单　位 指　标

１ 　导线线径 ｍｍ １．０

２
　直流电阻　２０℃
　　每根导体直流电阻

　　工作线对导体电阻不平衡
Ω／ｋｍ 不大于２３．５

不大于２％

３
　绝缘电阻　ＤＣ５００Ｖ　２０℃
　　每根绝缘线芯对其他绝缘线芯接屏蔽及金属套

ＭΩ·ｋｍ 不小于３０００

４
　绝缘耐压　５０Ｈｚ　２ｍｉｎ
　　线芯间

　　所有线芯连在一起（或每根线芯）对屏蔽与金属套
Ｖ １０００

１８００

５

　电容

　　四线组工作电容

　　对线组工作电容

　　每根绝缘线芯对连接到地的其他绝缘线芯间电容

ｎＦ／ｋｍ
不大于５０
不大于７０
不大于１００

６
　屏蔽系数　不大于

　　９芯及以下电缆护套上的感应电压为５０～２００Ｖ／ｋｍ
　　１２芯及以上电缆护套上的感应电压为３５～２００Ｖ／ｋｍ

－ 综合护套０．８
铝护套０．３

１７１６　铁路数字信号电缆和计轴、应答器专用电缆

ａ）铁路数字信号电缆

实现１ＭＨｚ（模拟信号）、２Ｍｂｉｔ／ｓ（数字信号）及额定电压交流

７５０Ｖ或直流１１００Ｖ及以下系统控制信息及电能的传输，具有屏蔽性能

和高抗干扰能力。分为塑料护套 （ＳＰＴＹＷ０３或ＳＰＴＹＷ２３）、综合护

套 （ＳＰＴＹＷＡ２３）、铝护套 （ＳＰＴＹＷＬ２３）、内屏蔽 （ＳＰＴＹＷＰ０３或

ＳＰＴＹＷＰ２３、ＳＰＴＹＷＰＡ２３、ＳＰＴＹＷＰＬ２３）数字信号电缆。根据用途

不同还有应答器、计轴数字信号电缆。

１）铁路数字信号电缆的规格应为：４、６、８、９、１２、１４、１６、

１９、２１、２４、２８、３０、３３、３７、４２、４４、４８、５２、５６、６１。

２）内屏蔽铁路数字信号电缆的规格应为：８Ｂ、１２Ａ、１２Ｂ、１４Ａ、

１４Ｂ、１６Ａ、１６Ｂ、１９Ａ、１９Ｂ、２１Ａ、２１Ｂ、２４Ａ、２４Ｂ、２８Ａ、

２８Ｂ、３０Ａ、３０Ｂ、３３Ａ、３７Ａ、４２Ａ、４４Ａ、４８Ａ。

３）电缆结构示意如图１７．１．６（ａ）所示。

ｂ）铁路数字信号电缆的备用芯线数量不应小于表１７．１．５（ａ）的要求。

内屏蔽数字信号电缆的备用芯线数量不应小于表１７．１．６（ａ）的要求。

·０９３·



图　１７．１．６（ａ）

表１７．１．６（ａ）

序号 芯数 实际规格 扭绞型式 备用芯线

１ ８Ｂ ２×４Ｐ 屏蔽星绞 １对

２ １２Ａ ２×４Ｐ＋１×４ 屏蔽星绞＋星绞 ２对（一个屏蔽四芯组）

３ １２Ｂ ３×４Ｐ 屏蔽星绞 ２对（一个屏蔽四芯组）

４ １４Ａ ２×４Ｐ＋１×４＋２ 屏蔽星绞＋星绞＋普通 ２对（一个屏蔽四芯组）

５ １４Ｂ ３×４Ｐ＋２ 屏蔽星绞＋普通 ２对（一个屏蔽四芯组）

６ １６Ａ ２×４Ｐ＋２×４ 屏蔽星绞＋星绞 ２对（一个屏蔽四芯组）

７ １６Ｂ ４×４Ｐ 屏蔽星绞 ２对（一个屏蔽四芯组）

８ １９Ａ ３×４Ｐ＋１×４＋３ 屏蔽星绞＋星绞＋普通 ２对（一个屏蔽四芯组）

９ １９Ｂ ４×４Ｐ＋３ 屏蔽星绞＋普通 ２对（一个屏蔽四芯组）

１０ ２１Ａ ３×４Ｐ＋２×４＋１ 屏蔽星绞＋星绞＋普通 ２对（一个屏蔽四芯组）

１１ ２１Ｂ ５×４Ｐ＋１ 屏蔽星绞＋普通 ２对（一个屏蔽四芯组）

１２ ２４Ａ ４×４Ｐ＋２×４ 屏蔽星绞＋星绞 ２对（一个屏蔽四芯组）

１３ ２４Ｂ ６×４Ｐ 屏蔽星绞 ２对（一个屏蔽四芯组）

１４ ２８Ａ ４×４Ｐ＋３×４ 屏蔽星绞＋星绞 ２对（一个屏蔽四芯组）

１５ ２８Ｂ ７×４Ｐ 屏蔽星绞 ２对（一个屏蔽四芯组）

１６ ３０Ａ ４×４Ｐ＋３×４＋２ 屏蔽星绞＋星绞＋普通 ２对（一个屏蔽四芯组）

１７ ３０Ｂ ７×４Ｐ＋２ 屏蔽星绞＋普通 ２对（一个屏蔽四芯组）

１８ ３３Ａ ４×４Ｐ＋４×４＋１ 屏蔽星绞＋星绞＋普通 ２对（一个屏蔽四芯组）

１９ ３７Ａ ４×４Ｐ＋５×４＋１ 屏蔽星绞＋星绞＋普通 ２对（一个屏蔽四芯组）

２０ ４２Ａ ５×４Ｐ＋５×４＋２ 屏蔽星绞＋星绞＋普通 ２对（一个屏蔽四芯组）

２１ ４４Ａ ６×４Ｐ＋５×４ 屏蔽星绞＋星绞 ２对（一个屏蔽四芯组）

２２ ４８Ａ ６×４Ｐ＋６×４ 屏蔽星绞＋星绞 ３对（含一个屏蔽四芯组）

　注：Ｐ表示带屏蔽星绞组。

５×４Ｐ＋５×４＋２代表：５×４Ｐ表示５个内屏蔽星绞四线组；５×４表示５个星绞四线组；

２表示２个普通单线芯。

·１９３·



ｃ）铁路数字信号电缆星绞四线组Ａ端线序、组序及编号规定如图

１７．１．６（ｂ）所示；内屏蔽铁路数字信号电缆Ａ端组序及编号如图１７．１．６（ｃ）所示。

图　１７．１．６（ｂ）

注： 表示色标为红、绿、白、蓝的皮泡皮绝缘线芯；

表示色标为红／白、绿／白、蓝／白、绿／蓝的对线组；

表示扎丝或扎带色标为红、绿、白、蓝、棕、黄、红蓝的四线组。

·２９３·



图　１７．１．６（ｃ）

注： 表示色标为红、绿、白、蓝的皮泡皮绝缘线芯；

表示扎丝或扎带色标为红、绿、白、蓝、红蓝的星形四线组；

表示扎丝或扎带色标为红、绿、白、蓝、红蓝的屏蔽星形四线组。

·３９３·



ｄ）铁路数字信号电缆主要电气指标应符合表１７．１．６（ｂ）的要求。

表１７．１．６（ｂ）

序号 项　　目 单位 标　　准

１ 　导线线径 ｍｍ １．０

２
　直流电阻　２０℃
　　每根导体直流电阻

　　工作线对导体电阻不平衡
Ω／ｋｍ 不大于２３．５

不大于１％

３
　绝缘电阻　ＤＣ５００Ｖ　２０℃
　　每根绝缘线芯对其他绝缘线芯接
屏蔽及金属套

ＭΩ·ｋｍ 不小于１００００

４
　绝缘耐压　５０Ｈｚ　２ｍｉｎ
　　线芯间

　　线芯对金属套间
Ｖ 不小于１０００

不小于２０００

５

　工作电容　０．８～１．０ｋＨｚ
　　四线组

　　对绞线

　单根绝缘线芯对连到地的其他绝缘
线芯间电容

ｎＦ／ｋｍ
２８±３（２８±２）

３５±４
不大于７０

６

　回路间近端串音衰减

　　１５０ｋＨｚ　　组内
组间

　　１０００ｋＨｚ　组内
组间

ｄＢ／ｋｍ

不小于５１（５１）
不小于５５（６５）
不小于３７（３７）
不小于４２（５４）

７

　回路间远端串音防卫度

　　１５０ｋＨｚ　　组内
组间

　　１０００ｋＨｚ　组内
组间

ｄＢ／ｋｍ

不小于５２（５２）
不小于６２（７２）
不小于３９（３９）
不小于４９（５９）

８

　特性阻抗　２０℃
　　０．５５ｋＨｚ

　　０．８５ｋＨｚ

　　１．７ｋＨｚ

　　２．０ｋＨｚ

　　２．３ｋＨｚ

　　２．６ｋＨｚ

　　１５０ｋＨｚ

　　１０００ｋＨｚ

Ω

６７５±６８（５４）

５５０±３３（２２）

３９６±２４（１６）

３６７±２２（１５）

３４３±２１（１４）

３２５±２０（１３）

１６３±１７（１７）

１５５±１６（１６）

９

　线对衰减　２０℃
　　０．５５ｋＨｚ

　　０．８５ｋＨｚ

　　１．７ｋＨｚ

　　２．０ｋＨｚ

　　２．３ｋＨｚ

　　２．６ｋＨｚ

　　１５０ｋＨｚ

　　１０００ｋＨｚ

ｄＢ／ｋｍ

≤０．４５

≤０．５５

≤０．７０

≤０．７５

≤０．８０

≤０．８３

≤３．５

≤９．０

·４９３·



续上表

序号 项　　目 单位 标　　准

１０

　屏蔽组间线芯接地近端串音衰减

２．６ｋＨｚ最小３００ｍ
　两屏蔽四线组内，各有一线对的一
线芯接地，此两线对间的近端串音衰减

　近端阻抗５５Ω，远端阻抗３２５Ω

ｄＢ ≥（８９）

１１ 屏蔽铜带与泄流线间直流电阻２０℃ Ω ≤（０．０１）

　注：１．导体电阻不平衡，即工作线对两根导体的电阻之差与其电阻之和的比值。

２．（　）内数据为Ａ型电缆屏蔽四线组该项电气性能参数误差范围允许值。

ｅ）计轴专用电缆主要电气指标 （２０℃时）应符合表１７．１．６ （ｃ）

的要求。

表１７．１．６（ｃ）

屏蔽、铠●绝缘护套电缆

芯线直径 ｍｍ ０．９ １．４

环路电阻 Ω／ｋｍ ≤５６．６ ２３．４

绝缘电阻 ＭΩ·ｋｍ ≥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

工作电容（８００Ｈｚ时） ｎＦ／ｋｍ ４５ ≤５０

线间耐压（５０Ｈｚ） Ｖ ＞２５００ ＞２５００

线与屏蔽间耐压（５０Ｈｚ） Ｖ ＞２５００ ＞２５００

电容不平衡

—星绞内之间 ｐＦ ≤４００ ≤４００

—星绞线间 ｐＦ ≤３００ ≤３００

—电缆对地间 ｐＦ ≤８００ ≤８００

８００Ｈｚ时特性衰减 ｄＢ／ｋｍ ０．６５ ０．４４

工作电压 Ｖ ≤６００ ≤６００

ｆ）应答器专用电缆有综合护套、铝护套或编织屏蔽三种类型，主

要电气指标 （２０℃时）应符合表１７．１．６（ｄ）的要求。

表１７．１．６（ｄ）

项　　目 单位
标　　准

综合护套、铝护套 编织屏蔽

芯线直径 ｍｍ １．５３ １．１４（绞合结构，参考值）

泄流线直径（共两根） ｍｍ ０．４ －

直流电阻

　每根导体直流电阻

　工作线对导体电阻不平衡
Ω／ｋｍ 不大于９．９

不大于１％

不大于２６．０
－

·５９３·



续上表

项　　目 单位
标　　准

综合护套、铝护套 编织屏蔽

绝缘电阻　ＤＣ５００Ｖ ＭΩ·ｋｍ 不小于１００００ 不小于１００００

绝缘介电强度　５０Ｈｚ３ｍｉｎ

　线芯间

　线芯对地
Ｖ 不小于１５００

不小于３０００

不小于１０００
不小于２０００

工作电容　０．８～１．０ｋＨｚ ｎＦ／ｋｍ 不大于４２．３ 不大于４５．３

特性阻抗

　８．８２ｋＨｚ

　２８２．５ｋＨｚ、５６５ｋＨｚ
　１８００ｋＨｚ

Ω
１５０±２２
１２０±１２
１２０±５

－
－

１２０±５

线对衰减

　８．８２ｋＨｚ

　２８２．５ｋＨｚ、５６５ｋＨｚ
　１８００ｋＨｚ

ｄＢ／ｋｍ
≤０．８

≤５．０

≤８．０

－

理想屏蔽系数５０Ｈｚ

　电缆金属护套上的感应电压
为５０～２００Ｖ／ｋｍ

－ ≤０．２（铝护套）

≤０．８（综合护套）
－

屏蔽层的连续性 － 电气导通 －

１７１７　 光缆及光纤

ａ）进行光缆收发光功率测试或检查运用中的光缆纤芯时，禁止将

眼睛正对光口或有光的尾纤，避免激光灼伤眼睛。

ｂ）光缆线路特性指标应符合表１７．１．７（ａ）的要求。

表１７．１．７（ａ）

序号 项　　目 指　　标

１ 中继段光纤通道后向散射信号曲线检查 ≤竣工值＋０．１ｄＢ／ｋｍ
（最大变动量≤５ｄＢ）（注２）

２ 光缆线路光纤衰减 ≤竣工值＋０．１ｄＢ／ｋｍ
（最大变动值不超过５ｄＢ）

３ 直埋接头盒监测电极间绝缘电阻 ≥５ＭΩ

４
防护接地装
置地线电阻

ρ≤１００（注１） ≤５Ω

１００＜ρ≤５００ ≤１０Ω

ρ＞５００ ≤２０Ω

　注：１．ρ为２ｍ深的土壤电阻率，单位为Ω·ｍ。

２．中继段光纤通道后向散射信号曲线检查，仪表的测试参数应与前次的测试参数相同。
光通道损耗增大或后向散射信号曲线上有大台阶（≥０．５ｄＢ）时，应及时采取改善措
施；光缆中有若干根光纤的衰减变动量都大于０．２ｄＢ／ｋｍ时，或直埋光缆接头盒监测
电极间绝缘电阻低于指标时，应尽快处理。

·６９３·



ｃ）光纤衰减系数、色度色散系数及偏振模色散系数，Ｇ．６５２单模

光纤应符合表１７．１．７（ｂ）的要求，Ｇ．６５５单模光纤应符合表１７．１．７

（ｃ）的要求。

表１７．１．７（ｂ）

项　　目 指　　标

１３１０ｎｍ衰耗系数 ｄＢ／ｋｍ ０．３６

１５５０ｎｍ衰耗系数 ｄＢ／ｋｍ ０．２２

１６２５ｎｍ衰耗系数 ｄＢ／ｋｍ ０．２７

色散

特性

零色散波长范围 ｎｍ １３００～１３２４

零色散斜率最大值 ｐｓ／（ｎｍ２·ｋｍ） ０．０９３

１２８８～１３３９ｎｍ色散系数最大绝对值 ｐｓ／（ｎｍ·ｋｍ） ３．５

１２７１～１３６０ｎｍ色散系数最大绝对值 ｐｓ／（ｎｍ·ｋｍ） ５．３

１５００ｎｍ色散系数最大绝对值 ｐｓ／（ｎｍ·ｋｍ） １８

偏振模色散（ＰＤＭ）系数最大值 ｐｓ／槡ｋｍ ０．３

表１７．１．７（ｃ）

项　　目 指　　标

１５５０ｎｍ衰耗系数 ｄＢ／ｋｍ ０．２２

１６２５ｎｍ衰耗系数 ｄＢ／ｋｍ ０．２７

Ｃ波段色

散特性

非零色散区 ｎｍ １５３０≤λｍｉｎ≤λｍａｘ≤１５６５

非零色散区色散系数绝对值 ｐｓ／（ｎｍ·ｋｍ） １．０≤犇ｍｉｎ≤犇ｍａｘ≤１０

色散符号 正或负

犇ｍａｘ－犇ｍｉｎ ｐｓ／（ｎｍ·ｋｍ） ≤５．０

１５００ｎｍ色散系数最大绝对值 ｐｓ／（ｎｍ·ｋｍ） １８

Ｌ波段色

散特性

非零色散区 ｎｍ １５６５≤λｍｉｎ≤λｍａｘ≤１６２５

非零色散区色散系数绝对值 ｐｓ／（ｎｍ·ｋｍ） 待定

色散符号 正

偏振模色散（ＰＤＭ）系数最大值 ｐｓ／槡ｋｍ ０．３

１７１８　信号电缆敷设须符合下列要求：

ａ）电缆埋设深度，站内一般不小于７００ｍｍ，区间不小于１２００ｍｍ；

横穿线路时，防护用钢管或混凝土管的管顶距路基面不得小于０．４ｍ。

ｂ）电缆径路应选择地形平坦和土质良好地带。

ｃ）电缆径路应避开酸、碱、盐聚集、石灰质、污水、土质松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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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受重压可能发生大量塌陷危险的地带，以及道岔的岔尖、辙岔心、钢

轨接头、接触网的杆塔基础等处所。

ｄ）电缆径路应尽量保持直线。如有弯曲时，电缆的允许弯曲半径：

非铠装电缆不应小于电缆外径的１０倍；铠装电缆不应小于电缆外径的

１５倍；内屏蔽电缆不应小于电缆外径的２０倍。

ｅ）贯通地线与信号电缆同沟时，应埋设于电缆 （槽）下方土壤中，

距电缆 （槽）底部不得小于３００ｍｍ。信号电缆与电力电缆不得同沟，

应分开敷设；必须交叉时应采取物理隔离措施。

１７１９　电缆防护和设置电缆标识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电缆防护

１）既有线路改向地段电缆须进行同步移设，不得远离线路。

２）电缆过桥防护管、槽应涂有黑、白相间斑马线；过涵防护

管、槽尽量不得外露。各种外露管、槽应有密封防火措施。

ｂ）在下列处所应设置电缆埋设标识，电缆标识上应有 “信号”字

样，并标明电缆走向、埋深字样，地下接头电缆标标明 “接续”

字样，各种电缆牌标明所防护地点的范围、距离、警示语等字

样；电缆牌应平行于线路埋设。

１）电缆转向、分支处埋设折角、分歧电缆标；

２）电缆径路上每５０ｍ埋设电缆标；

３）电缆地下接头处埋设地下电缆接头标；

４）保护区外电缆径路每１００ｍ埋设警示牌；

５）电缆穿越障碍物 （如大型管路、建筑物、高压电缆等）应设

置电缆牌；

６）穿越铁路、公路、河流两侧设置电缆标、牌。

１７１１０　维修更换电缆时，电缆的两端应有２ｍ储备量 （设备间实际距离

在２０ｍ以下时为１ｍ）；但信号楼 （值班员室）内应有５ｍ的储备量。

１７１１１　敷设信号电缆遇有下列情形时，应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 （如

砂、砖、水泥槽、钢管或陶瓷管等），以保护电缆不受损伤：

ａ）通过铁路、公路、隧道、水沟、坚石、土质不良地带；

ｂ）受条件所限，必须减少电缆敷设深度的地带；

ｃ）与其他电缆、管道交叉时；

·８９３·



ｄ）电缆易受白蚁蛀蚀的地带。

１７１１２　在区间敷设信号电缆时，两根电缆的连接宜采用地下接续方

式。地下接续电缆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地下接续电缆时，应使用专用材料，按规定作业程序施工。

ｂ）地下接续电缆时，电缆的备用量长度不小于２ｍ。

ｃ）电缆的地下接头应水平放置，接头两端各３００ｍｍ内不得弯曲，

并应设线槽防护，其长度不应小于１ｍ。

ｄ）在电缆径路图上应绘出电缆地下接续处所，并注明与固定参照

物的十字交叉距离。

１７１１３　在敷设信号电缆时，电缆的连接接线应为Ａ端与Ｂ端相连。

电缆Ａ、Ｂ端的识别方法是绿色组在红色组的顺时针方向为Ａ端。反

之，为Ｂ端。

１７１１４　必须设于路肩上的电缆、集中联锁设备的干线电缆及冻害地

区电缆应以水泥电缆槽或其他阻燃材料制造的电缆槽防护。电缆槽应符

合设计规定，其埋设深度为上盖板顶面距地面不应小于３００ｍｍ。槽内

电缆应排列整齐，互不交叉。

路肩上埋设电缆 （电缆槽）时，必须填平夯实，保证路肩完整性。

１７１１５　室外电缆应先引入电缆引入室或电缆引入井，成端后接至防

雷分线柜 （室），并对电缆采取防雷、防水、防火、防鼠等防护措施。

１７１１６　各种箱、盒须符合下列要求：

ａ）引入电缆时，应有保护管及防止电缆下沉措施；封闭处理完好。

ｂ）各种电缆盒、变压器箱的盘根完整，盖要严密，防尘及防潮作

用良好。对潮湿地区应有防潮措施。

ｃ）各种箱盒的配线端子应清洁，保证绝缘良好。

１７１１７　用５００Ｖ兆欧表测量全程信号电缆芯线 （包括连接的设备，

但电子设备除外）与大地间的绝缘电阻值：

ａ）区间及各小站不得小于１ＭΩ；

ｂ）大站由铁路局自定。

１７１１８　在维修更换电缆时，用高阻兆欧表测量电缆芯线间、每芯线

对地间的绝缘电阻不小于３０００ＭΩ·ｋｍ。

注：每千米绝缘电阻值是换算为１ｋｍ长电缆的实际绝缘电阻值。其换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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犚＝０．００１犔·犚ｍ

式中　犚———换算到１ｋｍ长电缆的实际绝缘电阻值，ＭΩ·ｋｍ；

犔———电缆实际长度，ｍ；

犚ｍ———兆欧表测量值，ＭΩ。

１７２　配　　线

１７２１　各种信号设备的配线应采用阻燃电线或电缆，且符合下列要求：

ａ）引入线及配线，不破皮、不老化。

ｂ）配线整齐，绑扎良好，留有余量。

ｃ）配线无伤痕，同一根配线中间无接头，配线屏蔽网应起到屏蔽

作用。

ｄ）配线与端子连接时，线头可采用爪型线环等可靠的接线方式，

并垫以垫圈。线头根部套以塑料管。

ｅ）一个端子柱上，允许最多上三个线头并用垫圈隔开。

ｆ）每个端子柱的上部，应用两个螺母紧固。

ｇ）引入、引出口处要堵塞良好，保持完整清洁，预防动物寄生。

ｈ）配线用的螺栓、螺母、垫圈、线环等均应采用铜质镀镍材料。

ｉ）焊接焊头要焊接牢固、光滑、无毛刺 （焊接时禁止使用腐蚀性

焊剂）；插接插头、插座电气连接接触可靠，插座接点间绝缘材料应完

整无损，插头插片 （针）不歪斜，插头、插座吻合良好、不松动，并有

防松措施；压接 （弹簧端子）电气接触可靠，弹簧端子连接片压力符合

标准，线头不松动。

１７２２　信号机及表示器、转辙机等的引入线应采用多股软线，中间不

得有接头；引入线应采用蛇管或橡皮管引入，并在引入口处用胶带或塑

料带包扎防护。

１７２３　各种箱、盒配线整齐、清洁，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箱、盒内的配线应附有注明线条去向和用途的铭牌或端子配线

示意图。

ｂ）电源线、电动转辙机控制线应有明显的标记。

ｃ）自信号楼方向引来的电缆，进入电缆盒主管，其他方向引来的

电缆进入副管。并应尽量采取不使线位搞错的措施。

ｄ）变压器箱、电缆盒的电缆配线，紧固在相应的端子上，芯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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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需留有可做２～３次接头的余量。

１７２４　各种电缆盒、变压器箱的配线端子，应按下列规定确定起始端

子，用红点或箭头标明，并安装端子号码。使用弹簧端子的各种电缆

盒、变压器箱生产厂家应标明端子号码。

ａ）终端电缆盒 ＨＺ６、ＨＺ１６、ＨＺ１２、ＨＺ１１２、ＨＺ２４、ＨＺ１２４、

ＨＺ１３６端子编号，从基础开始，顺时针方向依次编号，如图１７．２．４

（ａ）、（ｂ）、（ｃ）、（ｄ）所示。

ＨＺ６

ＨＺ１６

图　１７．２．４（ａ）

ＨＺ１２

ＨＺ１１２

图　１７．２．４（ｂ）

ＨＺ２４　　　　　　　　　　　　　　　ＨＺ１２４

图　１７．２．４（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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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ＨＦ４、ＨＦ７、ＨＦ１５、ＨＦ１７方向电缆盒端子编号，面对信号

楼，以 “１点钟”位置为１号端子，顺时针方向依次编号，如图１７．２．４

（ｅ）、（ｆ）、（ｇ）、（ｈ）所示，图中上方为靠信号楼方向。

ＨＺ１３６

图　１７．２．４（ｄ）

ＨＦ４

图　１７．２．４（ｅ）

ＨＦ７

图　１７．２．４（ｆ） 图　１７．２．４（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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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７．２．４（ｈ）

ＨＦ３５、ＨＦ３７型分体式方向电缆盒端子编号分别与 ＨＦ１５、

ＨＦ１７相同。

ｃ）变压器箱端子编号，靠箱子边为奇数，靠设备边为偶数，站在

箱子引线口自右向左依次编号。

１７２５　各种配线使用的电线规格，一般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信号机、转辙机、变压器箱 （轨道电路用）等内部配线，使用

（或代以相当于）７×０．５２ｍｍ的多股铜芯阻燃塑料线。

ｂ）电源屏的引出配线，根据负载选用不同截面的多股铜芯阻燃塑

料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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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信号设备符号、编号及书写

１８０１　运用中的信号设备，均应具有符合规定的编号及符号 （文字、

图形）。

１８０２　书写在设备上的符号和编号的字体及尺寸，见图１８．０．２（ａ）、

（ｂ）、（ｃ）所示。设备为白色时写黑字，设备为黑、灰色时写白字。设

备体积较小或特大，不能按标准字样书写时，可按比例适当缩小或

放大。

图　１８．０．２（ａ）

图　１８．０．２（ｂ）

·４０４·



图　１８．０．２（ｃ）

注：按字的大小，分为四种：小号字犪＝２０ｍｍ，犫＝３０ｍｍ；大号字犪＝４０ｍｍ，犫＝６０ｍｍ；特

号字犪＝１１２ｍｍ，犫＝１５８ｍｍ，犮＝２２ｍｍ （笔道宽度）；特大号字犪＝１６８ｍｍ，犫＝２４０ｍｍ，

犮＝２５ｍｍ （笔道宽度）。

　　图　１８．０．３

１８０３　高柱信号机的符号用特号字 （下标用大号字），

书写在信号机机柱正面，见图１８．０．３所示，或在机柱正面

安装号码牌 （白底黑字）。例如：

上行进站信号机写作 “Ｓ”；

下行进站信号机写作 “Ｘ”；

下行Ⅱ道正线出站信号机写作 “ＸⅡ”；

上行３道出站信号机写作 “Ｓ３”。

１８０４　矮型信号机的符号用大号字 （下标用小号字）

书写在信号机机构门的中间，见图１８．０．４所示。例如：

下行３道出站信号机写作 “Ｘ３”；

下行进路信号机写作 “ＸＬ”；

调车信号机３写作 “Ｄ３”。

１８０５　自动闭塞区间通过信号机号码用特大号字书写在机柱正面，见

图１８．０．５，或者制作反光号码牌 （白底黑字）安装在机柱的正面，底

边距轨面２２５０ｍｍ。

１８０６　转辙机、驼峰用控制装置、雷达天线箱等的符号用大号字，书

写在机盖的中间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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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８．０．４ 图　１８．０．５

道岔转辙机符号的书写见图１８．０．６所示。单机牵引道岔的转辙机

符号为 “道岔编号”＋ “ＤＺ”。双机或多机牵引道岔的转辙机以及可动

心轨道岔尖轨各牵引点的转辙机的符号为 “道岔编号”＋ “ＤＺ”＋

“牵引点序号”。例如：１３号道岔第二牵引点转辙机的符号写为 “１３ＤＺ

２”；１号可动心轨道岔尖轨第三牵引点转辙机符号写为 “１ＤＺ３”。可动

心轨道岔心轨各牵引点转辙机符号为 “道岔编号”＋ “ＤＺ”＋ “Ｘ”＋

“牵引点序号”。例如：１号可动心轨道岔心轨第二牵引点转辙机的符号

写为 “１ＤＺＸ２”。

在转辙机动作杆的防尘板面上，还应标明道岔定位位置及转辙机动

作杆相应的伸出、拉入状态的箭头符号 （图１８．０．６）。

图　１８．０．６

　　　　注：

　　　　１．两平行线表示道岔。

　　　　２．一横线，表示转辙机动作杆。

　　　　３．箭头表示转辙机的动作杆伸出或拉入时，所反映的道岔定位位置。

　　　　４．图１８．０．６左图表示转辙机动作杆拉入为定位；图１８．０．６右图表示转辙机动作杆
伸出为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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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１８０７　变压器箱、电缆盒可按配线图的名称用小号字将符号书写在

箱、盒的盖面上。轨道电路用变压器箱、电缆盒还应标明轨道电路的编

号及送、受电端。如５７道岔区段轨道电路送电端和３股道的送电端，

应写作 “５７ＤＧ⊙”和 “３Ｇ⊙”；又如１３ＤＧ的受电端，应写作 “１３ＤＧ

!

”，见图１８．０．７所示。

图　１８．０．７

１８０８　轨道电路室外补偿电容编号用大号字书写在补偿电容防护盒上

平面中间位置，迎着列车运行方向书写；补偿电容置于电容枕内的，编

号书写在电容枕上平面中间位置。编号写作：Ｃ１、Ｃ２、Ｃ３、……，自

发送端至接收端从小号至大号依次编号。

１８０９　继电器箱、控制阀等设备的符号用大号字书写在箱体正面

门上。

１８０１０　分线盘、组合架的架号书写在框架正面的上方居中位置。分

线盘、组合架的层号以及组合、组匣的符号书写在框架的左侧。

１８０１１　减速器、储气罐等设备的符号用特号字书写在作业人员便于

观察的地方。

１８０１２　信号机械室内和继电器箱内设置的变压器、整流器、可调电

阻器、电容器等，写明该器件在电路内的符号和编号；继电器应在安全

挂钩上挂名牌，名牌上书写其型号和在电路内的设备名称。

１８０１３　下列设备可不书写符号和编号：

ａ）自动闭塞区段通过信号机处的继电器箱、电缆盒 （只有一个

的）；

ｂ）杆上电缆盒；

ｃ）各种信号表示器；

ｄ）驼峰风、液压管道及油水分离器等；

ｅ）控制台；

ｆ）电气化区段的扼流变压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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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０１４　信号设备除摩擦面、滑动面、螺扣部分、表面镀层部分、手

握部分，混凝土制品外，必须全部涂漆，油漆油层应完整，无剥落现象

并保持颜色鲜明，油漆颜色应符合表１８．０．１４的要求。

表１８．０．１４

机　件　名　称 颜　　　　色

　各种柱类（水泥柱除外） 　白色

　室内设备 　按工厂产品原色

　信号机及表示器的遮檐，色灯信号机
的机构、背板及透镜式色灯信号机机构
内部，各种灯筐外部

　黑色（无光漆）

脱轨器
脱轨状态时伸出套外部分 　白色

其他部分 　灰色

　遮断信号机机柱 　黑白相间，宽２００ｍｍ的斜线，其斜度为４５°

　三显示自动闭塞区段的进站信号机
前方的第一架通过信号机的机柱

　黑白相间，宽１５０ｍｍ的三条黑斜线（八字第一
撇方向），见图１８．０．１４

　四显示自动闭塞区段的进站信号机
前方的第一、二架通过信号机的机柱

　黑白相间，宽１５０ｍｍ。第一架：三条黑斜线（八
字第一撇方向）。第二架：一条黑斜线（八字第一撇
方向）

　储风缸 　银灰色

　室外各种箱、盒的内部 　白色或浅蓝（绿）色

　以上各栏未列的室外设备外部 　一律灰色

注：表中未列的机械内部颜色，均按工厂产品原色。

图　１８．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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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０１５　信号标志

ａ）轨道电路调谐区标志样式及尺寸

１）轨道电路调谐区标志样式及尺寸，调谐区长度为２９ｍ的调谐

区标志如图１８．０．１５（ａ）所示。

　　Ⅰ型为反方向区间停车位置标，涂有白底色、黑框、黑

“停”字、斜红道，标明调谐区长度的反光菱形板标志。

　　Ⅱ型为反方向行车困难区段的容许信号标，涂有黄底

色、黑框、黑 “停”字、斜红道，标明调谐区长度的反光菱

形板标志。

　　Ⅲ型用于反方向运行合并轨道区段之间的调谐区或因轨

道电路超过允许长度而设立分隔点的调谐区，为涂有蓝底色、

白 “停”字、斜红道，标明调谐区长度的反光菱形板标志。

２）立柱柱身涂黑白相间图案。

图　１８．０．１５（ａ）

ｂ）四显示机车信号接通标 （机车信号接通标）样式及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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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显示机车信号接通标 （机车信号接通标）为涂有白底色、黑竖

线、黑框的反光菱形板及黑白相间的立柱标志，样式及尺寸见图

１８．０．１５（ｂ）。

ｃ）四显示机车信号断开标样式及尺寸

四显示机车信号断开标为涂有白底色、中间断开的黑横线、黑框的

反光菱形板及黑白相间的立柱标志，样式及尺寸见图１８．０．１５（ｃ）。

图　１８．０．１５（ｂ） 图　１８．０．１５（ｃ）

ｄ）级间转换标样式及尺寸

级间转换标为涂有白底色、黑框、写有黑 “Ｃ０”、 “Ｃ２”标记的反

光菱形板及黑白相间的立柱，ＣＴＣＳ２级间转换标志样式及尺寸如图

１８．０．１５（ｄ）所示。

１８０１６　光电缆标牌

ａ）信号电缆标 （地下接头电缆标）

１）电缆标上应有 “信号”字样，并标明电缆走向、埋深字样，

地下接头电缆标标明 “接续”字样。

２）电缆标可配套安装电缆标座，电缆标座中心留有能够穿过电

缆标的方孔，电缆标及电缆标座尺寸如图１８．０．１６ （ａ）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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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８．０．１５（ｄ）

３）埋设时电缆标露出地面４５０～５００ｍｍ，电缆标座与地面相平

或略高于地面。

图　１８．０．１６（ａ）

ｂ）电缆警示牌

１）各种电缆警示牌应标明所防护地点的范围、距离、警示语、联

系电话等字样。警示牌为白色表面，黑色文字，“警示牌”三个

字的尺寸为１００ｍｍ×８０ｍｍ，其他文字的尺寸为９０ｍｍ×

７０ｍｍ。警示牌基础刷白。电缆警示牌如图１８．０．１６（ｂ）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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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电缆牌应与线路平行埋设，埋深不小于６００ｍｍ。

图　１８．０．１６（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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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移频电码化轨道电路原理图

附图１：电气化正线２５Ｈｚ相敏轨道电路预叠加８信息移频电码化原理

（采用ＺＰ·ＰＣＭＹ型检测盘）。

附图２：电气化正线２５Ｈｚ相敏轨道电路叠加８信息移频电码化原理

（采用ＺＰ·ＰＣＭ型检测盘）。

附图３：电气化侧线股道２５Ｈｚ相敏轨道电路叠加８信息移频电码化原

理 （采用ＺＰ·ＰＣＭＣ型检测盘）。

附图４：电气化侧线股道２５Ｈｚ相敏轨道电路叠加８信息移频电码化原

理 （采用ＺＰ·ＰＣＭＤ型检测盘）。

附图５：非电气化股道ＪＺＸＣ４８０轨道电路叠加８信息移频电码化原理

（采用ＺＰ·ＣＦＭ型检测盘）。

附图６：电气化正线２５Ｈｚ相敏轨道电路预叠加多信息移频电码化原理。

附图７：电气化接近区段或股道单端发码２５Ｈｚ相敏轨道电路叠加多信

息移频电码化原理。

附图８：电气化侧线股道２５Ｈｚ相敏轨道电路叠加多信息移频电码化

原理。

附图９：非电气化正线ＪＺＸＣ４８０轨道电路预叠加多信息移频电码化

原理。

附图１０：非电气化正线ＪＺＸＣ４８０轨道电路叠加多信息移频电码化

原理。

附图１１：非电气化侧线股道ＪＺＸＣ４８０轨道电路叠加多信息移频原理。

附图１２：电气化２５Ｈｚ相敏轨道电路叠加移频电码化一送多受区段分受

的防护。

附图１３：电气化２５Ｈｚ相敏轨道电路叠加移频电码化相邻不发码区段的

防护。

附图１４：非电气化ＪＺＸＣ４８０轨道电路叠加移频电码化一送多受区段分

受的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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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１５：非电气化ＪＺＸＣ４８０轨道电路叠加移频电码化相邻不发码区段

的防护。

附图１６：电气化２５Ｈｚ相敏轨道电路预叠加 ＺＰＷ２０００Ａ （ＭＰＢ

２０００Ｇ）。

附图１７：电气化２５Ｈｚ相敏轨道电路预叠加 ＺＰＷ２０００Ａ （ＭＰＢ

２０００Ｇ）电码化一送多受区段分受和相邻不发码区段的防护。

附图１８：非电气化２５Ｈｚ相敏轨道电路预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Ａ （ＭＰＢ

２０００Ｇ）。

附图１９：非电气化２５Ｈｚ相敏轨道电路预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Ａ （ＭＰＢ

２０００Ｇ）电码化一送多受区段分受和相邻不发码区段的防护。

附图２０：ＪＺＸＣ４８０轨道电路预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Ａ （ＭＰＢ２０００Ｇ）电

码化。

附图２１：ＪＺＸＣ４８０轨道电路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Ａ （ＭＰＢ２０００Ｇ）电码化

一送多受区段分受和相邻不发码区段的防护。

附图２２：电气化２５Ｈｚ相敏轨道电路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Ａ （ＭＰＢ２０００Ｇ）

四线电码化。

附图２３：电气化２５Ｈｚ相敏轨道电路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Ａ （ＭＰＢ２０００Ｇ）

四线电码化一送多受区段分受和相邻不发码区段的防护。

附图２４：非电气化２５Ｈｚ相敏轨道电路叠加 ＺＰＷ２０００Ａ （ＭＰＢ

２０００Ｇ）四线电码化。

附图２５：非电气化２５Ｈｚ相敏轨道电路叠加 ＺＰＷ２０００Ａ （ＭＰＢ

２０００Ｇ）四线电码化一送多受区段分受和相邻不发码区段的

防护。

附图２６：非电气化ＪＺＸＣ４８０轨道电路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Ａ （ＭＰＢ２０００Ｇ）

四线电码化。

附图２７：ＪＺＸＣ４８０轨道电路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Ａ （ＭＰＢ２０００Ｇ）四线电

码化一送多受区段分受和相邻不发码区段的防护。

附图２８：２５Ｈｚ相敏轨道电路叠加ＵＭ７１四线电码化原理图。

附图２９：２５Ｈｚ相敏轨道电路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Ａ四线电码化原理图。

附图３０：ＪＺＸＣ４８０轨道电路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Ａ四线电码化原理图。

附图３１：电气化９７型２５Ｈｚ相敏轨道电路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二线闭环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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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化构成简图。

附图３２：电气化９７型２５Ｈｚ相敏轨道电路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二线闭环电

码化一送多受区段分受和相邻不发码区段的防护。

附图３３：非电气化９７型２５Ｈｚ相敏轨道电路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二线闭环

电码化构成简图。

附图３４：非电气化９７型２５Ｈｚ相敏轨道电路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二线闭环

电码化一送多受区段分受和相邻不发码区段的防护。

附图３５：非电气化ＪＺＸＣ４８０轨道电路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二线闭环电码化

构成简图。

附图３６：非电气化ＪＺＸＣ４８０轨道电路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二线闭环电码化

一送多受区段分受和相邻不发码区段的防护。

附图３７：电气化９７型２５Ｈｚ相敏轨道电路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四线闭环电

码化构成简图。

附图３８：电气化９７型２５Ｈｚ相敏轨道电路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Ａ四线闭环

电码化一送多受区段分受和相邻不发码区段的防护。

附图３９：非电气化９７型２５Ｈｚ相敏轨道电路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四线闭环

电码化构成简图。

附图４０：非电气化９７型２５Ｈｚ相敏轨道电路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Ａ四线闭

环电码化一送多受区段分受和相邻不发码区段的防护。

附图４１：非电气化ＪＺＸＣ４８０轨道电路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四线闭环电码化

构成简图。

附图４２：非电气化ＪＺＸＣ４８０轨道电路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四线闭环电码化

一送多受区段分受和相邻不发码区段的防护。

附图４３：电气化不对称高压脉冲轨道电路 （分散式）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

四线制电码化构成简图。

附图４４：电气化不对称高压脉冲轨道电路 （分散式）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

四线制电码化送电端单端发码及一送多受区段分受和相邻不

发码区段受电端的防护。

附图４５：电气化不对称高压脉冲轨道电路 （分散式）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

四线制电码化受电端单端发码构成简图。

附图４６：电气化不对称高压脉冲轨道电路 （集中式）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

·５１４·



二线制电码化构成简图。

附图４７：电气化不对称高压脉冲轨道电路 （集中式）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

二线制电码化送电端单端发码及一送多受分受和相邻不发码

区段受电端的防护。

附图４８：电气化不对称高压脉冲轨道电路 （集中式）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

二线制电码化受电端单端发码构成简图。

附图４９：电气化不对称高压脉冲轨道电路 （集中式）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

四线制电码化构成简图。

附图５０：电气化不对称高压脉冲轨道电路 （集中式）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

四线制电码化送电端单端发码及一送多受区段分受和相邻不

发码区段受电端的防护。

附图５１：电气化不对称高压脉冲轨道电路 （集中式）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

四线制电码化受电端单端发码构成简图。

附图５２：电气化不对称高压脉冲轨道电路叠加国产移频电码化构成

简图。

附图５３：电气化不对称高压脉冲轨道电路叠加国产移频电码化送电端

单端发码及一送多受区段分受和相邻不发码区段受电端的

防护。

附图５４：电气化不对称高压脉冲轨道电路叠加国产移频电码化受电端

单端发码构成简图。

附图５５：非电气化不对称高压脉冲轨道电路 （分散式）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

四线制电码化构成简图。

附图５６：非电气化不对称高压脉冲轨道电路 （分散式）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

四线制电码化送电端单端发码及一送多受区段分受和相邻不

发码区段受电端的防护。

附图５７：非电气化不对称高压脉冲轨道电路 （分散式）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

四线制电码化受电端单端发码构成简图。

附图５８：非电气化不对称高压脉冲轨道电路 （集中式）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

二线制电码化构成简图。

附图５９：非电气化不对称高压脉冲轨道电路 （集中式）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

二线制电码化送电端单端发码及一送多受区段分受和相邻不

·６１４·



书书书

发码区段受电端的防护。

附图６０：非电气化不对称高压脉冲轨道电路 （集中式）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

二线制电码化受电端单端发码构成简图。

附图６１：非电气化不对称高压脉冲轨道电路 （集中式）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

四线制电码化构成简图。

附图６２：非电气化不对称高压脉冲轨道电路 （集中式）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

四线制电码化送电端单端发码及一送多受区段分受和相邻不

发码区段受电端的防护。

附图６３：非电气化不对称高压脉冲轨道电路 （集中式）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

四线制电码化受电端单端发码构成简图。

附图６４：非电气化不对称高压脉冲轨道电路叠加国产移频电码化构成

简图。

附图６５：非电气化不对称高压脉冲轨道电路叠加国产移频电码化送电

端单端发码及一送多受区段分受和相邻不发码区段受电端的

防护。

附图６６：非电气化不对称高压脉冲轨道电路叠加国产移频电码化受电

端单端发码构成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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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１５　非电气化ＪＺＸＣ４８０轨道电路叠加移频电码化

相邻不发码区段的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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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１６　电气化２５Ｈｚ相敏轨道电路预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Ａ （ＭＰＢ２０００Ｇ）

·３３４·



附图１７　电气化２５Ｈｚ相敏轨道电路预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Ａ （ＭＰＢ２０００Ｇ）

电码化一送多受区段分受和相邻不发码区段的防护

·４３４·



附图１８　非电气化２５Ｈｚ相敏轨道电路预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Ａ （ＭＰＢ２０００Ｇ）

·５３４·



附图１９　非电气化２５Ｈｚ相敏轨道电路预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Ａ （ＭＰＢ２０００Ｇ）

电码化一送多受区段分受和相邻不发码区段的防护

·６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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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２０　ＪＺＸＣ４８０轨道电路预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Ａ （ＭＰＢ２０００Ｇ）电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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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２１　ＪＺＸＣ４８０轨道电路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Ａ （ＭＰＢ２０００Ｇ）电码化

一送多受区段分受和相邻不发码区段的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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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２２　电气化２５Ｈｚ相敏轨道电路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Ａ （ＭＰＢ２０００Ｇ）

四线电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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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２３　电气化２５Ｈｚ相敏轨道电路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Ａ （ＭＰＢ２０００Ｇ）四线

电码化一送多受区段分受和相邻不发码区段的防护

·０４４·



附图２４　非电气化２５Ｈｚ相敏轨道电路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Ａ （ＭＰＢ２０００Ｇ）

四线电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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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２５　非电气化２５Ｈｚ相敏轨道电路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Ａ （ＭＰＢ２０００Ｇ）

四线电码化一送多受区段分受和相邻不发码区段的防护

·２４４·



附图２６　非电气化ＪＺＸＣ４８０轨道电路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Ａ （ＭＰＢ２０００Ｇ）

四线电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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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图２７　ＪＺＸＣ４８０轨道电路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Ａ （ＭＰＢ２０００Ｇ）四线电码化

一送多受区段分受和相邻不发码区段的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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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２８　２５Ｈｚ相敏轨道电路叠加ＵＭ７１四线电码化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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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２９　２５Ｈｚ相敏轨道电路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Ａ四线电码化原理图

·６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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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３０　ＪＺＸＣ４８０轨道电路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Ａ四线电码化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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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３１　电气化９７型２５Ｈｚ相敏轨道电路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二线闭环

电码化构成简图

·８４４·



附 图３２　电气化９７型２５Ｈｚ相敏轨道电路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二线闭环电码化

一送多受区段分受和相邻不发码区段的防护

·９４４·



附图３３　非电气化９７型２５Ｈｚ相敏轨道电路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

二线闭环电码化构成简图

·０５４·



附图３４　非电气化９７型２５Ｈｚ相敏轨道电路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二线闭环

电码化一送多受区段分受和相邻不发码区段的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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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３５　非电气化ＪＺＸＣ４８０轨道电路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

二线闭环电码化构成简图

·２５４·



附图３６　非电气化ＪＺＸＣ４８０轨道电路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二线闭环电码化

一送多受区段分受和相邻不发码区段的防护

·３５４·



附图３７　电气化９７型２５Ｈｚ相敏轨道电路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四线闭环

电码化构成简图

·４５４·



附图３８　电气化９７型２５Ｈｚ相敏轨道电路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Ａ四线闭环

电码化一送多受区段分受和相邻不发码区段的防护

·５５４·



附图３９　非电气化９７型２５Ｈｚ相敏轨道电路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四线闭环

电码化构成简图

·６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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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４０　非电气化９７型２５Ｈｚ相敏轨道电路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Ａ四线闭环

电码化一送多受区段分受和相邻不发码区段的防护

·７５４·



附图４１　非电气化ＪＺＸＣ４８０轨道电路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四线闭环

电码化构成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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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４２　非电气化ＪＺＸＣ４８０轨道电路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四线闭环电码化

一送多受区段分受和相邻不发码区段的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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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４３　电气化不对称高压脉冲轨道电路 （分散式）

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四线制电码化构成简图

·０６４·



附图４４　电气化不对称高压脉冲轨道电路 （分散式）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

四线制电码化送电端单端发码及一送多受区段分受和

相邻不发码区段受电端的防护

·１６４·



附图４５　电气化不对称高压脉冲轨道电路 （分散式）

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四线制电码化受电端单端发码构成简图

·２６４·



附图４６　电气化不对称高压脉冲轨道电路 （集中式）

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二线制电码化构成简图

·３６４·



附图４７　电气化不对称高压脉冲轨道电路 （集中式）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

二线制电码化送电端单端发码及一送多受分受和

相邻不发码区段受电端的防护

·４６４·



附图４８　电气化不对称高压脉冲轨道电路 （集中式）

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二线制电码化受电端单端发码构成简图

·５６４·



附图４９　电气化不对称高压脉冲轨道电路 （集中式）

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四线制电码化构成简图

·６６４·



附图５０　电气化不对称高压脉冲轨道电路 （集中式）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四线制

电码化送电端单端发码及一送多受区段分受和相邻不发码区

段受电端的防护

·７６４·



附图５１　电气化不对称高压脉冲轨道电路 （集中式）

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四线制电码化受电端单端发码构成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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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５２　电气化不对称高压脉冲轨道电路叠加国产移频电码化构成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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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５３　电气化不对称高压脉冲轨道电路叠加国产移频电码化送电端单端发码及

一送多受区段分受和相邻不发码区段受电端的防护

·０７４·



附图５４　电气化不对称高压脉冲轨道电路叠加国产移频电码化

受电端单端发码构成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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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５５　非电气化不对称高压脉冲轨道电路 （分散式）

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四线制电码化构成简图

·２７４·



附图５６　非电气化不对称高压脉冲轨道电路 （分散式）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四线制

电码化送电端单端发码及一送多受区段分受和相邻不发码区段受电端的防护

·３７４·



附图５７　非电气化不对称高压脉冲轨道电路 （分散式）

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四线制电码化受电端单端发码构成简图

·４７４·



附图５８　非电气化不对称高压脉冲轨道电路 （集中式）

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二线制电码化构成简图

·５７４·



附图５９　非电气化不对称高压脉冲轨道电路 （集中式）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

二线制电码化送电端单端发码及一送多受区段分受和

相邻不发码区段受电端的防护

·６７４·



附图６０　非电气化不对称高压脉冲轨道电路 （集中式）

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二线制电码化受电端单端发码构成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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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６１　非电气化不对称高压脉冲轨道电路 （集中式）

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四线制电码化构成简图

·８７４·



附图６２　非电气化不对称高压脉冲轨道电路 （集中式）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四线制

电码化送电端单端发码及一送多受区段分受和相邻不发码区段受

电端的防护

·９７４·



附图６３　非电气化不对称高压脉冲轨道电路 （集中式）

叠加ＺＰＷ２０００四线制电码化受电端单端发码构成简图

·０８４·



附图６４　非电气化不对称高压脉冲轨道电路叠加国产移频电码化构成简图

·１８４·



附图６５　非电气化不对称高压脉冲轨道电路叠加国产移频电码化送电端单端

发码及一送多受区段分受和相邻不发码区段受电端的防护

·２８４·



附图６６　非电气化不对称高压脉冲轨道电路叠加

国产移频电码化受电端单端发码构成简图

·３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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