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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轨道交通供电系统的防雷与接地》对轨道交通供电系统防雷与接地技术的基本原理、分析方法
及工程计算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内容涵盖了电气化铁路、输电线路及地铁站的防雷与接地技术。
全书分为两篇12章，介绍了雷电机理和架空线路雷击特性，阐述了接地网的测量方法、地网接地电阻
的计算、导体优化布置方法；研究了架空线路的雷击计算方法，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青藏铁路高原冻
土环境下的防雷与接地；分析了钢轨电位的形成机理和影响因素，介绍了牵引网的接地与回流及地铁
站接地系统。
本书重点阐明防雷与接地技术的分析计算，内容包括防雷与接地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

　　《轨道交通供电系统的防雷与接地》理论方法先进，工程分析计算翔实，适合从事电力系统和铁
路系统防雷与接地研究的科研人员，以及防雷与接地设计及其相关行业的工程技术人员阅读，也可作
为高等学校电气工程等专业教师及研究生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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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1电气化铁路的发展历史　　电气化轨道交通是利用电能作为牵引原动力的轨道运输的总称。
世界上第一条真正意义的电气化轨道诞生于1879年。
当年5月31日，西门子公司和哈尔斯克公司在德国柏林举办的世贸会上联合推出了一条轨距1m、全
长300m的椭圆形“电气化轨道”，电力机车采用2.2kW串励式二级直流电机驱动，总质量945kg；
由150V外部直流电源经铺设在两条轨道中间的第三轨供电，走行轨作为电流回路；“列车”由3节敞
开式“客车车厢”组成，每节“车厢”可乘坐6人；最高运行时速13kin。
这条现在看起来非常小的“电气化轨道”，在4个月的展览期间取得了平均每天运送乘客700多人，共
运送乘客8万多人的骄人业绩，成为现代电气化轨道交通的先驱。
经过130多年的发展，最原始的电气化轨道交通现已发展成地铁、轻轨、电气化铁路、磁悬浮等多种方
式。
　　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电气化铁路在20世纪前半叶没有大的发展。
20世纪50年代后，随着工业发达国家急剧增长的运输任务的需要，各国开始了大规模的铁路建设，电
气化铁路的建设速度不断加快。
在60年代至70年代，平均每年修建5000km以上。
到70年代末，工业发达的西欧各国、日本、苏联，以及东欧各国的主要干线铁路都实现了电气化。
80年代以后，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加快了电气化铁路的建设步伐，其中以南非和我国的电气化铁路发展
最快。
南非在1997年、1998年建设了7898km电气化铁路，平均每年建成约4000km，创造了世界电气化铁路建
设速度的历史记录。
　　目前，世界上共有68个国家和地区修建了电气化铁路，其中，欧洲有38个国家，亚洲有12个国家
和地区，非洲有7个国家（主要集中在南非），美洲有9个国家，大洋洲有2个国家。
拥有10000km以上电气化铁路的国家有：俄罗斯、德国、南非、日本、中国、法国、印度、波兰、意
大利。
我国第一条干线电气化铁路是宝成铁路。
1961年8月15日，宝鸡至凤州段建成通车。
该段全长93km，以三个马蹄形和一个螺旋形盘旋于秦岭的崇山峻岭之中，最小曲线半径300m，最长隧
道达2360m，30％0的大坡道长达20kin，行车条件十分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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