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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客运专线无砟轨道设计理论与方法》(由刘学毅、赵坪锐、杨荣山、王平编写)较为全面系统地总结
了国内外无砟轨道的研究与应用情况，在此基础上重点介绍了国内外主要类型无砟轨道的结构特点、
设计思路与设计方法，以及各主要部件的结构功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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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无砟轨道在结构设计之前，应分析其功能需求，构思或选择结构形式，明确各功能的实现途径和
各部件在系统功能中的角色，即进行无砟轨道系统功能分析，重点明确以下内容：　　1.有枕式或无
枕式　　（1）有轨枕时，还需考虑轨枕与道床间的关系：埋人、支承或嵌入。
　　轨枕的作用主要在于保证扣件支承位置的稳固和方便施工，可采用整体式预应力混凝土轨枕，也
可采用双块式轨枕。
对于埋入式轨枕需考虑轨枕与道床板之间的有效联结；对于支承式轨枕，需要考虑轨枕与道床板问水
平力的传递方式。
　　（2）无轨枕时，钢轨支承方式可考虑离散支承和连续支承。
　　此类结构多为拼装式设计，一段轨道的支承通过预制板的形式固定下来。
　　2.单层承栽或多层承载　　（1）主要由道床板承载，如雷达、旭普林轨道等。
　　该种结构的道床板为刚度最大、结构最强的一层，承受并扩散各种荷载，降低对下部结构的强度
要求。
下部结构的变形将直接反映到道床板上，对道床板受力和钢轨几何形位产生影响，要求下部结构的变
形在设计控制的范围内。
　　（2）主要由轨道板和底座板承载，如日本板式轨道等。
　　由轨道板和底座板一起构成承载的主体。
轨道板将各种荷载传递给底座板，由于采用双层体系，荷载扩散可分步进行，轨道板在满足承载能力
后达到一定的扩散目的即可，可以做得相对轻巧。
底座板保证荷载的进一步扩散并承受下部基础变形的作用，以满足下部基础的强度要求。
　　3.混合传力或分别传力　　（1）垂向力与水平力一起传递，如路基上的雷达轨道等。
　　需要有较强的层间联结和平衡的设计方式（如连续式结构），确保水平力的传递和平衡，满足轨
道稳定性的要求。
在出现自由端的非平衡段时，需采取专门的加强措施，确保层间不分离和水平力的有效传递。
　　（2）垂向力与水平力分开传递，如长桥上的单元无砟轨道、单元板式轨道等。
　　结构层间联结相对较弱，不足以完成水平力的传递和保持轨道的稳定性，需设计专门的水平力传
力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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