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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道岔是实现列车转线或跨线运行必不可少的轨道设备，是影响行车平稳性与安全性的关键基础设施，
是我国高速铁路建设中的关键技术之一。
因高速道岔(编者注：铁路行业将“高速铁路道岔”习称“高速道岔”)要求具有高速度、高安全性、
高平稳性、高舒适性和高可靠性，2005年以前在我国是一项空白技术。
为满足我国高速铁路大规模建设的需要，铁道部制定了“引进法国技术、中德合资生产、自主研发”
并行的高速道岔技术路线。

在铁道部科技司和工程管理中心的领导下，2005年组织了“用、产、学、研”高速道岔联合攻关课题
组，由西南交通大学、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全路通号总公司
、中铁山桥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宝桥集团有限公司、北京交通大学等十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课题组，
历时六年，多学科联合攻关，历经理论研究、结构设计、试制生产、试铺试验等研发过程，完成了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时速250公里和350公里的18号、42号、62号有砟及无砟轨道基础系列高速道岔的研
制，并在武广、沪杭等高速铁路线上铺设，通过了最高试验速度410公里/小时、运营速度350公里／4,
时的考核，已在哈大(哈尔滨一大连)、京郑(北京一郑州)、郑武(郑州一武汉)等高速铁路线上大规模推
广应用，市场份额已达75％以上。

我国高速铁路道岔的成功研制，为我国高速铁路建设提供了关键基础设备，显著推动了道岔行业的技
术进步，打破了德、法两国对国际高速道岔市场的垄断，开始出口到国外，并迫使德、法两国的高速
道岔在我国大幅度降低销售价格，为我国高速铁路建设节约了数十亿元的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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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十多项，其中主持获得四川省科技进步奖一项，主持获得教育部科技进步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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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高舒适性　　高速道岔要求动车组以运营速度直侧向过岔时，在竖向上与区间线路具有相同的
旅客乘坐舒适度，不会在进出岔时出现类似于桥头的“跳车”现象，不会在岔区内因轨道整体刚度的
分布不均而出现过大的竖向振动：综合检测车或轨检车过岔时，车体垂直加速度不出现I级超限（我国
高速铁路的计划维修标准，对应的车体垂直加速度为1.0m/s2）。
因此要求高速道岔进行岔区轨道刚度的均匀化设计、道岔与区间线路轨道刚度的过渡设计、有砟轨道
碎石道床弹性的保持等。
　　5.高可靠性　　高速铁路采用的是白天全线封闭运行、夜间开“天窗”维修养护的运营模式，要
求高速道岔具有较提速道岔更高的可靠性，不出现提速道岔中常见的病害，如：无缝道岔中因尖轨及
心轨的伸缩超过外锁闭机构的容许位移而出现转换卡阻现象，影响道岔的正常开通：可动心轨第一牵
引点处因心轨“翻背”而导致心轨与翼轨的密贴检查失效等。
　　6。
高平顺性　　高速铁路要求所有的轨道结构必须具有高平顺性，高速道岔当然也不例外，只有轨道的
高平顺性才能确保高速列车的高安全性与高平稳性。
对于高速铁路，需要重点关注的是与列车自振频率相对应的长波长不平顺以及影响轮轨关系的轨面短
波不平顺。
法国及日本高速铁路运营实践表明，高速列车存在较明显的“IHZ”振动现象，时速350km高速铁路上
轨道不平顺的最不利波长在70-120m范围内。
而数量最多的18号高速道岔全长仅为69m，单独对高速道岔进行不平顺管理，可能会因其位于长波不
平顺范围内而不能满足轨道长波不平顺的管理要求，需要将道岔前后一定范围的区间线路纳入岔区不
平顺的管理中。
此外，因道岔转辙器及辙叉部分存在直侧股钢轨的密贴段，直侧股轨道不平顺分别进行调整时会相互
影响，因此需要以科学的调整方法为指导。
岔区内钢轨顶面的加工轮廓及焊接接头的平直度则对轮轨接触关系有一定的影响，需要在制造、铺设
及养护维修中予以重视。
道岔的高平顺性还体现在尖轨与基本轨、滑床台板、顶铁的密贴，心轨与翼轨、滑床台板、顶铁的密
贴上，要求各部位的离缝不得影响高速道岔的工作性能。
道岔中的长大轨件在转换过程中要求各牵引点能同步、乎稳转换到位而不至于引起转换不足位移、轨
距减小、与基本轨、翼轨或顶铁的密贴超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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