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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指导书是根据“铁路选线课程设计”教学大纲，并参阅了近年出版的有关规范、规程和设计手
册等资料编写的，主要配合《铁道工程》、《铁路选线设计》教材使用。
　　“铁路选线课程设计”是土木工程、交通运输等专业的一门实践性课程；是国家精品课程“选线
设计”大课程的重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铁路选线课程设计”配合“线路工程基础”、“选线设计”、“铁路及公路选线”等课程教学而设
计，在学过“线路工程基础”、“铁路选线设计”等课程中有关线路设计的基础知识后，是对所学“
牵引计算”、“能力计算”、“平面、纵断面设计”、“方案技术经济比较”等知识的拓宽与综合应
用。
“铁路选线课程设计”主要训练学生综合运用所学基础知识的能力，培养学生用定性分析方法对问题
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价。
通过课程设计作业，使学生在巩固所学的牵引计算、能力计算、线路设计和方案技术经济比较的基本
方法基础上，熟悉并运用《铁路线路设计规范》、《牵引计算规程》，从而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
提高综合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为适应车站设计教学的需要，附录二中设计了中间站设计课程作业指示书，供相应课程教学选用
。
　　本指导书在内容设计上力求使课程设计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注重训练学生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
，对于重复性的计算内容，则设计成图表供学生设计时查用，使学生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对选线设计从
走向选择直到技术经济评价均能得到初步训练。
　　本指导书由西南交通大学易思蓉编写，部分资料计算由张家玲完成。
　　本指导书是在西南交通大学道路与铁道工程系原使用的“铁路选线课程设计指导书”讲义的基础
上完成的。
西南交通大学道路与铁道工程系的老师们在多年的试用中，对原讲义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使本教
材的内容更加合理和完善，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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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学校土木工程专业系列教材：铁路选线课程设计指导书（第2版）》是根据“铁路选线课
程设计”教学大纲，并参阅了近年出版的有关规范、规程和设计手册等资料编写的，主要配合《铁道
工程》、《铁路选线设计》教材使用。
　　“铁路选线课程设计”是土木工程、交通运输等专业的一门实践性课程；是国家精品课程　　“
选线设计”大课程的重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铁路选线课程设计”配合“线路工程基础”、“选线设计”、“铁路及公路选线”等课程教学而设
计，在学过“线路工程基础”、“铁路选线　　设计”课程中有关线路设计的基础知识后，是对所学
“牵引计算”、“能力计算”、“平面、纵　　断面设计”、“方案技术经济比较”等知识的拓宽与
综合应用。
“铁路选线课程设计”主要训练　　学生综合运用所学基础知识的能力，培养学生用定性分析方法对
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价。
通过课程设计作业，使学生在巩固所学的牵引计算、能力计算、线路设计和方案技术经济比较的基本
方法基础上，熟悉并运用《铁路线路设计规范》、《牵引计算规程》，从而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
提高综合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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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Ⅰ、课程设计内容Ⅱ、课程设计任务书Ⅲ、课程设计指示书Ⅳ、编写说明书及图纸整饰附录一 新线设
计图表资料附录二 中间站课程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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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⑩根据“地面高程”和“路肩设计高程”计算出填挖高度，分别标注在“设计坡度线”上方和下
方。
设置竖曲线的变坡点处的填挖高度要计入竖曲线的外矢距。
　　⑩定线时一面定平面，一面概略地点绘相应的纵断面，大约定出3-4km，进行一次初步的坡度设
计，若填挖量太大，不合要求，则进行修改。
修改时要特别注意：对紧坡地段而言，主要改变线路平面位置，以适应定线坡度的需要，使填挖量最
小；对缓坡地段而言，改变坡度和改善平面位置结合进行，直到线路填挖工程量和线路平顺都符合要
求，感到满意为止，再进行下一段定线工作。
切忌先把整个站间的线路平面一次都定出来后再进行纵断面设计。
　　⑥重复以上步骤，设计下一段线路，直至设计终点。
最后，按标准图式绘制平面图与纵断面图。
　　（5）桥隧及其他个体工程的布置：线路设计的合理l生要结合个体工程的布置与设计综合考虑。
除车站分布已如前所述外，还应进行桥梁及涵洞的分布，确定隧道洞口位置与隧道长度等。
这些工作应综合反映到平面、纵断面设计中。
　　（三）概略定线　　（1）认识地形：根据任务书要求，在平面图上找出线路起点、终点的位置
，然后在此两点之间识别山头、垭口、山谷、河流、村庄，并判定这些点的地面高程；山区铁路大多
沿河谷选线，因此要特别注意水系分布，最好用蓝色铅笔将河流轻轻地标出。
　　（2）将两站中心以直线相连，称之为航空折线，量出其距离；定线时应使线路尽量接近航空折
线。
　　（3）在航空折线附近，找出线路可能经行的垭口、河谷、桥址以及需要绕避的村镇；将上述有
关控制点连折线，即成为线路不同的可能走向。
　　（4）找出上述有关控制点（要特别注意垭口、跨河点）的地面高程和所连折线的水平距离，求
出各折线的概略自然坡度iz，并与概略定线坡度（id）进行比较。
若iz≥fd，则为紧坡地段；若iz〈fd，则为缓坡地段。
定线到垭口附近时，要注意垭口路堑开挖高度；当可能出现隧道时，要注意合理确定洞口高程。
　　（5）经过对概略选定各方案的各项指标（如折线长度、沿线地形、起伏情况、高差大小、紧坡
与缓坡地段概略长度、桥隧工程概况）的初步评比，选定线路的基本方向作为定线依据。
　　（四）平面、纵断面定线　　1。
定线原则　　地形条件、特别是地面平均自然坡度的大小，对线路位置和定线方法影响很大。
定线时应分两种情况区别对待：　　（1）采用的最大设计坡度大于地面平均自然坡度（imax〉ipz）
的地段称为缓坡地段。
缓坡地段线路不受高程障碍的限制，这时主要矛盾在平面一方。
只要注意绕避平面障碍，按短直方向定线，即可得到合理的线路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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