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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很高兴看到这本书!因为它满足了目前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的应时之需。
　　当前我国高度重视节能降耗问题。
2008年4月1曰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明确规定：节约资源是我国的基本国策。
国家实施节约与开发并举、把节约放在首位的能源发展战略。
“十一五”期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要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要减少10％。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是电力驱动的车辆运输系统，它具有运量大、耗能少、快捷、准时、污染轻
、占地少等特点，它对缓解城市交通拥堵、改善城市居民出行、节约能源、减少污染物排放量，具有
重要作用。
城市轨道交通符合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要求。
　　目前，大力发展城市轨道交通已成共识。
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指出：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有条件的大城市和城
市群地区要把轨道交通作为优先领域，超前规划，适时建设。
最近，国务院下发的“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提出：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加快城市快
速公交和轨道交通的建设。
我国城市轨道交通事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良好发展环境和难得的发展机遇。
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的轨道交通已步入了网络化发展时代。
　　城市轨道交通供电系统，是城轨工程中重要机电设备系统之一，它担负着为电动列车和各种运营
设备提供电能的重要任务，也是城市电网的用电大户。
城轨供电系统的可靠性与安全性，直接影响到城轨交通的安全运营与服务水平；城轨供电方案的科学
性及设备选型的合理性，也直接影响到城轨交通的节能效果。
　　北京城建设计研究总院的电气工程师们，结合工程实际，对多年来的城市轨道交通供电系统设计
经验及研究成果进行了全面总结、系统提升，并编著成书与业内共享。
这在城轨供电设计指导参考书比较缺乏的情况下，无疑是一件好事。
它将有助于进一步提高我国城轨供电系统的技术水平和经济效益，促进我国城市轨道交通事业又好又
快的发展，这对建设资源节约型、安全便捷型、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型的城市轨道交通具有重要现
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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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作者总结以往数十年城市轨道交通供电系统设计经验的基础上，系统地阐述了城市轨道
交通供电系统的设计理论、设计方法、设计实践。
全书共分19章，从基础知识、系统功能、系统构成、系统方案、计算方法、设备选型、设备布置、节
能措施等进行了全面介绍，最后还列举了国内外工程设计应用实例。
　　本书具有城市轨道交通供电系统的设计指南作用，适用于城市轨道交通工程供电系统的设计人员
，对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与运营管理单位的工程技术人员，也是一本很好的参考书。
也可供大专院校、科研单位、施工单位、设备制造厂家等专业人员参考。
　　本书为四川省“十一五”重点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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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城市轨道交通供电系统概论　　城市轨道交通供电系统（以下简称城轨供电系统），是城市
轨道交通工程中重要机电设备系统之一，它担负着为电动列车和各种运营设备提供电能的重要任务。
牵引供电技术与车辆技术的发展史与城市轨道交通技术的发展史，紧密相关、直接相联。
因此，在介绍城轨供电系统之前，本章首先对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概况进行简单介绍。
在此基础上，再对城轨供电系统的功能、构成以及技术发展进行概述。
　　1.1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概论世界城市轨道交通已有140多年历史，目前已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
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起步较晚，只有40年历史，但近期发展迅猛。
所以，在介绍国内外城市轨道交通发展史及城市轨道交通分类之后，对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建设管
理进行重点介绍。
　　1.1.1　世界城市轨道交通发展　　1）发展简史　　1863年，世界上第一条用蒸汽机车牵引的地下
铁道线路在英国伦敦建成通车，当时还没有电车和电灯，至今已有140多年。
纵观世界城市轨道交通发展历史，大致可分为两大阶段。
　　第一阶段从1863年到20世纪中叶。
从第一条地铁诞生起，欧美的城市轨道交通发展较快，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有13个城市修建了地铁。
　　第二阶段从20世纪中叶至今。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伴随着各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地铁发展极为迅速。
到1969年，又有17个城市新建了地铁，特别是1970年以后，地铁发展更快。
根据2005年日本地下铁道协会的统计，全世界有142个城市拥有城市轨道交通系统。
其中112个城市拥有8227km地铁线路，计有地铁车辆64587辆，其中90％以上线路均在20世纪90年代以
前建成。
排名前10位的城市依次是：巴黎、纽约、伦敦、首尔、莫斯科、东京、芝加哥、柏林、波士顿、旧金
山。
其中巴黎、纽约、伦敦，均在400km以上。
截止到2007年底我国上海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线路已有236km，跃居世界第七位。
　　2）技术发展　　城市轨道交通属于集多工种、多专业于一身的复杂系统。
1879年，电力驱动列车的研制成功，不仅使地铁乘客和工作人员免除了蒸汽机车的烟熏之苦，也使城
市轨道交通开创了使用无大气污染的二次能源之先河，城市轨道交通从此步入了连续不断的发展时期
，相继出现了传统轮轨系统、直线电机驱动系统、磁悬浮列车、单轨交通系统、新交通系统等。
现代城市轨道交通技术进步的标志，当以先进舒适的车辆和行车控制技术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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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城市轨道交通供电系统设计原理与应用》具有城市轨道交通供电系统的设计指南作用，适用于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供电系统的设计人员，对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与运营管理单位的工程技术人员，也是
一本很好的参考书。
也可供大专院校、科研单位、施工单位、设备制造厂家等专业人员参考。
　　《城市轨道交通供电系统设计原理与应用》为四川省“十一五”重点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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