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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轨道电路是铁路信号自动控制的基础设备之一，是

钢轨线路和连接于其始端及终端的器械总称，铁路行业

标准《轨道电路通用技术条件》（TB/T2852-2015）中对

其定义为：“利用铁路线路的钢轨作为导体传递信息，实

现区段空闲和占用检查的电路系统”。

判断轨道区段占用情况是轨道电路在信号系统中重

要功能之一，轨道电路工作状态分为调整状态、分路状

态、断轨状态。其中调整状态表示当轨道区段内无列车

占用时，轨道电流由发送端经钢轨流至接收端，使轨道

继电器励磁吸起，此时表示区段空闲。当轨道区段被列

车占压时，由于列车轮对与轨面接触所产生的电阻（也

称列车分路电阻）远小于接收端轨道继电器电阻，此时

原接收电路被轮对短路，接收设备中电流减少，继电器

失磁落下，判断轨道区段为占用状态。

当钢轨表面导电状态不良，导致列车分路电阻异常

增大时，此时在列车占用无法对轨道电路电流形成有效

短路，轨道接收继电器在占用情况下仍保持励磁吸起状

态，造成区段状态错误表示，此为轨道电路分路不良。

由于轨道区段工作状态的正确表示是信号系统联锁关系

中进路建立、信号机开放判断条件的重要依据。若区段

状态表示错误，可能会造成进路错误建立、信号机开发

错误等严重安全隐患，故新时期中，如何有效地防止和

控制轨道电路分路不良状况，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本文将从造成轨道电路分路不良产生的原因、危害以及

防治措施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

一、轨道电路分路不良的危害

（一）铁路安全事故隐患

当轨道电路分路不良时，可能会造成列车脱轨、挤

岔、撞击等严重的安全事故。比如当前方闭塞分区有车

占用，而轨道区段未显示该状态，后方行驶列车未获取

到前方占用信息，直接导致信号显示升级，导致列车出

现撞击事件；或站内工作人员误认为仍然在通过道岔的

列车已出清，进而排列进路并操纵道岔，将造成进路错

误解锁或车辆挤岔、脱线事故。

（二）维护成本增加

轨道电路分路不良，会造成信号系统故障、信号控

制滞后，从而造成维护成本增加，这就要求技术人员对

铁路线路进行周期性的检修，以保证信号系统的正常运

行。维护人员要加强电路分路的检修工作，保证轨道电

路分路的正常运转，这样的维护工作不但会增加维护费

用，也会给维护人员带来更大的工作负担与困难；另外

轨道电路分路不良还可能引起信号系统失效或损坏，维

护成本增加。

（三）影响运行效率

轨道电路分路不良导致联锁关系失效或信号错误显

示降低列车的运行效率。列车占用丢失会导致进路漏解

锁或错误解锁，造成列车接发车延误，对运行效率造成

影响。

二、铁路信号系统轨道电路分路不良危害产生的

原因

（一）粉尘污染

在铁路信号系统中，粉尘污染是一种普遍存在的问

题。铁路信号系统设备必须保持干净整洁，以免受到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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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但是由于铁轨周边环境因素复杂，如空中尘埃、火

车经过时产生的尘埃，都会对轨道电路设备造成影响。

粉尘污染将使钢轨表面产生绝缘层，导致列车轮对与钢

轨接触产生的分路电路增大，轨道电路产生分路不良。

（二）铁路车流量的影响

在当前形势下，铁路运量需求不断增加，对运行效

率和速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导致铁路交通量不断增加，

加剧铁路表面的污染和锈蚀。因此，铁路车流量也会对

轨道电路分路不良产生相关影响。车流量过大会加速钢

轨与沿线设备老化，降低轨道电路传输性能，而对于一

些速度相对较长、车流量较低的铁路路段，这些路段往

往面临恶劣的自然环境，导致轨道表面受到严重污染和

腐蚀，增加轨道电路分路不良的可能性。

（三）轨面生锈

轨面生锈是铁路信息系统中比较普遍的一种安全问

题。铁路轨道在使用过程中，由于受到氧化腐蚀等因素

的作用，出现了一些表面锈蚀和变形的现象。轨面锈蚀

将导致钢轨电阻增大，导致轨道电路分路不良，同时影

响轨道电路信号传递性能。此外，由于轨面锈蚀会引起

轨道的不均匀与变形，进一步加剧车辆的震动与摇摆，

增大列车出轨的危险，危及旅客及物品的人身安全。

三、铁路信号系统轨道电路分路不良的防治措施

（一）落实道床清理

道床清理可以有效降低轨道电路分路不良的出现。

通过清扫道床，将残留在道床表面的积水、杂草、土石

等杂物清除干净，从而降低对轨道电路设备的干扰。相

关作业人员要定期清扫道床，保证道床平直度及导电

性。此外，作业人员也应采用专用的清扫工具及装备，

如洒水车、清扫车、笤帚等，以保证道床的洁净。同

时，还要定期对道床进行检测，对道床表层病害进行及

时治理，以保证道床的平滑、平整。清除道床时，应注

重清理机具的安全性及操作规程，保证作业人员的人身

安全及清扫效果，加大作业人员的训练与管理，使其业

务技能、业务质量得到提升，以免给铁路交通安全带来

不利的后果。

（二）完善信号设备维护方法，建立完善的管理机制

在春秋两个季节，轨道极易锈蚀，故应加强轨道设

备的检修工作，排除行车安全隐患。特别是在雨季期间，

可通过对铁轨继电器进行探测，将相应的最低电压值保

留下来，然后将其调整为不下雨的情况，通常是将最低

电压提高1.5伏特，从而增强下雨时没有红光时的行车障

碍物清除效果。此外应建立管理机构，将工作人员的工

作程序进行标准化，不能随意改变列车的运行速度，在

调车折返工作中，要根据现场的情况制定相应的计划，

从而充分体现出轨道电路分路不良防控的有效性。

（三）强化轨道生锈和污染造成的轨道电路分路不良

的处理

一是当发现线路出现轨道电路分路不良时，由铁路

部门向总公司铁路调度中心列车调控部（或当班主管）

上报，当调度所接到压力处理申请后，在24个小时内，

安排机车进行除锈作业，直至分路不良被排除。二是在

有调车任务的情况下，除铁路主线之外，车站宜采用调

车轧方式为主，人工打磨除锈为辅；除站台之外的其他

部位，均采用手工打磨除锈。实施喷砂除锈时，须在检

修窗口处使用，若没有检修窗口而又在列车进路上，需

要进行手动应急维护，须办理临时窗口。三是区段分路

不良，应立即向各区段主管部门通报，并由主管部门配

合各部门组织解决轨道电路分路不良问题。四是安全线、

避难线、封锁停用的线路等不列入分路不良区段管理与

维护维修工作，如有特别作业确需通过的，则应在投入

运行之前，通过列车碾压消除分路不良。五是在车辆碾

压工作中，要实施道岔锁闭，人员出清现场核实等措施

进行严密的管理，禁止使用客车碾压。六是由于列车抛

沙而导致轨道电路分路不良，在没有调度员值守的站点，

应采取相应措施；若有电务员在，则应立即告知电务员。

七是道岔、成段钢轨更换完毕后，应及时对电力分路剩

余电压进行检测。如果出现由于轨面锈蚀而造成的残余

压力超过规定值，要及时报告车站，并及时组织车辆进

行压道清砂，轨道线路分路不良问题没有得到处理之前，

无法进行移交和联锁开通程序。八是对于较长时间未用

的轨道线路部分，在未运行期间可以暂时不用维修，但

一定要将其数据整理清楚，并在运用中按计划进行列车

碾压，以排除分路不良。对于轨道电路分路不良的路段，

检修完毕后，应及时告知电务公司，电务公司接到通知

后，应及时做好电路分路检测，待电流性能恢复正常后，

相关人员将其填入《行车设备检查登记簿》，并将其注

销，并在车站签字确认。

（四）应用高压脉冲轨道电路技术

利用高压脉冲轨道电路技术对轨道电路中的杂波进

行消除，可以改善信号质量，降低轨道电路分路不良的

情况，通过对轨道电力进行周期化的方式，消除杂波，

达到抑制噪声、改善信号质量的目的同时。利用高压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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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信息对轨道电路进行刺激，促使其产生较大的电荷、

电流，进而改善电路的导电性能，降低电路分路不良的

产生。采用高电压脉冲跟踪法可以快速有效地消除轨道

电路中的杂波，并且不会给轨道电路带来不利的后果。

采用高压脉冲轨道电路技术能较好地克服轨道电路

分路不良等问题，但在使用时要注重安全与规范。特别

要加强操作人员的培训和管理，确保操作人员的技术水

平和工作水平，避免对轨道交通造成不利影响。在此基

础上，要加大对设备的维修力度，保证设备平稳、可靠

地工作，防止因设备事故而对铁路交通产生不利的影响。

（五）对信号系统进行联锁试验

为了保证轨道电路分路的安全可靠，避免电路分路

不良，进行联锁试验是一种有效的手段。联锁试验是对

信号系统中的联锁逻辑、信号机控制及轨道电路占用情

况等检查与检验，保证其工作状态良好，避免发生分路

不良等问题。在进行联锁试验时，应制订试验方案，并

按规定的时间对其进行检查、调试，并对出现问题进行

及时地排除。在此基础上，采用专用的试验仪器和设备，

对整个信号系统进行综合试验。若在检修中出现故障应

进行及时的处置，如更换损坏的设备，修补破损的线路，

以保证信号的稳定可靠。但应确保联锁试验的次数及测

试的品质，以免产生疏漏或缺陷，造成整个信号系统无

法正常工作。

（六）强化综合治理

为了执行轨道电路分路不良的管理方法，需要在车、

工、电等各个方面都进行有效的协作，一起实施轨道电

路分流不良的安全措施，对铁路电路分路不良危险进行

控制。在日常养护维修工作中，电务要主动地对电路分

路不良进行排查，并将其记录到《行车设备检查登记

簿》中。机务部门在平时的操作与运用过程中发现残留

的白色光条等情况，应立即告知机务人员进行检修，以

确定轨道电路分路不良问题。与此同时，对于电务部门

所建议的轨道电路分路不良部分要积极地予以协助、记

录，并适时地进行碾压，尽早地将其排除。此外，工务

部门在进行换轨作业后，在投入运营之前，要对其进行

清理、碾压，以避免开通后留下轨道电路分路不良的问

题，达到安全可控的目的。

（七）应用综合监控技术

综合监控技术是保证铁路信号系统安全可靠、预防

分路不良的一项主要手段。利用多种传感与探测装置，

实现对线路与信号的实时监控与报警，以确保列车运行

的安全与效率。比如，将轨道电路检测器、信号灯状态

检测器、接近轨道检测器等传感装置与检测装置结合起

来，对轨道电路及信号系统进行实时监控。同时，要强

化监控数据的分析与处理，以确保轨道交通的安全性与

运营效益。采用综合监测技术，需通过设置多种传感装

置对轨道电路、信号运行状况进行实时监测，并对故障

进行诊断与排除，从而提升铁路交通的安全性与运营效

益。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强化监控数据的分析与处理，

以提升分析工作的效能与精度，以保障轨道交通的平安

与畅通。

结语

综上所述，铁路信号系统轨道电路分路不良是一项

重大的安全隐患，因此，在实施铁路交通管理工作时，

必须对其进行重点关注。在此基础上，结合现场实际状

况，提出相应的预防与控制对策，以保证铁路信号系统

的稳定与可靠，提升轨道交通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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