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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railway traffic is a main mode of transportation, which has a vital position in the whole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so it needs 
to pay scientific attention to the stability of the railway signal system. Only the stability of the signal system is guaranteed during the 
driving period, and the safety of the train during the operation can be guaranteed.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hazards of bad sep-
aration of track circuits in the railway signal system, and then a series of control measures are proposed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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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铁路交通是一种主要交通运输方式，在整个交通运输行业拥有至关重要的地位，所以需要科学重视铁路信号系统的
稳定性，行车期间只有信号系统稳定性得到保证，列车运行期间的安全性才能得到保障。论文主要针对铁路信号系统中轨
道电路出现分路不良的危害进行分析，然后基于此，提出了一系列防治措施，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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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轨道电路发生的分路不良问题，对于轨道行车

安全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威胁，轨道电路一旦出现分路不良现

象，会直接导致信号联锁失效，信号在开放期间极有可能出

现转换失误，对道岔中的列车在转换期间的操作造成不利影

响，直接威胁行车期间的安全性。因此，在铁路信号系统中

针对轨道电路出现分路不良的危害进行分析，并采取有效举

措对其进行防治，不仅可以提升列车运行期间的安全性，也

能推动中国铁路行业实现安全、健康的发展。

2 铁路信号系统中轨道电路出现分路不良的

主要危害

轨道电路可以针对列车在运行中的状况进行有效检测，

并对列车在运行中的所有数据进行有效分析，避免由于调度

失误，从而在安全层面引发一系列事故。目前，轨道电路出

现分路不良现象时，所导致的主要危害如下。

2.1 道岔操作环节的危害

列车在具体行驶区间，需要有专业的调度人员，针对

道岔在操作层面进行有效管控，才能够确保列车可以行驶到

正确的轨道上，对于调度人员而言，需要针对列车在运行中

的状态做到合理掌控，借助调度系统针对道岔进行科学合理

的操控。对相同线路的列车，亦或是行驶相同道岔的列车而

言，要求在调度人员的合理掌控之下，针对道岔展开有效操

作。一旦电路分路出现不良状况，调度人员在对道岔进行操

作时就会出现失误现象：如若列车原本位于安全行驶速度，

会由于错误操作行驶到错误的行进路线；如若列车原本根据

直线速度行驶，但是由于错误操作，行驶到了装载转弯装置

的道岔上，由于直线速度的作用，列车在行驶期间极其容易

出现脱轨的现象；如若列车行驶期间速度相对较低，就很容

易出现挤岔的现象，对于系统和铁轨都会造成一系列不利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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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通行状态分析的危害

开展调度工作期间，需要针对相同线路中运行的列车

进行有效管控，一旦电路出现分路不良现象时，调度室所接

收的信号就会出现错误。比如，一个重要的错误信息为，前

进列车已经经过较长时间的行驶，随即调度人员就会对后续

列车发出行进指令，但实际上两辆列车所处距离小于安全距

离，因此如果前方列车因为一部分因素出现限速操作时，就

极其容易致使两辆列车出现相撞事故。

2.3 列车调度的危害

展开列车调度工作期间，调度系统中的所有工作人员，

需要按照列车在运行中的具体情况，针对道岔等铁路系统展

开有效操作，针对铁路系统中的道岔操控环节而言，必须保

证列车在运行期间的状态及速度等符合有关标准。但如若轨

道电路出现分路不良现象，电路就无法针对列车在运行中的

各项信号实行合理测量，道岔一旦发生失误操作，列车就会

发生挤岔或者脱轨的现象，情节严重会致使铁路系统全部瘫

痪。而此问题发生的主要原因就是，信号出现问题时调度室

中的信号显示系统所形成的信号，会致使工作人员错误的认

为列车已经全部出清，并对道岔进行下一步操作，从而导致

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 [1]。

3 铁路信号系统中解决轨道电路出现分路不

良现象的措施

3.1 革新维修形式，优化制度内容

3.1.1 维修工作期间

开展维修工作时，要对信号系统的具体状况进行有机

结合，针对维修技术进行深层次的研究以及开发，在春季以

及秋季空气湿度相对比较高的状况下，轨道表面很容易发生

锈蚀状况，所以需要在机械体系中增添巡视检查系统，更好

的解决巡查期间存在的各种不良状况。在雨水高发季节，需

要针对轨道电路的继电器在接收系统层面进行有效检查，并

记录工作实际内容，在对系统进行科学调节的前提下，让电

压可以管控在合理数值内，减少故障的出现概率，防止在雨

季发生不必要的故障现象。

3.1.2 编制维修制度

维修制度在具体编写期间，需要针对维修行为以及各项

操作程序进行规范，对数据信息进行有效储存，要求工作人

员必须根据制度要求的具体内容来完成各项维修工作。一般

状况下，维修制度中需要包含检修工作所涉及的各项需求，

让维修人员在具体开展维修工作时，可以按照制度化的维修

原则来完成各项维修任务，也能在对电路分路开展管理工作

期间，有效提高对不良问题在解决层面所获取的效果尽最大

程度防止对于维修工作的顺利开展造成不必要的影响 [2]。

3.1.3 组建综合素养高的维修团队

维修工作开展期间，要想组建一批专业素养高、综合

能力强的维修队伍，不仅需要聘请专业技术能力强、综合素

养高的综合性人才，还要针对现有人员在先进技能、阶段性

专业理论知识层面进行教育及培训，让工作人员可以更好的

掌握诸多维修工作技能，并有效的完成对电路分路的检测工

作，避免各种不良情况的出现。

3.2 合理应用微机监控系统展开工作

为了针对铁路信号轨道出现电路分路不良的现象进行

合理预防，在具体开展工作期间，需要对微机监控系统进行

有效应用，在此系统的支持下，可以在工作层面形成完善优

化的体系及模式，推动诸多层面工作的顺利开展。

第一，在监测层面建立监督工作制度，列车行驶到轨

道电路位置前期以及后期，对于电压的具体状况进行有效明

确，并检查实际数据信息，电压形成之后对其进行分析，维

修人员还可以针对轨道位置的信号实现自动化的检查，一旦

发现存在故障现象，必须对其进行科学分析。

第二，为了针对机械实现更加完善的处理，需要结合

工作中的诸多特征及内容，对管理层面的内容及形式进行有

效创新以及优化，加大整体层面的各项工作力度，对于诸多

方面的工作进行有机协调以及配合，让工作质量得到有效提

升，并更好的满足处理环节的诸多需求。

第三，对于轨道电路分路在运行中的具体状况进行有

机结合，针对其展开深层次的分析以及研究，才能更好的发

现电路分路存在的具体状况，应用合理化、科学化的举措，

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解决 [3]。

3.3 对电压展开合理调节

铁路信号轨道中的电路分路系统，在运行期间开展管

理工作时，对于电压的调节工作至关重要，有关人员必须掌

控实际调节技巧，对其进行合理的协调。

第一，如若轨道电路正常应用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需要针对道闸电阻的数值进行有效分析，确定钢轨阻抗的实

际状况，对于线路长短进行有效了解，并确定实际排水状况，

针对电压进行合理调节，更好的满足在处理层面的诸多需

求。在雨水较多的季节，需要针对轨道电压展开合理科学的

调节，着重关注行车期间的安全性以及稳定性，更好的遵守

管理层面关于安全的各项工作要求。

第二，着重降低红光带出现的故障现象，对于电压调

节技巧进行科学应用，防止红光带故障问题发生，避免在雨



5

工程技术与管理·第 06卷·第 09 期·2022 年 05 月

季由于排水不力从而发生一些较为严重的故障问题，对于轨

道电路在运行期间的水平和质量在提升的基础之上，通过合

理的工作形式对其进行有效处理，能够更好的革新过往的工

作模式，推动系统实现科学良好的运行。

3.3.1 着重提升送电段、受电段的阻抗

铁路信号电路中，要想让送电段、受电段的阻抗得到

有效提升，就需要在其中增加谐振电路，让钢轨轨道轨面在

电压升高的同时，能够针对钢轨表面形成的不良导电层，造

成一定程度的击穿效果，进而有效降低轨道电路发生分路不

良的几率。

3.3.2 提升轨道电路系统中的工作功率

相比较于传统形式的钢轨轨面电压而言，此种方式需

要保证分路电压电阻中的电流，在具体设计期间对于数值的

具体要求，从而保证接触电阻可以在规定的范围内。

3.4 在信号系统中科学开展联锁实验

铁路信号所开展的联锁实验，就某种意义而言属于一

种检测形式，主要是摸索如何提高信号系统在运行中的稳定

性和可靠性，在信号系统实验层面属于一项主要工作，对于

大多数的基础性技术条件，都需要对其展开全方位的检查，

才能更好的发现轨道电路，在分路层面存在的各种安全隐

患，并针对其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合理解决，再对其进行处

理时，更好的提升联锁工作实验的各项处理效率，工作层面

构建相近性的模式以及机制，更好的对信号系统完成各项处

理工作。与此同时，为了让信号系统在运行期间的效果得到

有效保证，开展联锁工作期间，需要在管理层面强化整体工

作力度，对于各方面工作实行有机协调的前提下，提升铁路

信号轨道中的电路分路系统，在运行中的合理性、完整性。

3.5 科学清洁轨道床

对钢轨道床进行清洁工作时，需要针对绝缘拉杆以及

连接线进行有效分析，确定设备裸露在外的具体区域大小，

明确视线内部可以查明的具体状况，针对其进行科学化的分

析，然后展开有效处理。

第一，需要对检察工作的全面性进行合理提升，并遵

守清理工作在现代化层面制定的各项工作原则，开展清理工

作时能够针对各个方面展开详细的检查，确定在滞后性层面

是否存在相应的问题，在工作中构建集中统一的制度。

第二，轨道床电路正常应用情况下，需要针对雨水在

排空层面进行有效分析及研究，每年雨汛时期都需要针对钢

轨道床进行有效检查，通过现代化科学的清理以及检测方

式，来提升各项工作的效果。

第三，在污染位置，需要指派专业的工作人员，针对

轨道表面的锈蚀状况进行有效清洁处理，在提高工作效率的

基础之上，可以应用综合性的研究方式，针对各种不良的

现象进行有效解决，从而防止对整体工作效果造成不必要的 

影响 [4]。

4 结语

综上所述，铁路信号系统对于铁路运行期间的安全性

而言，拥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铁路轨道电路发生的分路不良

现象，在铁路运行期间属于一个高发问题，与此同时，也是

长期以来一直影响铁路运行安全的一个要素，所以有关人员

需要对此予以高度重视，深层次的研究以及分析分路不良出

现的主要原因，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对其进行有效解决，

提升铁路运行工作的安全性以及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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