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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条地铁线 1965 年开通于北京，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中国的城市轨道交通发展迅速，但与此同时

轨道交通运输中存在的不足也引起了相关人员的重视。新时

期，我们必须重视交通轨道建设以及运行维护的技术突破，

从而真正提高中国轨道交通的运输治理。道岔在地铁运行过

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支撑地铁从一段轨道进入另一段

轨道的线路设备，一旦道岔发生故障，那么整个列车运行的

安全性难以保证。所以说，对于地铁整体道床线路的设计施

工必须综合考虑，通过增设防磨护轨等方式来盐城尖轨的使

用寿命，加强尖轨运行稳定性。

道岔平面线型与尖轨的平面线型相关，道岔导曲线

与直基本轨的关系主要有三种，包括相割、相切以及相

离，基于三种基本关系派生出线型尖轨等不同类型，接下

来主要介绍切线型尖轨、半切线型尖轨以及相离型曲线

尖轨。

切线型尖轨
切线型尖轨主要适用于直向通过速度较大的道岔，当

列车通过时可以获得较为平顺的速度，逆向进岔的车轮也不

会对尖轨造成较大的冲击。不过，在列车侧向出岔时需要注

意轮的运动轨迹。

半切线型尖轨
半切线型尖轨主要适用于直向行车或者侧向行车较为

频繁的中等号数道岔，列车侧向出岔时会在惯性作用下有曲

线运动的趋势，但是摆脱不了离心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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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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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离型曲线尖轨
对于列车来说，相离型曲线尖轨是侧向出岔量较大，

并且道岔减轻侧磨的较佳线型。不过，当列车侧向顺向出岔

时，会对乘客乘坐的舒适度有所影响 [1]。在进行相离型曲线

尖轨设计时，可以考虑适当的割据，从而提高舒适度，充分

发挥直线尖轨较好的耐磨性。

导曲线半径的大小与列车侧向行车速度有着直接的关

系，如若导曲线半径大，那么侧向行车的速度就会大，道岔

长度长，投入的成本也会随之增加。如若导曲线半径小，那

么列车侧向行车的速度较小，道岔长度较短，投入的成本也

能减少。总的来说，导曲线半径的确定应该综合考虑多种因

素，从而提高城市轨道交通运行的整体水平。

尖轨转换之后出现回力，电动转辙机动作杆反方向有

轻微伸出现象，借助手摇电动转辙机进行尖轨转换时，可以

感受导尖轨转换阻力较大。出现该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尖轨弹

性变形力的存在，进而造成道岔转换阻力的加大。针对这一

问题，在进行整治过程中首先要搞清楚原因所在。大多数情

况下是尖轨根活接头处存在问题，通过调整垫片位置以及调

整夹板弯折度可以有效解决尖轨静态下夹板与尖轨过密的

问题。此外，也要注意是否尖轨形状正常，若尖轨发生变形，

则需要及时进行矫直 [2]。

尖轨尖端不密贴的原因多为尖轨变形或者是轨向、轨

距不正常，一般可以通过改或者弯的方式进行有效解决，如

果尖轨变形，则需要借助相关仪器，如利用弯轨器进行尖轨

的矫正。

尖轨中部不密贴或者轨距偏小是铁路道岔常见的病害

之一，一般来说，尖轨中存轨距存在 2mm 左右的误差。造

成这种问题主要是因为尖轨缺乏框架支持，另外也可能是顶

铁过长等原因。针对这一问题，可以借助弯轨器适当调整尖

轨刨切起点，从而使得刨切面可以与基本轨进行正常密贴。

尖轨中部存在的轨距误差可以通过改道或者对尖轨进行矫

直进行调整。

列车转换道岔，手摇转换道岔时，转辙机遇到的阻力

较大，甚至出现尖轨密贴不到位或者是不能锁闭的情况，主

要原因是尖轨接头夹板状态存在问题，或者是尖轨弹性变形

力加大。可以通过对尖轨进行静态密贴或者动程检验，进而

实现对该故障的整治。

尖轨转换过程中发生异常响声或者存在忽然减速、转

速、颤抖问题，主要原因在于尖轨弹性变形力过大，需要及

时进行静态恢复，及时检查滑床板磨痕和离缝，调整滑床板

平整度，并且适当进行涂油加强。

尖轨密贴不良主要表现是尖端密贴过紧、基本轨与拉

杆中心处并不密贴，主要原因是轨距、轨向的误差，甚至是

尖轨发生变形，可以通过道岔转折部分改道调整或者是尖轨

矫正 [3]。

尖轨静态检验不合格包括动程不足、尖轨回弹、尖轨

与基本轨缝隙较大。造成该种问题的原因有，尖轨根活接头

夹板与尖轨之间没有预留一定的活动量，还有接头夹板和间

隔位置设置不恰当等，进行整治时必须做好夹板与尖轨间隙

的简化成，可以通过调整夹板垫片等方式来有效解决。此外，

针对预留量不足问题，可以通过弯折夹板进行调整。顶铁过

程的话可以进行适当打磨调整，调整垫片位置。

尖轨鱼鳞伤损及侧磨严重，滑床板不良等会严重减少

使用寿命，可能是因为日常缺乏对于滑床板的维护，或者是

岔曲股过车较为频繁，进行整治是主要是通过加强涂油的

方式来减少尖轨的磨损，在选择尖轨材料时尽量选择优质材

料，调整滑床平台的平整度，使得滑床平台和尖轨处于良好

的密贴状态。此外，滑床板的相关病害问题可以通过调整橡

胶垫片等方式进行有效解决 [4]。

进行地铁正线道岔的日常维护是一项长久的工作，并

不是短期任务，所以日常养护中存在的任何细小问题都要注

意，在运营高峰期更要加强对地铁正线道岔的检修，从而保

证地铁设备的正常运行 [5]。

尖轨根接头螺栓的扭矩检查，转辙设备的检查都是需

要重点检查的部分。在进行尖轨根接头螺栓的扭矩检查时需

要注意接头处的调整处理，做到经常检查、涂油以及紧固。

此外，在进行转辙设备检查时，需要确保转换力以及转换余

力都要保持在容许范围之内。其中，在进行尖轨刨切时，如

若发现尖轨刨切范围不直，则需要进行尖轨更换。

日常维护过程中需要及时进行记录，如进行尖轨的矫

直以及弯折处理，则需要严格记录，做好矫直次数等数值的

记录 [6]。另外，日常维护保养要落实责任人，从而加强维护

人员的工作责任心，进而更好地完成地铁正线道岔的日常养

护工作。

在进行尖轨静态恢复时，需要注意检验标准问题，动



41

工程技术与管理·第 06 卷·第 12期·2022 年 06 月

程不足可能会影响导尖轨密贴度，这两者相互影响进而造成

列车运行故障，在实际原因查找时应该注意不同因素之间的

相互影响。

当前地铁已经成为大城市人们日常出行的首选，也在

不断向二三线城市渗透，在进行地铁建造时需要考虑日后的

运营投入。以地铁道岔为例，建设设计单位应该考虑不同类

型道岔的适应环境，积极引进或者创新技术来解决尖轨弹性

变形力问题。此外，针对在尖轨与基本轨之间限位器的设

置也要考虑到增强尖轨稳定性。在信号使用方面可以考虑

使用型号大一些的转辙机，从而有效减少各种阻力的消极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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