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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脉冲轨道电路，其通常称之为不对称高压脉冲轨

道电路，在本质上属于轨道电路分路不良改造工程，能够有

效解决因油污或是锈蚀等问题所引发的电路分路不良问题。

朔黄铁路原平南站采用室内集中式和室外分散式这两种类

型，其中室内集中式的高压脉冲轨道电路，主要是利用发码

器将分散式发码器当中的各个元器件集中安装在室内环境

中，而室外分散式高压脉冲轨道电路则是由电阻器、高压脉

冲变压器以及发码电子盒所构成，直接安装在室外的变压器

箱当中。论文主要针对分散式高压脉冲轨道电路的实际运行

过程中，会出现运行不稳定或故障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解

决方法和措施，确保高压脉冲轨道电路的稳定运行。

送电端主要组成部分： 供电电源；GM·

BDF-100/50（25）发码变压器；GM·HF高压脉冲发码盒；

GM·RT-30高压脉冲调整电阻；BE1（2）-M型系列高压

脉冲扼流变压器；等等。

受电端主要组成部分：BE1（2）-M型系列高压脉冲扼

流变压器；GM·Y1高压脉冲译码器；JRJC-24.7K/7.5K二

元差动继电器；等等。

在高压脉冲轨道电路中，通过电缆将室内的轨道电源，

发送至送电端发码电源变压器的Ⅰ次侧，利用变压器的Ⅱ

次直接给发码盒供电，发码盒将电源变换生成不对称脉冲信

号，经由送电端扼流变压器降压后传递至钢轨，通过钢轨传

输到受电端，再经受电端扼流变压器升压后送至译码器，译

码器将高压脉冲中的正脉冲和负脉冲分别输出，供二元差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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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电器正常工作 [1]。

首先，在开展日常维修保养工作时，应当对高压脉冲

轨道电路当中的各类影响因素展开深入分析。例如，分支连

接跳线的具体连接状态，高压脉冲发码器工作指示灯的状

态，继电器头、尾线圈电压波动等多方面因素。如果在实际

维护、检修过程中出现二元差动继电器头尾电压存在异常现

象，如电压偏高，可通过加大限流电阻或减小发码器发送电

压的方式进行调整，如电压偏低，可增大发码器发送电压或

减小发码器的限流电阻（不可小于 10Ω）；如果头尾电压

比例失调，则通过调节译码器端子连接已满足要求。

其次，注意轨道电路传输的脉冲频率有无规律且频率

一致。同时，也要保证极性交叉的正确性，如果二元差动继

电器尾部电压远高于头部电压，则可能极性相反。在对电码

化区域进行检测的过程中，要按照技术标准采用 0.15Ω分

路线对分路残压进行测试，以此来检验轨道电路分路的灵敏

程度，确保继电器分路的残压维持在头部 13.5V以下、尾部

9.5V以下。

最后，在实际维护保养阶段中，要根据钢轨和扼流箱

的实际距离，选择长度适合的引接线，避免两个扼流箱不会

因为位置存在的差异，而引发引接线接触不良或相互干扰等

问题出现，保证引接线安全可靠连接，高压脉冲轨道电路才

能稳定运行 [2]。

配合工务更换钢轨后，高压脉冲轨道电路区段

无法正常恢复至调整状态

该区段高压脉冲轨道电路处在电化分散式的叠加 ZPW-

2000状态当中，配合工务换轨后，控制台该区段显示红光带。

在与日常的测试数据进行对比后，发现发送、接收端各项数

据正常，室内译码器测试数据相对较高，由此判断译码器发

生故障，更换译码器后，该区段恢复正常。结合现场分析，

工务同时更换左、右股钢轨，未在供电停电状态下且“两横

一纵”未牢固可靠连接，导致轨道电路高压脉冲幅值大冲击

了接收段译码器，造成译码器故障。由此看来，在高压脉冲

区段换轨前，需保证“两横一纵”连接可靠，且换轨区段在

控制台显示红光带后，方可作业。同时，要更换左、右股钢

轨时，须提前断开高压脉冲发码器，确保高压脉冲不会冲击

损伤译码器。

不对称高压脉冲轨道电路的漏解锁问题

主要表现在单台机车高速由 25Hz相敏轨道电路区段进

入相邻高压脉冲区段时，25Hz相敏轨道电路区段红光带消

失后，相邻高压脉冲轨道区段才显示红光带，控制台会短时

间无红光带现象，不符合信号设备联锁关系。结合现场分析，

25Hz相敏轨道电路所使用的二元二位继电器吸起动作时间

为 0.4s左右、落下动作时间为 0.8s左右，高压脉冲轨道电

路所使用的二元差动继电器吸起动作时间为 2.4s左右、落

下动作时间为 1.4s左右，由此得出单台机车前后轮对通过

两个区段绝缘处的时间间隔小于 1s时，控制台会出现短时

间红光带消失。而机车以 60km/h速度运行，前后两轮对间

距离为 15.5m，通过该处绝缘的时间为 0.97s，所以前一区

段接收端二元二位继电器吸起的时间与后一区段接收端二

元差动继电器落下的时间差不应大于 0.97s。因不对称高压

脉冲轨道电路，其所具备的时间特性基本上无法改变。

此外，为了解决漏解锁问题，需要考虑在联锁电路当

中加入实现延迟特性的阻容电路，进一步延缓 25Hz相敏轨

道电路的反应时间 [3]。根据之前各类问题的分析结果，结合

车站单节机车的最高通过速度以及最短单节机车两轮之间

的最短距离，统筹计算出 25Hz相敏轨道电路的时间范围，

有针对性地通过不同的阻容电路来延缓 25Hz相敏轨道电路

中二元二位继电器的吸起时间，并且还不会影响落下时间特

性，有效消除不对称高压脉冲与 25Hz轨道电路之间存在的

漏解锁问题。

总而言之，高压脉冲轨道电路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其

送至轨面部位的电压大多为脉冲型，这也使得轨面电压的最

高峰值能够达到 90V，而最低也处在 30V的水平中。同时，

也正是由于轨面的电压相对较高，分路的灵敏程度高，使其

对于钢轨表面产生的油污问题、生锈问题以及灰尘等问题引

发的分路不良，具备着十分优异的抵抗效果。因此，在对分

路不良问题进行整治的实际过程中，应当进一步明确高压脉

冲轨道电路所产生的主要故障问题，找寻出引发问题的主要

原因，并采取针对性措施加以解决，当然也要做好必要的日

常维护管理工作，以此来保证高压脉冲轨道电路可以更加安

全、稳定的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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