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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ywords

关于区间信号电缆故障后快速倒接方法浅析
樊立霞

朔黄铁路发展有限公司原平分公司，中国·山西原平

电缆线路作为铁路信号设备的主要传输通道，故障发生后导致查找难度大、故障点找到后处理困难，恢复时间长，严重干
扰铁路运输效率。论文就近年来管内发生故障的判断处理进行了总结归纳，以便大家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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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分公司管内信号设备因电缆问题出现设备故

障的情况频繁发生，为了做好故障后的应急处理，快速恢复

既有设备，确保运输正常；电缆故障处理恢复原本就耗时

较长，因此备用电缆倒接或应急备用芯线的快速倒接显得尤

其重要，论文主要从日常管理和快速恢复方面进行粗浅的

探讨。

2 电缆日常管理

①对站内、区间主干电缆备用芯线全部进行贯通，支

线电缆至少有一对芯线贯通，全部上空余端子上固定，端子

不够用的做好标识，如 43端子 电缆，并形成图文台

账记录，每年进行一次导通测试，检查标识完好 [1]。

②电缆在线使用芯线、备用芯线列入年度维修计划内，

每月一次电缆全程对地测试，对地电阻不小于 1MΩ，每年

进行一次集中检修，同时对备用贯通芯线进行一次环阻测

试，确保备用贯通芯线状态良好。

③根据站场大小，配备足够的 24芯、48芯和 4芯的应

急电缆盘，其中 4芯应急电缆每一捆电缆盘列一个字母编号，

线头首尾粘贴编号，如第一捆为 A盘，首、尾线头用 A1、

A2、A3、A4标识，第二捆为 B盘，首、尾线头用 B1、

B2、B3、B4标识；线头首尾采用航空插头连接；电缆应急

盘应列入备品备件维保计划或年月表计划，每月进行一次导

通、绝缘测试，确保应急电缆盘状态良好。

④站内、区间分线盘处，除贴挂分线盘端子配线图以外，

还需贴挂站内、区间备用电缆贯通示意图，标明每一根备用

芯线自分线盘至终端途经的每一个箱盒、连接端子、芯线颜

色等，确保故障时，故障处理人员迅速找到备用芯线，压缩

故障处理时间。

3 信号电缆故障的快速查找

故障判断为电缆故障后，需要从故障电缆的数量、故

障的性质、故障点具体的位置三个方面做进一步的分析，针

对不同的故障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以便尽快找到故障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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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判断故障电缆的数量

确认电缆故障后，室内抢修人员根据影响范围，在机

械室通过查看和测试，判明电缆故障对哪些信号设备造成了

影响，这些设备使用了几根电缆，每一根电缆采用的是几芯，

备用几芯，在分线盘处的贯通图上查找已经贯通的备用芯线

有几芯，电话线是否能够作为备用芯线使用等，联系室外抢

修人员核对贯通电缆备用芯线，有备用芯线可以使用的立即

进行倒接，先上行线后下行线的顺序，先通后复的原则，进

行临时恢复，确保设备正常 [2]。

3.2 分清电缆故障的性质

判明故障电缆芯数后，室内故障处理人员用电缆全程

对地测试仪或兆欧表，对其中的一对故障电缆芯线进行绝缘

测试，根据阻值的大小，判断是短路故障还是断线故障；对

故障电缆两芯线、屏蔽地线进行测试，判断是电缆线间短路

还是断线还是接地混线故障；电缆的故障性质分清后方能准

确地进行下一步故障处理和恢复。

3.3 判明故障点具体的位置

仪表判断法

室内抢修人员根据短路和断线两种不同的情况，利用

电缆故障定位仪，测试故障点的大体位置，及时通知现场作

业人员，便于现场的查找；如果测试故障点的位置距离室外

人员近，室外一组在故障电缆的终端甩开芯线进行测试，通

常 ZT9608型仪表测试信号电缆波速率为 202，以便快速查

出故障点。

直接查找法

现场抢修人员认真检查施工地段，人工或机械取土的

地点，线路上有燃烧痕迹的地点，桥头、隧道口电缆有上下

坡度的处所，桥上电缆盖板有被开启的痕迹的处所，根据仪

表测试地点前后 400m范围内的可疑地段，进行重点检查和

开挖 [3]。

4 信号电缆故障的恢复

发现电缆故障点后，按正常的接续方法恢复，需要花

费太长的时间，为了压缩故障延时，针对不同的电缆故障，

采取相应的恢复办法。

4.1 采用备用芯线临时恢复

电缆故障为内部个别芯线断线或短路的，优先使用贯

通电缆，室内外互相配合核对准确后，倒接至备用芯线，临

时恢复，联锁试验合格后，再继续查明真正原因。

分割点电缆故障

分割点 12芯备用 2芯（实际在用 8芯，另含 2芯电话线）

电缆故障，故障处理方法：从最近的信号点利用站联 37芯

备用 19芯中的前备 8芯作为临时恢复的电缆，利用同轴应

急电缆盘电缆在路肩上迅速进行铺设，在选择路径时选择方

便铺设、安全距离足够的路径，铺设电缆要从两端向中间同

时放。

信号点电缆故障

信号点的信号机 30芯备用 4芯电缆或者是 24芯备用 4

芯电缆故障，故障处理方法：首先需要利用站联 37芯备用

19芯中的备用芯线进行倒接再利用站联 37芯中使用的电话

线，这样就达到了 21芯备用芯线，而信号点使用 30芯备用

4芯电缆由于有使用双芯的情况，一般都是上、下行信号机

的 U/L/H灯的点灯回线使用双芯，实际只需要 20芯就能满

足使用，因此使用站联电缆备用芯线足够使用，此时由于由

双芯倒接成单芯，则需要测试信号机的点灯电压和灯丝继电

器的电流，如果不满足要求则需要室内调整信号机远程隔离

变的调整电压。

站联电缆故障

站联 37芯备用 19芯电缆故障，故障处理方法：需要

尽快将信号点中的 D17-1、2、3、4，D18-1、2、3、4，接

入室内分线盘，该 8芯是站联信号点灯及轨道条件，其余

10芯是电话线以及监督区间和方向电路以及灯丝报警线，

不会影响正常行车，根据电缆故障区段有两种情况，以图 1

中的西站和东站为例，图 1为区间信号机平面示意图。

图 1 区间信号机平面示意图

①故障点在 0518信号机至西站区间，即故障点到邻站

的分界信号点有两架信号机（0518和 0536）。故障处理方法：

为了尽快处理故障，此时需要将信号继电器箱内 D17-1、2、

3、4在 0518信号机处用信号机备用 4芯进行快速倒接，将

D18-1、2、3、4在 0536信号机处用信号机备用 4芯同时进

行快速倒接，即利用两架信号机的备用 4芯进行同时倒接，

能达到快速处理的目的。

②故障点在 0518信号机至 0536信号机间。故障处理

方法：此时需要将信号机的备用芯线接入站联，站联总共需

要 8芯电缆，现阶段故障点附近的备用芯线有以下两种情况

可以用来接入站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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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是本架信号机使用 24芯备用 4芯，这 4芯可以

用来倒接，另外还差 4芯备用芯线，此时需要从就近的分割

点利用 12芯备用 2芯外加两芯电话线解决。

第二种是本架信号机使用 30芯备用 4芯，则除了使用

备用 4芯外，其余有 6芯是双芯使用的，检查好图纸，取 6

芯当中的 4芯出来加上原始备用 4芯来接入站联，在此过程

中需要测试信号机的点灯电压和灯丝继电器的电流，如果不

满足要求则需要室内调整信号机远程隔离变的调整电压。

4.2 采用应急电缆盘临时恢复

当故障判断为整根电缆全部断线或部分断线时，直接

使用应急电缆抢修盘，根据线缆使用芯数，使用 24芯或 48

芯电缆应急盘临时恢复，并按照故障恢复后的设备及时进行

联锁试验；在设备未完全修复以前需要做好防护、防雨措施，

现场设专人看守，待天窗再行恢复。

4.3 注意事项

对于核对备用芯线的时候，需要核对在用芯线时，必

须甩开端子，只对单根芯线测试，以免还有其他环线，造成

故障升级；对于用应急电缆临时恢复的，在恢复过程中注意

接通屏蔽地线，做好防雨、防盗措施，保证能正常使用到“天

窗”时间，进行正式的电缆接续工作。

5 结语

电缆线路故障看似简单，但在实际生产中碰到的故障

又错综复杂，尤其是电缆芯线故障点的分析、判断，室外故

障点处埋设的电缆开挖工作，开挖困难、费时较长等，都将

大大地增加故障延时，因此在处理电缆故障时需要做好充分

的考虑，携带齐全有可能使用到的机械、工具、材料等，杜

绝二次或多次往返室内取送料具。论文结合现场多年来的实

际处理情况进行了简单的浅析，希望能给现场信号人员在电

缆故障处理中提供一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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