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电气化铁路接触网>>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电气化铁路接触网>>

13位ISBN编号：9787122118707

10位ISBN编号：7122118703

出版时间：2011-9

出版时间：化学工业

作者：吉鹏霄//张桂林

页数：334

字数：576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电气化铁路接触网>>

内容概要

《电气化铁路接触网(第2版)》主要讲述了接触网的组成和供电方式、接触网主要设备和结构、基本设
计计算、接触网平面设计、接触网施工、接触网运营管理等内容。

《电气化铁路接触网(第2版)》内容新颖，对高速铁路的新技术、新结构和新的施工工艺、运营模式进
行了深入的描述。
特别是对高速电气化铁道新的腕臂装配形式、新材质接触网零件、高速接触网交叉、无交叉和锚段关
节式线岔、弹簧补偿装置、新的隧道接触网装配形式、高速铁路综合接地技术、电缆在接触网中的应
用、接触网设计新要求、接触网动态检测、高速接触网导高误差控制、弹性吊索施工、高速接触网调
整、机车自动过分相新结构、长大隧道内的刚性架空接触网等新技术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讲解。

《电气化铁路接触网(第2版)》可作为高等学校、高职高专院校电气化铁道技术专业的教材，同时也可
作为电气化铁道技术相关专业工程技术人员培训、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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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状态修是一种按设备状态进行的维护与检测，是一种预防性的检修，它是根据对接触网设备的检
测、统计、分析，诊断出设备的劣化程度，找出相应的原因，进行针对性的检修。
同时，又根据设备的使用年限，在达到使用寿命终结前进行一次性的设备更换或切换，这两点就是状
态修的基本程式及内容。
　　状态修的核心可以归结为以下四点。
　　①制定科学的限界值标准，包括制定寿命终结的限界标准值及设备标准、运行状态的参数标准值
。
　　②建立完善的检测手段及制度，包括状态检查、功能检查、非常规检查、全面检查，以及检查周
期的相应管理制度。
　　③实施严格的技术维护措施，即严格按相应设备技术标准进行相应的检修，使设备达到和恢复既
有功能及标准。
　　④实行相应的寿命极限管理，在设备达到寿命极限及相应的限界值标准前，进行一次性更换。
　　状态修与周期修不同。
状态修是在设备处于标准运行状态时，不进行定时、定期的维护性修理，而是采用“梯车巡检、定期
测量、检测车检查、缺陷处理”程式，实施相应的管理。
状态修作为一种检修模式，具有一套详细的规章、制度、标准、办法及措施，它的要点是，有计划地
进行检测，按科学的标准进行评价，有针对性地进行维护，有目标地进行状态管理。
具体说就是根据规定的技术标准及测量周期，定期对设备进行测量，只要设备在安全值范围内，则不
进行维修作业，只是加强测量、巡检和步行巡视等方面的监测。
这样做的优点是，通过对设备的检测分析，减少不必要的维修，可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集
中力量用于其他设备的精检细修，有效地解决接触网“天窗”与铁路运输的矛盾，向少维修、不维修
方向发展。
在限界值的管理上，定期地以完善的科学检测手段，对接触网相关参数的技术状态及运行状态进行检
测，找出不良状态点、隐患点或者参数的超限值（限界值），进行相关的维护，对危及安全运行的隐
患点进行及时修理，以使所有设备达到标准值，以保持良好的运行状态。
因而，状态修是一种有目标、有针对性的维护修理，根据设备的运行状态，其维修的内容、项目、规
模是不相同的。
状态修是在限界值管理的基础上，定期以科学的检测手段和方法对设备技术数据、运行状态进行检测
和综合分析。
对超过限界值的设备必须立即进行检修，使其达到标准值，以恢复良好的运行状态。
　　2.状态修的组织管理措施　　供电段对状态修管理分三级管理。
　　①技术科（室）负责状态修计划的编制，标准值、限界值、技术措施的制定，以及掌握各项计划
措施的落实，并负责日常的宏观指导工作。
　　②供电车间（领工区）负责组织各工区实施供电段关于状态修的各项计划、标准、措施，并负责
督促检查状态修质量控制循环的落实。
　　③工区负责直接实施状态修的各项计划、标准、措施以及落实状态修的程序控制和质量控制的循
环管理。
　　各工区应根据状态修的目标、办法及原则，成立专业巡视检测组和设备检修缺陷处理组，以加强
专业技术管理，使状态修的措施、办法落到实处。
　　接触网巡检组是设备状态信息汇集中心，负责信息的归纳分析及反馈。
　　3.状态修的技术管理措施　　①对实行状态修的设备要严格按规定的检测周期进行巡视检测。
当检测项目的运行状态达到或超过限界值，以及有严重危及人身、设备和行车安全时，应及时进行检
修和处理，以保证设备安全运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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