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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第一条地下铁道叫匕京地铁通车已经40年了，从设计、施工、设备制造到正式通车，完全依
靠我国自己的技术力量完成。
它体现了全国一盘棋和第一代地铁人求真务实的精神。
作者正是经历了修建北京地铁的一个全过程及国内多个城市的地铁建设，经历了我国40余年地铁建设
的风风雨雨，在实践的基础上，对地铁供电问题进行了归纳和整理，本书主要源自作者在工程实践中
所写的《地铁供电与随笔》一书。
世界上第一条地铁——伦敦地铁与电并无关系，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与发展，电已经成为地铁能
够快速、安全运行的大动脉。
地铁供电与城市电网紧密相连，但又有差异。
地铁供电系统的特点是一条线、电源多、回路多、参数多、负荷随时变化和移动。
根据这些特点，本书对其供电系统的构成、功能等分别进行了论述，侧重点在于直流牵引供电系统，
因为交流供电系统已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为大家所熟知，并有一系列完备而成熟的规程、规
定和计算方法，本书不再赘述。
20世纪60年代修建北京地铁时，供电可参考的资料有限，对直流牵引供电系统更是如此。
因此需要在实践中进行必要的现场实验，这些实验均属于大实验，并非一个人、一个单位所能完成，
而是大兵团作战的结果。
书中一些计算公式，就是在这些现场实验的基础上产生和总结的，并在实践中得到了验证。
书中对牵引供电的一些计算方法和计算公式进行了必要的推导和论证，着眼点不只是从理论上，而是
在实际工程中便于应用，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是本书写作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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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从事45年地铁供电设计与研究的总结，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是本书的写作特点。
    书中共分12章，其中第1章～第8章，主要是论述地铁供电系统的构成与功能，从系统上划分，地铁
供电主要由两大系统构成——牵引供电系统和供配电系统；第9章就目前地铁供电系统的几个热点问
题，作者根据自己多年的工程实践进行了论述，并得出相应的结论；第10章为探索未知，在北京地铁
建设初期所做的现场实验，体现了第一代地铁人求真务实的精神；第11章牵引供电计算和第12章直流
短路计算，是作者在工程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本书可供地铁设计、施工、运营及科研人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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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系统应有完善、协调的保护措施，供电系统的各级继电保护应相互配合和协调，当系统发生故障
时，应当只切除故障部分的设备，从而使故障范围缩小。
系统的各级保护应当满足可靠性、灵敏性、速动性、选择性的要求。
对牵引供电系统而言，为保证旅客的安全，保护的速动性是第一位的，其保护的原则是“宁可误动作
，不可不动作”，误动作可以用自动重合闸校正，而保护不动作则很危险，因为直流电弧在不切断电
源时可以长时间维持，从而威胁旅客安全。
直流系统的短路电流不像交流短路电流过零点时电弧可以自动熄灭，而直流电弧则可以长时间维持燃
烧而不熄灭。
地铁供电系统中压交流侧保护，应和城市电网的保护相配合和协调，因此其保护的选择性也受到制约
。
　　1.1.4防止误操作的功能　　系统中任何一个环节的操作都应有相应的联锁条件，不允许因误操作
而导致发生故障。
尤其是各种隔离开关（无论是电动还是手动）或手车式开关的隔离触头，都不允许带负荷操作。
防止误操作的联锁条件可以是机械的，也可以是电气的，还可以是电气设备本身所具备的或是在操作
规程和程序上严格规定的。
防止误操作，是使系统安全、可靠地运行所不可缺少的环节。
　　1.1.5方便灵活的调度功能　　系统应能在控制中心进行集中控制、监视和测量，并应能根据运行
需要，方便灵活地进行调度，变更运行方式，分配负荷潮流，使系统的运行更加经济合理。
当系统发生故障而使一路或两路电源退出运行时，为保证地铁列车的正常运行，电力调度可以对供电
分区进行调度和调整，以达到安全可靠、经济运行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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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地下铁道供电》可供地铁设计、施工、运营及科研人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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