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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结合电气化铁道接触网设备运营、检修中的实际情况，系统地阐述了接触网设备的组成、分类及
标准，接触网平面设计布置、下部工程测量及安装、线索装设、标志技术标准、运营开通前冷滑实验
及验收、运营管理规程、状态修、动态检测原理及应用、故障应急预案、实用技能项目及要求等。
    本书结合实际，可操作性强，可作为铁路职工培训教材，也可作为高等职业和中等职业学校的教材
，还可供有关工程技术人员自学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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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电气化铁道概述　　第一节 运输知识简介　　运输是人类社会一种不能缺少的要素。
中国自古以来就把衣食住行列为人们生存的四大基本要素。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畜牧业和农业的分工，开始了产品交换，也产生了小量运输，后来，
社会分工越来越细，逐渐形成了专门的运输业。
运输从古代使用人力到今天的航空航天运输，经历了漫长的道路。
古代人们大都沿水而居，随着火和石斧的应用，为适应捕鱼和渡河的需要便创造出最早的水上交通工
具——独木舟。
它的制造成功使人们扩大了活动范围，开拓了新天地，促进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伴随着木船的出现，航海业更加兴盛，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麦哲伦环球航行，第一次证实人类居住的
大地是球形的。
到了18世纪下半叶瓦特发明蒸汽机，随后蒸汽机相继应用于船舶和铁路上。
1825年在英国第一条铁路诞生了，从此，开辟了近代运输的新纪元。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汽车和飞机也相继诞生，1885年德国人K·本茨制成用内燃机作动力的汽车
，1903年美国人威尔伯?怀特制造的“飞行者1号”成功飞行。
至此，汽车和飞机很快成为现代运输的主要工具。
　　时至今日，交通运输不仅已成为人们生活不可缺少的内容，也是人类社会生产活动中离不了的。
因此，交通运输是生产资料在流通过程中的继续，是独立的物质生产部门，它参与了社会物质财富的
创造。
运输生产的产品不是改变劳动对象的物质和形态，而只是改变其在空间的位置——位移。
它是物质财富的再创造，或者说是创造物质财富必需的过程。
也就是以运送旅客所生产的人公里和运送货物所产的吨公里计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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