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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由铁道部教材开发小组统一规划，为铁路职业教育规划教材。
本书是根据铁路职业教育铁道信号专业教学计划“驼峰信号”课程教学大纲编写的，由铁路职业教育
铁道信号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组织，并经铁路职业教育铁路信号专业教材编审组审定。
　　编组站（以及区段站）在铁路网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提高编组站的解编能力，协调点线运能，是铁路发展的重要手段，在编组站中，调车驼峰发挥着核心
作用。
实现编组站现代化，尤其是驼峰现代化，是铁路快速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
　　目前，我国铁路驼峰信号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大、中型以至小型驼峰都装备了现代化的信号
设备。
掌握驼峰信号技术，是铁路工作者的重要任务之一，为此，编者根据教学要求，广泛收集相关资料编
写了本教材。
　　为符合教学要求，以适应职业技术教育加强岗位能力培养的需要，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广泛听
取有关专家及各校任课教师的意见，内容上力求做到充实、完整，密切结合现场实际设备，以期达到
理论联系实际，做到学以致用。
　　为保证教材的先进性，淘汰了已过时的设备的相关内容，着重介绍现场使用的现代化设备，如驼
峰计算机过程控制系统。
同时，也对先进的编组站综合集成自动化系统进行了简单介绍。
　　在教学过程中，各学院可根据所在铁路局设备及本学院具体教学情况，对教材内容进行选择性学
习。
教材中楷体排印的为高职教育的学习内容，中专可选学。
　　本教材由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李俊娥主编，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徐彩霞副主编，兰州交通大
学贺青、柳州运输职业技术学院唐匀生参编，内江铁路机械学校姚晓钟主审。
各章的编写分工是：第一章由唐匀生执笔，第二章由徐彩霞执笔，第三、四章由贺清执笔，第五章～
第八章由李俊娥执笔。
　　本教材经2007年成都会议审稿。
参加审稿工作的除编审者外还有：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林瑜筠，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王晓军，天
津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杨润广，内江铁路机械学校傅向明、杜中彦，西南交通大学峨眉校区魏艳及重庆
铁路运输高级技工学校刘庭明老师。
　　本教材的编写承蒙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林瑜筠老师指导，也得到了北京全路通信信号研究设计
院、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通信信号研究所的大力帮助，在此深表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书中难免出现疏漏和错误，诚恳希望得到批评与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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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驼峰信号》系统地阐述了驼峰信号设备的组成和工作原理，内容包括编组站与驼峰调车设备概
况；驼峰调车场的信号基础设备、调速设备及测试设备；驼峰溜放进路控制系统；驼峰溜放速度控制
系统；驼峰推峰速度控制系统；驼峰计算机过程控制系统；驼峰尾部平面调车集中联锁系统；编组站
集成综合自动化系统等内容。

　　本教材可作为铁路高职和中专铁道信号专业教学的教学用书，也可供铁道信号专业现场人员的学
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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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推送部分　　由到达场中部到驼峰峰顶间的线路，叫作驼峰的推送部分。
这是一段上坡道，一般由两个坡段组成。
其设置目的是为了得到必要的驼峰高度，并在推峰解体时能使车钩压紧，以便摘钩。
　　（2）计算停车点　　调车场各股道警冲标内方100m处的点，叫作计算停车点，简称计算点。
计算点是为进行驼峰设计而规定的。
对简易驼峰来说，其计算点则规定为警冲标内方50m处。
　　（3）溜放部分　　由驼峰峰顶到调车场计算点之间的区段，叫溜放部分。
在这段范围内设有调速设备（车辆减速器等），以便调整钩车溜放速度，并且设有分路道岔以控制钩
车的溜放股道。
　　（4）峰顶平台　　推送部分与溜放部分之间的平坦地段，叫峰顶平台。
它位于驼峰的最高处，并通过该平台将两个不同方向的反坡（指压钩坡与加速坡）连接起来。
这样既可保证驼峰的必要高度，又可防止车辆经过峰顶时折断车钩。
峰顶平台的长度一般10m左右。
　　（5）难行车和易行车　　在相同气候条件下向同一调车线溜放时，由于车型及载重情况不同，
所耗能量不同，因而车辆有难行车与易行车之分。
所耗能量大的称难行车，反之称为易行车。
　　（6）难行线和易行线　　钩车溜向不同股道，所耗的能量不同。
这是由于各条线路所经过的道岔数目和曲线转角不同造成的。
因而线路有难行线和易行线之分。
能耗最大（即阻力最大的）线路叫难行线。
能耗最小的线路叫易行线。
　　（7）驼峰高度　　峰顶与调车场难行线计算点的高度差，叫作驼峰高度，简称峰高。
驼峰高度应保证在最不利条件下（低温、顶风），难行车能以规定的初速自由溜放至难行线的计算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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