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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高等学校土木工程专业系列教材：铁路选线设计（
第3版）》主要阐述铁路选线设计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界定了路网铁路的分类与等级划分，分析了铁
路主要技术标准选择的影响因素。
围绕客货列车共线运行、客运专线和货运专线三大铁路类，详细介绍铁路能力、牵引计算、线路平面
及纵断面设计、铁路定线、方案比选、车站设计、铁路运输能力与工程设施加强和既有线改建与增建
复线设计；同时，为适应铁路发展方向和城市轨道交通发展的需要，介绍了城市轨道交通线路规划与
设计等内容。
本教材在内容编写上以培养21世纪高级专门人才为宗旨，改革旧的教学内容，尽可能纳入铁路选线设
计中的新理论和新方法，更加注重内容体系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高等学校土木工程专业系列教材：铁路选线设计（
第3版）》为高等院校土木工程、道路与铁道工程，交通运输、交通土建，铁路航测、采矿等专业的
本科教材；也可作为相关专业大专课程的选用教材；并可供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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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单线和双线铁路的通过能力悬殊。
单线半自动闭塞铁路的通过能力约为42～48对／d，双线自动闭塞则为144～180对／d。
双线的通过能力远远超过两条单线的通过能力，而双线的投资比两条平行单线少约30％，双线旅行速
度比单线高约30％，运输费用低约20％。
可见，运量大的线路修建双线是经济的。
　　平原、丘陵地区的新建铁路，远期年客货运量大于或等于35Mt／a，山区新建铁路远期年运量大
于或等于30Mt／a时，宜按双线设计，分期实施；近期年客货运量达到上述标准者，宜一次修建双线
。
远期年客货运量虽未达到上述标准，但按国家要求的年输送能力和客车对数折算的年客货运量大于或
等于30Mt／a，宜预留双线。
　　客运专线一般修建在具有较大客运量的地区，列车开行方式要求高密度、小编组、安全、准时、
快速，因此应当按一次修建双线铁路设计。
　　2．最大坡度（限制坡度）　　最大坡度是铁路线路纵断面坡度允许采用的最大值。
在一定自然条件下，线路的最大坡度不仅影响线路走向、线路长度和车站分布，而且直接影响行车安
全、行车速度、运输能力、工程投资、运营支出和经济效益，是铁路全局性技术标准。
　　客货共线铁路，线路最大坡度是由货物列车运行要求确定的，单机牵引地段的最大坡度称为限制
坡度。
限制坡度是单机牵引普通货物列车，在持续上坡道上，最终以机车计算速度等速运行的坡度。
它是限制坡度区段的最大坡度，是货物列车的牵引质量的确定依据。
设计线（或区段）的限制坡度（最大坡度）应根据铁路等级、地形类别、牵引种类和运输需求比选确
定，并应考虑与邻接线路的牵引定数相协调，但不得大于《线规》规定的数值。
　　客运专线铁路，高速列车采用大功率、轻型动车组，牵引和制动性能优良，能适应大坡度运行。
高速列车质量不是限制线路最大坡度的主要因素。
客运专线铁路的最大坡度允许值，应根据运输组织模式和地形条件确定。
我国客运专线铁路一般采用高、中速混运模式。
高速动车组的动力比较大，一般在较大的坡度上均可以达到最高允许速度，而且可以根据速度目标的
差异选择相应的功率配置，所以最大坡度主要受跨线旅客列车牵引特性和列车编组条件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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