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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社会及经济的发展，必然对铁路交通提出更高要求，这是被证明了的客观规律。
20世纪60年代，日本建成了世界第一条高速电气化铁路——东京至大阪的新干线，创造了良好的社会
及经济效益，因而，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
20世纪80年代，法国及德国先后建成时速达300km／h的高速电气化铁路，极大地推动了本国经济的发
展。
　　当今世界的铁路，提高列车运行速度是一项共同追求的目标。
我国也在积极推进高速电气化铁路建设，先后对广（州）一深（圳）线及哈（尔滨）一大（连）线进
行了目标速度为160～200km／h的电气化改造，接着又着手修建了时速为200～250km／h的秦（皇岛）
一沈（阳）高速客运专线，并正在筹建时速为300～350km／h的（北）京一沪（上海）高速铁路。
与此同时，我国还在大面积、大幅度地提高现有电气化铁路的运行速度，主要电气化干线逐步达到时
速160～200km／h，并将形成以北京为中心，以上海、广州、沈阳等城市为速度圈的高速铁路网。
为适应我国高速电气化铁路发展的需要，作者撰写了《高速电气化铁路接触网》这本书。
　　本书以高速接触网基本技术原理为核心，深入地分析了高速接触网的结构特征和高速接触网的受
流理论；全面地总结了我国电气化铁路接触网的技术成就，系统地论述了接触网领域的理论成果，概
括地介绍了国外高速接触网的先进技术。
因而本书是集理论性、学术性与实用性于一体的科技图书，它体现了接触网学科领域内的前沿性技术
。
　　全书共13章：第一至三章阐述了高速接触网的基本原理、参数计算及CAD方法；第四至六章叙述
了高速接触网的基本结构、供电设施及技术特征；第七至九章论述了高速接触网的振动特性、受流理
论及仿真原理；第十至十三章概述了高速接触网的施工工程、检测技术及运营维护。
书中所述的各个部分前后贯通，有机衔接，既互相联系，又保持相对的独立，以适应教学、设计、施
工、运营等各个专业单位及广大相关工程技术人员研究和参考的需要。
　　本书除重点研究、分析高速接触网的结构特征、振动特性及受流理论以外，还论述了与生产实际
紧密相关的高速接触网的施工技术、检测技术以及安全运营维护等有关技术问题。
在撰写过程中，还特别注意到内容的系统性和实用性，做到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和统一。
在拟定上述章节和内容时，考虑到施工工程对高速接触网运行质量的重要影响，特约朱飞雄撰写了第
十章。
同时，王祖峰、张北斗审阅了部分章节，并提出诸多宝贵意见，借此特表谢意。
尽管如此，由于时间仓促和作者拥有的资料有限，书中的缺点和不足定会存在，敬望广大读者提出宝
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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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速电气化铁路接触网》共13章，在概述接触网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系统地阐述了高速电气化铁路
接触网的支持装置、结构特征、供电设施，并着重论述了高速接触网的振动特性、弓网接触压力及其
高速受流理论。
同时，还讨论和研究了高速接触网的仿真技术、施工技术、检测技术及安全运营维护等一系列的技术
理论问题。
它既全面地总结了我国电气化铁路接触网的建设、运营经验，又概括地介绍了国外高速接触网的先进
技术。
既有技术性论述，又有理论性分析，体现了接触网领域内的前沿性技术。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铁道电气化专业的专、本科生的教学用书。
也可供该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从事接触网设计、工程建设及运营维护的高级技术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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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毕业于原唐山铁道学院电机系，毕业后留校任教，现为西南交通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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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心钻研、严谨治学具有较高学术造诣，掌握本学科的前沿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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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十三章 高速接触网零部件　　接触网是一个庞大的空间机械系统，它用零部件实现有序的连接
和接续，把接触线、承力索、支持装置、绝缘元件、电气设备以及支柱等连接成一个能传递电能并且
有支持功能，同时具备相应强度的机械性质的整体系统。
这个系统应能经受自然界多种气象条件的侵袭，保证良好地向高速运行的电力机车传送电能。
　　接触网的零部件是接触网系统的关节及纽带，任何接触网零部件的损坏，即意味着供电系统的破
坏，使整体运行及供电系统陷人瘫痪。
在一定意义上说，接触网零部件是整体系统的一个重要环节，既不能缺少，也不能被破坏。
　　随着电气化铁路运行速度的不断提高，线索的张力也在逐渐增大，因而，各种零部件的重要程度
也更加突出地显现出来，不仅是机械性能要提高，而且其电气性能、温度性能、防腐性能、抗振性能
都要强化和提高。
就零部件整体而言，其材质应具备强度高、韧性好、耐腐蚀的特点；就其性能而言，应具有重量轻、
结构简单、耐振性好、可靠性高、装卸方便；从经济角度而论，应该是取材广泛，造价低廉，制造程
序简易。
　　当前，高速接触网零件发展的方向是采用优质材料，实现挤压成型模式，并要求零件结构新颖、
重量轻、防腐性能好。
为满足要求，材质上应根据不同使用条件选用铜材、铝材、不锈钢、合成材料等，加工工艺采用精密
模锻、精密冷冲成型、精密铸造成型、数控自动化加工成型等。
表面处理采用抛丸、表面氧化等电化学处理方法，有效地提高了安全性和可靠性，以达到少维修或无
维修的目的。
　　接触网零部件的类别多，形式多样，差异性也很大，很难把全部零部件的功用、技术特征说明说
透，下面就常用零部件所具有的共同问题略加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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