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章  车站值班员岗位基础知识 

表 1.1  本章知识要点及岗位需掌握程度表 

序号 知识要点 
车站值班员 

掌握 熟练 了解 

1 行车基础知识 ●   

2 票务基础知识 ●   

1.1  行车基础知识 

1.1.1  线路的基础 

铁路线路是由路基、桥梁、隧道、涵洞和轨道组成的一个整体工程结构，是机车车辆
和列车运行的基础。路基及轨道示意图如图 1.1 所示。 

 

图 1.1  路基及轨道示意图 

1. 路 基 

铁路路基是轨道的基础，承受并传递轨道的重量及列车的动载荷。把垂直于线路中心
线的路基横截面称为路基横断面，简称路基断面。根据地形不同，路基一般采用路堤和路
堑两种基本形式。 

路堤横断面主要由路基顶面、边坡、护道、取土坑或排水沟组成。 

路堑横断面主要由路基顶面、侧沟、路堑边坡、弃土堆、天沟、用地界等组成。 

1）路基断面形式 

按照路基所处的地势情况与横断面的形状，路基断面可以分为以下六类。 



 

（1）路堤。 

设计线高于天然地面，用土、石填筑而成路堤，由路基面、边坡、护道及排水沟等组
成。如图 1.2 所示。 

 

图 1.2  路堤 

（2）路堑。 

设计线低于天然地面，经开挖而成路堑，由路基面、边坡、侧沟及截水沟等组成，如
图 1.3 所示。 

 

图 1.3  路堑 

在可能的情况下，路基应避免高堤深堑，以减少施工难度和施工量，也便于提高路基
质量。 好的路基应该是不填不挖的路基。 

（3）不填不挖路基。 

不填不挖路基指路基设计标高与地面标高相同，轨道直接铺设在经过处理的天然地面
上，如图 1.4 所示。 

 

图 1.4  不填不挖路基 

（4）半路堤。 

半路堤指在山岳地区，通过部分填筑而形成的路基，如图 1.5 所示。 

 

图 1.5  半路堤 

（5）半路堑。 

半路堑指在山岳地区，通过部分挖掘而形成的路基，如图 1.6 所示。 



 

 

图 1.6  半路堑 

（6）半路堤半路堑。 

半路堤半路堑指经过填、挖两部分构成的路基，如图 1.7 所示。 

 

图 1.7  半路堤半路堑 

2）路基顶面 

路基顶面即路基的顶部，是铺设轨道的工作面。它分为有路拱、无路拱两种形式，如
图 1.8、1.9 所示。路基顶面的宽度是指从路基一侧的路肩边缘到另一侧路肩边缘之间的距
离，如图 1.10 所示。 

              

图 1.8  有路拱路基断面                         图 1.9  无路拱路基断面 

 

图 1.10  路基顶面宽度示意图 

3）路肩与路基边坡 

路肩：路基顶面两侧无道床覆盖的部分。 

路基边坡：路肩边缘以外的斜坡。 

路肩的作用： 

（1）抵抗路基核心部分在受压力时向外发生挤动、变形，加强路基的稳定性； 

（2）防止道砟滚落于路基坡面，保持道床完整； 

（3）便于设置必要的线路、信号标志； 



 

（4）供铁路现场作业人员行走，便于进行工作。 

4）路基附属设施 

作用：保证路基的强度与稳定。 

（1）排水设施。 

排水沟、侧沟、截水沟（天沟）等排泄地面水；渗沟、渗管等拦截或降低地下水位。 

排水沟一般设在填方路基下，用来排路面水，如图 1.11 所示。截水沟一般设置在挖方
段路基边坡上，用来拦截地表水侵蚀路基，如图 1.12 所示。渗沟、渗管用来拦截或降低地
下水位，如图 1.13 所示。 

         

图 1.11  排水沟                        图 1.12  侧沟、截水天沟 

 

图 1.13  渗沟、渗管 

（2）防护设施。 

为保护路基边坡不塌，可采取种草、植树、灰浆抹面浆砌片石及砌筑挡土墙等措施，
如图 1.14、1.15 所示。 

   

图 1.14  路基边坡冲刷防护图                     图 1.15  山体挡棚 



 

2. 桥 梁 

桥梁是在铁路架空的部位承托轨道，供铁路线路跨越水流、山谷或其他建筑物的设施。
它由桥面、桥跨结构、墩台及基础三部分构成，轨道传来的力通过桥墩、墩台、基础，传
递至基底面上。 

1）桥梁分类 

按作用分：跨河桥、跨谷桥、跨线桥、旱桥，如图 1.16～1.19 所示。 

跨河桥——跨越河流； 

跨谷桥——跨越山谷； 

跨线桥——跨越铁路、公路； 

旱桥——跨越市区、工业区、农作物区。 

     

图 1.16  跨河桥                             图 1.17  跨谷桥 

      

图 1.18  跨线桥                            图 1.19  旱  桥 

按长度分：小桥、中桥、大桥、特大桥。 

小桥——桥长 20m 及以下（注：梁桥的桥长系指桥台挡砟前墙之间的长度）； 

中桥——桥长 20m 以上至 100m； 

大桥——桥长 100m 以上至 500m； 

特大桥——桥长 500m 以上。 



 

按桥跨材质分：钢桥、石桥、钢筋混凝土桥。 

按桥梁受力情况分：梁桥、拱桥、刚架桥、悬桥和组合体系桥等。 

2）桥梁结构 

以跨河桥为例，桥梁结构由桥跨、桥墩、桥台、墩台基础等组成，如图 1.20 所示。 

 

图 1.20  跨河桥桥梁结构 

3. 隧  道 

隧道是铁路穿越山岭或城市轨道交通所开凿的地下通道。其底部承托着轨道，四周承
受着围岩的压力。隧道也可以代替桥梁，从河道、海峡下穿过，即水下隧道。 

隧道是修筑在地层内的建筑物，由主体建筑物和附属建筑物组成。 

主体建筑物──洞门、洞身衬砌。其作用是保持隧道的稳定，保证列车的安全运行。 

附属建筑物──避车洞、防排水设施、通风设施。其作用是满足隧道安全、养护与维修
隧道的需要。 

4. 涵  洞 

涵洞是设置在路基下用以通过水流的一种建筑物。它承受通过路基传来的动力载荷以
及路基土体的土压力。 

5. 轨  道 

在路基、桥隧建筑物修成之后，就可以在其上铺设轨道。轨道由钢轨、轨枕、联结零
件、道床、防爬设备和道岔等主要部件组成。它起着机车车辆运行的导向作用，直接承受
由车轮传来的巨大压力，并把它传给路基或桥隧建筑物。轨道的基本组成如图 1.21 所示。 



 

 

图 1.21  轨道的基本组成 

1）钢轨 

钢轨是轨道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轨道的基本承重结构。它用来引导城市轨道交通
车辆的行驶，并将所承受荷载传到轨枕、道床及路基上去，也为车轮滚动提供 小阻力的

接 

触面。 

（1）钢轨特点：四个“度”。 

刚度──抵抗由动荷载引起的挠曲变形； 

韧度──防止动荷载引起钢轨折断； 

硬度──防止被车轮压陷或磨损太快； 

顶面粗糙度──有利于机车的牵引力、制动力的实现。 

（2）钢轨断面。 

钢轨要求有足够的承载能力、抗弯强度、断裂韧性、稳
定性及耐腐蚀性，其断面形状为工字形，由轨头、轨腰和轨
底三部分组成。钢轨断面组成如图 1.22 所示。 

（3）钢轨类型。 

钢轨的类型是按每延米的重量来区分的，选用钢轨原则上应以轨道承受荷载的轻重来
确定。通常以 kg/m 表示，如 38kg/m、50kg/m、60kg/m、75kg/m 等。昆明地铁正线采用
60kg/m 的钢轨。 

（4）钢轨长度。 

标准轨：12.5m、25m 等。 

缩短轨：9m、11m、12m、18m、20m 等。 

为使钢轨接头对接，曲线内股应使用厂制缩短轨。12.5m 标准轨的缩短量为 40mm、
80mm、120mm 三种；25m 标准轨的缩短量为 40mm、80mm、160mm 三种。 

（5）钢轨接头。 

 

图 1.22  钢轨断面组成图 



 

普通轨道的接头通常用螺栓、夹板等连接。 

（6）钢轨轨缝。 

铺轨时，需要在钢轨接头处预留轨缝。轨缝的作用在于适应钢轨热胀冷缩的需要。高
温时，钢轨膨胀不会导致轨道挤压变形；低温时，钢轨收缩不会导致接头拉压变形。钢轨
轨缝如图 1.23 所示。 

 

图 1.23  钢轨轨缝 

2）无缝钢轨 

无缝钢轨是将标准长度的钢轨焊接成为长钢轨的轨道。我国一般采用 25m 的钢轨，先
在焊轨厂将其焊成 250～500m 的长轨条，然后再运到铺轨地点，再焊成 1000～2000m 的
长轨条或按设计长度进行铺设。无缝线路由于消除了钢轨接缝（并非绝对消除），因而具有
行车平稳、机车车辆及轨道维修费用低、使用寿命长等优点。 

由于无缝线路中钢轨所承受的温度力的大小和轨温的变化有直接关系，所以我们锁定
钢轨时必须正确、合理地选定锁定轨温，以保证无缝线路钢轨冬天不被拉断，夏天不致胀
轨跑道，危及行车安全。 

无缝线路是铁路轨道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经济效益显著。据有关部门统计，与普通线
路相比，无缝线路至少能节省 15%的经常维修费用，延长 25%的钢轨使用寿命。此外，无
缝线路还具有减少行车阻力、降低行车振动及噪声等优点。 

3）轨枕 

轨枕的作用是承受钢轨传来的作用力，将其传给道床，并有效地保持钢轨的位置和轨
距。因此，轨枕应具有一定的坚固性、弹性和耐久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