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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新闻 

中科院东北振兴科技行动计划

项目顺利通过阶段检查 

路甬祥会见辽宁省委书记张文

岳 

沈阳市委书记曾维视察沈阳芯

源公司和沈阳新松公司 

沈阳分院党组召开2007年度所

级领导干部理论学习及工作体

会交流会 

 

      科教新闻

电气化铁路牵引供电系统新型技术获突破（科技日报）

发布时间：2007-6-18

 

    铁道第三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电化电信工程设计研究处结合哈大电气化改造、秦沈客运专线等项目，《电气化

铁路牵引供电系统新型成套设计技术》荣获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科学技术奖技术创新成果一等奖。课题研究形成了以

下成果：与实际运行状况相匹配的牵引变压器日典型负荷曲线；单相牵引变压器供电对电力系统的负序影响报告适应无

人值班要求的牵引变电所接线、分区所方式和全并联供电故障的判别与切除方法；接触网新型交叉线岔的设计原则和各

种典型道岔的新型交叉线岔平面布置；链形接触悬挂降低结构高度及导高、带电通过跨线建筑物的通用计算数学模型。 

    此向研究成果在220kV单相变压器供电、全并联供电、接触网新型交叉线岔的设计原则和各种典型道岔的新型交叉

线岔平面布置、接触悬挂降高等技术方面属于国内首创，与国内外同类设计相比，在供电可靠性、降低牵引网损耗和节

省运营成本、提高接触网受流质量和减少弓网事故、减少对跨线建筑物改造等方面，具有明显的技术优势，其总体技术

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和国际先进水平。  

以1999年开通的哈大电气化改造工程为例，较传统的直供加回流线方式节省工程投资，每年的基本容量电费就节省

6220.8万元，外部电源工程和路内投资分别节省投资48755万元和8569万元，全线可减少运营人员102人；接触网新型线

岔布置技术可保证受电弓安全靠地通过岔区，大大减少弓网事故，减少抢修作业，提高了列车的安全准点率；接触悬挂

降高技术对既有跨线建筑物的改造意义十分重大，可大幅度减少跨线建筑物的改造量，降低工程成本。  

    该院设计的国内首次系统引进项目哈大电化改造项目、我国第一条秦沈客运专线以及国内首次既有电化线路提速至

200km/h京秦改造项目中均采用了上述成套设计技术，其中秦沈客运专线创造了321.5公里/小时的国内铁路“第一

速”。成果为我国建设高速客运专线供电系统提供奠定了有力的技术基础。目前该课题的主要技术成果已推广到其他电

气化铁路的建设中。（摘自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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