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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电气化接触网工程改造施工研究
曾德林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北京 100070）

摘　要　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电气化铁路建设工作亦进入全新阶段，相关技术工艺逐渐成熟，各项改造工作也在

持续进行。庞大的社会经济体系也对铁路运输系统提出了更高要求，部分地区的铁路运输能力已无法满足当前运

输市场。因此，电气化铁路列车要不断提升其运行速度，进一步提高物资及人员的运输效率，如此方可有效应对

连年增长的运输压力。本文将针对铁路电气化接触网工程改造施工进行初步分析与探讨，希望可对相关从业人员

起到借鉴作用。

关键词　铁路电气化；接触网工程；接触网改造；改造施工

中图分类号：U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3365（2023）10-0115-03

1 铁路电气化接触网工程改造施工的特点

1.1 接触网工程改造施工作业单位众多

铁路电气化接触网工程整体作业量非常庞大，且

其过程对应诸多专业，因此，改造施工作业通常会存

在大量施工单位，不同单位与企业之间的很容易出现

沟通及合作异常。

此外，接触网工程改造施工是在当前现有铁路线

上进行的工程项目，因此，施工作业需设备管理单位

及运输管理单位的密切配合，其他相关专业施工单位

也要保持良好的合作秩序，如此方可实现铁路运输的安

全可靠，并保证一线施工人员的人身安全及电气化铁路

接触网工程改造作业的实施进度 [1]。

1.2 接触网改造作业施工空间狭小

接触网改造施工作业不仅要面对不断变化的户外

场景，也要考虑到当前改造施工对原有设备及设施的

影响，由于空间限制，很多改造设备难以进入现场，

如组立支柱作业环节，若作业现场不存在接触网的影

响，相关作业车辆可一次性将接触网支柱起吊并安装

作业，但既有接触网线路及设备的影响根本无法避免，

进而造成作业车吊臂的活动范围受到极大限制。施工

团队在将接触网立柱平行起吊后，需要将其放置在立

柱基础结构之上，如此才能进行立柱起竖及安装工作。

既有线边接触网基础开挖难以形成机械化作业，大部

分只能人工开挖，人工成本投入较大。遇岩层地段因

靠近既有线无法搭设水磨钻作业，通常改成电锤施工

开挖基础。在山区路堤区域的基础，常常因刷坡较陡

不具备摆放材料及搅拌混凝土条件，改成地泵浇筑，

严重制约施工进度。

1.3 既有线接触网改造开工时间早，作业周

期长

接触网改造施工作业执行期间，针对既有线路的

改造工作需提前做好整体工序安排，但是，接触网立

柱会直接影响线路预铺及拔移作业，影响线路开通或

者站改开通，而立柱结构是接触网悬挂部分的支撑部

分，整个处理过程将消耗大量时间，施工难度很高，

因此，接触网线路改造作业开始前，相关单位应积极

采取过渡方案，如重新建设接触网、调整接触悬挂等，

接触网提前施工，而立柱改造则后续跟进。研究表明，

虽然接触网在线路改造过程中或完成后已被拆除，但

相关单位依然要对接触网悬挂结构进行调整克缺、实

时监测，分析各项参数，因此，接触网的施工结束时

间最晚，整体持续时间非常长。

1.4 多专业同时施工带来的交叉干扰问题

调查研究表明，我国既有电气化铁路已持续运营

多年，行车密度非常高，因此，接触网改造工程需面

临铁路行车对施工作业带来的不良影响。除此之外，

接触网改造作业也要面对施工工期制约及施工天窗的

影响，往往站前站后工程同步进行，共同占用停电天

窗时间。针对站场改造项目，存在路基未成形，接触

网无法进场施工的滞后因素。因此，施工天窗时间段，

接触网施工作业现场将出现不同单位交叉作业，不同

专业之间相互影响，同时，接触网作业与轨道施工也

会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关施工单位的作业空间与

时间十分紧张，接触网改造作业设备与轨上设备也难以

保持同步，如此将进一步削减天窗的整体利用水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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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停电天窗占用次数较多

接触网改造工程实施期间，铁路行车不可中断，

但铁路行车又会直接干扰到接触网改造工程秩序，多

数作业行为只能在停电天窗进行，只有少部分作业不

需要占用，如基坑开挖、基础浇筑、支撑结构搭建等。

因此，整个改造工作存在大量停电天窗，一旦管理不

善，则后续工作也将出现诸多隐患，极易造成天窗顶点，

送电滞后导致影响列车事故的发生。

1.6 新旧网并存，安全隐患难以杜绝

电气化铁路接触网改造期间，既有接触网已连续

运营多年，大量设备存在锈蚀、过度磨损等现象，原

有接触网已出现巨大安全隐患。与此同时，接触网改

造工程不能影响到铁路线的正常运作，受行车影响，

新接触网与既有接触网不可能一次替换完成。因此，

整体改造完成前，铁路线存在新旧接触网同时使用的

现象，如此行为也埋下了巨大安全隐患。

2 接触网工程改造施工期间需注意的问题

2.1 提前制定好详细的作业计划

接触网工程改造施工开始前，相关单位需依照实

际作业期间的各项难点与专业事项，科学编制作业计

划，并交由不同专业人员进行分析探讨，判断相关计

划的可行性。不同专业及不同施工单位之间应保持密

切配合，以现有铁路线路为基础，紧密围绕接触网工

程改造施工的各项工作要点与作业计划，明确每一个

施工环节，清楚特定时间更换哪些道岔、开通哪些线

路等各项内容，进一步确定既有接触网拆除工作的先

后顺序，以及相关立柱及基础结构的施工顺序，计算

好实际工作量，尽早安排各项作业内容。

2.2 进一步熟悉施工现场，细化作业任务

接触网工程改造施工应做好全局规划，相关单位

可将每日的施工内容细化到每一位作业班组，针对作

业期间所要使用的各类机械设备、工程材料等内容进

行科学规划，不能存在任何疏漏，所有技术要点均要

做好对接，所有环节都要在监督下进行，关键位置需

做好安全保障措施，确保施工现场每一位作业人员的

人身安全，提早发现作业过程可能存在的安全问题。

2.3 做好现场作业的监督与协调

接触网工程改造施工的难点在于站改环节，研究

表明，站改作业存在大量不同工序，作业点繁多且复杂，

不同工序的实际任务量差异较大，加之部分施工单位

缺少足够数量的专业施工人员，因此，相关部门及责

任单位应做好监督管理工作 [3]。现场施工作业应安排

有经验、责任心强的管理人员对各个作业工序进行监

督把控，既有电气化铁路站改作业涉及轨道、信号与

接触网同点作业，在此期间，相关施工单位不仅要保

证任务按时完成，也要与其他作业班组及施工单位进

行作业时间协调，尽可能地避免同一时间集中在某个

区域抢工。

2.4 严格执行分时作业计划

接触网工程改造施工作业量极其庞大，为进一步

提高工程管理水平，相关单位应结合整体规划与作业

方案，规定好每一个工序的具体完成时间，全面增强

施工人员的时间观念，提升其责任意识与质量保障观

念，只有所有工序按时保质完工，才能最终实现电气

化铁路升级改造目标。

2.5 充分利用封闭点施工

接触网改造作业应充分利用封闭点施工，为无电

区全天候施工创造有利条件。若实际改造期间站线或

区间绕行线路施工周期较长，则线路施工完毕后，相

关作业班组应依照工作要求及施工现场特点，设置无

电区，部分区段可开展全天候施工，进一步确保接触

网的整体作业秩序与进度。

2.6 积极开展机械化作业

既有线改造不受地域影响的机械设备更多的是轨

道车、平板车、轨道吊、架线车等。在施工天窗点内，

充分利用轨道车开展运料、卸料、立杆、放线作业，

可节省大量在路上的时间，同时避免站线过长，既有

线边施工机械过多，安全风险大的问题。

2.7 做好物资供应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物资供应，是保障现场有

序推进的重要前提，也是项目推进的关键。技术部门

应做好物资计划，与中标厂商约定到货时间点；做好

现场运输路径调查，及时协调相关单位保障物资按时

准点抵达现场，不耽误现场施工进度。

3 电气化铁路接触网工程改造施工的常见问

题及解决对策

3.1 接触网磨损加剧问题

通常情况下，站改的线路普遍会变动其位置，有

的是与新铺设的线路进行对接，而线路铺通之前，架

线车无法进入，尤其是区间拢口附近不能存在临时道

岔，架线车无法做到从既有线路进入工程线架设接触

线的条件，只能是以人工架线方式。而这种施工方式

将造成接触网线路张力很小，抑或是接触网无张力，

导致接触线硬弯增加。对此，施工单位可在拢口附近

增加新的悬挂点，抑或是投入更多人力，进一步削减

接触线的硬弯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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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不同专业之间存在的干扰问题

针对不同专业之间的干扰问题，主管部门应对不

同作业的作业时段及实际工作空间进行协调，并提前

做好沟通交流，让每一位施工人员足够了解施工现场，

以实际角度去优化施工方法，准备好施工器具与工程

材料，尽量避免作业进度受到影响。

3.3 方案层面不同专业之间的配合问题

接触网工程改造施工存在接触网对线路运行的干

扰，也存在线路运行对接触网改造作业的影响，因此，

主管部门应对现场的具体情况进行全面分析了解，及

时进行信息沟通，及时处理各项问题，结合过渡段施

工及旧设施拆除工作特点，尽量做好不同专业之间的

配合，尽量减少对封闭点的过度占用与浪费。与此同时，

主管部门也要充分了解不同专业及不同工序的特点，

在方案层面分析具体工序的可行性以及现场作业的冲

突点，尽早做好工作安排。例如减少接触网与轨道专

业同一区域交叉施工，减少接触网使用轨道车与信号

调试在同一个区域。

3.4 针对成本进行管理

接触网工程改造作业需在指定时间内完成很多工

作，整体任务相对繁重，主管部门需及时调动并投入

足够的人力与物力，并同时在特定工序完成后及时进

行其他工作。因此，主管部门应做好成本管控与监督，

针对可能影响改造作业成本的各个方面进行审查，提

高人力及机械设备的利用率，避免资源浪费。

4 接触网工程改造施工技术关键点

4.1 做好天窗期的安全把关

1.优化临时措施。事实上，每一个天窗期的作业

内容即便准时完成也达不到可使用条件，为避免铁路

列车运行出现异常，相关部门应采取必要的临时措施。

临时性保障措施不可低于正式工程的各项要求，监管

人员也要对重点环节进行分析 [4]。

2.做好现场检测把关。接触悬挂尚未完全到位的

情况下，主管部门应检查接触线的位置是否符合受电

弓运行需求，新建软横跨无电区域带电体之间的距离

是否满足最小安全距离要求，过渡线岔的安装位置是

否会干扰到受电弓的正常通过等。每一个作业天窗期

内都要对这些关键性内容进行跟踪。

4.2 过渡工程的施工秩序

通常情况下，过渡段施工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既

有支柱对新线路铺设的影响，另一种是现有线路对新

设立柱位置的干扰。若既有线路需满足列车正常使用

需求而难以拆除，则主管部门应临时设置单立柱或软

横跨作为过渡使用。此外，针对以上两种情况，施工

主管部门应分别制定相应的过渡工程指导方案。

1.既有立柱对新线路铺设的影响。此时，新建立

柱暂时无法替代旧立柱承担起接触网悬挂任务，因此，

过渡方案应依照站前施工单位的交桩进度，在现场临

时设置单立柱进行过渡，若现场无法设置单立柱，则

施工单位可在合适位置，设置软横跨立柱，并进行软

横跨组装，满足过渡使用需求。

2.现有线路对新设立柱位置的影响。接触网施工

过渡应根据现场的不同情况，选择合适的既有立柱进

行过渡，并根据过渡工程进展，将既有基础网拨移至

过渡立柱，适当延长既有接触网锚段长度完成临时过

渡，抑或是增加临时小锚段。

4.3 正式工程施工

过渡工程对接触网的工艺及美观未提出严格要求，

但主管部门也要对正式施工过程予以足够重视，尤其

是相关材料规格及零部件的安装细节与工艺，实际操

纵必须达到设计规定，并符合验收标准。

4.4 既有接触网线材更换方法

针对既有接触网线材已难以满足列车运营要求，

主管部门可在改造作业期间对既有线路线材进行更换，

可采用新旧交替、逐段调整的方式进行，调整区内，

可将既有接触网线路抬高，而新建接触网则降至工作

高度，让新旧接触网相交段依照锚段关节的形式快速

过渡，同步依照技术规范安装过渡锚段电连接装置，直

至全部使用新建接触网，最后完成既有接触网拆除 [5]。

5 结语

综上所述，接触网工程改造施工是铁路提速的必

要措施，在此期间，主管部门应从实际工程特点角度

着手，具体分析改造施工的各项要点与内容，优化线

路拨接、站场改造等各项工序，以免出现铁路线路被

长时间占用，避免改造作业对现有线路运营带来干扰，

最大限度地减少改造施工与铁路线运营之间的矛盾，

保证整体作业安全系数，加快工程进度，缩短工期，

提升改造工程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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