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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发布《铁路站场道路和排水设计规范》

      等巧个铁路工程建设标准的通知

                  铁建设函[2000)445号

    (铁路站场道路和排水设计规范》(TB 10066-2000),《铁路站
场客货运设备设计规范) (TB 10067-2000),《铁路隧道运营通风

设计规范》(TB 10068-2000),铁路隧道防排水技术规范》(”，
10119-20M),《铁路货车车辆设备设计规范)(TB 10031-2000)、
《铁路驼峰信号设计规范》(TB 10069-2000),《铁路驼峰信号施工
规范》(TB 10221-2000),《铁路区间道口信号设计规范》(TB
10070-2000),《铁路信号站内联锁设计规范)(TB 10071-2000),
《铁路通信电源设计规范》(TB 10072-2000),《铁路光缆PDH通
信〔程施工规范》(TB 10215-2000),《铁路通信用户接人网设计规
范》(TB 10073-2000),(铁路车站客运信息设计规范》(TB 10074-
2000),(铁路电力牵引供电隧道内接触网设计规范》(TB 10075-

2000),肤路枢纽电力牵引供电设计规范》(TB 10076-2000)等15
个铁路工程建设标准，经审查现批准发布，自2001年4月1日起施
行。届时，原《铁路货物车车辆段设计规范》(T$1 30-90),《铁路货
物列车检修所设计规则》(TBJ 31-90),《铁路货车站修所设计规则》
(TBJ 32-90),《铁路光缆数字通信工程施工规定》门13J 215-92)同
时废止。

    对工程延续项目勘测设计中新老规范的衔接问题，按《关于实
施新发布设计规范有关问题的通知》(建技〔1999)88号)办理。

    以上标准由部建设管理司负责解释，由中国铁道出版社和铁

路工程技术标准所组织出版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

-000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月U 舀

    本规范是根据铁道部铁建函 (1999) 50号文件的要求编制。

    本规范共分10章，主要内容包括:总则，外供电源分类及
供电，通信站交流供电系统，通信站直流供电系统，中间站通信
机械室供电系统，设备配置，集中监控管理系统，防雷，导线选

择及布放，机房设置及设备布置等。

    本规范是在原 《铁路通信设计规范》(TBJ 6-85)相应内容
的基础上全面修订编制的，主要进行了以下补充与修改:
    1.将 “一24 V、一60 V两种基础电源”修改为 “一48 V一

种基础电源，’;

    2.增加了“中间站通信机械室供电系统”、“集中监控管理
系统”、“防雷”、“导线选择及布放”、“机房设置及设备布置”等

内容。

    3.删除了“交流直供”、“硅调压和尾电池调压方式，’;
    本规范在编写过程中，总结了近年来铁路通信工程电源设计

的经验，并参考了国内相关规范。

    在执行本规范的过程中，希望各单位结合工程实践，总结经
验，积累资料，如发现需要修改和补充之处，请及时将意见和有

关资料寄交中国铁路通信信号总公司研究设计院 (北京市丰台区
太平桥289号，邮政编码:100073)，并抄送铁路工程技术标准

所 (北京市朝阳门外大街227号，邮政编码:100020)，供今后
修订时参考。
    本规范由铁道部建设管理司负责解释。

    本规范主编单位:中国铁路通信信号总公司研究设计院。
    本规范主要起草人:胡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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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为统一铁路通信电源设计技术标准，做到技术先进、经
济合理、安全适用、使用方便，制定本规范。

1.0.2 本规范适用于铁路通信站、中间站通信机械室等固定站
的新建、改建铁路通信电源设计。

1.0.3 铁路通信电源设计应贯彻国家和铁路的技术政策，合理
利用资源，执行国家防震、消防和环境保护等有关标准、规定

1.0.4 铁路通信电源设计在保证供电质量的前提下，应考虑安
装、维护和使用方便，满足灾害等特殊情况下的通信安全。

1.0.5铁路通信电源设计应采用技术成熟的、通过质量认证的
设备，并积极利用新能源、采用新技术。

1.0.6 铁路通信电源方案设计应考虑所在地的供电条件、引人
方式及运用状态，将近期建设规模与远期发展规划相结合，进行

技术经济比较，降低工程造价和维护成本。

    近期按交付运营后5年，远期按交付运营后10年。
1.0.7铁路通信电源系统应针对铁路运输及通信网等级位置，

实施集中监控管理，逐步达到少人维护，无人值守。

1.0.8 铁路通信电源系统宜是独立的供电系统。
1.0.9 铁路通信电源系统设计应保证设备、人身的安全，保证

对通信设备不间断地供电，满足设备对电源的要求。

1.0.10 铁路通信电源设计，除应执行本规范外，还应执行国家
现行的有关强制性标准规定。



2 外供电源分类及供电

2.0.1外供电源应由外供交流电源和自备发电电源组成。

2.0.2外供交流电源可从铁路地区变、配电所，铁路专用专盘
专线电源，电力贯通线电源，自动闭塞电力线电源及地方电源接
引。

2.0.3 自备发电电源包括自备交流电源和自备直流电源。

2.0.4 铁路通信电源系统应以外供交流电源为主用供电;在无
外供交流电源或远离外供交流电源的地区，应以自备发电电源为
主用供电。

2.0.5 在具有铁路地区变、配电所电源，铁路专用专盘专线电
源的铁路通信站，其外供交流电源宜采用铁路电源为主供电源，

地方电源为备供电源。

2.0.6 在具有电力贯通线及自动闭塞电力线的区段，分所其外

供交流电源应采用电力贯通线为主供电源，自动闭塞电力线为备

供电源;中间站通信机械室，其外供交流电源应采用自动闭塞电
力线为主供电源，电力贯通线为备供电源;主、备供电源可自动

切换。

2.0.7 自备发电电源可采用燃油 (柴油、汽油)发电机组及燃
气发电机组。

    在年日照时数大于2 000 h的地区，可采用太阳能电源供电;

在年平均风速大于4 m/s的地区，可采用风力发电电源供电。

2.0.8 外供交流电源根据通信站、中间站通信机械室所在地区
的供电条件、供电线路引人方式及供电系统的运行状态，可按表

2.0.8分为三类。



表2.0.8 外供交流电源的分类

类 别
类 n 类 扭 类

分类内容

供电条件

  两路稳定可靠的
独立电源(分别引
人一路供电线)

正常供电

  两路稳定可靠的独立电

源(环形网引人一路供电
线)

  一路稳定可靠的独立电

源(引人一路供电线)

  昼夜24 h连续供电(检
修停电除外)

  一 路独立 电源

(引人一路供电线)

  昼夜 24 h内不
能连续供电

检修停电 允许检修停电

停电指标

  昼夜 24 h连续

供电

  无同时出现检修
停电

  平均每月不大于
1次
  每次时间不大于

0.5 h

允许检修停电

平均每月不大于3.5次
每次时间不大于6卜

  有季节性长时间
停电

供
电
系
统
运
行
状
态



3 通信站交流供电系统

3.0.1 通信站交流供电系统由外供交流电源和自备交流电源组

成，应采用集中供电方式供电。

3.0.2 通信站交流供电系统应采用三相五线制或单相三线制供
电。

3.0.3 通信站配置的自备交流发电机组，宜采用具有自动投人、

自动撤出、自动补给性能，并具有遥信、遥测、遥控性能和标准
接口及通信协议的自动化机组。

3.0.4 对要求交流不间断、无瞬变供电的通信负荷，应采用交
流不间断电源 (UPS)或逆变器供电。

3.0.5 通信站外供交流电源应从站内电力低压配电设备直接引
接。

3.0.6 各种通信用电应按下列负荷等级划分:
    1 二级交换中心及以上通信站的通信设备，为一级负荷，

应由两路可靠交流电源供电。

    2 三级交换中心 (电务段)及以下通信站的通信设备，为

二级负荷，应由一路可靠交流电源供电;当附近具有第二路交流

电源时，应采用两路交流电源供电。

3.0.7 自备交流发电机组的供电范围应符合表3.0.7的规定。

                表3.0.7 自备交流发电机组的供电某围

注:二有条件时包括



4 通信站直流供电系统

4.0.1 通信站直流供电系统由整流设备、直流配电设备及蓄电

池组组成，应采用集中供电方式供电。

    大型通信站可采用分散供电方式供电。采用分散供电方式供
电的通信站，电源设备应靠近负荷中心，并预留远期能扩容的条

件。

4.0.2通信站直流供电设备应采用高频开关整流设备、配电设

备、监控器、阀控式密封铅酸蓄电池组，并应具有遥信、遥测、

遥控性能和标准接口及通信协议。

4.0.3通信站直流供电系统应采用在线式低压恒压充电方式以
全浮充制运行。

4.0.4直流电源基础电压为一48 V，其他种类的直流电源电压
应通过直流一直流变换器获得。一48 V基础电压的电压波动范围、

杂音电压应符合表4.0.4的规定。

            表4.0.4 基础电压的电压波动范围、杂音电压

4.0.5 蓄电池组的浮充电压、再充电电压及均衡充电电压，均
应根据蓄电池的产品要求和通信设备受电端子的电压要求确定。



阀控式密封铅酸蓄电池的电压要求应在表4.0.5的范围中确定。

表 4.0.5 阀控式密封铅酸蓄电池的电压要求

电压种类 浮充电压(V识 ) 再充电电压及均衡充电电压(V/Fi)

阀控式密封铅酸蓄电池 2.23-2.27 2.30-2.35



5 中间站通信机械室供电系统

5.0.1 中间站通信机械室供电系统应能通过 “铁路中间站电源

柜”对所有通信设备供电。

5.0.2 中间站通信机械室交流供电系统应采用单相三线制供电。
5.0.3 “铁路中间站电源柜”应由交流配电单元、直流配电单

元、监控单元、高频开关整流模块、直流一直流变换器、逆变器、

阀控式密封铅酸蓄电池组组成。

5.0.4 “铁路中间站电源柜”应具有接受遥信、遥测的性能和

标准接口及通信协议。

5.0.5在具有两路电源引人的中间站通信机械室，“铁路中间站

电源柜”应设置主用/备用电源自动转换装置。
5.0.6 “铁路中间站电源柜”的阀控式密封铅酸蓄电池组宜采

用 12 V/只系列。

5.0.7 在不具备自动闭塞电力线及电力贯通线的区段，其沿线

中间站通信机械室应配置移动式汽油发电机组。
5.0.8 中间站通信机械室的温度调节装置、除湿装置等辅助装
置，应由通信电源集中监控系统控制其自动投人及自动撤出。



6 设 备 配 置

6.1 配 置原则

6.1.1 交流配电设备及直流配电设备的容量，应按远期负荷配

置。

6.1.2 高频开关整流设备、直流一直流变换器、逆变器、交流

不间断电源 (UPS)设备的容量，应按近期负荷配置。

6.1.3 蓄电池组的容量应按近期负荷配置。

6.1.4 通信站外供交流电源的供电电压偏移值超出交流配电设
备额定电压值的+10%一一15%时，宜采用调压、稳压设备。

    调压、稳压设备的容量应按近期负荷配置。

6.1.5 自备发电机组的容量应按近期负荷及保证空调负荷并考
虑一定的发展负荷配置。

6.1.6 太阳电池的容量应按满足近期负荷并考虑一定发展负荷
配置。

    在单独使用太阳电池与蓄电池组构成的供电系统中，太阳电
池的容量配置应按远期负荷并考虑蓄电池组的充电负荷配置。

6.1.7 风力发电机的容量宜按远期负荷配置。

‘.2 电源设备配置

6.2.1 自备发电机组的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通信站自备发电机组的配置应符合表6.2.1-1的规定。

    2 中间站通信机械室移动式汽油发电机组的配置宜符合表

6.2.1-2的规定。



表6.2.1-1 通信站自备发电机组的配置

x>}a}}.}#}  (A )
一级交换中心 二级交换中心

三级交换中心

  (电务段)
分 所

I类 1 1 1

0类 2 2 1 I

m类 2 2 2

衷 6.2.1-2 中间站通信机械室移动式汽油发电机组的配，

夕一赢UE}ski}一一}}J}1}7}}}1}}(宜/}uS)中间站通信机械室
一路地方电源 I台2站

自动闭塞电力线电源(电力贯通线电源)、地方电源各一路
1台/4站

两路地方电源

6.2.2 蓄电池组的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通信站蓄电池组应按两组配置。两组蓄电池组的容量必

须相等，每组蓄电池组的容量应为总容量的二分之一。两组蓄电
池组应并联使用。两组蓄电池组应由同型号、同容量、同制造工

厂的产品组成。

    2 中间站通信机械室蓄电池组和UPS蓄电池组应按1组配

置，并应采用12 V/单只蓄电池系列蓄电池。

    蓄电池组的容量计算应符合附录A的规定。

6.2.3 整流设备的容量和数量应按下列要求配置。
    1 铁路通信站高频开关整流模块应按 n+1冗余方式配置。

当n簇10时，备用1只;当n >10时，每10只备用1只。整流
模块的容量大小，应与主用整流设备的总容量大小相匹配。

    主用整流设备的总容量应按负荷电流和蓄电池组的均衡充电

电流 (10 h率充电电流)之和确定。
    采用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等新能源组成混合供电系统供电

的通信站，当蓄电池10 h率充电电流远大于通信负荷电流时，

主用整流设备的总容量应按负荷电流和蓄电池20 h率充电电流之



和确定。

    采用电启动自备发电机组的通信站，无随机附带充电整流器

时，应配置启动电池充电用整流器。
    通信站应配置落后电池充电用充电整流器。

    2 中间站通信机械室高频开关整流模块应按n+1热备用
方式配置。

    主用高频开关整流模块的容量应按负荷电流和蓄电池组的均
衡充电电流 (10 h率或20 h率充电电流)之和确定。

6.2.4 直流一直流变换器的数量应按下列要求配置。
    1直流一直流变换器的配置数量应符合表6.2.4的规定。

                表6.2.4 直流·直流变换器的配，数f

配置方式 配置数量(台)

主用直流一直流变换器 1 2 3 4

备用直流一直流变换器 1 1 2 2

合 计 2 3 5 6

    2 同型号、同容量的直流一直流变换器可多台并联使用。
6.2.5 逆变器的容量应按最大负荷功率配置。备用逆变器与主

用逆变器的功率应相同。

6.2.‘交流不间断电源(UPS)的容量应按最大负荷功率配置，
并根据需要可设置备用。



7 集中监控管理系统

7.0.1 铁路通信电源集中监控管理系统的设计应符合铁道部的

有关技术规定。

7.0.2 铁路通信电源集中监控管理系统的监控内容应包括遥测、

遥信、遥控。

7.0.3 铁路通信电源集中监控管理系统的维护管理中心应设在

三级交换中心 (电务段)所在地。一个三级交换中心 (电务段)
应设置一个维护管理中心。

7.0.4 维护管理中心及其管理的通信站电源设备与中间站通信
机械室电源设备，应采用同一个集中监控管理系统。

7.0.5 维护管理中心应具有和铁路电信管理中心进行双向通信
的功能。

7.0.6维护管理中心与远端监控采集器之间的通信，宜采用专
线方式为主用方式，拨号方式为备用方式。
7.0.7 中间站通信机械室电源系统监控信号的传输通道宜由光
缆传输系统提供。



8 防 雷

8.0.1为确保通信设备和维护人员的安全以及通信设备的正常

工作，防止通过电源系统引人雷害，铁路通信电源系统必须进行

防雷设计。

8.0.2 铁路通信电源系统的防雷设计应根据电源设备类型、运
行及接地方式、安装地点环境条件等因素合理地制定防雷措施。
8.0.3 铁路通信电源系统的防雷应从交流配电设备开始，至通

信设备的直流电源受电端子，采用分级防护，并与通信系统的防

雷、建筑物的防雷、接地及通信系统的电磁兼容协调配合。

8.0.4 铁路通信电源系统的防雷主要通过通信电源设备机内设
置的分级防雷装置实现。

    铁路通信电源系纫u采用机内具有芍璨防剩昔施的通信电源设备。
    对于机内不具有分级防雷措施的通信电源设备及通信空调设

备，铁路通信电源系统防雷设计应设置机外分级防雷装置。
8.0.5 铁路涌信申‘源系统防雷榕她票统方框图 Fill m 8.0.5

低
压
配
电
设
备

外供交流电源t

外供交流电派2

图8.0.5 通信电源系统防雷接地系统方框图 (合设接地方式)

  注:图中，粗实线表示机内避雷装置.粗虚线表示机外避雷装置。



8.0.6 在电力交流调压 (稳压)器及交流配电设备输人端的三

根相线及零线应分别对地加装避雷器;在整流设备输入端、不间
断电源设备输人端及通信用空调输人端均应加装避雷器;在直流

配电设备输出端宜加装浪涌吸收装置。
8.0.7 涌信申L源 粟统耐雷申.冲击指标应不小千表 8.0.7的数值

表8.0.7 通信电源系统耐雷电冲击指标

序号 设 备 名 称
额定电压

  (v)

雷电弄卜击波

模拟雷电冲击
波电压峰值
    (kV)

(1.2/50 P.)

模拟雷电冲击
波电流峰值
    (kA)

  (820 1}0

1 电力交流调压(稳压)器 AC 380220 6 3

2 姗油发电机组
AC 380220 4 2

3 交流配电设备

4 整流设备
AC 380220 2.5 1.25

5 交流不间断电源(UPS)

6 直流配电设备 1)一一48 1.5 0.75

7 逆变器
a 一一48

    一24 0.5 0.25
8 直流一直流变换器

9 通信设备直流电源受电端子

10 通信设备交流电源受电端子 AC 38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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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导线选择及布放

9.0.1电力低压配电设备至交流配电设备的交流进线，应按远
期负荷计算，并据此选择导线型号与规格。

9.0.2 自备发电机组的输出导线的型号与规格，应按其输出容
量确定。

9.0.3 两组蓄电池组至直流配电设备的馈电线型号、规格、容

量应一致，其长度应相等。

9.0.4 一48 V电源供电馈线的截面设计应满足通信设备供电需
要、强度要求，直流放电回路全程最大电压降宜按3.2 V计算。

9.0.5电源馈电线的规格，应符合下列规定:
    1交流中性线，应采用与相线截面相同的导线。

    2机房内的交流导线，应采用阻燃电缆。
    3直流电源馈电线，应按远期负荷确定。截面大于951门n护

的导线宜采用硬铜母线。

    4 接地导线，应采用铜芯导线。
    5 接地导线的截面应不小于表9.0.5的规定。

                    表，.0.5 接地导线的截面

I---_截[M(}2 )} 一娜夺称中 、 } =kB}r}中石一丁 — ]
线种

70
‘电务段)及以下

        50

中间站通信机械室

铜线

9.0.‘监控设备的传输线布置应远离干扰源，不得与其他强信
号线及高频线近距离平行布放。

9.0.7机房内导线的布置，应符合 《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
范》(GB 50045)的规定。



10 机房设置及设备布置

10.0.1铁路通信电源机房的设置应根据实际需要确定。各种电

源机房的划分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三级交换中心 (电务段)及以上通信站可设置电力低压

配电室、电源机械室、蓄电池室、监控室、发电机室、储油库、

修机室、值班室、休息室等生产及辅助生产房屋。

    2分所电源机械室宜与通信机房合设。
    3合设机房中电源设备、阀控式密封铅酸蓄电池组可与通

信设备同机房安装。

    4 当阀控式密封铅酸蓄电池组采用蓄电池柜安装时，电源

设备、蓄电池组可与通信设备同列安装。
    电源设备、蓄电池组与通信设备同列安装时可紧靠。

10.0.2 通信电源机房的布置应满足维护工作的基本需要。
10.0.3 发电机室应根据环保要求采取消 (降)噪措施，其噪声
指标应符合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GB 3096)的要求。

10.0.4 有防震要求的通信站，蓄电池组应采用防震架 (柜)，
电源设备机架应与地面牢固连接。地震烈度为8度及以上地区的
通信站，电源设备机架应与房屋墙体 (柱体)连接。



附录A 蓄电池组的容量计算

A.0.1 蓄电池组的放电小时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铁路通信站蓄电池组的放电小时数应符合表A.0.1的规

定。

表A.0.1                2电池组的放电小时数

二孟蔽}},d"ei}(h)3F}St;}t}}}fii 一级交换中心 二级交换中心
三级交换中心

  (电务段)
分所

I类 1 t 1

u类 1 2 2 3

田类 3 3 8

    2 铁路中间站蓄电池组的放电小时数应按8--10 h计算。

A.0.2 蓄电池组容量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 KI丁

W-171 +a砚二25)]
式中 R— 蓄电池容量 (A-h);

      K— 安全系数，取1.25;

      I— 负荷电流 (A);

      T— 放电小时数 (h)，见表A.0.1;

      ，— 放电容量系数，见表A.0.3;
      a— 蓄电池温度系数 (1/ rl)，当放电小时率)10时，

          取a = 0.006;当10>放电小时率)1时，取a=
            0.008;当放电小时率<1时，取a=0.01;

      t— 实际蓄电池所在地最低环境温度数值。所在地有采

            暖设备时，按15℃考虑，无采暖设备时，按5℃
            考虑。



A.0.3蓄电池放电容量系数(种应符合表A.0.3的规定。

表A.0.3 蓄电池放电容，系数(妇表

蓄电池组
放电小时数

    (h)

0.5 1 2 3 4 6 8 10

  放电
终止电压

  (V)

1.70 1.75 1.75 1.80 1.80 1.8() 1.80 1.80 1.80 1.80

  放电

容量系数
0.45 0.40 0.55 0.45 0.61 0.75 0.79 0.88 0.9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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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对于要求严格程度的用词说明如下，以
便在执行中区别对待。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必须，’;

    反面词采用 “严禁”。

    (z)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应，’;

    反面词采用“不应”或 “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

词 :

    正面词采用 “宜，’;

    反面词采用 “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 “可”



《铁路通信电源设计规范》

      条 文 说 明

    本条文说明系对重点条文的编制依据、存在的问题

以及在执行中应注意的事项等予以说明。为减少篇幅，
只列条文号，未抄录原条文。

1.0.2铁路通信电源不仅适用于有人站，对无人站亦适用;不
仅适用于有线通信，对无线通信等各种通信都适用。

    固定站包括光缆中继站、微波站、卫星通信地面站、移动通
信站、无线电台及调度机械室、会议机械室、站场等站 (室)。

1.0.5 为保证供电的可靠性，要求采用的设备是技术成熟的定
型产品，并且经过质量认证。

1.0.7 根据铁道部发展规划和技术要求，铁路通信电源要实现
集中监控，以便达到少人维护、无人值守的目的。

2.0.7 自备发电电源的种类已向多样化发展，并且技术、设备
及应用亦日趋成熟，故自备发电电源的种类规定由单一的柴油发

电机组向汽油发电机组、燃气发电机组及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

等多样化方向扩展。

    由于太阳能发电及风力发电的一次性投资比较高，故明确规

定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的基本使用条件。在当年日照时数、年

平均风速指标达不到规定的指标时，采用太阳能发电或风力发

电，可造成发电效率过低并导致一次性投资过高且性能价格比过

低的后果，

3.0.4 交流不间断电源 (UPS)和逆变器已在铁路通信网中得
到广泛应用。从目前逆变器的技术成熟性及制造水平、市场价格

相比较，国产逆变器容量较小、频率有限;进口逆变器容量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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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频率种类较多，但价格较高。相对而言，在负荷较大的情况
下使用逆变器，不如交流不间断电源(UPS)灵活可靠。大容量

交流不间断电源设备的技术及设备的成熟性、运用的灵活性、可
靠性及价格均优于逆变器，故在逆变器与交流不间断电源的应用

中，宜定位于:当负荷小时，采用逆变器供电;当负荷大时，采

用交流不间断电源供电。

3.0.6在铁路数字通信网，二级交换中心的数字通信设备亦要

求工类供电;随着铁路数字通信网的建设，二级交换中心的负荷

供电多数已达到 “一级负荷”，并且 《铁路电力设计规范》(TB

10008-99)业已明确规定二级交换中心为一级负荷。
4.0.1 目前的分散供电方式尚达不到电源设备分散到通信设备

机架的水平。因此，目前的分散供电方式亦仅仅是将电源设备分

层、分机房安装的分散形式。

4.0.2铁路通信电源设备应采用智能化电源设备。智能化电源
设备主要由高频开关电源、阀控式密封铅酸蓄电池及通信电源集

中监控管理系统组成。这一要求的提出，源于数字通信设备的需
要及通信供电技术的发展。

4.0.3 目前，低压恒压充电方式已在国际、国内得到完全实施，
离线充电方式已被淘汰。在线充电方式能保证供电质量及提高供
电的可靠性，全浮充制能延长蓄电池的使用寿命，故本条加以明

确。

4.0.4 通信设备的数字化使传输、交换、数据以及其他通信附
属设备的用电基本要求趋于同一化。一48 V作为直流基础电压

符合国际、国内以及数字通信的发展和实际情况，故本条款对

“直流基础电压为一48 V，予以明确。
    峰一峰值杂音的指标系依据信息产业部“通信局、站电源系

统总技术要求”。

5.0.1 近几年来，铁路中间站通信机械室电源设备已有成熟的
设计及应用，并已具有可以满足通信机械室所有通信设备供电需

求的能力。中间站通信机械室电源设备的基础电压为一48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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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非一48 V的设备电压，均可通过各种电压的直流一直流变

换器或逆变器获得。

5.0.8 中间站通信机械室的温度调节装置、除湿装置应采用智
能化设备，不允许使用家用空调、家用电暖气等非智能化设备，

以避免无人值守站的不安全因素。

6.2.1 自备发电机组的设置是保证对通信设备不间断地供电的

惟一可靠措施。故通信站站站配置自备发电机组，中间站通信机

械室每2-4站配置1台机动式发电机组，以确保供电的可靠性。

6.2.2配置自备发电机组既提高通信供电的可靠性，又减少蓄
电池组的放电小时数，从而降低阀控式蓄电池组的投资。

    中间站通信机械室蓄电池组的放电小时数应按8一10h计

算。主要根据以下因素考虑确定:

    1接到故障报警信号后的准备时间 (0.5一1 h);

    2 从维护工区到故障点的汽车正常行驶时间;

    3故障排除时间(1-2 h);

    4夜间不派技术人员检修时间 (8-10 h).
6.2.3 高频开关整流模块的容量的大小与主用整流设备的总容

量的大小是否匹配，主要影响系统的可靠性。以整流设备的总容
量为150 A为例，用4x50A和7x25A相比，后者比前者的可

靠性高且投资低。

7.0.2从铁路通信电源系统的安全性、可靠性和通信电源集中

监控管理系统的经济性两方面考虑，应用于铁路通信系统的通信
电源设备，其遥信、遥测、遥控的内容必须符合铁道部的有关技

术规定的要求。

9.0.5 鉴于目前有些高频开关整流设备的中性线电流不为零且
与相线电流相同，故出于对安全因素的考虑，特此规定交流中性

线的规格应采用与相线截面相同的导线。

    通信机房内的交流导线是电起火的主要部位，故本规范特别

规定应该采用阻燃电缆。

10.0.1智能化电源设备和阀控式蓄电池的应用，为通信电源设
                                                                      ·21



备与蓄电池组共同布置于一室(电源电池室)或为电源设备与蓄

电池组及通信设备共同布置于一室 (联合机械室)提供了有利的
条件。在三级交换中心以下的通信站，采用联合机械室或电源电

池室方式，有利于降低房屋造价、减少维护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