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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份/T 1768- 2003

前 言

    本标准代替TB/T 1759-1986《客车直流供电电气设备布线规则》。
    本标准4.3.3,4.3.4电线电缆分类和电线电缆间的最小距离是参照欧洲标准prEN 50343:2000

《铁路应用一铁道车辆布线规则》制定的。
    本标准由中国北车集团四方车辆研究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北车集团四方车辆研究所、南车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北车集团
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苹人:李国平、颇纯、何丹炉、李春生。
    本标准1986年首次发布，本次为第一次位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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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T 1759-2003

铁道客车配线布线规则

1 范 圈

    本标准规定了铁道客车配线布线规则及播头插座和接线座、线管线槽、分线盒、电线电缆的要求等。
    本标准适用于新造各型铁道客车配线布线规则。
    动车组、特种车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14048.1-1993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总则(eqv IEC 60974-1:1999)
    TB/T 1484.1-2001铁路机车车辆电缆订货技术条件 第1部分:额定电压3kV及以下电缆
    TB/T 1507-1993 机车电气设备布线规则
    TB/T 2227-1996 铁道客车车电配线耐压试验方法
    TB/T 2249-19% 铁道客车车电配线绝缘电阻试验方法

    TB/T 2977-2000 铁道车辆金属部件的接地保护(eqv UIC 533:1981)
    TB/T 3034-2002机车车辆电气设备电磁兼容性试验及其限值
    TB/T 3058-2002 铁路应用 机车车辆设备冲击和振动试验(idt IEC 61373:1999)

    TB/T 3063-2002 旅客列车 Dc" V徘电某统枯犬条件

3 环境条件

3.1海拔:镇2 500 m.

3.2环境温度:一40℃一40r-,
3.3 相对湿度:最湿月月平均最大相对湿度不大于90%(该月月平均最低温度为25C).

3.4 振动与冲击:应符合TB/T 3058-2002的规定。

3.5 当环境条件与上述条款有差异时，由用户和制造商协商确定。

4 布线规则

4.1 下 跪

4，.， 一般要求

4.1.1.， 电线电缆的下线长度，应按图样实地测量后确定，下线长度含布线余量。

4.1.1.2备用电线电缆的长度应按可能发生的最远位置确定。
4.1.1.3下好的电线电缆如不能及时布线，应放置在电线电缆料架上，保持电线电缆清洁，严禁踩压。
4，.2 段柬的处理

    凡是可以在车下组成线束的电线电缆，下线后应套上线号再按需要扎成线束，并符合下列要求:
    — 线束中电线电缆不应较劲;
    — 每间隔400 rum-500二 至少捆扎一次;

    — 线束中引出电线电缆的位置应准确，长度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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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T 1759-2003

4.13 现车下般的处理

4.1.3.，当走线复杂无法预先下线时，可现车下线。
4.1.3.2下线时，直接按电线电缆所经过的线管、线槽等电线电缆实际位置下线，长度应以电线电缆所

经过的位置为准，并留出布线余及。

4.2 线 号

4.2.，每根电线两端应有清晰、牢固的导线标记。每个插头插座、接线座(端子)上或安装位2处应有
清晰牢固的代号标记。铜母线打钢印号码或涂标颜色，其标记至少应保持一个大修期。

4.2.2导线标记应按表1进行。导线标记推荐不超过5位。

                                              裹 ，

导 线 名 称 导线标记 翻色 备 注

交流系统

交流系统的U相 U x x x 黄 架油发电机组输出端为Llxx

交流系统的V相 V x xx 绿 柴油发电机组翰出端为L2x x

文流系统的W 相 W x x x 红 荣油发电机组翰出端为L3x x

中性线 N xx x 浅蓝

直流系统

DC600 V正极 +6x x 棕

DC600 V负极 一6xx 蓝

DC110 V正极 +ix x 棕

DC110 V负极 一lxx 蓝

其他电压等级正极 + x x x 棕 V貉M.DC6龄黯碧     VEh V, DCI 10 V Eh器磊舒DC600 V,DC110
其他电压等级负极 一 x x x 蓝

移电池正极 Bx x + 棕

蓄电池负极 Bx x 一 篮

电源正极 LX x + 棕

电像负极 Lxx 一 蓝

充电器翰出正极 D x x+ 棕

充电器翰出负极 D x x 一 蓝

中间线 M x x 浅蓝

控制电路 0-799,
900-9999 白 控制电路一般指除主回路之外、且与其他系统无关部分。

制动系统 仪幻一899 白

信号系统

RS485
双Pxx

RN x x
白

RP x x表示正极

RN X x表示负极

RS232

RT x x

PR X x

丑Gxx

白

RTx x表示发信端

RR Xx表示收信心
RG x x表示公共端

LaoWorks 乙W xx 白

WTB
Wp x x

WN x x
白 环甲xx表示正极

WN x x表示负极

Nn田
几好lx x

几刃勺x x

白

白

Mw x x表示正极

MNxx表示负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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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T 1768- 2003

衰1(续)

导 线 名 称 导线标记 翻色 备 注

信号系统

传感器
份 份 x x 白

  传感器导线标记取其名称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如与其他

标记宜复，取拼音的前两位。

Axxx 白 电压、电流、绷率传感器的徽拟f抽出

抽音线 BYX x 白

音狈 AUX x 白

视绷 VD X x 白

射绷 双Fxx 白

电话 HXXX 白

公共系统

保护接地导体 PE 黄绿

工作搜地导体 EX X X 饮蓝

屏蔽搜地辱体 1万 xx 白

4.2.3标记的表示方法有下列两种:
    a)套管上只标记线号(掀字等符号)，例如Nxxx;

    b)在a)项欣字标记的右端增加通往电器的代号，例如Nxxx/xxx。
    导线标记应采用个位数远离端子或接线座法。

4.2.4导级标记宇体为宋体，字体清晰，热绷后字高应不小于2.5 nun.导线标记热绪管的长度和内径
的确定应符合表2的规定，当采用4.2.3b)标识方法时，表2中的长度应加长15 mm,
    如果标记过长，周围有物体遮档标记，允许调整标记字体宽度，使标记长度适当编小，但应不小于

20 mm，且标记应清晰可辨。

                                              衰 2

导 找 很 面
      n切尹

幼 号 长 度
              rn 们n

0.75-1.5 20-25

1.5-2.5 20-25

2.5-4 20-25

6-10 25-35

16.25 25.35

35-50 50-60

70 50-60

120 妻切

150 》印

布 妞

  布线应符合经过批准的设计图样。

  布线余盆应符合表3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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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T 1759- 2003

裹 3 单位为毫米

设 备 布 线 余 t

顶灯 500-600

电扇 巧0

壁灯、开关、播座、电加热器 50-150

车下大线 >2佣

配电盘端 30-50

空调机组电气连接器 )300

4.3.3电线电缆应按表4进行分类。

裹 4

A
B c吧 找 电 现，了兄

Al } A2
电组电盆形玄 电网练供电叫负。交流动力。直流电裸线、控侧蚁 总线、信号载、通信线、天故、广摇线一一一，一一 ，一，1

4.3.4 电线电缆间的距离应不小于表5的规定。

表 5 单位为米

电线电祝类型 A1 佗 B c

A1 0.1 0.1 0.2

A2 0.1 0.1 0.2

s 0.1 0.1 0.1

c 0.2 0.2 0.1

    当采用金属线槽管及当接线端子区、交叉布线区或设备箱的开口处受到空间的限制时，可不按表5
规定布线，但应做好屏蔽和接地。其电磁兼容性应符合TB/T 3034-2002的规定。
4.3.5布线时应注意使电线电缆尽量远离发热器件，并遵守以下规则:
    — 发热温度低于100℃的发热器件，电线电缆与之距离应保持在20 mm以上;

    — 发热温度在100 'C --300℃的发热器件，电线电缆与之距离应保持在30 mm以上;
    — 发热温度高于300℃的发热器件，电线电缆与之距离应保持在S0 mm以上;
    — 如有隔热、防火措施，以隔热的实际温度考虑，达不到要求的距离时，允许选用耐高温电线电缆
        或穿瓷套解决。

4.3.9布线宜采用车下预布线方式。布线可采用线柑、线管。线槽、线管安装应牢固。
4.3.7线槽内线束固定应均匀，车顶或底板线槽内线束固定间距应不超过300 mm，其他部位固定间距
应不超过500 mm。其强度应考虑正常和短路电流造成的电动力的影响。
4.3.8车下布线可采用线槽、线管和分线形式。为进免对外界干扰和润流效应，同一回路的导线
应紧邻布置，共管、槽数设。如不能共管、槽敷设，交流回路电线电缆应选用非导磁材料的管、抽徽

设。

4.3.8 管内电线电缆不应有接头。主干线的分线连接采用可供检查的分线盒、配电柜内接线端子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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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T 1766- 2003

方式。

4.3.10穿人线管或线槽的电线电缆，外径面积之和不应超过线管、线槽内孔横截面积的70%(单根电

线电缆除外)。

4.3，， 单根数设电线电缆的抗拉强度应能承受12.5N的拉力。

4.3.12 总线的布线中，车内WTB,NIVB总线除与设备的必要连接外，不应有过渡端子和分支线。其

他类型的总线不应有超过300 mm的分支线(自由拓扑例外)。
4.3.13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应符合(>B/T 14048.1-1993的规定。
4.3.14 布线应考虑采取防鼠害、防潮、防霉、防腐蚀及防油措施。最大运行速度为2001un/h及以上速

度等级的客车布线应考虑车体气密性的要求。
4.4 接 地

4.4.， 保护接地
4.4.1，保护接地线长度为从设备接地点到就近的车体钢结构梁柱接地紧固件(接地端子)的距离加
上50 mm-100 inn，导线不应悬空受力，接地紧固件应为钢制或不锈材质。车体和转向架构架的接地

应符合TB/T 2977-2000的规定。
4.4.1.2保护接地线与接地点应牢固连接，通过面接触导电，不应通过螺纹接触导电。保护接地线与

钢结构连接后，应做防锈、防腐处理。
4.4.1.3保护接地回路不应有开关或类似设备。
4.4.1.4保护接地线的截面积应保证当发生接地故障时，外壳的对地电压小于50V;在保护电路动作

之前保护接地线不应烧损。

4.4.2 工作接地

4.4.2.，工作接地线应汇聚一点，避免共地干扰。
4.4.2.2工作接地线和保护接地线不应混接和相互代用。

4.4.3 屏蔽接地
4.4.3.， 电子、电气设备的箱体屏蔽接地线的长度不大于350 mm，特殊倩况不大于500 nun.

4.4.3.2静态或低频信号电线电缆应采用单端接地。高频信号电线电缆应采用双端接地。金属线槽、

线管，特别是不连续敷设的线槽、线管应多点接地，以保证整体接地良好。

4.5 绝级防护

4.5，电线电缆出人线槽、线管及穿过金属隔板的孔、口时，应加以防护。所有各孔、管口应加护套、夹

布胶管或带护套金属软管保护电线电缆。

4.5.2 没有穿管的导线和金属线卡之间加垫像胶板，橡胶板超出金属线卡两边3 rnm-5 mm,

4.5.3 车内电线电缆的安装位里应避开绷钉、骨架正面，防止安装端板和拧级丝时损伤电线电缆。

4.5.4车外电线电缆均应敷设在线槽、线管内，除接地导线外，不应采用裸璐导线。

4.5.5备用电线电缆的端头应有牢固的绝缘包扎。
4.6 接 跪

4.6.，电线电缆与接线端子的连接应采用冷压连接，屏蔽层可采用专用锡环或其他类似装置处理，冷

压连接应符合TB/T 1507-1993的规定。

4.6.2干线与支线连接宜采用接线座。4 mm2以下电线电缆可采用焊接形式，焊接处采用热溶胶热缩

管封闭，热溶胶管两端应搭压电线电缆绝缘层10 mm-15mma
4.6.3 与接线端子相连的电线电缆，剥线长度按TB/T 1507-1993的规定，剥线时线芯不应有损伤、

断股现象。

4.6.4  6mm2及以下电线电缆的接线座应采用带预紧压力的笼式弹黄式的接线座端子，6 mm'以
上电线电缆的接线端子可采用姗纹式接线座。接线座对电线电缆的最低保持力应符合表6的规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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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6

导 线 截 面
      nun'

蜡 子 保 持 力
          N

0.5 30

0.75 30

1.0 35

1.5 40

2.5 50

4.0 60

6.0 印

10 90

16 1oo

25 135

35 1oo

50 236

70 邓 5

120 427

185 503

5 擂头、描座和接脆座、接找端子

5，擂头、插座和接线座应按不同电压、电流及防护要求进行选择。相同的擂头、插座应保持互换。

5.2 采用螺纹连接时，紧固件应齐全，按规定的压紧扭矩紧固，并徐打防松标记。
5.3 车体外部用各种连接器的擂头、插座应有防尘、防雨等密封措施。

5.4 应采用冷压接线方式的连接器。擂头、插座相连的电线，连接应牢固，不应有断股和损伤。各接触
芯与导线之间均应有防护绝缘套管或线号套管。

5.5 客车采用的接线端子应使用O形、管形(欧式端子)或针型等钥制被银冷压端子，不宜采用U形及
卷边端子(平叉端子)，选取的原则以保证足够的接触面积、防止松动和降低连接处温升为目的。

6钱份和跪，

6.1穿线金屁管内部应做绝缘处理(转向架上配管除外)，两端的出线口边缘应光滑，不应有尖角、毛
刺。管接头与锁紧螺母配合应良好。

6.2每根金属管弯曲不应超过两处，超过两处时采用两根金属管与分线盒或管接头过渡连接。曲线弯
角应不小于so..弯曲半径处不应有皱折。

6.3穿线金属管安装时应固定牢固。
6.4采用线槽布线时，线槽内部应使用绝缘护套或内表面做绝缘处理。

6.5当车底采用金属线摘布线时，线摘娜缝应打磨平整，无凸台及毛刺、焊渣，断焊处应涂密封胶。

7 分 钱 盒

7，分线盒接线板应固定牢固，接线柱、娜母需用铜制品，压线时保证接线端子平面与拐母密贴无变
形.接线柱上弹费垫压实不应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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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车外分线盒应有防尘、沙、雨、雪措施，安装应严密。

7.3 车外分线盒外壳防护等级应不低于IP54,

8 电雌、电绳

8.1选用的电线电缆应符合TB/T 1484.1-2001及相关规定。
8.2 当电线电缆外径小于或等于20 mm时，弯曲半径应不小于电线电缆外径的3倍;当电线电缆外径
大于20皿n时，弯曲半径应不小于电线电缆外径的5倍。

83 电力电线电缆截面的选择应按环境温度、导体温度、线束同时工作等因素进行修正，同时应考虑电

线电缆的机械Q度及短路时电线电缆的热稳定性。用作供电母线的电线电缆其截面的选择应考虑电压

损失(或电压降)的要求。

    其他用途(如通信、信号类)电线电缆的选择应考虑特性阻抗、电磁兼容等性能要求。

. 光 线

:.;
光缆的弯曲线弯角应不小于9000
光绳的弯曲半径应不小于50 nun.

射拓、视颇、音绷钱

射频、视频、音频线的连接和分支、分配应采用分支、分配器，同时应避免屏蔽线分支过长。

绝缘、附压试脸

  布线完工后，应按TB/T 2249-1996进行车电配线绝缘电阻试脸并记录。

  布线完工后，应按TB/T 2227-1996进行车电配线耐压试验并记录。
  D0600 V供电客车车电配线耐压、绝缘试验按TB/T 3063-2002的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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