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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能力考核要求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 08861 课程名称 信号基础设备 

课程性质 过程性考核课程 课程类别 学科基础 学分 4 

适用专业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专业 修订人 武晓春 

二、课程简介 

《信号基础设备》是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专业学生必修的一门学科基础课。

课程主要讲授铁路信号系统中各种专用设备的结构、工作原理、技术特征及应用

方法，内容包括信号机及信号标志、轨道电路、道岔转换与锁闭设备、安全型继

电器、计轴设备、应答器、铁路信号智能电源屏、信号综合防雷与接地设备等。

课程通过理论学习与实践训练，不仅为学生学习后续各门专业课程提供必要的基

础知识与技能，也为以后从事相关专业工程技术和科学研究工作提供重要的理论

基础。 

三、教学基本要求 

1. 了解铁路信号设备的发展概况和发展趋势；理解掌握铁路技术管理规程

和铁路信号维护规则的基本内容；了解信号设备维护、检修作业的过程、标准及

程序。 

2. 熟练掌握各种铁路信号专用设备的结构及工作原理，掌握它们的技术特

征及应用方法；能够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分析设备故障原因，提出排除故障的措

施和方法。 

3. 建立轨道交通高可靠、高安全的设计、控制理念；掌握铁路信号系统工程

设计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能进行基本专业电路的分析与基本工程图纸的设计；清

楚并具备从事铁路信号专业的基本职业道德素养和技能，为后续专业课的学习和

以后从事相关专业工程技术和科学研究工作打下基础。 

四、课程考核目的和要求 

本课程的考核目的在于检验考生掌握本课程的基本知识情况和运用所学方

法进行基本工程图纸的设计和信号设备故障分析的能力。 

本课程要求考核识记、领会、简单应用、综合应用四种能力。四种能力层次

解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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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记：要求考生知道本课程中的名词、概念、原理、知识的含义，并能够正

确认识或识别。 

领会：要求在识记的基础上，能够把握本课程中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

本方法，掌握有关概念、原理、方法的区别与联系。 

简单应用：要求在领会的基础上，运用本课程中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

本方法中的少量知识点，分析和解决一般的理论问题或实际问题。 

综合应用：要求考生在简单应用的基础上，运用学过的本课程规定的多个知

识点，综合分析和解决稍复杂的理论和实际问题。 

五、建议教材与教学参考书 

1. 建议教材 

《铁路信号基础设备原理及应用》贺清等，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2. 参考书目 

[1] 中国铁路总公司.铁路技术管理规程（普速铁路部分）.北京:中国铁道出

版社,2014. 

[2] 中国铁路总公司.铁路技术管理规程（高速铁路部分）.北京:中国铁道出

版社,2014. 

[3] 中国铁路总公司.普速铁路信号维护规则（技术标准）.北京:中国铁道出

版社,2015. 

[4] 中国铁路总公司.高速铁路信号维护规则（技术标准）.北京:中国铁道出

版社,2015. 

[5] TB10007-2017 铁路信号设计规范.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017. 

[6] TB10071-2000 铁路信号站内联锁设计规范.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001. 

[7] TB10621-2014 高速铁路设计规范.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014. 

[8] GB/T50262-2013 铁路工程基本术语标准.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013. 

 

Ⅱ. 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考试要求：本课程考试采用闭卷考试方式，考试的时间为 150 分钟，试卷总

分为 100 分，60 分为及格，考试时可以携带计算器。 

考核范围：本大纲考试内容所规定知识点及知识点下的知识细目，都属于考



 

3 
 

核范围。 

试卷分数比例：本课程在试卷中对不同能力层次要求的分数比例大致为：识

记占 20%，领会占 30% ~40%，简单应用占 30%，综合应用占 10%~20%。 

试卷难度：试卷中试题的难度可分为：易、较易、较难和难四个等级。每份

试卷中不同难度试题的分数比例一般为：2:3:3:2。 

试卷题型：课程考试命题的主要题型一般有：名词解释、单项选择题(四选

一)、多项选择题(五选多)、简答题、论述题等。在命题工作中必须按照本课程大

纲中规定的题型命题，考试试卷使用的题型可以略少，但不能超出大纲规定的范

围。 

 

Ⅲ. 考试内容和考核要求 

第一部分 信号机及信号标志 

一、考试内容 

1. 铁路信号概述 

(1) 铁路信号的含义、分类。 

(2) 铁路信号的发展历程和发展趋势。 

2. 色灯信号机 

(1) 透镜式色灯信号机的组成和工作原理。 

(2) 各种型号信号点灯单元的组成和电路原理。 

(3) LED 色灯信号机的组成、工作原理及特点。 

3. 信号机的设置 

(1) 各种信号机的设置原则与命名方法。 

(2) 信号机灯光配置的规定及信号显示含义。 

4. 信号表示器及信号标志 

(1) 各种信号标志的设置原则。 

(2) 不同信号标志的显示方式和含义。 

二、考核要求 

1. 铁路信号概述 

识记：(1) 铁路信号的含义、分类。 



 

4 
 

(2) 铁路信号的发展历程和发展趋势。 

2. 色灯信号机 

识记：(1) 透镜式色灯信号机的组成和工作原理。 

(2) LED 色灯信号机的组成、工作原理及特点。 

领会：各种型号信号点灯单元的组成和电路原理。 

3. 信号机的设置 

识记：各种信号机的设置原则与命名方法。 

领会：信号机灯光配置的规定及信号显示含义。 

4. 信号表示器及信号标志 

领会：(1) 各种信号标志的设置原则。 

(2) 不同信号标志的显示方式和含义。 

第二部分 继电器 

一、考试内容 

1. 继电器的基本概念 

(1) 继电特性。 

(2) 继电器的作用和铁路信号对继电器的要求。 

(3) 信号继电器的分类。 

2. 安全型继电器 

(1) 各种安全型继电器（无极、偏极、极性保持、整流、加强接点等）的结

构和工作原理。 

(2) 各种安全型继电器的特性参数：①电气特性；②时间特性；③机械特性。 

(3) 测试和改变继电器特性参数的方法。 

3. 其他类型信号继电器 

(1) 电源屏用各种继电器的结构特点和工作原理。 

(2) 交流二元继电器的结构、工作原理。 

(3) 不同类型灯丝转换继电器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4) 时间继电器的结构、工作原理和用途。 

(5) 动态继电器和动态驱动单元的工作原理和用途。 

4. 继电器的应用 



 

5 
 

(1) 不同类型继电器的线圈和接点的图形符号。 

(2) 继电电路的类型、分析方法、设计原则。 

(3) 继电电路设计的安全防护措施。 

二、考核要求 

1. 继电器的基本概念 

识记：(1) 继电特性。 

(2) 继电器的作用和铁路信号对继电器的要求。 

领会：信号继电器的分类。 

2. 安全型继电器 

识记：各种安全型继电器（无极、偏极、极性保持、整流、加强接点等）的

结构和工作原理。 

领会：各种安全型继电器的特性参数：①电气特性；②时间特性；③机械特

性。 

简单应用：测试和改变继电器特性参数的方法。 

3. 其他类型信号继电器 

识记：(1) 电源屏用各种继电器的结构特点和工作原理。 

(2) 交流二元继电器的结构、工作原理。 

(3) 不同类型灯丝转换继电器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4) 动态继电器和动态驱动单元的工作原理和用途。 

领会：时间继电器的结构、工作原理和用途。 

4. 继电器的应用 

识记：不同类型继电器的线圈和接点的图形符号。 

领会：(1) 继电电路的类型、分析方法、设计原则。 

(2) 继电电路设计的安全防护措施。 

第三部分 道岔转换与锁闭设备 

一、考试内容 

1. 道岔及转换与锁闭设备基本概念 

(1) 不同类型道岔的号数、结构的特点。 

(2) 道岔的位置和状态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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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道岔转换与锁闭设备的作用和技术要求。 

(4) 转辙机的分类、设置和安装。 

2. ZD6 系列电动转辙机 

(1) ZD6 系列电动转辙机的组成、各部分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2) ZD6 系列电动转辙机的适用范围。 

3. 道岔外锁闭装置 

(1) 道岔锁闭装置的技术条件和锁闭方式。 

(2) 道岔外锁闭装置的结构、工作原理和特点。 

(3) 道岔外锁闭装置的适用范围。 

4. S700K 型电动转辙机 

(1) S700K 型电动转辙机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2) S700K 型电动转辙机的适用范围。 

5. ZY 系列电液转辙机 

(1) 电液传动的优缺点。 

(2) ZY 系列电液转辙机的类型、特点和适用范围。 

(3) ZYJ7 电液转辙机的组成和工作原理。 

6. ZD(J)9 系列电动转辙机 

(1) ZD(J)9 系列电动转辙机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2) ZD(J)9 系列电动转辙机的适用范围。 

二、考核要求 

1. 道岔及转换与锁闭设备基本概念 

识记：(1) 不同类型道岔的号数、结构的特点。 

(2) 道岔的位置和状态定义。 

(3) 道岔转换与锁闭设备的作用和技术要求。 

领会：转辙机的分类、设置和安装。 

2. ZD6 系列电动转辙机 

领会：(1) ZD6 系列电动转辙机的组成、各部分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2) ZD6 系列电动转辙机的适用范围。 

3. 道岔外锁闭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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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记：(1) 道岔外锁闭装置的结构、工作原理和特点。 

(2) 道岔外锁闭装置的适用范围。 

领会：道岔锁闭装置的技术条件和锁闭方式。 

4. S700K 型电动转辙机 

领会：(1) S700K 型电动转辙机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2) S700K 型电动转辙机的适用范围。 

5. ZY 系列电液转辙机 

识记：电液传动的优缺点。 

领会：(1) ZY 系列电液转辙机的类型、特点和适用范围。 

(2) ZYJ7 电液转辙机的组成和工作原理。 

6. ZD(J)9 系列电动转辙机 

领会：(1) ZD(J)9 系列电动转辙机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2) ZD(J)9 系列电动转辙机的适用范围。 

第四部分 轨道电路 

一、考试内容 

1. 轨道电路的基本概念 

(1) 轨道电路的基本原理、作用和分类。 

(2) 轨道电路类型选择、区段划分的原则。 

(3) 轨道电路命名的方法。 

2. JZXC-480 型交流轨道电路 

(1) JZXC-480 型交流轨道电路的组成和工作原理。 

(2) 道岔区段轨道电路的结构和特点。 

(3) 轨道电路极性交叉的作用、原理和配置方法。 

(4) 钢轨绝缘的设置原则和方法。 

3. 25Hz 相敏轨道电路 

(1) 电气化牵引区段对轨道电路的特殊要求。 

(2) 97 型 25Hz 相敏轨道电路的特点、种类、组成和工作原理。 

(3) JXW25 型微电子相敏轨道电路的组成和工作原理。 

4. 其他轨道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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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移频轨道电路的特点、种类、组成和工作原理。 

(2) 驼峰轨道电路的特点、组成和工作原理。 

(3) 不对称高压脉冲轨道电路的特点、组成和工作原理。 

5. 轨道电路的分析计算及调整 

(1) 轨道电路的基本工作状态和基本参数。 

(2) 各专业术语的含义。 

(3) 轨道电路一次参数的测算方法。 

(4) 轨道电路的分析和计算方法。 

(5) 轨道电路的调整方法。 

二、考核要求 

1. 轨道电路的基本概念 

识记：轨道电路的基本原理、作用和分类。 

领会：(1) 轨道电路类型选择、区段划分的原则。 

(2) 轨道电路命名的方法。 

2. JZXC-480 型交流轨道电路 

识记：(1) JZXC-480 型交流轨道电路的组成和工作原理。 

(2) 道岔区段轨道电路的结构和特点。 

领会：轨道电路极性交叉的作用、原理和配置方法。 

简单应用：钢轨绝缘的设置原则和方法。 

3. 25Hz 相敏轨道电路 

识记：电气化牵引区段对轨道电路的特殊要求。 

领会：(1) 97 型 25Hz 相敏轨道电路的特点、种类、组成和工作原理。 

(2) JXW25 型微电子相敏轨道电路的组成和工作原理。 

4. 其他轨道电路 

识记：(1) 移频轨道电路的特点、种类、组成和工作原理。 

(2) 驼峰轨道电路的特点、组成和工作原理。 

(3) 不对称高压脉冲轨道电路的特点、组成和工作原理。 

5. 轨道电路的分析计算及调整 

领会：(1) 轨道电路的基本工作状态和基本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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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专业术语的含义。 

简单应用：(1) 轨道电路一次参数的测算方法。 

(2) 轨道电路的分析和计算方法。 

(3) 轨道电路的调整方法。 

第五部分 计轴设备 

一、考试内容 

1. 计轴设备基本概念 

(1) 计轴设备的发展概况、用途、特点。 

(2) 计轴设备的基本组成和原理。 

2. 各种类型计轴系统的组成及原理 

(1) 各种类型计轴系统的组成、工作原理、特点。 

(2) 应用情况。 

二、考核要求 

1. 计轴设备基本概念 

识记：计轴设备的发展概况、用途、特点。 

领会：计轴设备的基本组成和原理。 

2. 各种类型计轴系统的组成及原理 

识记：(1) 各种类型计轴系统的组成、工作原理、特点。 

(2) 应用情况。 

第六部分 应答器 

一、考试内容 

1. 应答器基本概念 

(1) 应答器的发展概况、分类、功能。 

(2) 应答器的命名方法。 

2. 应答器系统组成及工作原理 

(1) 系统组成及工作原理。 

(2) 应答器的用户报文结构。 

3. 应答器设置的原则和方法。 

二、考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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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答器基本概念 

识记：应答器的发展概况、分类、功能。 

领会：应答器的命名方法。 

2. 应答器系统组成及工作原理 

识记：(1) 系统组成及工作原理。 

(2) 应答器的用户报文结构。 

3. 应答器的设计和应用 

简单应用：应答器设置的原则和方法。 

第七部分 电源系统设备 

一、考试内容 

1. 铁路信号设备的供电概况 

(1) 智能电源屏的定义、技术特征和如何分类。 

(2) 铁路信号各系统的供电需求。 

2. 各种类型铁路信号智能电源屏 

各种类型铁路智能电源屏的组成、工作原理和特点。 

3. 不间断电源 

(1) 不间断电源的概念、功能和分类。 

(2) 掌握 UPS 的组成和原理。 

二、考核要求 

1. 铁路信号设备的供电概况 

识记：(1) 智能电源屏的定义、技术特征和如何分类。 

(2) 铁路信号各系统的供电需求。 

2. 各种类型铁路信号智能电源屏 

识记：各种类型铁路智能电源屏的组成、工作原理和特点。 

3. 不间断电源 

识记：(1) 不间断电源的概念、功能和分类。 

(2) 掌握 UPS 的组成和原理。 

第八部分 信号设备综合防雷与接地 

一、考试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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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信号设备综合防雷概况 

(1) 信号设备雷电电磁脉冲防护与接地的基本要求。 

(2) 各术语的含义。 

2. 防雷器件工作原理 

各种主要防雷器件的工作原理及性能。 

3. 铁路信号综合防雷工程 

铁路信号综合防雷的工程应用。 

二、考核要求 

1. 信号设备综合防雷概况 

识记：(1) 信号设备雷电电磁脉冲防护与接地的基本要求。 

(2) 各术语的含义。 

2. 防雷器件工作原理 

识记：各种主要防雷器件的工作原理及性能。 

3. 铁路信号综合防雷工程 

识记：铁路信号综合防雷的工程应用。 

 

Ⅳ. 题型示例 
一、单项选择题（每题 2 分，共 20 分） 

1. 铁路信号基本色灯不包括（）。 

A、红色              B、绿色 

C、橙色              D、黄色 

2. ... 

10. 

二、多项选择题（每题 2 分，共 10 分） 

1. ZD6-A 型转辙机包括（）。 

A、电动机 

B、减速器 

C、滚珠丝杠 

D、动作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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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表示杆 

2. ... 

5. 

三、名词解释（每题 4 分，共 20 分） 

1. 轨道电路调整状态 

2. ... 

5. 

四、简答题（每题 5 分，共 20 分） 

1. 轨道电路的作用是什么？ 

2. ... 

4. 

五、论述题（每题 15 分，共 30 分） 

1. 为了达到故障—安全要求，安全型继电器在结构需要满足什么特点？ 

2. 

 

Ⅴ. 参考答案及评分标准 
一、单项选择题（每题 2 分，共 20 分） 

1.C；2.；…10.。 

二、多项选择题（每题 2 分，共 10 分，漏选、少选均不得分） 

1.A,B,D,E；2.；…5.。 

三、名词解释（每题 4 分，共 20 分） 

1.轨道电路空闲（无车占用）（2 分），设备完好的状态（2 分）。 

2…. 

5. 

四、简答题（每题 5 分，共 20 分） 

1.(1) 监督列车占用（2 分）；(2) 传递行车信息（3 分）。 

2…. 

4. 

五、论述题（每题 15 分，共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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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前接点采用熔点高，不会因熔化而使前接点粘连的导电性能良好的材料（3

分）。 

(2) 增加衔铁重量，采用“重力恒定”原理在线圈断电时强制将前接点断开（3

分）。 

(3) 采用剩磁极小的铁磁材料构成磁路系统（3 分），并在衔铁与极靴之间设

有一定厚度的非磁性止片，当衔铁吸起时仍有一定的气隙以防剩磁吸力将衔铁吸

住（3 分）。 

(4) 衔铁不致因机械故障而卡在吸起状态。（3 分）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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