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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务来源、起草单位、协作单位、主要起草人

根据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发布的“中国交通运输协会 2020 年第二次会议要求”，由

中铁电气化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作为主编单位，主持《城市轨道交通接触网直流隔

离开关》编制工作。

协作单位：中铁第六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厦门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宁波

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珠海优特电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德华瑞尔（西安）电气有限公司、中铁检验认证中心有限公司、中铁上海设

计院集团有限公司、中铁高铁电气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中交协联交通科学研究院（北京）

有限公司、珠海南自电气系统工程有限公司、中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梁勇、周玉杰、李汉卿、高鑫、于志浩、黄国才、姚燕明、姚任行、

李永东、黄江伟、马彦波、魏锦地、郑维荣、包晓红、汪琦、陈立明、贾志洋、赵峰、

许金友、邓德波、刘立华、董晖、李毅、田珂、雷栋、许悦、顿喜文、朱耿峰、杨旭尧、

仲俊峰、麻秦凡、张春林、黎兴源、黄珂、于小四、郭峰。

二、制订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城市轨道交通接触网一般采用直流 750V 或 1500V 供电制式。其中，接触网为正极，

钢轨为负极。接触网隔离开关作为供电系统中关键的电气设备，一般设置在系统的正极

回路中，用于实现接触网的带电和断电。接触网隔离开关入口侧通过直流电缆接至牵引

变电所直流馈线柜，开关出口侧通过直流电缆接至接触网，接触网隔离开关选型的规范

性和可靠性至关重要，需要在设计阶段做好方案，才能规范施工安装，方便运营检修和

维护。目前国内没有专门针对城市轨道交通直流 750V 和 1500V 接触网隔离开关的行业

规范，也没有相应的地方规范。随着国内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的不断发展和成熟，十分有

必要填补直流接触网隔离开关规范的空白，通过制定接触网隔离开关的技术规范，指导

轨道交通工程建设工作。

三、主要工作过程

本标准通过收集既有工程应用经验，以及相关应用成果、试验检测结果及使用单位

反馈信息，确定标准编制方向。经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立项和大纲审批通过，根据评审会

专家意见，形成征求意见稿，报中国交通运输协会评审。再根据评审会专家意见进行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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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修改，经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同意，挂网征求意见。针对反馈意见，提出处理办法，

进行补充、修改，形成送审稿。经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同意，进行专家审查。根据专家审

查会形成的专家意见进行修改，形成报批稿，上报审批。

四、制订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制订的基本原则是以现有接触网行业技术规范为基础，参照国家规范、标准，

针对城市轨道交通接触网隔离开关技术的特点进行定义、描述和规范。

本规程编制过程中，查阅了下列规范、标准和技术规程：

（1）国家规范和标准:

《地铁设计规范》GB 50157-2013

《轨道交通 地面装置 直流开关设备 第 1部分：总则》GB/T 25890.1-2010

（2）地方、行业和企业标准:

《电气化铁路高压交流隔离开关和接地开关》TB/T 3150-2007

其中与本规程相关的规范、标准和技术规程及其涉及内容包括：

《地铁设计规范》GB 50157-2013

15.3.5 牵引变电直流快速断路器至接触网间应设置电动隔离开关。

15.3.6 当终端车站后面的折返线有停车检修作业时，其相应部分的接触网宜单独

分段，并应设置手动隔离开关。

15.3.7 设车辆检查坑并有夜间检修作业的折返线，其接触网应通过就地的手动隔

离开关供电。接触网应有主备两路电源，主电源应直接来自邻近牵引变电所，备用电源

应来自一条正线接触网。

15.3.8 不设车辆检查坑的折返线，其接触网供电应有主备两路电源，主备两路电

源分别通过电动隔离开关接自上、下行的正线接触网。

15.3.9 车辆基地中的接触网，应有来自牵引变电所的主电源及来自正线的备用电

源。

15.3.10 停车列检库、静调库、试车线的接触网，宜由牵引变电所直接馈电。每条

库线的接触网应设置带接地刀闸的手动隔离开关。

《轨道交通 地面装置 直流开关设备》GB/T 2589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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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化铁路高压交流隔离开关和接地开关》TB/T 3150-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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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实验验证的论述

1 范围

规定本标准适用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规定本标准适用范围及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标准中采用的主要术语与符号定义,主要包括直流隔离开关、爬电距离。

4 使用环境和条件

4.1 正常使用环境和条件

主要包括户内隔离开关和户外隔离开关正常使用环境和条件，如环境温

度、湿度条件、海拔、地震烈度等。

4.2 特殊使用环境和条件

主要包括户内隔离开关和户外隔离开关特殊使用环境和条件，如更高海

拔、污秽等。

5 分类

主要按照使用环境、安装形式、操动机构类别、系统标称电压将接触网

隔离开关进行分类。

5.l 按使用环境

5.2 按安装形式

5.3 按操动机构类别

5.4 按系统标称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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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主要技术参数

主要包括接触网隔离开关系统电压、绝缘水平、额定电流、额定短时耐

受电流、额定峰值耐受电流、额定短路持续时间、温升、主回路电阻、辅

助回路的额定电源电压、隔离开关机械寿命等。

6.1 系统标称电压和设备额定电压

6.2 额定绝缘水平

6.3 额定电流

6.4 额定短时耐受电流

6.5 额定峰值耐受电流

6.6 额定短路持续时间

6.7 温升

6.8 主回路电阻

6.9 辅助回路的额定电源电压

6.10 隔离开关机械寿命

7 主要技术要求

主要包括接触网隔离开关一般技术要求、操动机构技术要求、外壳防护

等级、阻燃性、断口要求、机械强度、绝缘要求、接线端子及润滑等。

7.1 隔离开关技术要求

7.1.1 通用技术要求

7.1.2 挂式隔离开关技术要求

7.1.3 柜式隔离开关技术要求

7.2 操动机构技术要求

7.2.1 通用技术要求

7.2.2 电动操动机构

7.2.3 手动操动机构

7.2.4 电动操动机构辅助回路

7.3 外壳防护等级

7.4 阻燃性

7.5 电磁兼容性

7.6 对隔离开关隔离断口的要求

7.7 隔离开关的接线端子

7.8 隔离开关绝缘子的性能要求

7.8.1 绝缘子的爬电距离

7.8.2 绝缘子的机械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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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3 绝缘子的人工污秽耐受电压

7.9 润滑

8 型式试验

主要包括接触网隔离开关型式试验项目和试验方法。

8.1 挂式隔离开关型式试验项目及试验方法

8.2 柜式隔离开关型式试验项目及试验方法

9 出厂试验

主要包括接触网隔离开关出厂试验项目和试验方法。

9.1 挂式隔离开关出厂试验项目及试验方法

9.2 柜式隔离开关出厂试验项目及试验方法

10 铭牌、包装、运行、贮存

主要包括接触网隔离开关铭牌、包装、运行、贮存。

10.1 铭牌

10.2 包装

10.3 运输

10.4 贮存

6、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及结果

本标准制订过程中尚未发生过重大意见分歧。

7、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说明采标程度，以及与国内外同类标

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未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8、作为推荐性标准建议及其理由

接触网是城市轨道交通特有、沿线路架设、为车辆提供电能的重要的供电设施，车

辆受电弓通过接触网获取电能，满足行驶和辅助用电的需求。接触网隔离开关作为牵引

供电系统十分关键的电气设备之一，为满足城市轨道交通接触网系统稳步发展的需求，

规范接触网隔离开关的技术参数和技术要求，需要制定本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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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网隔离开关作为供电系统中最为关键的供电设备，接触网隔离开关入口侧通过

直流电缆接至牵引变电所直流馈线柜，开关出口侧通过直流电缆接至接触网，接触网隔

离开关选型的规范性和可靠性至关重要。目前国内没有专门针对城市轨道交通直流 750V

和 1500V 接触网隔离开关的行业规范，也没有相应的地方规范。随着国内城市轨道交通

建设的不断发展和成熟，十分有必要填补直流接触网隔离开关规范的空白，通过制定接

触网隔离开关的技术规范，指导轨道交通工程建设工作。

9、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

（1）组织业主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和产品生产单位进行宣贯学习，让相关

人员了解城市轨道交通接触网隔离开关技术指标和技术性能；

（2）组织相关人员到设备生产现场和安装现场参观学习，直观展示接触网隔离开

关的操作方法和使用性能，了解产品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3）定期组织生产、应用、检验等各环节人员进行技术交流，不断对接触网隔离

开关的技术性能进行优化，保持技术领先、性能优化、价格合理。

10、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暂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