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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T 1353-2020 

前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 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规定起草。

本标准代替四月 1353-1979《铁路遭岔和交叉名词术语》。与 TB/T 1353-1979 相比，本标准主

要技术变化如下：

a) 删除了原标准参考俄文译名（见 1979 年版的第 3 章） ; 

的 增加了无缝遭岔、有昨道岔、无昨遭岔、道岔容许通过速度、道岔使用寿命、道岔号数、顺向过

岔、逆向过岔术语和定义（见 3. 4 -3.11); 

c) 增加了尖轨降低值、可动心轨降低值、藏尖式尖轨、贴尖式尖轨、活接头尖轨术语和定义

（见 6. 4 -6. 8); 

d) 增加了合金钢组合辙叉、锻制合金钢心轨组合辙叉、合金钢钢轨组合辙叉、镶嵌翼轨式合金钢

组合辙叉、焊接式翼轨加强型合金钢组合辙叉、高锺钢组合辙叉、爆炸硬化锺钢辙叉、焊接高

锺钢辙叉、弹性可弯中心术语和定义（见 7.8-7.16);

e) 增加了 AT 尖轨、普通尖轨、合金钢尖轨、双肢弹性可弯心轨术语和定义（见 8. 4· 由 8. 7); 

f) 增加了锻造心轨、翼轨镶块、叉跟尖轨、叉跟轨、护轨、H 型护轨、槽型护轨、间隔铁式护轨、

防磨护轨、防脱护轨术语和定义（见 8. 10 - 8. 19) ; 

g) 增加了限位器、轨撑、辙跟内轨撑、辙跟外轨撑术语和定义（见 9.5-9.8);

h) 增加了辘轮滑床板、防跳限位装置、轨撑垫板、平垫板、辙跟垫板、辙后垫板、弹片、弹性夹、

辑轮术语和定义（见 10.2 “ 10. 10); 

i) 增加了理论转换阻力、实测转换阻力、不足位移、牵引点开口值术语和定义（见 11. 1 四 11. 4 ）。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标准计量研究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标准计量

研究所、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铁道建筑研究所、中铁山桥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宝桥集团

有限公司、中国铁建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骆巍、许有全、杨全亮、乔神路、吴伟、赵天运、王树国、宁迎智、汤铁兵、李文博、

刘蜡。

本标准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一－1979 年首次发布为 TB/T 1353-1979; 

一一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m 



铁路道岔和交叉名词术语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铁路道岔、交叉名词术语及其定义。

本标准适用于铁路道岔和交叉的设计、制造、铺设及养护维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通用术语

3. 1 

遭岔和交叉阳rnouts and crossings 

线路连接和交叉的总称，包括各种道岔、交叉及道岔和交叉的组合等。

3.2 

遭岔阳rnout

把一条轨道分支为两条或以上的设备。

3.3 
吏叉町帽sing

两条轨道在同一平面上相互交叉的设备。

3.4 

无疆遭岔 CWR turnout 

对道岔内部及两端的钢轨全部进行焊接、脏接或冻结的道岔。

3.5 

有带遭岔 ballas能d 阳mont

采用碎石等散粒体及轨枕为轨下基础的道岔。

3.6 

无碎遭岔 ballastl倒钮mont

采用混凝土等整体结构为轨下基础的道岔。

3.7 

3.8 

3.9 

遭岔害许通过擅度 allowable 叩eed of 阳mout

机车车辆通过道岔的最高设计运行速度。

遭岔使用寿命 ”时.ce lite of 阳m。ut

道岔在设计使用条件下，保持安全工作能力的期限。

遭岔号鼓 turnout number 

TB/T 1353-2020 

以辙叉跟端两轨线工作边交叉角（辙叉角）的余切（曲线道岔为其切线）表示的数值，以辙叉号数表示。



TB/T 1353-2020 

3.10 

顺向过岔仕副Ung-point movement 

机车车辆过岔时，先经过辙叉再经过尖轨。

3.11 

逆向过岔 facing-point movement 

机车车辆过岔时，先经过尖轨再经过辙叉。

4 遭岔和交叉的分类

4.1 

4.2 

4.3 

2 

单开遭岔 a皿pie turnout 

主线为直线，侧线向主线的左侧或右侧分支的道岔，见图 1。

单式对穗遭岔 equal spilt 阳moot

双开道岔

圄 1 单开遭岔

把直线轨道分为左右对称的两条轨道的道岔，见图 2。

固 2 单式对称遭岔

单式不对称道岔 non-equal split turnout 

不对称双开道岔

把直线轨道分为左右不对称的两条轨道的道岔，见图 3。

固 3 单式不对穗遭岔



4.4 

4.5 

4.6 

4.7 

4 .8 

TB/ T 1353-2020 

单式同侧遭岔 non-symmetrical double curve 钮mont 扭曲e 幅me 副rectlon

把直线轨道在同一侧分为两条轨道的道岔，见图 4。

』

、、
\ 
、

图 4 单式同侧遭岔

对称三开遭岔 symmetrical 也E回·也row 阳moot

』
』

主线为直线，用同一部位的两组转辙器，将一条轨道分为三条，两侧对称分支的道岔，见图 5。

图 5 对称三开遭岔

不对称三开遭岔 non·symmetrlcal 也ree·也row 阳rnout

主线为直线，在不同部位用两组转辙器，将一条轨道分为三条，两倒不对称分支的道岔，见图 6。

．．、‘、‘··‘h‘··年
－－“‘－、』

注坦』－
『h、、．

固 e 不对穗三开遭岔

左开遭岔 left hand tnrnont 

站在道岔前蝠，面向尖轨，侧线向左分支的道岔。

右开遭岔 right hand 阳rnont

站在道岔前端，面向尖轨，侧线向右分支的道岔。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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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蔓形变叉 diamond crossl吨

两直线轨道相变成菱形的交叉。

4.10 

禀角童叉 square cro嗣ng

两条直线轨道以直角相交的交叉。

4.11 

吏分遭岔 slip switch 

在两条轨道交叉地点，能使列车转线的设备，是单式交分道岔和复式交分道岔的总称。

4.12 

单式变分遭岔 single slip 何itch

在两条轨道交叉地点，列车只能一侧转线的交分道岔，见图 7。

固 7 尊式安分遭岔

4.13 

复式变分遭岔 double slip switch 

在两条轨道交叉地点，列车能两侧转线的交分道岔，见图 8。

固 8 复式主分遭岔

4.14 

撞撞 crossover 

使列车由一线转人他线的设备，由两组单开道岔及一条连接轨道组成，见图9。

国
回E
a唰

回 9 渲缉

4.15 

变叉渲越 Inter阳创ng cross-over 

相邻两线路间由两条相交的渡线和一组菱形交叉组成的设备，见图 10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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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10 交叉罐罐

4.16 

毒钱 interlaced 位ack

将一条轨道纳入另一条轨道，共同使用轨下基础的设备，见图 11 。

圈 1’理E钱
4.17 

毒缉遭岔 mixed gauge 阳rnout

三股钢轨并行铺设，两种不同轨距套线用的道岔，见图 12。

a）不等轨距四轨毒镜 b）三轨套钱

固 12 蕃线遭岔

5 遭岔总固

5.1 

遭岔全长 total Ieng曲。f阳rnout

道岔基本轨前端轨缝中心至辙叉跟端轨缝中心在道岔基线上的投影长度，见图 13 。

固 13 遭岔长度示窟

令
11--I 
慧
i’回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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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遭岔中心 centre of turnout 

道岔主线中心线与道岔侧线中心线（中心线是曲线时，为其切线〉的交点，见图 13 。

5. 3 

遭岔主撞 main line of turnout 

t拉开道岔和三开道岔中的直线，其他道岔中主要方向的轨道，见图 13 。

5.4 

遭岔侧蟠 branch line of turnout 

遭岔中从道岔主线分支出来的轨道，见图 130

5.5 

遭岔始蛐 beginning of turnout 

尖轨尖端前的基本轨端轨缝中心，见图 13。

5.6 

遭岔鳝蜡 end d阳moot

离遭岔始端最远的辙叉跟端轨缝中心，见图 13 。

5.7 

遭岔基钱 reference line of turnout 

单开遭岔指遭岔主编中心线，对称道岔指对称轴线，其他道岔指道岔中作为基准的直线。

5.8 

遭岔理论导理由””“cal I倒d of turnout 

尖轨理论尖瑞至辙叉心轨理论尖端在道岔基线上的投影长度，见图 13。

5.9 

遭岔前部理论长度 front part 曲创retical Ieng曲。f钮rnout

尖轨理论尖端至道岔中心在道岔基线上的投影长度，见图 13。

5.10 

遭岔后部理论长鹰 ” ar part 也.eoreti饵I length of 伽rnout

道岔中心至辙叉心轨理论尖端在道岔基线上的投影长度，见回 13。

5.11 

遭岔前部实际最度 front part actual le鸣曲。f阳mout

遭岔始端至道岔中心在道岔基线上的投影长度，见图 13 。

5.12 

遭岔后部实际长度 rear part actual Ieng曲。ftumout

遭岔中心至道岔终端在道岔基线上的投影长度，见图 13 。

5.13 
尖轨尖蛐前基本轨长a le鸣曲。r stock rail ahead of a臼alp。int of swi灿 rail

q 值

尖轨尖端前的基本轨在道岔基线上的投影长度，见图 13 。

5.14 

军事曲篇 1” d cone 
遭岔中连接转辙糖和辙叉的曲线轨道，见图 130

5.15 

’脏又角由四sing angle; frog angle 

α 

6 



辙叉跟端心轨两工作边（工作边是曲线时，为其切线）的交角，见图 14。

固 14 辙叉角

5.16 

镰叉号戴 frog number 

以辙叉角余切表示的数值 N = arctanα。

5.17 

尖轨理论尖蛐曲””“cal point of switch rail 

一般指尖轨工作边的延长线与基本轨工作边的交点。

5. 18 

尖轨尖蜻 actual point of swl陆 rail

尖轨削尖的最前端，见图 13。

5. 19 

尖轨跟蛐 heel of switch rail 

尖轨与导曲线轨相连接的一端，见图 13。

5.20 

5.21 

尖轨长度 Ieng曲。f何itch rail 

尖轨尖端至尖轨跟端的工作边长度。

辙叉心轨理论尖蜻曲创re笛”l point of frog 

辙叉心轨两工作边延长线的交点。

5.22 

罐衷心轨尖蜡 ac阳al point of frog 

辙叉心轨的实际尖端。

5 . 23 

醺叉趾蝴阳 end of frog 

辙叉（不包括钝角辙叉）与导曲线轨相连接的一端，见图 13 。

5.24 

辙叉跟蜡 heel end of frog 

辙叉（不包括钝角辙叉）与线路钢轨相连接的一端，见图 13。

5. 25 

幢叉趾长 toe le吨曲。r frog 

n 值

辙叉心轨理论尖端至辙叉趾端的工作边长度，见图 13。

5.26 

辙叉凰长 heel le鸣曲。r 衍。g

m值

辙叉心轨理论尖端至辙叉跟端的工作边长度，见图 13。

TB/ T 1353-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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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7 

辙叉趾宽伽 spread of frog 

辙叉趾端两翼轨工作边之间的距离。

5.28 

辙叉跟宽 h院1 叩r倒d of 舱。g

辙叉跟端两心轨（或两叉跟轨）工作边之间的距离。

5.29 

动程 stroke of switch 

尖轨或可动心轨在道岔牵引点中心位置上的扳动距离。

5.30 

董照间隔 ch眈k gauge 

辙叉心轨工作边至护轨工作边之间的距离。

5.31 

护背距离 guard rail face ga吨e

翼轨（在钝角辙叉中为护轨）工作边至护轨（三开道岔中为翼轨）工作边之间的距离。

5.32 

有害空间 gap h 也e frog; open throat 

在道岔与交叉中，钢轨工作边中断的区段。

5.33 

转辙角 s咧蛐 angle

道岔开通侧线时，侧线尖轨跟端工作边（工作边是曲线时，为其切线）和主线基本轨工作边的交角。

5. 34 

冲击角 angle of impact 

行驶中的车轮撞击钢轨的角度。

5.35 

镰叉咽醺也roat of tr嗨

两翼轨工作边相距最近处。

5.36 

轮缘槽 ftangeway 

两根靠近的钢轨（或钢轨制件）之间专供轮缘通过的通路。

6 转辙画

6.1 

转制 swi蛐

在道岔中，引导车轮从一线进入他线的设备，见图 15。

c::=:=. 

8 
回 15 遭岔钢轨件组成示’



6.2 

可膏式尖轨转辙帽 Oen'ble swi灿

尖轨跟端固定，利用尖轨弹性改变位置的转辙器。

6.3 

间阳铁式尖轨转’障器 1。”e heel 何itch

尖轨跟端用辙跟夹板、间隔铁等形成活接头，尖轨跟端可以摆动的转辙器。

6.4 

尖轨降低值 switch rail be地ht reduction value 

指某一指定位置基本轨顶面与尖轨顶面之间的高差。

6.5 

6.6 

可动心轨降低值 point rail height reduction value 

指某一指定位置翼轨顶面与心轨顶面之间的高差。

藏尖式尖轨 housing point of 也e switch 

尖轨尖端藏在轨’刨切的基本轨工作边内的尖轨。

6. 7 

6. 8 

黠尖式失轨由e joint surface of 也e 何itch

与轨’不刨切的基本轨侧面密贴的尖轨。

活撞头尖轨 articulated switch rail 

跟端可以水平转动的尖轨。

7 辄叉

7.1 

7.2 

7.3 

辙叉齿。g

轨线平面交叉的设备，见图 15。

商锺铜整锦罐叉削lid manganese steel frog; cast mangan棚”创 frog

用高锺钢浇铸成的整体辙叉。

铜轨组合辙叉 bolted rigid tr略

用钢轨及其他零件加工组成的辙叉。

7.4 

7.5 

7.6 

可动心轨辙叉 movable-point frog ; MPF 

心轨可动的辙叉。

钝角辙叉 ob阳鹏衍。g

设在交叉（包括交分道岔〉中菱形钝角位置上的辙叉。

锐角辙叉 acute 仕。g(end 衍。g)

设在交叉中菱形锐角位置上的辙叉。

TB/ T 1353-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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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曲线辙叉 curved frog 

两工作边一条或两条为曲线的辙叉。

7.8 

合金铜组合罐里 alloy 晦el bolted rigid fr吨

由翼轨、合金钢心轨、叉跟轨等通过高强螺栓联结而成的一种固定型辙叉结构形式。

7.9 

辙制合金钢心轨组合辙叉 forged all。y U帽I point ran bolted rigid frog 

由翼轨、锻造合金钢心轨、叉跟轨等通过高强螺栓联结而成的一种固定型辙叉结构形式。

7.10 

合金钢铜轨组合徽叉 alloy steel ran bolted rigid frog 

由合金钢翼轨、长心轨、短心轨等通过高强螺栓联结而成的一种固定型辙叉结构形式。

7.11 

镰嵌翼轨式含金钢组合’脏又 m”“c type alloy s蜘I bolted rigid frog wi由 wing rail 

由翼轨、合金钢镶块、锻造合金钢心轨、叉跟轨等通过高强螺栓联结而成的一种固定型辙叉结构

形式。

7 . 12 

焊接翼轨式合金钢组合辙叉 welding 时ng rail alloy steel bolted rigid frog 

由翼轨、锻造合金钢心轨、叉跟轨等通过高强螺栓联结而成的一种固定型辙叉结构形式，其中翼轨

采用普通钢轨和合金钢焊接的结构。

7.13 

高锺钢组合辙叉 manganese steel bolted rigid. 告。g

叉心与部分翼轨用高锺铜铸成一体，再与普通钢轨制造的翼轨、叉踉轨等用高强螺栓联结组成的

辙叉。

7.14 

爆炸硬化锺铜辙叉 explosively hardened mangan四e 蜘el 衍。g

采用了爆炸硬化工艺处理后的高锺钢辙叉或锺钢叉心。

7.15 

焊接高锺铜辙叉 welded manganese steel frog 

两端焊接短钢轨的高锺钢辙叉。

7.16 

弹性可弯中心 tleslble bendable center 

尖轨或可动心轨扳动旋转的理论轴线。

8 钢轨件

8.1 

基本轨 stock rail 

在道岔中接触尖轨和靠近护轨的钢轨；钝角辙叉中弯折的钢轨，见图 15 。

8.2 

尖轨 switch rail 

转辙器中引导列车转向的特殊钢轨，见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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