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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轨交通概论试题库 

第一章线路 

一、填空题 

1. 地铁线路按其在运营中的作用分为正线、辅助线、车场线等。 

2. 至场线是车辆段内厂区作业与停放列车的线路。 

3. 地铁线在空间的位置是用线路史心线来表示的。 

4. 线路中心线在水平面上的投影，叫做线路的平面。 

5. 线路的平面可以表示出线路的虫直变化。 

6. 线路中心线在垂直面上的投影，叫做线路的纵断面。 

7. 地铁线路的平面由直线、缓和曲线、园曲线及夹直线组成。 

8. 当列车通过曲线时，由于离心力的作用，使外侧车轮轮缘紧压外轨，摩擦 

力会增大。 

9. 线路直线与圆曲线往往不是直接相连的，中间要加一段缓和曲线。 

10. 平道、坡道、竖曲线及夹直线是线路纵 3迺的组成要素。 

11. 为了保证列车运行的平顺与安全，当相邻两坡段的坡度代数差大于 2%。 

时，应以竖曲线相连接。 

12. 我国铁路规定，城轨交通一般按直侧行车。 

13. 地铁正线的最大坡度不宜超过 30 %oo 

14. 地铁隧道内和路堑地段的正线的最小坡度不宜小于£ _%°。 

15. 单开道岔是由转辙器、连接部分和拋又及护轨组成。 

16. 道金是引导机车车辆从一股道转入另一股道的线路设备。 

17. 轨距为两股钢轨轨头内侧之间的距离，我国铁路规范规定直线地段的轨距 

在钢轨头部内侧顶面下 16mm处测量，为 1435mm。 

18. 地铁直线线路的标准轨距为進 mm。 

19. 在直线正线地段，轨道上两股钢轨的顶面应当保持同一水平，其相对高低 



误差不得大于伽。 

20. 曲线地段外股钢轨按标准应该设置超區。 

21. 在直线与园曲线之间应该加入一段缓和曲线。 

22. 道岔号数（N）用辙叉角（a ）的余切值来表示。 

23. 道岔的号数越大，道岔的全长就越长，机车车辆通过道岔的速度就越直。 

24. 限矍是为了确保机车车辆在地铁线路上运行的安全，防止机车车辆撞击邻 

近的建筑物或其他设备的尺寸轮廓。 

25. 地铁车站的站台形式可采用證站台、侧式站台、以及岛侧式混合站台。 

二、判断题（正确的打丁，错误的打 X） 

I. 线路纵断面可以反映线路的坡度变化。（丿） 

2 .曲线半径越小则曲线附加阻力越大。（J） 

3. 连续曲线之间必须保证有足够长度的夹直线。（J） 

4. 车站站台计算长度内和道岔范围内必须设置竖曲线。（X） 

5. 地铁正线一般铺设不小于 9#道岔，车场线一般铺设不小于 7#道岔。（J） 

6. 曲线地段钢轨按标准应该设置加宽。（J） 

7. 列车在曲线上行驶时要产生离心力，对行车非常有利。（X） 

8. 在铁路正线线路上，直线和曲线最好直接相连。（X） 

9. 坡道是用坡度值和坡段长度来表示。（丿） 

10. 坡度值 i是坡道线路中心线与水平夹角的正切值，即坡道段的始点和终点 

的高差与两点间的水平距离之比值。，—什冋吆，（V） 

II. 变坡点是坡道与坡道的交点，不是平道与坡道的交点。（X） 

12. 地铁线路应该设置多个连续的曲线，保证行车安全。（X） 

13• 钢轨有引导车轮的运行方向的作用。（J） 

14. 钢轨有直接承受车轮的巨大作用力并将其传递给轨枕的作用。（V） 

15. 钢轨的断而形状为人字形，由轨头、轨腰、轨底三部分组成。（X） 



16. 我国标准钢轨类型有：75kg/m> 60kg/m、50kg/m> 43kg/m。 （ V ）



17. 轨枕的作用是支承钢轨，并将钢轨传来的压力集中地传递给道床，保持钢 

轨应有的位置和轨距。（V） 

18. 从两翼轨最榨处到辙叉心实际尖端之间，有一段钢轨中断的空隙，叫做辙 

叉的有害空间。（J） 

19. 活动心轨撤叉道岔可以消除辙叉的有害空间。（V） 

20. 正线、辅助线、车场线上的钢轨应设置 1/40或 1/30的轨底坡。 

21. 道床可以把从轨枕传来的压力均匀地传递给路基，固定轨枕的位置，阻止 

轨枕纵向和横向移动。（J） 

22. 线路道床纵向排水坡度应与线路坡度一致。（V） 

23. 线路道床应设纵向排水坡，但不能设横向排水。（“） 

24. 列车经过曲线地段产生离心力的原因是物体惯性作用。（J） 

25. 地下车站站台计算长度范围内线路坡度宜采用 2%。。（ V ） 

三、问答题 

1. 城市轨道交通与城市道路交通相比有那些主要特点 

安全、快捷、准时、舒适、运量大、无污染（或污染少）、占地少、投资 

大，技术复杂，建设周期长等。 

2. 城市轨道交通线路上有那些主要线路标志 

百米标、坡度标、制动标、园曲线标、缓和曲线始终点标、竖曲线标、竖曲线 

始终点标、水准标、桥号标、涵洞标、限速标、警冲标、停车位置标。 

3. 城轨交通限界包括那些 

城轨交通限界包括：车辆限界、设备限界、桥梁及隧道建筑限界。另有接触 

网、接触轨辅助限界。 

第二章车辆 

一、填空题 

1. 城市轨道车辆按有无动力分为：动车和拖车。 

2. 城市轨道车辆按有司机室分为：头车和中间车。 



3. 我国目前城轨交通车辆多为不锈钢和铝合金车体。 

4. 车体一般由底架、侧墙、端墙、车顶等几大部件组成。 

5. 客车车门按车门形式分有塞拉门、外挂门和内藏门三种。 

6. 客车车门按驱动形式分有电动门与因逆门两种。 

7. 正司机台放在车体前端的右侧，副司机台放在车体前端的左侧。 

8. 輕 1的功能是为了在紧急情况下打开，使乘客安全转移，一般设在司机室 

前端正中央。 

9. 为了实现列车编组和使乘客安全跨越车厢，在车体之间一般设有车钩缓冲

装 置和贯通道等连接装置。 

10. 车钩缓冲装置是用来连接车辆,并传递和缓冲列车在运行中或在调车时所 

产生的纵向力或冲击力。 

11. 我国地铁车辆都采用蜜擡式结构车钩。 

12. 地铁使用的车钩缓冲装置按连接时的自动化程度一般有三种，即自动车 

钩、半自动车钩和半永久牵引杆。 

13. 自动车钩位于头车的司机室端,能实现机械、电气、气路系统的自动连 

接。 

14. 半自动车钩间连挂时,其电气连挂只能用手工连接。 

15. 转向架是支撑车体及其载重并引导车辆沿着轨道运行的走行装置。 

16. 动力转向架带有牵引电机和齿轮箱、联轴器等传动装置。 

17. 轴箱装置承受和传递轮对与转向架之间、轮对与轨道之间的各种载荷。 

18. 车轮与钢轨的接触面为麵。 

19. 一系悬挂位于轮对与构架之间，用来缓冲来自轨道的各种冲击和振动。 

20. 二系悬挂位于转向架与车体之间，用来缓冲来自歿回架的各种冲击和振 

动。 

21. 弹簧减振装置由减振器与弹簧组成，弹簧起缓冲作用,减振器起减少振动 



作用。 

22. 鯉£ 止挡的主要功能是限制及缓冲车体与转向架之间的横向运动。 

23. 车体和转向架通过昶遜装置联接为可以相互运动的整体。 

24. 车辆制动系统的作用是产生制动力，使列车减速或停车。 

25. 地铁列车制动系统按动能转换方式分为：电制动和摩擦制动两大类。 

26. 地铁列车电制动主要有畏生制动和电阻制动两种形式。 

27. 弹簧停放制动是通过弹簧的作用力而产生制动作用，能满足列车较长时间 

断电停放的要求。 

28. 地铁常用制动模式下，电制动和空气（摩擦）制动一般都处于激活状态。 

29. 地铁车辆上常用的基础制动装置有麵制动和盘形制动两种形式。 

30. 牵引控制单元 DCU的基木功能是为空叵提供脉宽调制信号 PWM,为牵引电 机

提供矢量控制。 

31. 逆变器保护单元 UNAS负责 VVVF牵引逆变器的保护,与 DCU—起组成车辆 的

牵引/制动控制系统。 

32. 辅助供电系统是为地铁或轻轨车辆上空调、通风机、空压机及照明等辅助 

设备提供供电电源。 

33. 列车乘客信息显示系统（PIDS ）在列车内通过显示终端和广播系统向乘客 

提供信息服务。 

34. 地铁车辆空调一般使用匹型 V供电。 

35. 车辆控制单元（VTCU）是 通过 WTB与另一个 VTCU通信。 

二、判断题（正确的打错误的打 X） 

1. 车轮踏面做成一定斜度的好处之一是便于通过曲线线路。（丿） 

2. 车轮踏面做成一定斜度的好处之一是可以自动调中。（丁） 

3. 城轨交通车辆一般采用滑动轴承。（X） 

4. 车辆轮对内侧距离一般大于标准轨距。（X） 



5.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转向架按有无二系悬挂分为动力转向架和非动力转向 

架。（X） 

6. 线性电机采用了粘着驱动方式，不受粘着系数限制，因此有较强爬坡能 

力。（X） 

7. 地铁车辆大多采用有摇枕转向架。（X） 

8. 由于车轮踏面是水平的，是车辆产生自激蛇行运动的原因。（X） 

9. 高度阀的作用是通过调节空气弹簧压力值来调节转向架的高度。（X） 

10. 抗侧滚扭力杆可以缓冲并减少车体的横向运动。（X） 

11. 径向转向架分为自导向转向架和迫导向转向架二种。（J） 

12. 紧急制动是“得电制动，失电缓解”的紧急空气制动系统。（X） 

13. 保压制动能防止车辆在停车前的减速，使车辆紧急停车。（X） 

14. 地铁车辆上，空气制动、车门开关、升弓/降弓、雨刮器动作均使用压缩 

空气做驱动动力。（丿） 

15.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普遍采用电气指令式制动控制系统。（J） 

16. PIDS可以提供如乘车须知、列车时刻表、到站广播以及广告等动态的多媒 

体信息。（丿） 

17. 列车 PIDS由列车广播系统、媒体系统和动态地图三部分构成。（J） 

18. 列车 PIDS可以提供司机室对讲功能。（V） 

19. 列车 PIDS可以提供司机室对客室的广播。（V） 

20. 列车 PIDS可以提供报站功能。（J） 

21. 地铁列车优先采电制动，电制动不足时由气制动补偿。（丁） 

22. 地铁列车制动时，电制动力随着速度的降低而增大（X） 

23. 旋转电机采用的是粘着驱动方式。（J） 

24. VVVF牵引逆变器是采用脉宽调制模式（PWM）,将直流直流电逆变成频 

率、电压固定的直流电，供直流牵引电机使用。（X） 



25. 地铁旋转牵引电机大多是交流鼠笼式异步牵引电机。3） 

26. 地铁使用的交流鼠笼式异步牵引电机比直流牵引电机具有更好的制动性 

能。（V） 

27. 逆变器保护单元 UNAS负责 VVVF牵引逆变器的保护，与 DCU—起组成车辆 

的牵引/制动控制系统。（J） 

28. 静止辅助逆变系统主要由逆变部分、变压器隔离部分、直流电源三部分构 

成。3） 

三、问答题 

1. 转向架有那些主要功能 

（1） 支撐车体、传递载荷。 

（2） 使车辆顺利通过曲线。 

（3） 传递牵引力和制动力。 

（4） 缓和振动和冲击，提高乘坐舒适性。 

2. 转向架由那些部件组成 

转向架由转向架构架；轮对轴箱装置；弹簧减振装置；中央牵引连接装置；制 

动装置；牵引驱动装置（含牵引电机、齿轮箱、联轴节（动车）等）；高度调 

整阀、速度传感器、接地装置等辅助装置组成。 

3. 车辆牵引系统由那些构成 

车辆牵引系统由受电弓、高速断路器 HSCB、VVVF牵引逆变器、DCU/UNAS （牵 

引控制单元）、牵引电机，制动电阻等组成。 

第三章信号系统 

一、填空题 

1. 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系统的核心是列车自动控制（ATC）系统。 

2. 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系统的安全设计原则是故障一安全的原则。 

3. 列车或机车车辆在轨道线路内运行的经路叫做她。 

4. 进路由道岔:的开通方向决定，进路要由信号机防护。 



5. 控制道岔、进路和信号并实现这三者之间的联锁的设备，叫做车站联锁设 

备，简称车站联锁。



6. 为了提高联锁系统的可用性，TYJL- II型采用的是主、备（热备）两套系 

统。 

7. 把许多道岔、进路和信号用电气化方法由一个地方集中控制和监督，并实 

现它们之间的联锁的设备，叫做电气集中联锁设备,简称电气集中。 

8. 用电磁继电器的继电电路实行控制并实现联锁的设备，叫做继电式电气集 

中，简称继电集中。 

9. 用工控计算机取代电磁继电器的继电电路实行控制并实现联锁，只保留部 

分单元电路的设备叫做微机（计算机）联锁电气集中,简称微机联锁。 

10. 微机联锁系统的备机有脱机、联机和热备同步三种工作状态。 

11. 列车自动保护（ATP）子系统的最主要功能是列车超速防护,保证列车在 安

全状态下运行，满足故障一安全原则。 

12. 列车自动驾驶（AT0）子系统是自动控制列车运行的设备。 

13. 列车自动监控（ATS）子系统是中央列车监揑系统，在 ATP子系统的支持 下

完成对全线列车运行的自动管理和监控。 

14. 所谓因塞就是指利用信号设备或路票把轨道线路人为地划分成若干个物理 

上或逻辑上的闭塞分区，以满足安全行车间隔的一种行车组织方法。 

15. 基于报文式轨道电路的准移动闭塞 ATP系统中，为保证列车正常运行，前 

后列车之间至少隔开一个轨道区段加一个制迦墮和保护区段。 

16. 转辙机是用以转换道岔、机械锁闭道岔并反映道岔的实际位置的设备。 

17. 所谓数字轨道电路系统就是一种数码化的轨道空困/占虽状态的检测系 统。 

二、判断题（正确的打丁，错误的打 X） 

1. 城市轨道交通按线路及作用可划分为正线区域和车辆段区域。（V） 

2. TYJL-II型采用的是整机系统切换方式。（V） 

3. 在计算机联锁中，主备机处于同步状态和联机状态时，备机就可成为热备 

机。（V） 



4. 在 ATP的保护下，根据 ATS的指令实现列车的自动驾驶，能够自动完成对 

列车的启动、牵引、巡航、惰行和制动的控制，确保达到设计间隔及旅行速 

度。3） 

5. 基于音频轨道电路的固定闭塞 ATP系统中，其轨道电路分区段的长度是不 

固定的。（丿） 

6. 按供电电源分类，转辙机可分为直流转辙机和交流转辙机。（J） 

7. 按锁闭道岔方式分类，转辙机可分为内锁闭转辙机和外锁闭转辙机。（J） 

8. 移动闭塞行车组织方式中，后续列车与前行列车间的距离是固定不变。 

（X） 

9. 固定闭塞行车组织方式中，后续列车与前行列车间的距离是随着后续列车 

的速度增加而增大。（X） 

10. 联锁的目的就是防护进路，联锁的主要工作为进路建立和进路解锁。（J） 

三、问答题 

1. 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系统由那些子系统构成 

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系统由计算机联锁、列车自动防护（ATP）子系统、列 

车自动驾驶（AT0）子系统和列车自动监控（ATS）子系统组成。 

2. TYJL-II型双机热备型计算机联锁为分布式多计算机系统，主要由那几部 分

组成 

控制台、监控机、联锁机、执表机和电务维修终端。 

3. 正线列车的驾驶模式分为以下几种。 

（DAT0列车自动驾驶模式。 

（2） ATP保护下的非限速的人工驾驶模式。  

（3） ATP保护下的限制速度的人工驾驶模式。  

⑷无 ATP保护的非限速的人工驾驶模式。 

⑸折返模式。 



4. 用于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的闭塞方式主要有那几种 

用于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的闭塞方式主要有固定闭塞、准移动闭塞和移动闭 

塞三种。 

5. 广州地铁正线信号机的显示方式、意义分别是什么 

采用三灯位四显示信号机，只在尽头型线路采用两灯位两显示，具体显示 

意义如下： 

红灯一禁止通过。 

绿灯一进路空闲，进路中道岔开通直股。 

黄灯一进路空闲，进路中道岔开通侧向。 

黄灯+红灯一引导信号，限速 25 km/h通过。 

6. 广州地铁车辆段信号机显示方式、意义分别是什么 

各种信号机具体的显示意义如下： 

红灯一禁止通过。 

黄灯一允许进/出车辆段。 

月白灯一允许调车。 

蓝色灯一禁止调车越过。 

第四章通信系统 

一、填空题 

1. 通信系统的服务范围包括运营控制中心、宜、车辆段及沿线。 

2. 传输系统设备由光网络终端、光网络单元及光缆组成,光网络单元之间通 过

光纤连接。 

3. OTN的中文意思是开放式传输网络。 

4. OTN网络拓扑结构可分为逻辑拓扑和挖理拓扑。 

5. 调度电话是为行调、电调、环调、维调等提供专用直达通信的电话。 

6. 轨旁电话是设在铁轨沿线,为列车司机和维修人员提供维护和使用的电 话。 

7. 地铁时钟系统通过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提供统一的时间信息。 



8. 当中央时钟系统因种种故障不能向站级时钟系统传送时间信号时，车站级 时

钟系统进入隆级控制运行模式。 

二、判断题（正确的打■错误的打 X） 

1. 车站广播主要用于对车站乘客、维修和运行人员进行广播。（V） 

2. OCC各中心调度员通过调度台与各站（段）调度分机用户可直接呼叫通话。 

（V） 

3. OCC各调度员之间不能直接呼叫通话。（X） 

4. OCC值班主任与 OCC各调度员可直接呼叫通话。（J） 

5. 各站段调度分机之间可以直接通话。（X） 

6. 地铁调度电话主要由调度总机、调度台、调度分机组成。（V） 

7. 站段调度分机呼叫调度台只有一般呼叫，没有紧急呼叫。（X） 

8. 站段调度分机呼叫调度台时，调度台将显示呼叫分机号码及中文站名。

（丁） 

9. 站段调度分机紧急呼叫调度台时，调度台有灯光指示，液晶屏同时显示 

"紧急”字样。3） 

10. 地铁广播系统由中心广播、车站广播、车辆段广播系统组成。（J） 

11. 地铁广播系统具有中央级和站级两级控制方式，以中央级广播优先。（X） 

12. 调度电话具有单呼、组呼、全呼、紧急呼叫功能，但没有录音功能。（X） 

13. 各站段调度分机之间可以直接通话。（X） 

14. 地铁时钟系统一般分为中央级和车站级。（丿） 

15. 地铁时钟系统一般分为中央控制运行和车站降级控制运行两种方式。（丁） 

16. 当中央时钟系统因种种故障不能向站级时钟系统传送时间信号时，车站级 

时钟系统就不能正常显示时间。（X） 

17. PIDS传输网络采用光纤数字传输设备，构成星型结构。（J） 

18. 国内轨道交通无线通信系统按频段分：专用频道和集群方式两种。（J） 



19. PA列车广播系统用于向乘客提供语言方面的信息，包括报站、关门报警和 

广播。（V） 

20. 列车广播系统中司机室与司机室对讲具有最高的优先级。（丿） 

21. 列车广播系统中司机对客室对讲具有最高的优先级。（X） 

22. 列车广播系统中报站及关门报警具有最低的优先级。（J） 

23. 列车总线的英文简称 MVB。（X） 

24. 车辆多功能总线系统的英文简称 WTB。（X） 

三、问答题 

1. 目前，国内轨道交通采用的主要采用那几种传输制式 

主要采用开放式传输网络（0TN）、同步数字序列（SDH）和 SDH+ATM （异 

步传输）等传输制式。 

2. 0TN系统可以接那几种类的接口卡 

⑴模拟话音接口卡 

⑵数字话音接口卡 

⑶数据接口卡 

⑷视频接口卡 

3. 从运用和功能上分，地铁电话系统可分为那几个子系统 

⑴公务电话子系统 

⑵调度电话子系统 

⑶站内和轨旁电话系统 

4. 乘客信息显示系统（PIDS ）分为那几层结构 

乘客信息显示系统（PIDS ）分为 3层结构：第一层是总编播中心；第二层 

是分线控制中心（即分线 0CC）；第三层是车站设备、车辆段设备以及车载设 

备子系统。 

第五章供电系统 



一、填空题 

1. 牵引供电系统由牵引变电所和牵引网组成。



2. 地铁供电，根据负荷性质及重要程度不同，地铁供电负荷分为一、二、三 

级。 

3. 牵引变电所是从主变电所（电源开闭所）获得电能，经过降压和整流成电 

动列车牵引所需的直流电。 

4. 牵引供电系统由牵引变电所、牵引网组成。 

5. 奎呕电所是供给地铁一定区段内牵引电能的变电所。 

6. 接虺网是经过电动列车的受电器向电动列车供给电能的导电网。 

7. 旦遞线是用以供牵引电流返回牵引变电所的导线。 

8. 馈电线是从牵引变电所向接触网输送牵引电能的导线。 

9. 电分段是为便于检修和缩小事故范围，将接触网分成若干段称为电分段。 

10. 在城市轨道交通牵引供电系统中，通常采用直流供电制。 

11. 电力监控系统（SCADA）,能实现控制中心（0CC）对供电系统进行集中管

理和 调度，实现实时控制和数据采集。 

12. 电力监控系统（SCADA）是利用遥控、遥信、遥测、遥调功能监控供电系

统 设备的运行情况。 

二、判断题（正确的打 V,错误的打 X） 

1. 城市轨道交通外部电源的供电方式只有集中供电方式、分散供电方式两种 

方式。（X） 

2. 供电系统中的中压网是两路独立供电线路，一路退出运行时，手动启用另 

一路供电。（X） 

3. 变压器是一种传送和变换交流电能的静止变换器。（V） 

4. 主变电所是指接收城市电网 35KV及以上电压等级的电源，经其降压后以中 

压供给牵引变电所和降压变电所。（丁） 

5. 降压变电所从主变电所（电源开闭所）获得电能，经过降压成低压交流 

电，供动力、照明使用。（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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