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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公告

第 160 号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

发布行业标准《城市轨道交通

接触轨供电系统技术规范》的公告

现批准《城市轨道交通接触轨供电系统技术规范》为行业标

准，编号为 CJJ/T 198 - 2013 ，自 2014 年 3 月 1 日起实施。

本规范由我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

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3 年 9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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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根据原建设部《关于印发（2006 年工程建设标准规范制订、

修订计划（第一批）〉的通知》（建标［2006] 77 号）要求，广

州市地下铁道总公司会同相关单位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

经验，参考有关国际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制本

规范。

本规范的主要内容包括：总则、术语、接触轨供电系统设

计、接触轨供电系统施工、接触轨供电系统施工质量验收、接触

轨供电系统检修维护。

本规范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由广州市地下铁道总

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

寄送广州市地下铁道总公司（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 618

号南丰汇环球展贸中心 ll-13A 楼，邮政编码： 5103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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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0.1 为贯彻执行国家的技术经济政策，统一城市轨道交通接

触轨供电系统的技术要求，做到安全适用、技术先进、质量优

良、经济合理和维护方便，制定本规范。

1. 0. 2 本规范适用于列车运行速度不大于 120km/h，供电电压

直流 750V 或直流 1500V 的城市轨道交通接触轨供电系统的设

计、施工、验收和检修维护。

1. 0. 3 接触轨供电系统应满足城市轨道交通初期、近期与远期

的行车要求。设计应采用技术先进、性能可靠、经济合理的

设备。

1. 0. 4 接触轨供电系统的设计、施工、验收和检修维护除应符

合本规范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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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 0.1 接触轨供电系统 contact rail power supply system 

敷设在走行轨一侧，通过受流器为电动车辆授给电能的导电

轨系统。由接触轨、绝缘支架或绝缘子、绝缘防护罩等附件

组成。

2. o. 2 接触轨 contact rail 

与列车受电靴直接接触，直接向列车输送电能的导电轨。

2. 0. 3 绝缘支架 insulation support 

支撑并固定接触轨，起绝缘和支撑作用的部件。

2. o. 4 中间接头 intermediate connector 

用于连接两根接触轨的部件。

2. o. 5 膨胀接头 expansion joint 

连接两段接触轨，用于补偿接触轨自由伸缩量的部件。

2. 0. 6 锚段 anchor section 

接触轨连接成一个独立的机械分段。
2. o. 7 中心锚结 mid-point anchor 

一般位于锚段的中部，安装于绝缘支架两侧，用于防止接触

轨向两端不均匀窜动的部件。

2. o. 8 端部弯头 end of the el bow 

安装在接触轨断口处与接触轨相连接，用于引导受电靴可靠

接触或平稳离开接触轨授流面的部件。

2.0. 9 电连接 electrical connection 

实现电气连通的装置，通常采用电缆、铜板、软铜绞丝、软

铜纺织带等形式进行连接。

2.0.10 电缆连接板 cable terminal board 

电缆与接触轨连接的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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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11 跨距 span 

两相邻绝缘支架的中心距离。

2.0.12 接触轨工作高度 contact rail working height to span 

对于上部或下部接触授流方式，是指接触轨授流面与走行轨

轨面连线的垂直距离；对于侧部接触授流方式，是指接触轨授流

面中垂线与走行轨轨面连线的垂直距离。

2.0.13 接触轨水平定位 contact track offset value 

对于上部或下部接触授流方式，是指接触轨（面）中轴线与

轨面连线中垂线的垂直（水平）距离；对于侧接触方式是指接触

轨授流面与轨面连线中垂线的垂直距离。

2.0.14 电分段 electrical sectioning 

将接触轨在电气上相互分开的区段。

2.0.15 受电靴 collector shoe 

车辆从接触轨上取得电能的装置。

2.0.16 冷滑 cold-running 

在接触轨元电条件下受电靴沿接触轨滑行的试验。

2.0.17 热滑 road test of electrification 

在接触轨供电系统带电条件下进行的客车动车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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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接触轨供电系统设计

3.1 一般规定

3.1.1 接触轨供电系统允许的行车速度不应小于线路的最高行

车速度。

3.1. 2 接触轨供电系统的电压等级宜采用 DC750V 或

DC1500V，电压的允许波动范围应符合表 3. 1. 2 的规定。

表 3.1. 2 接触轨供电系统直流电压值

标称值 CV) 最高值 CV) 最低值 CV)

DC750 DC900 DC500 

DC1500 DC1800 DClOOO 

3.1. 3 接触轨授流方式按授流接触位置的不同可分为上部授流

方式、下部授流方式和侧部授流方式。

3.1. 4 接触轨宜采用钢铝复合材料等低电阻率产品。在同一线

路上不宜采用不同材质的接触轨。

3.1. 5 接触轨及附件的安全系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接触轨及端部弯头、膨胀接头、中间接头、中心锚结和

电缆连接板等接触轨附件的安全系数不应小于 3.00

2 合成材料绝缘受力组件的抗拉安全系数不应小于 5.00

3 瓷绝缘子的抗弯安全系数不应小于 3.0 。

4 绝缘支架的抗弯安全系数不应小子 3.0 。

3.1. 6 牵引变电所直流快速断路器至接触轨间应设置隔离开关。

3.1. 7 接触轨零部件应耐腐蚀、耐疲劳、强度高，紧固件应采

取有效的防松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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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气象条件

3. 2.1 接触轨设计的气象条件，根据最近记录年限不应少于 20

年的城市气象资料计算，并应结合既有城市轨道交通线路或电气
化铁路的运行经验确定。

3. 2. 2 接触轨的结构设计风速，应采用空旷地区、离地面 lOm
高处的 10.min 自动记录 50 年发生一次的平均最大值。

3.2.3 接触轨设计的各项气温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铁路电力
牵引供电设计规范》 TB 10009 及《铁路电力牵引供电隧道内接

触网设计规范》 TB 10075 的有关规定。

3.3 防雷、绝缘、接地

3. 3.1 接触轨进行大气过电压保护应采取下列保护措施：

1 隧道口、露天区段接触轨上网隔离开关处应设避雷器。
2 地面及高架桥区段回流箱前应设避雷器。

3 避雷器的工频接地电阻不应大于 100。

3.3.2 接触轨带电部分和接地体之间的最小净距，应符合表
3.3.2 的规定。

表 3.3.2 接触轨带电部分和接地体之间的最小净距（mm)

标称电压 静态 动态 绝对最小动态

DC750V 50 25 25 

DC1500V 150 100 60 

3.3.3 整体绝缘支架或绝缘子的泄漏距离， DC750V 系统不应
小于 180mm, DC1500V 系统不应小于 250mm。

3.3. 4 接触轨供电系统宜设独立的接地线，固定支持接触轨的
非带电金属体应与接地线相连接，接地线应引至牵引变电所接地
装置。接地线宽采用铜或铝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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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平面布置

3. 4.1 接触轨跨距应根据行车速度、支持结构形式、道床形式、

轨枕间距确定。接触轨跨距不宜大于 5m。

3. 4. 2 上部授流方式和下部授流方式接触轨的授流面应与走行

轨轨顶面连线平行，接触轨中轴线与轨面连线中垂线应等距；侧

部授流方式接触轨的授流面应与走行轨轨顶面连线垂直且与轨面

连线中垂线等距。接触轨的安装位置及其安装误差应根据车辆受

电靴与接触轨相对运动中的可靠接触确定。宜符合表 3.4.2 的

规定。

表 3. 4. 2 接触轨的安装位置及安装误差（mm)

标称电压 车辆类型 接触轨工作高度 接触轨水平定位

DC750 V 全部车型 140 1417. 5 

A型车 200 1550 

DC1500 V B型车 200 1444 

直线电机车辆 200 1510 

3.4.3 接触轨锚段长度宜符合下式规定：

L~ 一旦τ
α•Cd 

式中： L一一锚段长度（m);

S一一膨胀接头补偿量（m);

α一一接触轨热膨胀系数 CK-1);

l:lT－接触轨最高温度与最低温度之差 CK）。

安装误差

±5 

±5 

土5

土5

(3. 4. 3) 

3.4.4 接触轨机械分段应设在平交道口、道岔、地下车站人防

门、防淹门处。

3.4.5 接触轨的电分段可采用断口分段方式或短三轨分段方式。

3. 4. 6 接触轨的电分段应设置在下列位置：

1 牵引变电所相邻处；

2 辅助线与正线的衔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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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车辆段出入段线与正线间；

4 车辆段各供电分区间；

5 车辆段及停车场检修库入口处。

3.4.7 道岔区段接触轨布置应根据接触轨的安装位置、车辆受

电靴外轮廓尺寸、晃动量、道岔型号，转辙机位置确定，应满足

列车正常、安全行驶的要求。

3. 4. 8 接触轨间应以中间接头连接，绝缘支架与中间接头之间

的安装净距应大于锚段的伸缩量。

3. 4. 9 接触轨断开处应设端部弯头，端部弯头的斜率宜符合表

3.4. 9 的规定。

表 3.4.9 端部弯头的斜率选用表

列车运行速度 u 端部弯头的斜率

U 三三35km/h 不宜大于 1 : 22 

35如η／妇＜v 《90km/h 不宜大于 1 : 41 

90kr丑／h<v 《120km/h 不宜大于 1 : 50 

3.4.10 接触轨锚段间应设膨胀接头，膨胀接头伸缩量不宜小于

200mm，其起始滑动力应在 300N～SOON 之间。

3. 4.11 接触轨锚段中部应设中心错结。

3.4.12 接触轨应设防护罩，防护罩的体积电阻率不宜小于

l0130•m，各防护罩之间的连接宜采用搭接方式，搭接长度不

宜小于 200mma 防护罩上应设置安全警示标志。

3.4.13 在柔性架空接触网与接触轨的衔接处，应设置过渡段。

过渡段的长度不应小于整列车的长度。

3.4.14 接触轨敷设终点应设置接触轨终端标志。

3.4.15 在人员易进入的场所，应对接触轨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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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支持结构

3.5.1 接触轨支拌结构宜采用绝缘子或整体绝缘支架形式。

3.5.2 接触轨支持结构在整体道床区段宜固定在道床、轨枕预

制孔或预制基础上凭碎石道床区段应固定在轨枕预制孔上。

3.6 材料及防腐

3.6.1 低碳钢接触轨应采用不低于 Q235A 级的碳素结构钢，其

化学成分、机械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碳素结构钢》 GB／丁

700 的有关规定。

3.6.2 钢铝复合轨、膨胀接头、端部弯头的钢带宜采用牌号为

lOCrl 7 或 06Crl9Nil0 的铁素体或奥氏体不锈钢，其化学成分、

机械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不锈钢热轧钢板和钢带》

GB/T 4237的有关规定。

3.6.3 钢铝复合轨、膨胀接头、端部弯头的铝轨本体及相关连接

件材质应采用牌号为 6101 （丁6 ）、 6063 （丁6）的铝合金，其化学成

分、机械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一般工业用铝及铝合金挤压型

材》 GB/T 6892 的有关规定，尺寸偏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铝及

铝合金挤压型材尺寸偏差》 GB/T 14846 高精级规定。

3. 6. 4 膨胀接头的电连接件宜采用钢或铜合金材质。

3. 6. 5 接触轨整体绝缘支撑、防护罩支撑应采用玻璃纤维增强

不饱和聚酶材料。

3. 6. 6 接触轨防护罩应采用绝缘性能好、强度高的复合材料。

3.6.7 非金属材料在隧道内应低烟、无卤、阻燃，在户外应采

取防老化措施。

3.6.8 绝缘子宜采用瓷、硅橡胶及环氧树脂材料。

3.6.9 钢制件应采用热浸镀铸进行表面防腐处理，镀层种类、

方法、厚度、重量、均匀性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电气化铁路接

触网零部件技术条件》 TB／丁 2073 的有关规定。螺栓、螺母

（不包括不锈钢与有色金属材质）应采用 1 级镀钵并涂防腐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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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接触轨供电系统施工

4.1 一般规定

4.1.1 接触轨供电系统工程施工质量控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对工程采用的主要材料、设备的外观、规格、型号和

质量证明文件等进行验收，并经监理工程师检查认可。

2 各工序应按设计文件和技术交底文件进行质量控制，每
道工序完成后，施工单位应进行检查，并形成记录。

3 工序之间应进行交接检验，上道工序应满足下道工序的
施工条件和技术要求。相关专业工序之间的交接检验应经监理工
程师检查认可，未经检查或检查不合格的不得进行下道工序

施工。

4.1. 2 设备、材料安装前应进行外观检查，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绝缘支撑装置的绝缘部件表面应光沽，金属底座镀铸应
符合本规范第 3. 6. 9 条的规定，镀钵层应均匀、无镑层剥落、漏

镀、锈蚀现象，螺栓杆件螺纹应完好，螺杆与螺母应配合良好。

2 接触轨各部尺寸应符合产品技术条件的规定，应元损坏、

变形、锈蚀现象。
3 防护罩表面应光滑，厚度均匀，边缘整齐，应无裂纹、

气泡、起皮现象。

4 避雷器和隔离开关的绝缘部件应完好、整沽，零部件应
配备齐全。

4.2 绝缘支撑装置安装

4. 2.1 绝缘支撑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道床或轨枕上预留位置及尺寸应符合设计规定；道床上
钻孔位置的测量应从设计规定的起测点或道岔的理论岔心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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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道床上钻孔时绝缘支撑的问距应符合设计规定，允许

偏差为土0. 3m，调整后的跨距不得大于设计允许值。

3 测量定位时应避开隧道或桥梁伸缩缝、预留沟槽、预埋

管线等结构或设施。

4 绝缘支撑在道床上的固定孔位宜采用模板测量，底座中

心至走行轨中心的距离应符合设计要求。

4.2.2 绝缘子、绝缘支架在安装前均应测试绝缘电阻，抽查数

量和试验标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电气设

备交接试验标准》 GB 50150 的有关规定。

4.2.3 绝缘支撑装置安装应端正，各部件连接应牢固，调节孔
宜居中安装，连接螺栓应使用力矩扳手进行紧阁。

4.3 接触轨安装

4.3.1 接触轨装卸作业及堆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使用起重机装卸接触轨时应采用长度大于 1/3 轨长的横

梁配吊带进行吊运。吊带应采用尼龙等柔性材料，不得使用钢丝

绳或钢带。

2 当使用叉车装卸长度大于 6m 的接触轨时，必须采取有

效措施防止因轨的端部发生摆动而引起的损坏。

3 接触轨堆放场地应平整，堆垛应放在支垫物上，支垫物

应高度一致，支承点不得小于 4 个；多层叠放时各层支垫物位置
应在同一垂直线上，同层各支承点应在同一平面上。

4. 3. 2 接触轨切割、钻孔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接触轨切割宜采用专用锯轨机具，切口应方正平直，倾

斜率不应大于 lo。切口平面应打磨平整，切口边缘应去除尖角，

清除毛刺。

2 在接触轨上钻孔时应采用配套钻孔模具或套用鱼尾板钻

孔，孔位应正确、无歪斜，应去除孔边缘尖角、清除毛刺。

4. 3. 3 端部弯头装设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端部弯头在绝缘支

撑处应伸缩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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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4 接触轨接头对接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中间接头与接触轨相连接的接触面应清洁，并应涂抹导

电油脂；中间接头与接触轨轨腹连接应密贴，紧固件安装应齐

全，并应按设计力矩值紧固。

2· 接触轨接头处授流面连接应平）I质。

3 中间接头端面距相邻的绝缘支撑的距离不应小于膨胀接

头的最大补偿值。

4.3.5 膨胀接头装设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补偿间隙值施工允

许偏差为±5mma

4.3.6 接触轨中心锚结安装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锚结的安装

与膨胀接头的间隙设置应保持一致。

4.3.7 接触轨安装后顺线路远视直线段应顺直，曲线段应圆顺、
元硬弯。接触轨安装位置及其安装误差应符合本规范第 3.4.2 条

的规定，接触轨每跨距支撑点的工作高度差不宜大于 3mm，困

难条件不应大于 5mm。

4.4 防护罩安装

4.4.1 防护罩切割制作时长度应与跨距相适应，切割面应平整、

无毛刺，并应将切口清理干净。

4.4. 2 防护罩安装应牢靠、平）｜顶，罩间搭接应紧密牢固，搭接

长度应符合设计要求，防护罩应将端部弯头罩住。

4.4.3 防护罩安装后应进行限界检查，各部尺寸应满足限界

要求。

4.5 电连接安装

4. 5.1 电缆接线板的装设位置及其至相邻绝缘支撑的距离应符
合设计要求。所有安装接触面均应清洁、涂抹导电油脂。

4. 5. 2 电缆在电缆接线板上固定时应采取铜铝过渡措施。电缆

长度应根据设计要求实测确定，与接触轨连接应牢固可靠，全部

连接螺栓应按设计力矩值紧固。电缆铺设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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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168 的有

关规定。

4.6 设备安装

4. 6.1 避雷器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避雷器的型号、安装位置及引线方式应符合设计要求。

2 避雷器支架安装应水平端正、固定牢靠。

3 避雷器引线连接不应使接线端子受到超过允许的外加
应力。

4 避雷器接地体的安装方式及接地电阻值应符合设计规定。

4. 6. 2 隔离开关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隔离开关的型号、安装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电气性能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电气设备交接试验标

准》 GB 50150 的有关规定。

2 安装、调试方法及步骤应符合产品说明书要求，安装尺

寸应符合设计规定，安装后应满足限界要求。

3 隔离开关底座应安装水平，同组开关应在同一水平面上

安装牢固。

4 隔离开关应分合顺利可靠，分合位置应正确。操动机构

的分合闸指示与开关的实际位置应一致画隔离开关机械连锁或电

气连锁应准确、可靠。

5 隔离开关各部件连接应紧固无松动，佼接处应动作灵活。

6 隔离开关刀口部分应涂导电油脂，机构的连接轴、转动

部分应涂润滑油。

7 隔离开关引线连接应正确牢固，电缆铺设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168 的有关规定。

4.7 接地线安装

4. 7.1 接地线的材质、规格二型号及连接方式应符合设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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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 所有不带电金属底座均应与接地线可靠连接，接地线连

接应元断点、元遗漏，接地线接头搭接长度应符合设计要求，连

接牢固可靠。

4.7.3 接地线与牵引变电所接地装置的连接应符合设计规定，

连接应牢固可靠。

4.8 冷滑及送电开通

4.8.1 冷滑应采用电客车或装有受电靴的工程车进行。

4. 8. 2 冷滑时应按下列规定进行检查，发现的问题应于送电开

通前处理完毕：

1 受电靴在接触轨上滑行应平JI质。

2 受电靴在弯头处切人及脱离应顺滑、位置正确。

3 防护罩及其托架不得突出接触轨限界。

4 沿线设备及线缆安装应牢固，不得侵入设备限界。

4. 8.3 冷滑应分两级速度进行，第一次运行速度宜为 5km/h～

IO km/h，第二次运行速度正线宜为 30km/h～50km/h，车辆段

宜为 20km/h～30km/h。

4. 8. 4 接触轨供电系统送电开通前应进行绝缘测试，绝缘测试

时应完成下列工作：
1 绝缘部件应全部清扫干净，绝缘包扎物应全部清理。

2 接触轨上所有临时接地线均应拆除。

3 隔离开关的分合闸位置应正确。

4 线路应巡视完毕，元异常情况。

s 应对每个供电臂进行逐一绝缘测试，绝缘电阻值宜大于
1. 5MQ/kmo 

4. 8. s 接触轨供电系统送电前应完成下列工作：
1 在工程验收及冷滑中发现的影响送电的各项缺陷应处理

兰主蚓匕
JU E 。

2 所有临时保护接地线应全部拆除。

3 各种警示标志应安装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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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应张贴送电通告，进入线路的所有通道应封锁。

5 隔离开关分合闸位置应正确，回流系统应可靠接通。

6 应有经批准的送电开通方案。

7 绝缘测试结果应符合送电要求。

4. 8. 6 接触轨供电系统送电时应分别按供电臂进行试送电，在

供电臂末端应采用直流验电器验电，各供电臂始末端应确保

有电。

4. 8. 7 接触轨供电系统应带电空载运行 lh 无异常，确认后可进

行热滑。热滑应往返 3 次，第一次运行速度宜为 5km/h～lOkrη／h,

第二次运行速度正线宜为 30km/h ～ 50km/h，车辆段宜为

20km/h～30km/h，第三次应按设计速度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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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接触轨供电系统施工质量验收

5.1 一般规定

5.1.1 接触轨供电系统施工质量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

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GB 50300 的有关规定。

5.1. 2 接触轨供电系统宜按牵引供电系统工程的分部工程或子单

位工程进行验收，检验项目划分可按本规范附录 A 的规定采用。

5.2 绝缘支撑装置

主控项目

5. 2.1 底座、绝缘支架或绝缘子及连接零配件进场时应检查其

规格、型号、外观，质量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查阅产品质量证明文件，观察和测量检查。

5. 2.·2 绝缘支架或绝缘子的电气性能、机械性能应符合设计规定。

检验数量：全部检查产品质量证明文件，按每批次数量的

10%测量绝缘电阻。

检验方法：查阅产品质量证明文件，目测、绝缘电阻测试。

5. 2.3 底座安装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绝缘支撑装置安装应端

正，各部件连接应牢固，螺栓紧固力矩值应符合产品说明书

要求。

检验数量：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钢尺测量、用力矩扳手检查。

一般项目

5.2.4 绝缘支撑装置在垂直线路的水平方向和铅垂方向的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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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宜居中安装。

检验数量：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和测量检查。

5.3 接触轨及附件

主控项目

5.3.1 接触轨及附件运达现场应检查其规格、型号、材质、外

观，质量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查阅产品质量证明文件，观察和测量检查。

5.3.2 接触轨断电区的布置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对照设计文件尺量检查。

5. 3. 3 端部弯头安装应符合本规范第 4. 3.3 条的规定。

检验数量：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和尺量检查。

5. 3. 4 接触轨接头安装应符合本规范第 4.3.4 条的规定。

检验数量：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和用力矩扳手检查。

5.3.5 膨胀接头安装应符合本规范第 4. 3.5 条的规定。

检验数量：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检查。

5. 3. 6 接触轨中心锚结安装应符合本规范第 4.3.6 条的规定。

检验数量：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5.3.7 接触轨安装位置及其安装误差应符合本规范第 4.3. 7 条

的规定。

检验数量：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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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防护罩

主控项目

5.4.1 防护罩运达现场应检查其规格、型号、材质、外观，质

量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查阅产品质量证明文件，观察和测量检查。

5. 4. 2 防护罩安装后应符合限界规定。

检验数量：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检查。

一般项目

5.4.3 防护罩安装应符合本规范第 4.4.2 条的规定。

检验数量：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检查。

5. 5 电连接

主控项目

5. 5.1 电缆及附件运达现场应检查其规格、型号、电压等级、

材质、数量、外观，质量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查阅产品质量证明文件，观察和测量检查。

5.5.2 电缆接线板安装应符合本规范第 4. 5. 1 条的规定。

检验数量：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检查。

一般项目

5. 5. 3 电缆敷设应符合本规范第 4. 5.2 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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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数量：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和力矩扳手测量检查。

5.6 接地线

主控项目

5. 6.1 线材运达现场应检查其规格、型号、材质、外观，质量

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查阅产品质量证明文件，观察和测量检查。

5.6.2 全线所有不带电金属底座均应与接地线可靠连接，连接

方式应符合设计规定。

检验数量：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和测量检查。

5.6.3 接地线与牵引变电所接地装置应可靠连接，连接方式应

符合设计规定。

检验数量：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和测量捡查。

一般项目

5.6.4 接地线接头搭接长度应符合设计要求，连接牢固可靠。

检验数量：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和测量检查。

5.7 隔离开关

主控项目

5. 7.1 隔离开关运达现场应进行检查，其质量应符合设计要求，

电气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电气设备交

接试验标准》 GB 50150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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