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快轨道要铺碎石
高铁为什么不用铺

经常坐火车的人，或者是能够经常
见到火车轨道的人，心里应该都有一个
疑问：为什么在火车轨道的上面，要铺
一层石头呢？但是高铁的轨道上面为什
么就没有呢？

砟是岩石、煤等的碎片，在铁路上，
指作路基用的小块石头。通俗地讲，有石
子的是有砟轨道，没有的就是无砟轨道。

传统铁路， 通常是两条平行的钢轨
固定在枕木上， 下面铺上小碎石作为路
砟。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普通铁路
用的是有砟轨道， 而高速铁路要采用无
砟轨道呢？

有砟轨道的优点
首先，有砟轨道属于弹性结构，枕木

与钢轨通过扣件连接成轨排， 架在碎石
铺设的道床之上， 通过道床碎石的摩擦
力可以保证轨道的稳定， 也可以帮助钢
轨承重， 防止铁轨因压力太大而陷到泥
土里。

当然，这些小碎石还能减噪、吸热、
减震、增加透水性......

综合来讲， 它造价低廉， 也方便维
修。

有砟轨道的缺点
有砟轨道的不足也显而易见。
1、维修频繁
换道砟和清筛等等是工务维护的重

要工作之一。列车经过时会带来震动，长
期的震动会使路基上的泥土掺入道砟当
中。掺入道砟的泥土会削弱路基的强度，
导致轨面沉降、不平。因此，干线铁路上，
每年都需要进行清筛或换道砟、 捣固作
业。

2、容易下陷
道砟的磨损会造成道床密实度下

降，石粉含量增大，致使道床板结和弹性
下降。

3、平顺度问题
道砟再平整， 也不可能达到混凝土

整体道床的水平。并且，由于枕木不是刚
性固定在道床上，列车驶过时，车轮之间
的钢轨会带动枕木一起向上弯曲， 这一
弯曲在重载铁路上肉眼可见。

4、车速受限
火车速度提高之后， 车轮高速旋转

会产生列车风，严重的时候会卷起碎石，
击伤行人甚至损坏建筑物和沿线的铁路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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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20世纪80年代以来修建的
新干线， 无砟轨道比例都在85%以
上。

但是，应当看到，日本新干线桥
隧比例比较大，截至2004年，在路基
上无砟轨道铺设长度仅有90公里，
占无砟轨道铺设总长度的3%左右。

德国无砟轨道结构类型很多，
主要铺设在路基上， 其经验对全面
发展无砟轨道具有重要意义。 德国
新建高速铁路的无砟轨道也占据了
线路总长的70％以上。

总体上来说， 无砟轨道因其稳
定性好、 维修工作量少和使用寿命
长的优点， 得到了发展高速铁路国
家和地区的关注。

其中， 法国除在英吉利海峡隧
道内全部采用无砟轨道外， 还在
TGV地中海线靠近马赛的一个隧
道内进行无砟轨道试验， 运行速度
达到240公里/小时。

荷兰高速铁路新建线路， 针对
软土问题设计了板—桩结构， 也积
极采用无砟轨道。

西班牙、意大利、韩国、比利时
等高速铁路都进行了无砟轨道试验
与试铺。

中国新建时速300公里以上的
高铁客运专列时， 基本全部采用板
式无砟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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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砟轨道成为理性选择
从技术层面讲， 有砟轨道在普速、

重载与高铁上均能采用，只不过在实际
操作过程中，有砟轨道一般是用在时速
250km以下的铁路上的，因为一旦火车
提速， 对轨道的平顺性要求就更加严
格，而有砟轨道弹性大，很难满足这些
苛刻要求，于是就需要研制更加先进稳
定的刚性轨道形式。 要保障铁路高速、
平稳、安全地运营，无砟轨道成为了一
种理性的选择。

无砟轨道是用沥青、混凝土的混合
料等作为整体基础的轨道，取代有砟轨
道的散粒碎石道床的构造。说白了它就
是没有了石子，它是用整体混凝土结构
代替轨枕和碎石道床的结构，钢轨直接
铺在钢筋混凝土板上，通过高强度的弹
条扣件与轨道板衔接，将它们“扣”在一
起，这样就可以减少维修次数，使用寿
命长达60年。

但是面对无砟铁道对技术的要求
之高， 对各方面的要求也随之提升，因
此想要抛弃石子， 也需要一定的代价。
无砟轨道对桥梁的变形要求比较高，尤
其是在变形方面。 同时其他各个方面，
包括钢轨，轨枕，配件，道床等，要求也
都比较高。

无砟轨道其实并不“新鲜”
无砟轨道其实很早就出现了，最早

在1840年的英国大西铁路上就开始使
用，在漫长的历史沿革中，先后出现过
连续钢筋混凝土轨道、预应力钢筋混凝
土轨道、梯形轨道、连续纵向支撑轨道、
内嵌式板式轨道等多种类型。

德国在1959年便开始了无砟轨道
的研究， 首先在希尔赛德车站试铺了3
种轨道结构，1977年又在慕尼黑试验
线试铺6种。 日本在1968年开始研发
RA型板式轨道并大规模推广应用。英
国从1969年开始研发无砟轨道，1973
年开始推广应用，主要品牌是整体浇筑
式PACT无砟轨道，法国研发的产品主
要是弹性支撑块式无砟轨道。

无砟轨道在各国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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