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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黑铁路扩能改造工程综合选线研究

刘�巍
中铁第六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天津�300308

摘�要：铁路选线研究应全面考虑沿线控制因素，结合工程技术经济，遵循技术标准选线、工程地质选线、环保

选线、安全选线等原则，选取合理的线路方案；既有线扩能改造工程选线研究，还应考虑充分利用既有铁路通道，尽

量减少既有线改建和废弃工程，提高既有线利用率，及便于接入既有车站，方便运输组织管理的同时节约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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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北（安）黑（河）铁路是全国最长的地方铁路，位

于黑龙江省北部，呈南北走向，南起北安市，途径五大

连池市、孙吴县，北抵中俄边境口岸黑河市，线路全长

302.689km，是黑龙江西北部地区对外客货交流的主要通
道。既有铁路现状为单线内燃铁路，由于修建年代早、线

路标准低、坡度大、曲线半径小，运营条件差，严重影响

本线旅客列车的行车速度，服务水平不能满足需求；同

时部分区段通过能力不足，无法满足运输能力需求。

为改善铁路运营条件，满足客货运快速需求，提高

运输市场竞争力，故对其进行扩能改造。标准由地方III
级内燃铁路提升为国铁I级电气化铁路，速度目标值由
80km/h改造为160km/h。
1��扩能改造线路方案研究

为达到提速160km/h的目标，重点对小半径曲线进
行改造，对小半径曲线群地段线路进行重新选址。沿线

控制因素较多，主要有吉黑高速公路、国道202、逊别拉
河自然保护区、生态红线、基本农田保护区、煤矿采空

区、古滑坡堆积体、炸药库、军事设施、中俄东线天然

气管线、膨胀土不良地质等。开展综合选线研究应全面

考虑沿线控制因素，结合工程技术经济，遵循技术标准

（速度目标值）选线、工程地质选线、环保选线、安全

选线（既有线运营安全、军事设施安全、易爆物安全）

等原则[1]，选取合理的线路方案。

本文主要以小兴安至孙吴段（K109+700~K183+ 
700）线路走向方案以及红旗乡段（K122+000~K128+ 
400）线路局部方案为例，介绍线路方案的确定。

1.1  小兴安至孙吴段（K109+700~K183+700）线路走
向方案

本段既有铁路经小兴安、辰清镇、腰岭、清溪乡至

孙吴县城，线路呈“S”型走向，当提速至160km/h时，
沿既有线改建过程中，新建线路较多，投资较大，故对

该段线路研究重新选址方案[2]。从沿线经济据点、设站情

况、利用既有线情况、绕避保护区及军事设施、桥梁、

隧道等控制工程等角度综合考虑，研究了3个线路走向方
案（见图1）。

图1��小兴安至孙吴段（K109+700~K183+700）线路走向

方案示意图

1.1.1  方案I：东线取直方案
本方案K109+700至K137+500段设计线路走向基本

与沿既有线方案相同。设计线路出辰清站后，偏离既有

线，经冬青村、永清村西侧向北行进，于K183+700处接
入既有线。线路全长58.26km，其中新建线路51.66km，
利用既有线6.6km，新设车站2座，利用既有站1座，桥隧
比为1.82%，工程投资约19.02亿元。
优点：1.桥隧比最低，控制工程较其他方案小，工程

实施难度容易；2.工程投资分别较方案Ⅱ及方案Ⅲ少1.99
亿元、2.87亿元；3.对既有线运营影响较小；4.经过经济
据点辰清镇，能利用既有辰清站及站内设施；5.运输距离
较方案Ⅱ少9.707km。
缺点：1.运营长度较西线取直方案长3.987km；2.线

路沿河滩沟谷走行，冲沟发育。

1.1.2  方案Ⅱ：沿既有线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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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案的线路走向基本与既有线相同。对K109+700
至K117+300段、K122+100至K127+900段、K133+300至
K136+300段、K140+000至K147+700段、K153+800至
K155+800段、K156+400至K165+300段、K168+400至
K173+600段、K174+000至K179+200段、K181+600至
K182+400段等地段不满足160km/h设计速度的要求的进行
改造。线路全长67.967km，其中新建线路49.767km，利
用既有线18.2km；新设车站2座，利用既有站1座，桥隧
比为7.6%，工程投资约21.01亿元。
优点：1.经过经济据点辰清镇，能利用既有辰清站及

站内设施。

缺点：1.线路运营长度最长，较方案Ⅰ及方案Ⅱ分别
长9.707km、13.694km，后期养护维修工作量最大；2.需
对既有病害进行整治，施工对既有线运营影响最大。

1.1.3  方案Ⅲ：西线取直方案
本方案线路自既有线K109+700引出后，下穿公路

桥后，上跨吉黑高速公路后，线路折向北行进，经前

锋村东侧、繁荣村与核心村间，于利民村西侧接入既有

线K155+700。K155+700至K183+700设计线路走向与沿
既有线方案相同。线路全长54.273km，其中新建线路
46.373km，利用既有线7.9km，桥隧比为11.81%，工程投
资约21.89亿元。
优点：1.线路运营长度最短，较方案Ⅰ及方案Ⅱ分别

短3.987km、13.694km；2.新建线路长度最短，较方案Ⅰ
及方案Ⅱ分别短5.287km、3.424km；3.利用既有线长度
短，需治理的既有线路基病害、桥梁病害工程量少，对

既有线运营影响最小。

缺点：1.桥隧比最大，控制工程最多，工程实施难度
最大；2.工程投资最多，较方案Ⅰ及方案Ⅱ分别多2.87亿
元、0.88亿元；3.不经过经济据点辰清镇，不能利用既有
辰清站及站内设施；3.跨吉黑高速公路，协调难度较大。
2��方案优缺点分析及推荐意见

方案Ⅱ运营长度最长，后期养护维修工作量最大，

既有线病害整治工作量大，施工对既有线运营影响最

大；方案Ⅲ桥隧比最大，控制工程最多，工程实施难度

大，工程投资最多，跨越吉黑高速公路，协调难度大，

且不经过重要经济据点辰清镇；方案I工程投资最省，桥
隧比最小，工程实施难度最小，经过经济据点辰清镇，

且能利用既有辰清站既有设施，工程改造对既有线运营

影响较小[3]；经综合比选分析，推荐方案I。
3��红旗乡段（K122+000~K128+400）线路局部方案

K122+100-K128+400段既有线长度为6.3km，分布
有6个曲线，曲线长度为1947.43m，占该段线路全长的

30.9%，最小曲线半径为400m。既有线绕红旗乡外侧村边
走行，线路平面条件较差，小半径曲线集中，既有线利

用率低（见图2）。
从利用既有线、对地方规划影响、工程投资等角

度，研究了三个线路方案，即方案Ⅰ-红旗乡北侧方案，
方案Ⅱ-穿越红旗乡方案，方案Ⅲ-红旗乡南侧方案。

图2��红旗乡段（K122+000~K128+400）线路局部方案示

意图

3.1  方案Ⅰ-红旗乡北侧方案
线路自K122+000处引出，偏离既有线向东北走行，

于红旗乡西侧绕行至北侧，并行吉黑高速公路东侧走

行，至K127+900接入既有线，沿既有线走行至比选终点
K128+400。本方案线路长度5.561km，其中利用既有线
长度0.6km，新建线长度4.961km，新建桥梁1座，长度
0.086km，新建上跨公路桥3座。工程投资21051万元。
优点：线路长度最短，与高速公路共通道，避免了

对红旗乡的切割。

缺点：1.有较长段的深路堑，排水困难，存在雪害隐
患；且路堑地段为膨胀土，挖方不能利用；2.需要2次改
移国道G202，且改移国道需上跨吉黑高速公路，还需征
得管理部门的同意，实施难度大；3.工程投资最大，比
穿越红旗乡方案和红旗乡南侧方案分别多了1689万元和
2366万元。

3.1.1  方案Ⅱ-穿越红旗乡方案。
本方案线路从既有线K122+100引出，从红旗乡中间

房屋稀疏地段穿过。线路全长为5.708km，利用既有线为
2.5km，工程投资19362万元。
优点：线路利用既有线长度较红旗乡北侧方案多

2km，工程投资比红旗乡北侧方案少1689万元。
缺点：对红旗乡切割严重；且铁路在红旗乡间以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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堑形式通过，对村民出行影响较大，工程实施难度大[4]。

3.1.2  方案Ⅲ-红旗乡南侧方案
线路自K122+000处引出，偏离既有线向东南走行，

沿红旗乡南侧绕行至东侧，与K126+700接入既有线，后
向北走行至富强村西侧，于富强村北侧接入既有线至比

选终点K128+400。本方案线路长度6.79km，其中利用既
有线长度0.2km，新建线长度6.59km，新建桥梁1座，长
度0.086km。工程投资18685万元。
优点：以路基填方通过，工程投资最少，较红旗乡

北侧方案节省2366万元；且不用改移国道G202，协调难
度最小。

缺点：线路长度最长，运营费用每年增加约53万
元；同时铁路与高速公路对红旗乡形成了包围。

3.1.3  方案优缺点分析及推荐意见
方案I虽然具有线路长度短，并行高速公路对红旗

乡土地切割少的优点，但其经过膨胀土不良地质，工程

投资最大；方案Ⅱ切割了红旗乡，不利于红旗乡整体规

划；方案III虽然线路长度最长，但其不经过膨胀土不良
地质，无需跨越改移国道协调难度较低对红旗乡无切

割，投资最省。经综合比选分析，推荐方案III。
结语

线路走向方案的选择需要在充分考虑线路长度、工

程投资的情况下，结合利用既有线情况、工程地质条

件、环境敏感点分布、施工难易程度、地方区域规划等

情况，进行经济合理的综合选线。线路局部方案比选主

要考虑工程地质条件、施工难易程度和工程投资，以工

程可行性为主要评价指标。

本线经由东北严寒山区，地形及地质条件复杂，沿

线分布有冻土、膨胀土、软土等多种不良地质，同时分

布有多处煤矿采空区，本次扩能改造线路方案选择遵循

地质选线理念，尽量绕避不良地质地段，提高工程可靠

度，节省工程投资。

本线沿线分布有逊别拉河自然保护区、生态红线、基

本农田保护区等环境敏感点，本次扩能改造线路方案选择

时进行了绕避，较好地体现了环保选线的理念和要求。

本线沿线分布有炸药库、中俄东线天然气管线、军

事设施等影响铁路安全的设施，本次扩能改造线路方案

在充分调查炸药库储量和天然气管线分布的基础上，设

计线位满足安全距离要求，较好地体现了安全选线的理

念和要求。

本线为既有线扩能改造工程，线路方案选择考虑充

分利用既有铁路通道，尽量减少既有线改建和废弃工

程，提高既有线利用率；新线选址要便于接入既有车

站，尽可能利用既有线路和设备，方便运输组织管理的

同时节约用地。对部分既有线路标准低，呈“S”线型地
段，结合线路经由经济据点及工程经济综合比较，可采

用裁弯取直，结合地方城市规划，另设新站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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