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第3卷�第12期·现代交通与路桥建设

28

铁路信号微机监测中的电流曲线异常分析及处理策略

仇成刚
国能朔黄铁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肃宁分公司Ǔ河北Ǔ沧州Ǔ016000

摘Ȟ要：本文旨在深入探讨铁路信号微机监测系统中电流曲线的异常现象，分析其产生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处理

策略。通过系统分析电流曲线的正常形态与异常表现，结合铁路信号设备的工作原理，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故障诊断与

修复方法，以提升铁路信号系统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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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铁路信号系统是保障铁路运输安全、提高运输效率

的关键基础设施。微机监测系统作为信号设备维护的重

要工具，通过实时监测和记录设备状态，为故障预防与

快速处理提供了有力支持。电流曲线作为反映信号设备

工作状态的重要指标之一，其异常波动往往预示着潜在

故障。因此，对电流曲线异常进行准确分析并制定有效

处理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1��电流曲线的正常形态与特征

道岔转动电流曲线，作为一条以电流为纵轴、时间

为横轴的图形表示，详细反映了道岔转换过程中的电气

特性和机械特性。在正常情况下，这条曲线展现出以下

几个具体特征：

1.1  时间特性
1DQJ（第一启动继电器）的吸起时间标志着道岔转

换过程的开始，其时长应符合预设的技术标准，确保道

岔能够迅速且准确地响应转换指令。ZD6电机上电时间节
点同样需符合标准，以保证电机能够及时启动并驱动道

岔进行转换。

1.2  电流变化
在电机刚开始启动时，由于需要克服静摩擦和启动

惯性，电流会形成一个明显的尖峰。随后，电流应迅速

回落并保持稳定，这表明电机已经顺利启动并进入正常

工作状态。在道岔的解锁、移动和锁闭过程中，电流应

保持平滑且符合规范的变化[1]。解锁时电流略有上升，移

动时电流保持平稳，锁闭时电流略有下降，这些变化都

应在预设的范围内进行。

1.3  稳定性
在整个道岔转换过程中，电流曲线应保持整体平

滑，不应出现异常的波动或突变点。任何异常的波动或

突变都可能表明道岔转换过程中存在某种故障或异常情

况，需要进一步检查和处理。

2��电流曲线异常现象分析

电流曲线的异常是铁路信号系统中常见的故障指

示，它可能由多种原因引起。以下是对几种主要异常曲

线类型的分析及其可能的原因：

2.1  启动延迟曲线
在道岔转换的开始阶段，电流曲线显示出明显的延

迟，即启动前电流为零或接近零，随后才突然上升。启

动电路中的继电器接点可能存在接触不良的情况，导致

电流无法及时通过；或者继电器本身存在故障，无法及

时吸起，从而造成启动延迟。

2.2  自动开闭器动作不灵活曲线
在道岔的机械锁闭阶段，电流曲线出现延时或不规

则波动。自动开闭器的轴部可能存在动作不灵活的情

况，如润滑不良、机械磨损或卡阻等，导致在锁闭过程

中电流曲线出现异常。

2.3  锁闭电流超标曲线
在道岔的锁闭阶段，电流值明显高于正常范围。道岔

的密贴调整可能过紧，导致锁闭时需要更大的电流；或者

机架块缺油，增加了机械摩擦，从而使得锁闭电流增大。

2.4  动作电流不平滑曲线
电流曲线在道岔转换过程中呈锯齿状波动，不平

滑。电机的碳刷与换向器之间可能存在接触不良的情

况，导致电流传输不稳定；或者滑床板清扫不良，存在

杂质或油污，影响了电流的平稳传输。

2.5  无电流曲线
在整个道岔转换过程中，电流曲线几乎为零，没有电

流记录[2]。可能未成功采集到1DQJ（第一启动继电器）的
状态信息，导致无法触发电流记录；或者开关量采集器存

在故障，无法正常工作，从而无法记录到电流数据。

3� �铁路信号微机监测中的电流曲线异常的处理策略

研究

3.1  软件故障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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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XP系统故障
首先，备份重要数据和配置文件，以确保在重新安

装系统过程中不会丢失关键信息。使用正版系统光碟启

动计算机，并按照提示进行系统安装。选择适当的安

装选项，以确保系统能够完全覆盖并替换原有的故障系

统。在系统安装完成后，重新安装微机监测软件。确保

从官方渠道获取最新版本的软件，并按照安装向导进行

逐步安装。恢复之前备份的数据和配置文件，以确保微

机监测系统能够恢复到之前的工作状态。

3.1.2  数据库故障
首先，尝试使用数据库修复软件进行修复。这些软

件通常能够检测和修复数据库中的错误和损坏，从而恢

复数据库的正常运行。如果数据库修复软件无法修复故

障，或者修复后仍然存在问题，那么需要考虑卸载数据

库软件并重新安装。在卸载之前，务必备份数据库中的

重要数据。在重新安装数据库软件后，根据之前的备份

恢复数据库数据。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一致性。重新配

置数据库连接和设置，以确保微机监测系统能够正常访

问和操作数据库。

3.2  硬件故障处理
3.2.1  道岔传感器故障处理
首先，使用万用表测量传感器输出端子上的电压。

确保万用表设置正确，并选择适当的电压量程。观察万

用表显示的电压值，与传感器正常工作时的电压范围

进行比较。如果电压值异常，如过高、过低或不稳定，

则可能表明传感器存在故障。若确认传感器故障，及时

更换道岔传感器。在更换过程中，注意遵循正确的安装

步骤和连接方式，确保新传感器与系统的兼容性和稳定

性。更换后，再次使用万用表测量传感器输出端子上的

电压，确保工作电压稳定，并在微机监测系统中观察电

流曲线的变化情况，以验证故障是否已排除。

3.2.2  开关量采集器故障处理
使用万用表测量开关量采集器输出端子电压。同样

需要确保万用表设置正确，并选择适当的电压量程。观

察电压变化情况，判断开关量采集器是否正常工作。如

果电压值异常或不稳定，可能表明采集器存在故障。根

据电压变化情况，确定开关量采集器是否故障。若确认

故障，及时更换新的开关量采集器[3]。更换后，重新测试

开关量采集器的输出电压，确保其正常工作，并在微机

监测系统中观察电流曲线的变化情况，以验证故障是否

已排除。

3.2.3  CAN总线故障处理
对于总线过长问题，首先检查CAN总线的长度是否

超过了规定的最大值。如果总线过长，会导致信号传输

延迟和干扰，从而影响电流曲线的稳定性。截断过长的

CAN总线，去除多余部分，确保总线长度符合规定要
求。同时，保持总线为长蛇形布置，以减少信号反射和

干扰。对于接触不良问题，检查CAN总线与采集机之间
的连接是否牢固可靠。如果发现接触不良或松动现象，

重新布线并确保连接良好。如果怀疑CPU板故障导致
CAN总线通信异常，首先检查CPU板上的指示灯和状态
显示是否正常。然后尝试更换故障的CPU板，并注意新
旧主板的地址开关设置是否一致。更换CPU板后，重新
检查CAN总线的通信状态是否正常。可以使用专业的通
信测试工具或软件来验证总线的通信质量和稳定性。同

时检查总线电阻设置是否正确，以确保CAN总线的正常
工作。

3.3  采集机故障处理
3.3.1  指示灯异常
当采集机的指示灯出现异常时，如不亮或闪烁不

定，这通常指示采集机存在供电问题或内部故障。具体

处理步骤如下：首先，需要检查电源模块。确认采集机

的电源输入是否正常，包括检查电源插头是否牢固插入

插座，以及电源线是否有破损或断裂。接着，使用万用

表测量电源模块的输出电压，确保其处于正常范围内。

如果输出电压异常，可能是电源模块损坏。若确认电源

模块故障，应及时更换新的电源模块。在更换过程中，

需注意选择与采集机兼容的电源模块，并确保正确连

接。接下来是更换电源模块的具体操作。首先，关闭采

集机的电源开关，并断开电源线。然后，拆卸采集机的

外壳，找到电源模块并小心将其取出。之后，将新的电

源模块安装到采集机中，并确保连接牢固可靠。重新接

通电源，开启采集机电源开关，观察指示灯是否正常亮

起。最后，需要验证修复效果。在更换电源模块后，进

入微机监测系统查看采集机的状态和数据传输情况。观

察电流曲线是否恢复正常，确保采集机能够准确、稳定

地采集和传输数据。如果一切正常，那么指示灯异常的

问题就已经被成功解决。

3.3.2  CPU板故障
当采集机的CPU板出现故障时，会导致采集机无法

正常工作或数据传输异常。具体处理步骤如下：首先，

进行初步判断。观察采集机的指示灯和工作状态，如

果所有指示灯均不亮或闪烁异常，且系统无法识别采集

机，那么很可能是CPU板出现了故障。接下来，更换故
障的CPU板。在操作之前，需要先关闭采集机的电源开
关，并断开所有连接线。然后，拆卸采集机的外壳，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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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CPU板并小心地将其取出。在此过程中，要注意避免
触碰其他敏感元件，以免造成额外的损坏。接着，将

新的CPU板安装到采集机中，并确保所有连接都正确无
误。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新旧主板的地址开关设置应保

持一致，并且要检查总线电阻设置是否正确。之后，重

新设置采集机。在更换了CPU板之后，需要根据采集机
的使用说明书或系统配置要求重新设置采集机。这包括

配置地址开关、总线电阻等参数，以及进行必要的软件

设置和调试，以确保采集机能够正常工作[4]。最后，验证

修复效果。重新启动采集机并接入系统网络，然后进入

微机监测系统查看采集机的状态和数据传输情况。确保

采集机能够正常与系统通信并传输准确的数据。同时，

观察电流曲线是否恢复正常形态和特征，以验证故障是

否已经完全排除。如果一切正常，那么CPU板故障的问
题就已经被成功解决。

3.4  监测站机网络系统故障处理
在铁路信号微机监测系统中，监测站机网络系统的稳

定性对于确保数据传输的连续性和准确性至关重要。当遇

到网络系统故障时，可以按照以下步骤进行详细处理：

3.4.1  指示灯判断
观察网络连接处的指示灯颜色。在网络设备（如交

换机、路由器等）上，通常会有不同颜色的指示灯来显示

网络状态。如果指示灯显示红色，这通常表示网络中断或

存在故障。此时，需要进一步检查网络连接和配置。

3.4.2  IPCONFIG命令检查
在Windows操作系统中，可以通过运行ipconfig命令

来检查网络适配器的配置信息。首先，打开命令提示符

（CMD）窗口，输入ipconfig并回车。ipconfig命令会列出
所有网络适配器的配置信息，包括IP地址、子网掩码、默
认网关等。在检查这些信息时，需要特别关注默认网关

的配置，因为网关是网络连接的关键点。如果网关配置

错误或无法访问，将导致网络中断。为了详细分析网络

配置，可以进一步使用ipconfig�/all命令获取更详细的配置
信息，这包括DNS服务器地址、物理地址（MAC地址）
等。接下来，需要分析网关配置，并尝试ping网关IP地
址，看是否能够成功响应。如果无法响应，可能是网关

设备故障或网络线路问题。此时，可以进一步检查网络

线路的连接状态，或者尝试重启网关设备来解决问题。

如果问题依旧存在，可能需要更深入地检查网络配置或

咨询网络管理员。

3.4.3  端口查询命令检查
在进行端口查询命令检查时，首先要考虑的是设备

是否支持串口查询。对于一些通过串口连接的设备，如

转换器、某些类型的路由器等，如果它们支持串口查询

命令，那么我们可以使用相应的串口通信软件或终端模

拟器来发送查询命令，并分析返回的结果，以确定端口

状态是否正常。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网络设

备都支持串口查询命令。对于不支持串口查询的设备，

需要考虑使用其他方法来进行端口状态的检查。一种常

见的方法是使用网络管理工具。如果网络设备支持SNMP
（简单网络管理协议）或其他网络管理协议，我们可

以利用这些协议，使用网络管理工具（如SolarWinds、
Nagios等）来远程查询和监控端口状态。这些工具通常提
供了更直观的图形界面和更强大的功能，如实时流量监

控、端口状态报警等，可以帮助我们更有效地进行端口

状态的检查和故障排查。

3.4.4  定位故障点并修复
综合指示灯判断、IPCONFIG命令检查以及端口查

询命令的结果，分析可能的故障点。常见的故障点包

括网络线路故障、网络设备故障（如交换机、路由器、

网卡等）、配置错误等。对于网络线路故障，检查线路

是否连接牢固、是否损坏，必要时更换线路。对于网络

设备故障，尝试重启设备或更换故障设备。对于配置错

误，根据正确的配置信息重新配置网络设备。在修复故

障后，重新运行相关命令检查网络状态，确保故障已被

成功修复。进入微机监测系统查看数据传输情况是否正

常，验证网络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结语

铁路信号微机监测系统中的电流曲线异常是反映设

备状态的重要信号。通过对电流曲线的深入分析和处理

策略的制定，可以有效提高铁路信号系统的稳定性和安

全性。本文提出的处理策略涵盖了软件、硬件及网络系

统多个方面，为实际维护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持。未来，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应继续探索更加智能、高效的故

障诊断与处理方法，以进一步提升铁路信号系统的维护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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