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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电化院历史创造者光辉业绩的Ⅸ铁道部电气化工程局电气化勘测设计

研究院志》，经过六年的编纂，数易其稿，终于付梓出版了，这是我院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成果．在《院志》出版之际，谨向在不同历史阶段为中国

电气化铁路建设事业及我院的创立。发展和壮大作出过努力、奠定了电气化铁
路基业的老领导、老同志和全体员工，向发扬光荣传统、承继电气化事业、再

铸新辉煌的新一代职工致以崇高的敬意，并向为本《院志》编纂提供了帮助的

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院志》是一部46万字的大作，它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

为指导，按照存真求实原则和志书体例要求，以企业生产力的发展为主线，详

近略远、横排竖写，用平实、生动、流畅的语言记述了电化院四十三年的发展

历程；用浓墨重彩的文字展现了四十三年间生产力的发展情况；用客观的笔触

如实反映了各方面的成就，充分体现了时代的风貌和电化院的特色．这部《志

书》史料丰富，体例完备，观点鲜明，文字严谨，记事客观．它是一部兼具存

史、资政、教育和交流功能的好书，可用于对电化院院情和电气化历史进行研

究，也可用作对青年员工进行传统教育的教材．

历史的长河跨越时空，奋进的步伐永不停息．党的十六大为我们指明了前

进的方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一的号角

已全面吹响．希望全院广大职工，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保存好这本书，

时常读一读．在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道路上，莫忘创业艰辛，记取成功经验，恒

念发展不易，铭记历史重任．让我们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靠思想的伟大旗帜，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

央周围，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续写更加辉煌的历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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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铁道部电气化工程局电气化勘测设计研究院(以下简称电化院)，是专门从事干线铁路

电气化工程、地铁和轻轨等城市交通电气化工程、工矿企业铁路专用线工程及其电气化、

高低压输配电线路及变配电站、工业和民用建筑、环保工程、站场、桥涵勘测设计以及铁

路、城市交通、工矿企业远程监控系统设计、咨询的勘测设计研究单位，是集科研、设计、

产品开发制造为一体的技术密集型企业。院址位于天津市河东区江都路33号，办公场地共

15428平方米，注册资金1264万元。具有国家铁道专业甲级工程设计资质。铁路电气化、

城市轨道交通电气化甲级工程咨询资质，甲级工程总承包资质，工业与民用建筑乙级工程

设计资质，乙级工程勘察资质，具有年完成1000正线公里电气化铁路的综合勘察设计能力

和系统保证能力。最高年产值1899万元(含勘察设计、多种经营)。

电化院的前身是1955年8月铁道部设计总局西北设计分局成立的电化组；lO月改为

动力电化科。1956年9月，铁道部决定将第一设计院(西北设计分局)和第三设计院(华北

设计分局)的两个动力电化科合并，在天津第三设计院内正式成立电化处。1974年3月1

日，第三设计院电化处整建制划归电化局，更名为“交通部铁路电化工程局电气化勘测设

计处”。1975年1月，更名为“铁道部电化工程局电气化勘测设计处”。1983年5月6日、

1984年11月21日、1985年12月1日，电化院随局名变易，先后更名为“铁道部电气化

铁路工程局电气化勘测设计处”、“铁道部电气化工程公司电气化勘测设计公司”、“铁道部

电气化工程局电气化勘测设计处”。1987年4月．更名为“铁道部电气化工程局电气化勘

测设计院”。1990年6月，更名为“铁道部电气化工程局电气化勘测设计研究院”。1997

年2月25日，更名为“天津电气化勘测设计研究院”。1998年末。院下属生产部门设3个

设计分院(电气化、城市交通、建筑)、3个设计所(土建、工程经济、交跨监理)、1个勘测

工程队；管理部门设技术部、财务部、行管资产部、计划经营科、人事审监科、保卫科、

办公室：科研生产和多经部门设电力牵引研究所(含凯发电力牵引设备厂、四方电器设备

厂)、安装施工工程处、文印中心、招待所、物业中心：派出机构有上海分院、深圳分院、

广州项目部和武衡项目部。

1998年末，电化院有职工403名，各类专业技术人员301名，其中高级技术职务72

名，中级技术职务146名。拥有各种微机196台，CAD工作站2套，各类打印机15台，计

算机网络l套；“接触网站场平面布置CAD”、“接触网受电弓动态模拟”、“供电计算负荷流

模拟”等29种专业软件；绘图、复印、胶印、晒图、扫描、刻录、编辑等印刷出版系统

．魄／I



概述

28台(套)；计算机文档管理系统l套；光电测距仪、工程地质钻机等勘测设备6台(套)以

及先进的计算机仿真系统、辅助设计系统及相应的管理系统。1990年7月，通过铁道部全

面质量管理工作标准验收。1996年12月，通过长城(天津)质量保证中心IS09001国际标

准认证，获质量体系认证证书．

电化院自1955年创建以来，承担并完成包括中国主要铁路干线宝成、阳安、襄渝、石

太、丰沙大、京秦、大秦、郑洛、郑武、京郑、武衡、广深、京沪在内的20余条电气化铁

路不同阶段的勘察设计，总长度达11000多公里，已建成开通5200公里，分别占中国同期

电气化铁路设计和开通总量的60％和50％。其中有全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宝成线：第一条新

线一次建成电气化铁路阳安线：第一条双线电气化铁路石太线；第一条首次采用AT供电方

式及微机远程控制的双线电气化铁路京秦线；第一条开行万吨重载单元列车的双线电气化

铁路大秦线：第一条繁忙干线电气化铁路京广线(北京～郑州～武昌段)；第一条运用SS．

电力机车和X一2000摆式车体，并与香港九广铁路开行直通车的时速200公里电气化铁路

广深线；以及国内第一条高速电气化铁路京沪线的初步设计。

电化院还完成伊朗德梅线铁路电气化工程设计：广州地铁一号线牵引供电系统施工设

计；上海地铁二号线接触网施工设计：上海轨道交通明珠线一期工程供电系统及综合监控

系统的初步设计；香港西部铁路牵引供电系统(Tpl400)咨询等。
在电气化铁路设计中，电化院不断开发应用新技术，改进设计手段，多次荣获国家优

秀设计奖、国家质量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铁道部优秀设计奖和优质工程奖。其中：石太

线阳太段电气化铁路工程获国家优秀设计奖、国家优质工程银质奖：丰沙大线电气化铁路

工程获国家优秀设计银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京秦线电气化铁路工程获国家优质工程银质

奖、国家优秀设计金质奖；大秦铁路I期工程获国家优秀工程设计金质奖：大秦铁路Ⅱ期

工程获中国建筑工程鲁班奖、铁道部优秀设计一等奖。陇海线郑洛段电气化工程获铁道部

优秀设计三等奖，京广线郑武段电气化铁路工程获铁道部优秀设计二等奖，广深准高速技

改及增建第二线电气化铁路工程获铁道部优秀设计一等奖。

电化院坚持开展科技攻关活动，努力发展高新技术，自建院以来完成28项铁道部、工

程总公司和电化局下达的科研项目、17项铁道部标准设计，其中“不同行车方案运行图编

制优化及运行图牵引供电仿真计算应用软件”、“WGD-62型牵引供电系统微机故障点测距装

置”、“EJc-1型车载式变电二次综合测试车”等获铁道部科技三等奖；“电气化铁道接触网

安装图”获国家标准设计金质奖；“滑轮组全补偿锚柱安装图”获国家标准设计铜质奖；“铁

路电力牵引设计规范”等15项规范、标准设计分获铁道部一、二、三等奖。

在完成科研开发的同时，电化院加快科研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其中：“WGD--62型牵

引供电系统微机故障点测距装置”、“EJc—l型车载式变电二次综合测试车一和。R卜l型远

动系统”等一批实用新型的高科技产品，已服务于多条电气化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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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业起步
’

解放前，中国铁路干线没有一公里电气化铁路，只在东北地区的抚顺、阜新、鹤岗煤

矿和鞍山、本溪铁矿等矿区建有少量直流1500伏矿山电气化铁路．1953年，铁道部决定

宝成线宝风段采用电力牵引．当时，既无专业技术，又无参考资料．铁道部设计总局组织

以总工程师林诗伯为负责人的电气化铁路学习考察组，开赴阜新露天煤矿搞调查，边参观

学习边收集资料。(阜新露天煤矿是苏联援建项目，其中矿区铁路运输电力牵引部分由苏联

运输工程部列宁格勒电力设计院设计。)在这里，考察组获得全套直流3000伏电气化设计

图纸，成为宝凤段电气化铁路设计的参考资料。1954年3月，铁道部设计总局组成宝风段

直流电化设计组，以西北设计分局技术人员为主体，并抽调设计总局迟岐工程师、电务设

计事务所王泳煜工程师和华北设计分局严克昌工程师等人参加设计工作，组长由西北设计

分局宁培森工程师担任，并聘请唐山铁道学院杜庆萱教授担任顾问，在北京羊坊店开展宝

风段直流3000伏电化初步设计．1954年底完成。1955年3至6月，西北设计分局将宝成

线宝风段直流电气化设计文件送苏联交通部鉴定；8月，苏联交通部派遣供电、变电、接

触网、电力机务专业的四位专家来华，指导电化设计工作；同时，西北设计分局成立电化

组，由王泳娓任组长，下设供电、变电、接触网、机务四个小组：10月，成立动力电化科，

迟岐任副科长、代理科长职务。1956年9月，铁道部将第一设计院(西北设计分局)和第三

设计院(华北设计分局)的两个动力电化科合并，在天津第三设计院成立电化处，李文毅任

副处长兼总工程师、主持全处工作，迟岐、张义任副总工程师．处下设供电、变电、接触

网、机务、电力五个设计组．齐瑞昆任党支部书记、田汝霖任工会主席、周斯祜任团支部

书记。

电化处成立后的首要任务是开展宝凤段电气化设计。1955年5月获悉：在法国里尔召

开“工频单相交流电力牵引问题”会议，许多专家介绍推荐这种制式的优越性；在苏联已

建成第一条20千伏工频单项交流试验线的奥尔列里至哈伊洛夫段电气化铁路。1957年3

月，经专家论证、交直流两种制式进行技术经济比较，铁道部决定宝凤段电气化铁路采用

工频单相交流制式。同年年底，电化处完成宝凤段工频单相交流25千伏电气化初步设计．

1958年3至6月由电化处处长李文毅率代表团赴苏联交通部进行鉴定，文件顺利通过审查，

回国后即着手进行施工图设计．由此开始诞生的中国电气化铁路设计队伍以探索者的奉献

精神，有远见、高起点地开拓了中国电气化铁路设计领域，为后来铁路电气化的发展打下

坚实基础。

中国第一段电气化铁路宝成线宝凤段，全长93公里，1960年6月建成，经过一年多

的试运行，1961年8月15日正式开通交付运营。

在设计宝风段电气化铁路的同时，电化处还对包(头)白(云鄂博)、丰(台)沙(城)、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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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石桥)及北同蒲等线进行电气化设计。

1960年以后，由于中国国民经济遇到暂时困难，基本建设战线全面压缩，电气化铁路

建设走向“低谷”。在这关键时刻，电化处的领导和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坚信困难是暂时的，

铁路电气化事业总有一天会走出“低谷”，重新兴旺发达起来。经过多方努力，铁道部和第

三设计院领导决定：保留电化处这支由52名工程技术人员组成的铁路电气化专业设计队

伍。在这关键时刻，电化处全体干部职工团结一致，同舟共济，珍惜时间，丰富知识，储

备技术：

——进行宝风段设计回访。由领导带队、各专业工程技术人员到宝凤段的电力机务段

和供电段进行技术回访，总结设计经验，查找设计不足和薄弱环节，改进设计工作。

——开展科研攻关和标准化工作。开展部颁标准109(供电计算)项目、110(接触网悬

挂)项目、111(远动化成套保护)项目以及棒式绝缘子、钢铝接触导线、各标准气象区的接

触网力学计算、玻璃钢分段绝缘器、继电保护等项目的科研和标准化攻关活动，为后来提

高和加快电气化设计和改造，作了大量技术储备。

——掀起学习外语热潮。电化处成立初期，员工平均年龄27岁，绝大多数为单身职工。

为更好地掌握国外先进技术，业余时间多数同志在办公室有组织、有计划地学习英、德、

俄、日等不同语种，外语学习成绩当时在第三设计院名列第一。

二、稳步前进

在渡过“三年困难”时期之后，经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国民经济恢复生机，

“三线”建设掀起高潮，铁路运输进入繁忙时期。1965年，遵照铁道部指示，为强化宝成

铁路运输能力，疏通广元“咽喉”，电化处立即组织力量，再次开赴宝成铁路进行电气化调

查。1966年开展初步设计，1967年进行初步设计鉴定。鉴于当时的形势和任务，结合线路

的具体情况，铁道部决定宝成铁路分段进行电化设计，分段进行施工，分段交付运营。先

后顺序是：广元至马角坝至绵阳：风州至广元；绵阳至成都。1975年6月25日，全长676

公里的中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宝成线贯通。如果说宝风段的电化设计是在苏联专家指导下

拄着“拐杖”完成的，那么凤成段电气化铁路设计则是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鼓

舞下，丢开“拐杖”完全依靠自己力量，根据国情结合实际完成的设计任务。相比宝风段，

风成段电气化设计在技术标准、技术水平等方面都有长足进步和提高，采用许多新设备、

新材料和新工艺．例如：牵引变电所内采用27．5千伏室内六氟化硫气体断路器、少油断路

器和馈线晶体管成套保护；接触网采用全补偿链形悬挂。在净空高度6000毫米隧道内采用

简单补偿悬挂，支柱采用横腹杆式预应力钢筋混凝土支柱，全部采用绝缘腕臂，大量采用

钢铝接触导线，并在广汉至成都区段安装吸流变压器一回流线装置．

1969年3月，为加快“三线”建设，继宝成线电气化上马，铁道部决定修建阳(平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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