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铁路线路工工作报告 铁路线路认知实训
心得体会(精选5篇)

随着社会一步步向前发展，报告不再是罕见的东西，多数报
告都是在事情做完或发生后撰写的。报告帮助人们了解特定
问题或情况，并提供解决方案或建议。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
的报告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
帮助。

铁路线路工工作报告篇一

近日，我参加了一次铁路线路认知实训，这是一次难得的机
会，让我对铁路线路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在这次实训中，
我不仅学到了许多专业知识，而且也从中获得了一些宝贵的
心得体会。以下是我对此次实训的个人感悟。

首先，了解铁路线路的重要性。在实训中，我们学到了铁路
线路的构成和维护方法，从实践中深刻体会到了线路在铁路
运输中的重要性。铁路线路是列车运行的轨道，它直接影响
到列车的运行安全和舒适度。只有线路保持得好，才能使列
车运行平稳，确保乘客的舒适度和安全性。

其次，认识到铁路线路维护的艰巨性。在实训中，我们亲身
参与了线路的维护工作，深刻感受到了这项工作的辛苦和复
杂性。轨道的检查、砂石的更换、道岔的维修，每一项都需
要精确的计算和高度的注意力。同时，铁路线路的维护也需
要各类仪器设备和专业知识，只有经过专业人员的维护，才
能确保线路的安全和稳定。

第三，更加明确了自己的责任担当。通过这次实训，我意识
到作为一名铁路从业者，我肩负着重要的责任。铁路线路的
安全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安全，我们的工作不容有丝毫马虎。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做到责任到岗、尽责尽职。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使得铁路运输更加安全、舒适和高效。

进而，认识到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在实训中，我们以小组
为单位进行工作，进行线路的巡查和维护。这需要我们相互
配合，共同完成任务。通过这个过程，我深刻认识到了团队
合作的重要性。只有团结互助，才能使得工作更加顺利。在
平时的工作中，我也要时刻保持团队合作的意识，与同事相
互支持，共同进步。

最后，对自己的专业素养有了更高的追求。通过这次实训，
我对自己的专业素养有了更高的要求。铁路线路的维护需要
我们拥有扎实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这要求我不断
学习和钻研。我要时刻保持学习的状态，不断提升自己的专
业能力，为铁路线路的安全和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总之，这次铁路线路认知实训让我对铁路线路有了更深入的
认识，并从中获得了许多宝贵的心得体会。通过实践，我认
识到了铁路线路的重要性和维护的艰巨性，明确了自己的责
任担当和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同时也对自己的专业素养有了
更高的追求。这次实训对于我个人的成长和发展无疑起到了
积极的推动作用，我将会更加努力地投入到铁路线路的维护
工作中，为中国的铁路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铁路线路工工作报告篇二

兰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设计（论文）

摘 要

中国铁路始建于1876年是由英国的怡和洋行在华修建的吴淞
铁路，铁路运输线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大动脉，在我国交通运
输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它在国家的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
铁路运输永恒的主题是安全生产，安全生产的关键是确保设
备和人身安全。线路轨道是铁路运输的基础随着我国改革开



放的深入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因此，对铁路运输的需求量在
逐渐增大，铁路运输的发展偏向高速和重载运输。这样就会
加重铁路线路的承载能力造成铁路线路损害严重影响铁路运
输。我们身为铁路工务部门的一名职工，如何搞好工务线路
设备的维修养护工作，为铁路运输安全畅通夯实基础是我的
责任，也对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此，
就要加强对线路的养护维修，提高铁路线路抵抗灾害的能力。
所以全面了解和掌握铁路线路常见病害分析及预防、整治技
术非常的重要。

关键词：线路病害 整治 养护维修

-i

兰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设计（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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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线路由于机车车辆的动力作用和自然条件对线路的影响,
常年在大自然中,轨道几何尺寸不断发生变化。路基、道床随
时发生变形,线路设备不断机械磨损,计划维修、紧急补修和
重点整治比例安排的不合理,维修方法不当,以及周期性的大、
中修工作未能够及时进行,因而对铁路线路造成诸多病害。列
车开行后,造成轨道结构及其部位的破坏速度较其它线路变形
加剧。从维修中可以看到, 铁路轨道结构破坏主要以线路爬
行、钢轨及接头联接零件病害和曲线病害居多。为了能够预
防这些病害的发生和发展,要找出其病害形成的原因,进行合
理整治,以加强设备的使用寿命,保持线路设备完整和质量均
衡。以规定速度安全、平稳和不间断地运行。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设计（论文）



2轨道不平顺

在轨道结构中，碎石道床是不稳定的组成部分。在列车的不
稳定重复荷载下轨道会出现垂向、横向的动态弹性变形和残
余积累变形。这些变形不仅影响列车的平稳运行而当这种变
形累计到一定限度时威胁行车安全。为了保持线路状态良好
必须经常进行轨道结构的养护维修。

2.1轨道不平顺的种类

(1)高低不平顺：由于路基下沉，道床捣固不实等原因致使钢
轨沿纵向产生不均匀下沉引起前后高低不平顺。在列车动力
作用下轨低与垫板、垫板与轨枕与道床顶面间会出现吊板或
暗坑，对行车安全极为不利。

(2)水平不平顺：主要是由于左右股钢轨下沉量不等造成

(3)三 角 坑：在一段规定的距离内，先是左股钢轨高于右股
后是右股高于左股，高差超过容许偏差值而这两个最大水平
误差点之间的距离不足18m。它的存在有可能使列车在一个固
定轴前后的4个车轮中的1个瞬间减载或悬空严重时有可能爬
上钢轨危机行车安全。

(4)方向不平顺：指直线不直曲线不圆。通常是由于钢轨硬弯
扣件松动，缓和曲线顺坡不良等原因造成。线路方向不良必
须引起列车车轮左右摇摆加剧车轮撞击从而引起其他线路病
害高速行驶的列车尤为明显严重时危及行车安全。

(5)复合不平顺：指在钢轨的同一位置垂向和横向的不平顺共
同叠加。

2.2轨道不平顺的整治办法

(2)改道作业：在轨距及其变化率不良时进行改道作业，混凝



土枕线路的改道是通过调整扣件或轨距挡板来实现的。

4混凝土轨枕常见病害

混凝土轨枕线路由钢轨、混凝土轨枕、扣件道床等部分组成。
钢轨直接承受由机车车辆传来的巨大压力并传向轨枕。混凝
土轨枕通过轨下弹性垫层和中间扣件承受钢轨传来的竖向垂
直力横向和纵向水平力后再将其分布于道床，并保持钢轨的
正常的位置。我国的混凝土轨枕的使用有多年的历史了多年
的经验表明混凝土轨枕的使用对强化轨道结构保证行车安全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内轨枕在设计制造和使用中的问题
只是部分轨枕早起发生损坏影响了正常使用。

4.1混凝土轨枕伤损的主要形态

(1)轨下截面出现过大的横向裂缝。混凝土轨枕是一个接受不
稳定重复荷载的构件。荷载的变化带有随机的性质，混凝土
轨枕在使用期内轨下截面有可能出现大于该截面抗裂强度的
荷载弯矩。在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横向裂缝一般来说这种裂
缝较小不致引起轨枕失效但在某些情况下截面的荷载弯矩远
远大于轨枕的抗裂强度那就会出现过大的横向裂缝导致轨枕
失效。

(2)轨下截面压溃：轨枕下部分由于橡胶垫板损坏或串出，使
钢轨直接作用于承轨槽引起轨下截面横向裂缝过大。混凝土
受压区产生过大的压力是混凝土压溃。

(3)轨枕纵向裂缝：轨枕延长轴线方向的裂缝称纵向裂缝一般
有端头裂缝端部上表面裂缝侧面水平纵向裂缝、钉孔纵裂、
贯通纵裂等纵向裂缝较多的部分是沿螺栓孔的两侧或应力钢
筋处发生并向端头及中部发展。这种裂缝的出现将严重影响
轨枕的使用寿命。

(4)轨枕的龟裂：龟裂是轨枕表面纵横交错的细小裂缝一般多



发生在轨枕端部及中部顶面和侧面处。龟裂对轨枕的使用寿
命影响也较大。

(5)轨枕挡肩破损：轨枕挡肩承受由于扣件传来的水平推力而
产生破损。特别在小半径曲线上这种现象十分普遍有的采用
加宽铁座仍不能解决问题据统计在半径为400m的曲线上挡肩
破损高达百分之七十另外由于垫片损坏或在轨枕制造过程中
挡肩部分的缺陷也可能造成挡肩破损。

(6)轨枕底边掉块：手工捣固冲击轨底边使混凝土掉块面积多
达100平方厘米其结果是轨枕受力状况恶化容易出现应力集中
而造成其他各种伤损并且消弱了轨道的稳定性。

(7)轨枕中间部分压溃

轨枕中间部分由于受了过大的正弯矩，不仅使轨枕中间部分
的下部产生过大的裂缝，而且还引起截面受压区的过大压应
力，致使混凝土压溃，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西安铁路职业技
术学院毕业设计（论文）

轨枕中间部分斜裂扭伤是指沿对角方向的破损。线路维修工
作中的捣固作业，因在轨枕两侧进行对角捣固，过车时容易
使轨枕中间部分产生斜裂或扭伤。据调查统计，因线路维修
养护不当使轨枕中部扭断、折断的轨枕在伤损轨枕总数中占
有一定的比例。

(10)轨枕的腐蚀

在长期放水地段和车辆装载有害介质散落在轨枕上，都会造
成轨枕的腐蚀，轻者混凝上表面出现麻点、脱层等现象，重
者钢筋锈蚀，并逐渐向里延伸。

4.2混凝土轨枕伤损的原因



(1)制造质量 在混凝土轨枕各类损伤分类中纵向裂缝对行车
安全危害最大而一经发生，发展极为迅速严重者贯通轨枕全
长造成劈裂和龟裂。混凝土疏松剥落对轨枕承载能力保持轨
道状态能力和使用寿命危害最大，这类损伤一般都是由于制
造质量不良引起的。

(2)养护维修作业 在养护维修作业中如果使轨枕受力状态发
生了变化就可能出现轨枕断面荷载弯矩大于轨枕抗裂强度的
现象以致产生轨枕伤损养护维修作业对轨枕伤损的影响主要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捣固作业轨下垫层及绝缘缓冲垫片损
坏没有及时更换没有及时整治道床病害对轨枕受力极为不利
接头养护不良没有及时消除轨面不平顺。

(3)混凝土轨枕病害整治：根据使用情况设计出更合理轨枕来
提高轨枕结构的可靠性和高强度的轨枕。在维修作业时要小
心尽可能的不要去损坏轨枕。

坏。同时还会增加夹板和轨端的磨耗加剧接头的不平顺。如
果接缝处夹板因磨耗而与钢轨下颚之间存在空隙在l mm以上，
应及时垫以符合规定的三角铁片。

(3)及时清筛接头范围内的不洁道碴，以免结成硬壳，失去弹
性，或引起翻浆冒泥，造成显著的不平顺。

(4)及时消灭轨面高低错牙，接头轨面及轨距线内侧错牙不得
超过l mm。

(5)用上弯夹板整治低接头。上弯夹板是将一般夹板用弯轨器
上弯，上弯量一般以1．2 mm为宜。当换了上弯夹板后，钢轨
接头处4根轨枕范围内轨面抬高，容易出现空吊板及螺栓松动，
因此，必须加强捣固，拧紧螺栓。

(6)及时调整轨缝。大轨缝是造成接头病害的重要原因。因此，
轨缝必须均匀，并符合规定要求，发现大轨缝应及时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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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道岔病害整治

道岔是线路的薄弱环节之一，易于磨损变形，产生各种病害。
由于列车通过时，使道岔状态发生变化，产生各种附加力，
因此，养护工作必须从结构入手，以结构质量保几何质量，
以下部稳保上部准。在道岔的养护维修作业中必须坚持“预
防为主，防治结合，修养并重”的原则。维修时要从加强结
构入手，强化道岔的整体性和稳定性；加强道岔道床的维修，
保证道床的稳定性、弹性和排水性；注重轨面修理，减少不
均匀沉降；采取科学养护方法整治道岔岔区方向、高低，提
高岔区平顺性，减少列车冲击，延长道岔的养护维修周期，
延长道岔各部件的使用寿命。

6.1道岔的病害

(1)道岔与前后线路衔接不良，线路方向和高低超限。(2)轨
距超限。

(3)轨向不良（包括钢轨不均匀侧磨）(4)高低超限。(5)尖、
基本轨离缝。(6)心轨、翼轨磨耗低塌。

6.2病害产生原因分析：

(1)一是渡线道岔线路的设计线间距与实际线间距有误差，道
岔发生纵向位移，造成铺设后线路方向不良；二是道岔大修
及道岔换填施工过程中，岔区前后及道岔夹直线未换填或挖
砟换填深度、宽度、长度不符合要求，捣固不实，造成道岔
不均匀沉降，岔区出现高低偏差；三是大机捣固安排线路多，
道岔少，未提前测量标注起道量，造成岔区与前后线路不平
顺；四是大机作业前未提前测量岔后线路拨量，大机自动拨
道，造成线岔结合部方向不良；五是线路缺砟，曲股线路捣
固不实，道岔侧向过车冲击大，形成岔区水平或方向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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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对铁路推行新的管理模式

在维修方法上要突破传统的计划维修模式,按照“检、养、修、
治”一体化的思路,积极进行修养体制改革。

铁路由于运量大、车流密度大,列车运行间隔时间缩短,在这
种状态下进行维修作业, 其作业的质量和作业安全至关重要。
为此,在设备维修方面要积极推行动态检测、监控、状态检修
和集中检修。检查即每月上、下半月对重点地段进行不少于2
次的静态检查。动态检查,即工区工班长每月对管内线路设备
乘车全面检查1次;车间主管技术人员或副主任每周乘车全面
检查1次。

在维修作业方法上积极引进与推广新技术,采用科学有效的方
式进行线路养护维修。比如:可在重车方向的线路换铺75kg全
断面淬火钢轨跨区间无缝线路;采取新型弹性扣件、硬质碎石
道床及强化路基等先进技术和设备;尽量把小曲线半径改造成
大曲线半径并使用全长淬火轨;道岔更换为75kg道岔。

加大考核力度,在维修作业的组织上, 实施以定人员、定设备、
定质量、定安全、定指标、定职责为内容的“六定”记名式
管理。通过这种记名式管理,可以增强员工的安全生产责任意
识,使生产任务和安全职责层层得到落实, 最终具体落实到每
个职工，从而保证各项生产和安全指标的顺利完成。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设计（论文）

结 论

铁路线路病害的种类很多，我们通过对铁路线路的病害产生
进行了简单的研究，掌握了病害产生的原因，并结合了自己
所学习科学知识和在现场实习所总结的经验得出了一些关于



线路病害的整治办法。近年来我国的经济水平进入了一个高
速发展的时期我国的铁路运输业也随之迈入了一个新的发展
时期。中国的铁路逐渐走向高速化和重载化，这就要对铁路
线路的整体状况有了相当高的要求。因此，这对我们铁路线
路工得工作提出了新的问题我们必须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及
时的找出线路的病害并且迅速的去把病害消除掉。同时为取
得较好的整治效果并确保线路的顺畅和列车运行安全，有必
要对线路病害的整治机理及整治工艺进行对比研究。只要我
们充分发挥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吸收世界铁路线路
病害整治方面的先进、成熟的技术成果，创新完善提高，精
心组织、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就一定能打造出具有中国特
色的世界一流铁路，一定能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于铁
路病害整治的技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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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线路工工作报告篇三

第一段：引言（200字左右）

作为铁路系统的一员，我深知铁路线路的安全是至关重要的。
为了加强我的安全意识和提高自身的安全知识水平，我参加
了一次铁路线路安全培训。在这次培训中，我学到了许多有
关铁路线路安全的知识，扩展了自己的视野，增强了自己的
责任感和安全意识。

第二段：培训内容及感受（200字左右）

在铁路线路安全培训中，我们学习了规章制度、应急处置、
防范措施等方面的知识。通过专家的讲解和实地演示，我了
解到了铁路线路的工作原理、运行机制、安全隐患及防范措
施。我深刻地体会到，在铁路线路上的一举一动都需要谨慎
对待，任何马虎都可能导致严重的事故。我对铁路线路的管
理机制和标准化流程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对自己的工作要求



也更加明确了。

第三段：培训收获及实践经验（300字左右）

培训结束后，我对于铁路线路的安全问题有了更加清晰的认
识，并且学会了灵活运用所学的知识和技能。回到工作岗位
上，我将所学应用到实践中，提高了自己的工作效率和安全
意识。我定期参加铁路线路安全检查，发现并报告安全隐患。
同时，我积极配合领导的各项安排，确保铁路线路的安全运
行。

第四段：培训启示和反思（300字左右）

通过这次培训，我认识到安全意识和职业道德是铁路工作中
不可或缺的元素。我明白只有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察觉并
及时排除隐患，才能确保铁路线路的安全运行。同时，还要
始终抱着一颗谦虚踏实的心态，不断学习新知识，提升自己
的专业技能，为铁路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五段：总结（200字左右）

通过这次铁路线路安全培训，我深刻认识到了铁路系统高风
险高责任的特点，并进一步加强了自己的安全意识。我明白
铁路线路的安全事关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非常重要。因此，
我将始终以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己任，为铁路线路的安
全运行贡献自己的力量。我相信通过这样的努力，我们一定
能够建设更加安全、高效、可靠的铁路系统。

铁路线路工工作报告篇四

1、应持证上岗，仪表大方，文明服务；服务用语提倡使用普
通话，语言应简练、通俗易懂，口齿清楚。

2、工作时精力集中，不得与他人闲谈，不得擅自离岗或办理



与本职工作无关的事。

3、车辆上位时做好迎宾服务；发车前要致欢迎词，协助安置
行李，引导旅客上车。到站前应提前预报站名及换乘其他线
路车辆的地点和名称；车辆到站后致欢送词，协助困难旅客
下车。

4、行驶途中要负责查堵中途乘客携带危险品上车，做好安全
乘车宣传和行车服务，介绍客车行驶线路沿途旅游景点、风
俗民情，向有困难的旅客提供帮助。

5、尊重乘客，态度和蔼，照顾好老、幼、病、残、孕等特殊
乘客。

6、对乘客遗留在车上的物品要及时清点登记，妥善保管，按
规定及时上报处理。

7、车辆因故不能继续行驶时，应向乘客说明原因，及时地安
排乘客转乘。

8、车辆到站后，检查车内服务设施，清理座椅上的杂物和清
洁袋，整理窗帘、座椅等，并定期更换座、头套。

铁路线路工工作报告篇五

第一段：引言（200字）

在铁路行业中，安全是永恒的主题。为了提高员工对铁路线
路安全的重视和认识，我所在的单位组织了一次铁路线路安
全培训。通过这次培训，我深切领悟到了铁路线路安全的重
要性，以及自身在铁路线路安全中的责任和义务。

第二段：安全意识的提升（200字）



通过安全培训，我们对铁路线路安全的认识得到了大幅提升。
我们了解到铁路线路的施工、检修和运营过程中存在的各种
安全隐患，以及如何正确应对各种事故和灾害。我们学习了
铁路线路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明确了自己在工作中
应该遵循的安全操作流程和规定。

第三段：责任与义务（200字）

在培训中，我们进一步加深了对自身在铁路线路安全中的责
任和义务的认识。我们了解到作为一名铁路从业人员，我们
不仅要为自己的生命安全负责，更要对乘客和他人的生命安
全负责。我们要时刻保持高度的安全意识，严格遵守操作规
程和各项安全措施，确保线路和列车的安全运营。

第四段：技能的提升（200字）

在培训中，我们通过理论学习和实际操作相结合的方式，提
高了自己的安全防范技能。在模拟训练中，我们学会了正确
使用各类安全设备和工具，学习了各种应急处置方法，提高
了自身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这些技能的提升，不仅在工作
中能够更好地保障线路安全，同时也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更
加注重安全，做到不辜负培训的投入和期望。

第五段：心得体会（200字）

通过这次铁路线路安全培训，我认识到铁路行业必须时刻保
持高度的安全意识，并以此为核心，落实安全责任和义务。
作为铁路员工，我们要不断提高自身安全防范技能，确保线
路安全稳定运营。同时，我也意识到安全只是一个环节，保
障线路安全需要全员参与，各个环节的安全控制都是不可或
缺的。只有大家团结合作，共同保障铁路线路的安全，才能
让旅客出行更加安心、放心。

总结（100字）



通过这次铁路线路安全培训，我深刻体会到了安全意识的重
要性，增强了安全责任和义务的认识，提升了安全防范技能。
我相信，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会时刻保持高度的安全意识，
遵循操作规程，确保铁路线路的安全运营。我也会积极倡导
全员参与，共同保障线路安全，为铁路行业的发展贡献自己
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