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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课程考试大纲

课程名称：高速铁路概论 课程代码：04454

第一部分 课程性质与目标

一、课程性质与特点

高速铁路概论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交通运输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轨道交通

信号与控制专业的选考课程，其任务和作用是使考生认识到高速铁路在运输中的

作用和地位，掌握其中采用的新技术、新结构、新材料、新工艺等在路基桥隧、

轨道结构、机车车辆、牵引供电、通信信号、运输指挥及安全监控等的实践应用。

本课程分章节、分层次较为系统地阐述了高速铁路的建设、高速列车的制造以及

高速铁路的运营管理等高速铁路体系，对指导高速铁路建设与运营工作，具有重

要的实际意义。

二、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通过本课程理论和方法的学习，培养考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要求考生了

解、熟悉和掌握高速铁路的发展、高速铁路线路、牵引动力与供电系统、动车组、

列车信号与控制系统、高速铁路通信系统、高速铁路运输组织、高速铁路环境保

护以及磁悬浮铁路等理论知识和实践应用等内容。

三、与本专业其他课程的关系

本课程为交通运输专业的专业课程，其先修课程有《铁路运输设备》、《交通

运输导论》等。

第二部分 考核内容与考核目标

第一章 绪论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理解和掌握高速铁路的定义及高速铁路技术的内涵、铁路速

度的分档、高速铁路技术经济优势、高速铁路的修建模式，了解国内外高速铁路

的发展等内容。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绪论（重点）

识记：1. 高速铁路的基本概念

2. 铁路速度分档及定义

理解：1. 高速铁路技术的重要性



04454高速铁路概论考试大纲 第 2页（共 12页）

2. 高速铁路的技术经济优势

3. 高速铁路的修建模式

（二）国外高速铁路的发展（次重点）

识记：首条高速铁路建设国家及时间

理解：1. 世界高速铁路的发展阶段、典型线路及特征

2. 日本、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瑞典等国的高速铁路概况、

运输组织模式

3. 高速列车的形式

（三）中国高速铁路的发展（次重点）

识记：1. 我国高速铁路的建设

2. 京津城际铁路、京沪高速铁路、京广高速铁路、哈大高速铁路、

沪昆高速铁路、海南环岛高速铁路、台湾高速铁路

理解：1. 客运专线网基本形成

2. 京津城际铁路在自主创新、节能环保、新型管理模式的成就

3. 京沪高速铁路的特点

4. 我国高速铁路的发展规划

5. 铁路技术装备实现现代化

应用：我国高速铁路的发展成果及意义

第二章 高速铁路线路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高速铁路线路概况、高速铁路线路平面和纵断面、路基与

桥隧建筑物、高速铁路轨道结构、高速铁路轨道技术检测与管理等内容。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概述（一般）

识记：铁路线路及其承受力

理解：列车风对线路等基础设施安全的影响

（二）高速铁路线路的平面和纵断面（重点）

识记：1. 铁路线路平面组成要素

2. 外轨超高、最大超高、欠（过）超高、最小曲线半径、线间距的

概念及规定

3. 线路纵断面的组成要素

4. 限制坡度、竖曲线的概念及相关规定、最小夹坡段长度的规定

理解：1. 曲线对列车运行的影响

2. 我国客运专线铁路欠（过）超高的最大允许值

3. 缓和曲线的作用、线型及长度

4. 夹直线的线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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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各国线间距的规定

6. 坡道对列车的影响

应用：1. 高速铁路线路平面和纵断面设计要求

2. 外轨超高的计算

3. 最小曲线半径的选择

4. 夹直线最小长度的计算

（三）高速铁路路基与桥隧建筑物（次重点）

识记：1. 路基工程组成

2. 高速铁路路基结构

3. 我国高速铁路路基面宽度规定

4. 堵塞比的定义

理解：1. 路基与桥隧建筑物的作用

2. 高速铁路路基应满足的要求

3. 高速铁路及对路基结构的要求

4. 高速铁路桥梁特点及高速铁路对桥梁的要求

5. 高速铁路隧道特点及高速铁路对隧道的要求

应用：我国高速铁路桥梁基本遵循原则

（四）高速铁路轨道结构（次重点）

识记：1. 轨道的组成

2. 高速铁路轨道结构的类型

3. 高速铁路有砟轨道的结构组成及作用

4. 高速铁路无砟轨道的结构组成

理解：1. 高速铁路对轨道结构的要求

2. 有砟轨道和无砟轨道的优缺点

3. 高速铁路钢轨的特点

4. 高速铁路对扣件的要求

5. 钢筋混凝土轨枕、双块轨枕等的优点

6. 高速铁路道岔的分类及特点

7. 高速铁路无砟轨道的分类及特点

（五）高速铁路轨道技术检测与管理（一般）

识记： 轨道变形的定义

理解：1. 高速铁路机械检测设备

2. 线路的维修养护和管理

第三章 高速铁路牵引动力与供电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理解和掌握电气化铁路牵引供电系统供电制式、安全和管理、

高速铁路的牵引动力、高速铁路牵引供电系统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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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概述（一般）

识记：牵引供电系统定义

理解：1. 牵引供电系统的电流制及其各自优缺点

2. 牵引供电系统的安全与管理

（二）高速铁路牵引动力（重点）

识记： 受流的定义及其稳定性的表征

理解：1.高速铁路牵引动力的要求

2. 牵引动力的形式及其配置

3. 高速铁路传动方式与传动装置

应用：1. 牵引动力集中配置与分散配置的比较

2. 高速铁路传动方式的比较

（三）高速铁路牵引供电系统（次重点）

识记：1. 牵引供电系统定义及其组成

2. 牵引变电所的定义、单边供电、上下行并联供电等概念

3. 接触网分类

4. 受电弓、受流的定义

理解：1. 牵引变电所的作用及设备、供电方式及其相关概念、运行管理与

检修

2. 接触网供电方式及其相关概念、接触网的构成、悬挂方式及其特

点、接触网的运行管理与检修

3. 高速铁路受电弓应满足的要求

4. 列车受流过程

5. 弓网受流系统需满足的基本条件

第四章 高速铁路客车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理解和掌握高速铁路客车类型、高速铁路客车的关键技术、高

速铁路车体和车内设施、高速客车转向架、车辆连接装置、制动装置及动车组等

内容。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概述（一般）

识记：1. 高速客车按照车辆车体结构的分类

2. 摆式车体按车体倾摆原理的分类及其各自定义、特点及主要代表

3.高速客车的组成

理解：1. 摆式车体的特点

2. 高速客车需解决的关键技术

应用：高速列车车体设计主要考虑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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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车体和车内设施（重点）

识记：1. 空气调节系统

2. 高速铁路客车车内设施

理解：1. 高速铁路客车车体特点及相关措施

2. 高速铁路客车车内设施及其设置目的组成

（三）高速客车转向架（次重点）

识记：1. 转向架定义

2. 转向架的组成及及其组成定义

理解：1. 高速客车转向架应具备的性能

2. 高速客车转向架的分类及结构特点

3. 转向架结构轻量化技术

应用： 转向架结构轻量化措施

（四）车辆连接装置（一般）

识记：1. 车钩缓冲装置概念及组成作用

2. 车辆连接装置组成

3. 风挡概念

理解：1. 密接式车钩作用及其优缺点

2. 缓冲器作用及高铁上采用类型

3. 高速铁路客车风挡要求及风挡类型

（五）制动装置（一般）

识记：1. 制动及制动装置的概念

2. 摩擦制动、闸瓦制动、盘形制动、磁轨制动、动力制动等的概念

3. 动力制动、电阻制动、再生制动、轨道涡流制动、旋转涡流盘形

制动等的概念

理解：1. 高速客车制动的特点

2. 高速列车制动的方式及其各自特点

3. 高速列车制动控制系统的特点及组成

4. 空气制动控制系统的组成及其特点

5. 电气指令式制动控制系统的分类及其特点

（六）动车组（重点）

识记： 动车组、动力车、拖车

理解：1. 动车组概况

2. 动车组分类及其优缺点

3. 动车组的优越性

4. 动车组的的基本构造及技术特点

应用： 动车组的技术发展

第五章 高速列车信号与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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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理解高速列车信号与控制系统概述、计算机联锁系统、列车运

行控制系统、调度集中系统等内容。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概述（一般）

理解：1. 高速铁路信号与控制系统发展概况

2. 高速铁路信号与控制系统组成

3. 高速铁路信号与控制系统的特点

（二）计算机联锁系统（重点）

识记：1. 列车进路控制

2. 计算机联锁系统

理解：1. 高速铁路计算机联锁系统的特点

2. 计算机联锁系统功能和基本结构

3. 国外计算机联锁系统

应用：典型计算机联锁系统的比较

（三）列车运行控制系统（次重点）

识记： 列车运行控制系统

理解：1. 列车运行控制系统应具备的功能和特点

2. 列车运行控制系统的构成

3. 列车运行控制系统分类

4. 国外高速列车运行控制系统

5. 我国列车运行控制系统

应用：1. 国外几种高速铁路列控系统分析比较

2. CTCS 各等级比较及级间关系

3. CTCS 与 ETCS 的区别

（四）调度集中系统（次重点）

识记：1. 调度集中系统

2. 新一代调度集中系统

3. 高速铁路调度集中基本概念

理解：1. 高速铁路调度集中的主要功能

2. 分散自律调度集中设备与系统结构

3. 分散自律调度集中的控制方式及功能

4. 国外 CTC 系统

第六章 高速铁路通信系统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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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章学习，理解和掌握高速铁路通信系统概述、数字通信系统、铁路运输

调度通信系统、综合移动通信系统等内容。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概述（一般）

识记：1. 铁路通信系统基本概念

2. 铁路专用通信类型

3. 传统铁路专用通信的种类

4. 铁路运输调度通信概念、分类及其定义

理解：1. 铁路运输调度通信

2. 铁路通信系统功能

3. 高速铁路通信系统的特点

（二）铁路有线通信与无线通信（次重点）

识记：1. 铁路有线通信的基本概念

2. 铁路无线通信的基本概念

理解：1. 铁路专用有线通信系统平台及各子系统定位

2. 铁路专用通信网的发展方向

3. 铁路无线通信的组成及其作用

应用： 几种主流传送技术比较

（三）铁路调度通信系统（重点）

识记：干线调度通信系统、局线调度通信系统、区段调度通信系统、站场

通信、站间通信、区间通信等的概念

理解：1. 干线调度通信系统及干线调度通信网络

2. 局线调度通信系统及局线调度通信网络

3. 区段调度通信系统及区段调度通信网络

应用： 数字调度主机系统的运用

（四）铁路综合数字移动通信系统（次重点）

识记： GSM-R

理解：1. GSM-R 的网络结构

2. GSM-R 调度通信网络内的通信过程

应用：1. GSM-R 在高速铁路中的应用

2. GSM-R 网络无线覆盖方案及其优缺点

第七章 高速铁路运输组织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理解和掌握高速铁路运输组织概述、高速铁路车站布局设计与

作业组织、高速铁路列车开行方案与列车运行图、高速铁路调度指挥、高速铁路

旅客服务、高速动车组运用与维修等内容。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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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一般）

理解：1. 高速铁路与常规铁路相比运输组织的区别

2. 高速铁路运输组织工作的基本特点

3. 高速铁路技术设备的安全要求

4. 高速铁路的安全保障体系及其特点

5. 高速铁路防灾安全监控系统

（二）高速铁路车站布局设计与作业组织（次重点）

识记： 高速铁路车站分类及其概念、动车段的类型及其概念

理解：1. 高速铁路车站布局设计的原则

2. 高速铁路车站的站间距离

3. 不同类型高速铁路车站办理作业

4. 高速铁路建设与运输模式及各自设计特点

5. 车站平面布置和立面布置图类型及各自优缺点

6. 动车段（所）与综合维修基地的设置

7. 车站作业组织

应用：1. 高速铁路建设与运输模式对车站设计影响

2. 不同布置图的适应性

3. 编制车站行车作业日计划，需要把握的重点

（三）高速铁路的列车开行方案与列车运行图（重点）

理解：1. 需求预测

2. 高速铁路客流构成与需求特点

3. 高速铁路旅客列车开行方案

4. 高速铁路列车运行图

应用： 高速铁路旅客列车开行方案设计

（四）高速铁路的调度指挥（重点）

识记： 高速铁路综合调度系统定义

理解：1. 高速铁路调度指挥系统功能的特点

2. 高速铁路综合调度系统

3. 调度中心的岗位设置

4. 运营调度系统的业务

5. 高速铁路列车运行调整特点、调整基本思路、调整基本原则和措

施

6. 恶劣气候条件下列车运行调整

应用： 高速铁路列车运行调整方案制定

（五）高速铁路的旅客服务（次重点）

识记：高速铁路客运服务系统构成及其相关概念

理解：1. 高速铁路客运组织与旅客服务主要特点

2. 高速铁路客运服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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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高速铁路客运服务系统设置

（六）高速动车组的运用与维修（一般）

识记： 乘务计划、日计划、月计划

理解：1. 动车组的运用与维修管理特点

2. 高速铁路动车组的运用方案

3. 高速动车组的维修

4. 高速列车乘务计划的编制

第八章 高速铁路的环境保护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理解和掌握高速铁路的环境保护概述、高速铁路的噪声及其控

制、高速铁路的振动及其控制、高速铁路的电磁干扰及其保护、高速铁路的微气

压波及其防护、高速铁路对生态和其他环境的影响及其防护等内容。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概述（一般）

理解：高速铁路环境保护区别于一般铁路环境保护的重点内容

（二）高速铁路的噪声及其控制（次重点）

识记： 噪声、轮轨噪声、集电系统噪声、空气动力噪声等的定义

理解：1. 高速铁路噪声源及其分类、来源方面

2. 影响噪声值的主要因素

3. 噪声环境评价标准

4. 噪声控制技术及措施

（三）高速铁路的振动及其控制（次重点）

识记：稳态振动、冲击振动、无规振动等的定义

理解：1. 列车振动影响表现

2. 高速铁路引起的环境振动的影响因素

3. 振动环境评价标准

4. 振动控制技术

（四）高速铁路的电磁干扰及其保护（一般）

理解：1. 电磁干扰特性

2. 电磁干扰环境评价标准

3. 电磁干扰防护措施

（五）高速铁路的微气压波及其防护（一般）

识记：微气压波的定义

理解：1. 微气压波产生的条件及对环境的影响

2. 微气压波防治措施

（六）高速铁路对生态和其他环境的影响及其防护（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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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1. 高速铁路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及其防护措施

2. 高速铁路对其他环境的影响及其防护措施

第九章 磁悬浮铁路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理解和掌握磁悬浮铁路概述、磁悬浮铁路基本制式和工作原理、

磁悬浮铁路基本设备等内容。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概述（一般）

理解：1. 磁悬浮铁路的发展

2. 磁悬浮铁路的特点

3. 磁悬浮铁路的优越性

应用： 磁悬浮铁路与高速公路、航空及高速铁路的比较

（二）磁悬浮铁路的基本制式和工作原理（次重点）

识记： EMS、EDS 等的定义

理解：1. 磁悬浮铁路的基本制式

2. 磁悬浮列车的悬浮、导向、推进、制动工作原理

应用：常导磁吸式与超导磁斥式的技术特性比较

（三）磁悬浮铁路的基本设备（次重点）

理解：1. 磁悬浮铁路的线路

2. 磁悬浮铁路的车辆

3. 磁悬浮铁路的供电系统

4. 磁悬浮铁路的列车控制系统

第三部分 有关说明与实施要求

一、考核的能力层次表述

本大纲在考核目标中，按照“识记”、“理解”、“应用”三个能力层次规

定其应达到的能力层次要求。各能力层次为递进等级关系，后者必须建立在前者

的基础上，其含义是：

识记：能知道有关的名词、概念、知识的含义，并能正确认识和表述，是低层

次的要求。

理解：在识记的基础上，能全面把握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能掌握

有关概念、原理、方法的区别与联系，是较高层次的要求。

应用：在理解的基础上，能运用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联系学过的多

个知识点分析和解决有关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是最高层次的要求。

二、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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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定教材

《高速铁路概论》（第五版），佟立本，中国铁道出版社，2017年版。

2．参考教材

《高速铁路概论》，张仁朝，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三、自学方法指导

1．在开始阅读指定教材某一章之前，先翻阅大纲中有关这一章的考核知识点

及对知识点的能力层次要求和考核目标，以便在阅读教材时做到心中有数，有的

放矢。

2．阅读教材时，要逐段细读，逐句推敲，集中精力，吃透每一个知识点，对

基本概念必须深刻理解，对基本理论必须彻底弄清，对基本方法必须牢固掌握。

3．在自学过程中，既要思考问题，也要做好阅读笔记，把教材中的基本概念、

原理、方法等加以整理，这可从中加深对问题的认知、理解和记忆，以利于突出

重点，并涵盖整个内容，可以不断提高自学能力。

4．完成书后作业和适当的辅导练习是理解、消化和巩固所学知识，培养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及提高能力的重要环节，在做练习之前，应认真阅读教材，按考

核目标所要求的不同层次，掌握教材内容，在练习过程中对所学知识进行合理的

回顾与发挥，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解题时应注意培养逻辑性，

针对问题围绕相关知识点进行层次（步骤）分明的论述或推导，明确各层次（步

骤）间的逻辑关系。

四、对社会助学的要求

1．应熟知考试大纲对课程提出的总要求和各章的知识点。

2．应掌握各知识点要求达到的能力层次，并深刻理解对各知识点的考核目标。

3．辅导时，应以考试大纲为依据，指定的教材为基础，不要随意增删内容，

以免与大纲脱节。

4．辅导时，应对学习方法进行指导，宜提倡“认真阅读教材，刻苦钻研教材，

主动争取帮助，依靠自己学通”的方法。

5．辅导时，要注意突出重点，对考生提出的问题，不要有问即答，要积极启

发引导。

6．注意对考生能力的培养，特别是自学能力的培养，要引导考生逐步学会独

立学习，在自学过程中善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做出判断，解决问题。

7．要使考生了解试题的难易与能力层次高低两者不完全是一回事，在各个能

力层次中会存在着不同难度的试题。

8．助学学时：本课程共 5学分，建议总课时 90学时，其中助学课时分配如

下：

章 次 章节名称 学 时

第一章 绪论 4

第二章 高速铁路线路 8

第三章 高速铁路牵引动力与供电系统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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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高速铁路客车 10
第五章 高速列车信号与控制系统 16

第六章 高速铁路通信系统 10

第七章 高速铁路运输组织 16

第八章 高速铁路的环境保护 8

第九章 磁悬浮铁路 8

合 计 90
五、关于命题考试的若干规定

1．本大纲各章所提到的内容和考核目标都是考试内容。试题覆盖到章，适当

突出重点。

2．试卷中对不同能力层次的试题比例大致是：“识记”为（30）%、“理解”

为 （40）%、“应用”为（ 30）%。

3．试题难易程度应合理：容易、中等、难比例为 3：4：3。
4．每份试卷中，各类考核点所占比例约为：重点占 60%，次重点占 30%，一

般占 10%。

5．试题类型一般分为：单项选择题、填空题、名词解释题、简答题、综合题。

6．考试采用闭卷笔试，考试时间 150分钟，采用百分制评分，60分合格。

六、题型示例（样题）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小题，每小题■分，共■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并将“答题卡”上的

相应字母涂黑。错涂、多涂或未涂均无分。

1．铁路速度的分档一般规定，时速 100~120km称为

A．常速 B．中速 C．准高速 D．高速

二、填空题（本大题共■小题，每小题■分，共■分）

1．被称为“欧洲之星”的高速列车于 1994年 11月在 、 与比利时 3国首都

间正式投入运营。

三、名词解释题（本大题共■小题，每小题■分，共■分）

1．超高

四、简答题（本大题共■小题，每小题■分，共■分）

1．简述高速铁路建设第三阶段（1898年-2005年）的主要特征。

五、综合题（本大题共■小题，每小题■分，共■分）

1．论述阐述国外高速铁路客流组织的主要经验。

2．拟建某客运专线，远期旅客列车专用，其最小曲线半径为 4000m，近期拟采用客货混

跑模式，旅客列车时速为 300km/h，货物列车时速为 160km/h，根据铁科院实践证明，欠（过）

超高值允许值一般为 90mm，良好为 60mm，优秀为 40mm，试计算分析该曲线段能否采用该

方案客货共线运行组织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