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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选线要素分析及其在线路设计中的应用
李旌镕

【摘 要】为了做好铁路的线路设计工作，各选线要求的论证都要根据实际考虑。具体剖析山势地貌、自然人

文资源、交通运输航线等铁路选择线的基本要素，并利用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平台，为铁路选线设计和运用提供精确

的大数据分析支持，系统论证各选线基本要素所占的权重，并提供转化为经纬线坐标、铁路选线基本要素编制、通

过缓冲区分类、对各图层赋值、新增线状要素、反复线交点调试、图层互相重叠解析等服务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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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铁路选线要素分类

在进行线路选线的因素选择和分析时，要对不同因

素进行多层次的分析，再结合分析的结果，有针对性的

选择，归纳总结；大体可以将其划分为：（1）根据铁

路所经地区的地形地质条件、水文条件和自然环境因素，

（2）将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国防等方面的需要综合考

虑，对其进行归类。（3）按各区段的自然资源、产业、

农业等特征，将各区段划分为若干个区段。（4）将选

线区内的交通、农田和水利等人为因子相结合，对选线

区内的土地资源进行分类。（5）对环境敏感的地区，

如名胜古迹、自然保护区等，按照所划定的地区划分类

别。这一分类方法被称为“五要素”。在运用“五要素”

分类法对铁路线路选择因素进行分析和分类时，不但要

给每一项因素赋予价值，还要选择一种更加科学的分析

方法，构建一个专家系统，并利用大数据技术对数据库

中的大量信息进行统计和分析；从而为线路的选线设计

提供一种更加系统、全面和精确的理论基础。结合我国

铁路选线实践，发现该分类方法过于繁琐，增加了选线

的难度，特别是在原有线路不多的地区；给选线工人带

来了更大的工作量。本文以马皇至防城港南部地区新建

一条新线工程为例，对选线设计中的影响因素进行选择

和分析，因此，根据已有铁路穿越地区的地形，在 2 天

内就可以完成选线中的影响因素选择和分析。该方法操

作简单，实用性强。因为在我们国家的地图设计中，大

范围的地图都是用大比例尺的方法来设计的，并且使用

了秘密级别的保密措施，所以这个地区的地图也满足了

这一要求[1]。所以，在实际的选线工作中，应尽量选用

较大的保密级别的地形图。这种地形图具有如下特点：

①以千米为单位的底图区域。②地图上有明确的丘陵和

平原的分界线，当丘陵和平原之间的高度相差大于 3 米

时，就可以在地图上画出这条分界线。③该地区村落数

量众多，分布广泛，分布广泛，同时，各个村落的人口

密度也可以在该底图上进行等级划分。④在该区域内，

没有自然保护区、国防设计和旅游景点等敏感区域，因

此，不会有任何对选线设计有重大影响的因素。

2.铁路线路设计中的应用

2.1.底图的系统处理

首先，转换经纬线坐标系。为了获得横纵坐标系，

首先必须转换图片上的经纬线坐标系，并随之将光栅数

据输入 Arcmap 模型中，使图片上的相邻节点和横纵坐

标彼此联系。然后，合成图像及结论。在选出投影坐标

系之后，首先要使用地理信息系统软件编辑铁路选择的

线元素，如主要水库、主要铁路等，并将各元素和 DE
米综合而得图像和结论[2]。最后，获取该范围图像。要

对合成图层及结果采用缓冲区分析方法，因为叠加分析

的基石是各线路元素的特征和空间，所以在此之前要先

根据各个图层加以赋值，其根据是铁路对各选择路径元

素 AHP 的计算结果，可以获取各元素所影响区域的有关

数据，并可以通过系统处理获取各区域图。

2.2.起点和终点的选取

在铁路选线的具体方案中，要确定起点和终点的相

对稳定度，其后再根据各方面数据作出相应的规避操作，

从而选择出该范围内铁路建设的最优路径。再根据这些

信息，可作出相应实践。具体来说，如果起点和终点已

经确定，可把这二点相连，再在共同投影面下另设一条

线状要素。利用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就可对铁路选线的

各基本要素进行综合研究，以确定该地区内各基本要素

的具体信息以及情况，其后再根据各选线基本要素的相

对位置和属性情况，便可利用地理信息系统软件作出大

致的铁路选线方案。另外，因为线路起止点的选择对线

路结构产生很大影响，并要考虑自然环境、城市政策、

人文环境等基本要素，其计算的选择往往是在铁路线路

选择中[3]。所以，利用地理信息系统软件时，只需要将

对关键性选线要素的赋值的计算结果投至底图中，并标

出适当的线段节点，即可完成铁路线路的尝试设计。

2.3.线路交点调试

考量地理环境的未知度、复杂性，先期的线路建设

工作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各种选线要素，但在实际的

选线活动中也可能与相关要素发生冲突。因此，建设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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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铁路，在建设时并不仅仅是一种带线因素，也存在着

相应的综合影响范围。所以，在路网建设中，应重视观

测站选择线附近的各种相关要素，并研究各要素的相互

相关程度。具体来说，即可利用地理信息系统方法进行

反复式的线交点测量，其后形成新建线的缓冲区，使其

与周边各种选线因素的影调范围交叉重叠，从而确定选

线因素的综合影响范围和程度[4]。总而言之，上述过程

都应不断进行，以得到一定的结果，这种过程是铁路线

路工程的关键组成部分，即空间定位。

2.4.地形高度的分析

在建设过程中，铁路线的起终点是通过几个要素综

合考虑而确定的，由于其标高并没有变化，故不会出现

显著的倾斜现象。通过软件提供的图形等信息，人们能

够确定出该区域的地质高度，并结合水系等参数进行计

算，如果该地段的高度较大，能够考虑对该区域的桥梁

设置，如果超出铁路的实际预算，能够根据铁路的设计

方案做出相应改变，调整铁路线路的布设情况，尽可能

降低并提高铁路路网的效率。为了保持数据的准确性、

系统化，在利用地理信息系统软件经过多次工程设计的

基本上，要具体分析影响铁路建设选线的各个原因，比

如地势高程可影响线路的建设过程。而如果地势高程值

较高，则线路建设的困难度也就很大，而人力物力的花

费也会很大[5]。所以，在铁路线路设计时，特别要注意

地形坡度的问题。具体来说，由于在铁路线路设置时，

其地势高程是无法更改的，故而可以最大程度地克服坡

度问题。而根据地理信息系统软件所提供的数值和图形，

就可以获取在该范围内的实际地势高程信息，将其与周

围交通、河流、环境等要素进行叠加考虑，若出现范围

内高差很大的现象，可进行相应的桥梁设置调整，若出

现线路建设实际预算超过的现象，可相应调整线路设计

方案，从而体现对于线路布设地点的合理调整，从而提

高线路品质，同时减少建设成本。

3.结束语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日益发达，为适应现阶段交通

运输的需要，国家对高速铁路的建设也在逐渐加大，中

国地区广大，地质复杂。目前我国铁路线路维护工作发

展相对较晚，所以在维护经验方面尚有不足，从而在多

方面因素的影响下，导致最终的维修养护效果不尽如意。

所以在高速铁路选线上也需要进行合理的选择与设计。

铁路选线是铁路修建的基石，唯有对铁路线路作出科学

合理的选定和设计，才能保证铁路建设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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