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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房室内路径冲击与场冲击综合监测方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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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针对信号机房内部常见的强电冲击问题进行梳理，总结出不同冲击形式的主要特点，分析了与之相匹

配的监测原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综合监测方案的整体思路和关键环节，为机房内部设备的冲击防护和稳定运

行提供了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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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ommon	strong	electric	shock	problems	inside	 the	signal	room,	 identifies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shock	forms,	analyzes	the	corresponding	monitoring	principles,	and	further	proposes	the	overall	
idea	and	key	links	of	a	comprehensive	monitoring	plan,	providing	important	support	for	 the	shock	protection	and	stable	
operation of equipment inside the 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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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在内部主要设备特性的影响下，信号机房对电磁冲击

的耐受程度普遍较低。为保证安全运行，现行的工程建设标

准中采用了综合接地、综合防雷、等电位连接、法拉第笼

等一系列措施，但外部冲击问题引起的设备故障或运行事

故仍时常发生。特别是在电气化铁路中，接触网、回流线、

贯通地线等结构形成了大量冲击源，进一步增加了机房冲击

风险。解决上述冲击问题的前提是掌握冲击情况、明确冲击

来源，因此需要研究建立一套综合性的监测方案，实现准确

分析。

1 机房室内冲击类型

总体而言，机房室内冲击主要有两种类型，其一是大

电流或高电压通过导电结构传输进入机房，其二是强电磁场

通过空间传输进入机房，这两种冲击类型最终的表现形式都

是在电气电子设备回路中产生过压或过流，从而损坏设备，

但两者在传输方式上的显著差异使得监测方式截然不同。

2 路径冲击的特点及监测原理

2.1 路径冲击的基本特点
路径冲击的本质是电场在导体内部的传导，其冲击能

量集中在特定的空间范围内，因此具有易采集、幅值高、强

度大的特点。由于机房内部分散接地、树状等电位连接等结

构的存在，导致此类导体路径众多，给精细化监测方案带来

较大困难。

2.2 路径冲击监测原理

2.2.1 交流冲击问题监测

对于路径冲击中的交流分量，常用的监测采样传感器

是 CT 线圈，该传感器基于图 1 所示的理想变压器原理，将

被测路径作为一次绕组（N1），与 CT 线圈的铁芯结构和二

次绕组（N2）形成微型理想变压器，路径上的冲击电流 I1

通过上述结构在二次绕组中感应生成 I2，且遵循 I1/I2=N1/N2

的关系，测量 I2 数值后即可计算得出待测的 I1 数值。

图 1 CT 线圈中的理想变压器原理

该原理实施过程中，采样传感器与被测路径不发生

直接接触，属于隔离式采样，既不影响被测路径工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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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有效避免冲击引入二次监测设备，具备明显的安全性 

优势。

2.2.2 直流冲击问题监测
直流分量不具备激发交变电磁场的能力，因此理想变

压器原理无法适用，但在外加恒定磁场的作用下可以触发图

2 所示的霍尔效应，同样在不发生直接接触的情况下，即可

通过测量霍尔电压，计算得到待测的直流电流 I。

其中，B 为外加恒定磁场的磁感应强度；n 为被测路径

导体单位体积内的自由电子数；e 为电子电荷量；t 为被测

路径导体厚度。

3 场冲击的特点及监测原理

3.1 场冲击的基本特点
场冲击的本质是电磁场在空间传播，在穿过空气介质、

建筑墙体、设备外壳等一系列环节后，在导体结构上耦合

产生感应电动势，并在闭合环路中产生感应电流，因此具有

明显的分散分布、难采集、强度较低的特点。位置分布的不

确定性以及场强方向的不确定性，同样给监测方案带来一定

挑战。

3.2 场冲击监测原理

3.2.1 广泛布置采样点
对于空间范围内分散分布的冲击电磁场，最直接的采

样方式是设置大量的电磁场探头（天线），并由频谱分析仪

对各探头接收到的电磁场信号进行强度分析，给出机房内

各位置的电磁场强度分布图谱。该方案不存在原理层面的难

题，但需要耗费大量硬件资源并做出合理的布点规划，同时

带来电磁场分析同步性问题，难以真正意义上反映同一时刻

的机房电磁场分布结果。

3.2.2 少数采样点与建模计算结合
事实上，由于电磁场的传播过程严格遵循麦克斯韦方

程组，因此在获取个别点位的电磁场强度数据的情况下，可

以通过对机房建模及方程组求解，得出激励源数据和空间内

其他点位的电磁场分布数据。

在较大空间内多个点位求解上述方程组计算量较大，

可直接利用基于时域有限元法（FDTD）的专用电磁场计算

软件。在软件中首先建立机房内部的介质分布仿真模型，通

过少数采样点的数据模拟计算激励源，再通过激励源计算结

果模拟推导室内各个位置的电磁场分布，由软件直接输出分

布图谱。上述过程的主要工作量是建立介质分布仿真模型，

且不同的机房的模型存在差异，需要分别建模（见图 3）。

图 3 专用电磁场计算软件界面

4 冲击问题综合性监测方案

作为相对完善的综合性监测方案，应涵盖路径冲击和

场冲击两类监测，为此需在前述监测原理基础上提出整合模

式，整合的关键节点在于保持整个机房内各路径监测与场监

测的时间同步。考虑到冲击事件存续时间较短，相应的同步

机制至少应达到毫秒级，为实现该目标，路径冲击的监测单

元及场冲击的监测单元需采用统一的采样控制电路，直接负

责采样的 CT 线圈、霍尔元件、电磁场探头均在该控制电路

图 2 霍尔效应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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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管理下进行信号转换，最后在数据存储调用等阶段均保

持各项数据的同步。

5 结语

随着铁路建设事业的不断进步，信号机房的关键地位

日益凸显，保障机房设备正常运行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基础

性任务。正因如此，综合性冲击监测方案体现出巨大的现实

意义。此外，在与信号机房性质相似的其他弱电机房中，该

方案同样能够发挥安全保障作用，整体上具有非常广阔的应

用前景，将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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