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propos de ce livre

Ceci est une copie numérique d’un ouvrage conservé depuis des générations dans les rayonnages d’une bibliothèque avant d’être numérisé avec
précaution par Google dans le cadre d’un projet visant à permettre aux internautes de découvrir l’ensemble du patrimoine littéraire mondial en
ligne.

Ce livre étant relativement ancien, il n’est plus protégé par la loi sur les droits d’auteur et appartient à présent au domaine public. L’expression
“appartenir au domaine public” signifie que le livre en question n’a jamais été soumis aux droits d’auteur ou que ses droits légaux sont arrivés à
expiration. Les conditions requises pour qu’un livre tombe dans le domaine public peuvent varier d’un pays à l’autre. Les livres libres de droit sont
autant de liens avec le passé. Ils sont les témoins de la richesse de notre histoire, de notre patrimoine culturel et de la connaissance humaine et sont
trop souvent difficilement accessibles au public.

Les notes de bas de page et autres annotations en marge du texte présentes dans le volume original sont reprises dans ce fichier, comme un souvenir
du long chemin parcouru par l’ouvrage depuis la maison d’édition en passant par la bibliothèque pour finalement se retrouver entre vos mains.

Consignes d’utilisation

Google est fier de travailler en partenariat avec des bibliothèques à la numérisation des ouvrages appartenant au domaine public et de les rendre
ainsi accessibles à tous. Ces livres sont en effet la propriété de tous et de toutes et nous sommes tout simplement les gardiens de ce patrimoine.
Il s’agit toutefois d’un projet coûteux. Par conséquent et en vue de poursuivre la diffusion de ces ressources inépuisables, nous avons pris les
dispositions nécessaires afin de prévenir les éventuels abus auxquels pourraient se livrer des sites marchands tiers, notamment en instaurant des
contraintes techniques relatives aux requêtes automatisées.

Nous vous demandons également de:

+ Ne pas utiliser les fichiers à des fins commercialesNous avons conçu le programme Google Recherche de Livres à l’usage des particuliers.
Nous vous demandons donc d’utiliser uniquement ces fichiers à des fins personnelles. Ils ne sauraient en effet être employés dans un
quelconque but commercial.

+ Ne pas procéder à des requêtes automatiséesN’envoyez aucune requête automatisée quelle qu’elle soit au système Google. Si vous effectuez
des recherches concernant les logiciels de traduction, la reconnaissance optique de caractères ou tout autre domaine nécessitant de disposer
d’importantes quantités de texte, n’hésitez pas à nous contacter. Nous encourageons pour la réalisation de ce type de travaux l’utilisation des
ouvrages et documents appartenant au domaine public et serions heureux de vous être utile.

+ Ne pas supprimer l’attributionLe filigrane Google contenu dans chaque fichier est indispensable pour informer les internautes de notre projet
et leur permettre d’accéder à davantage de documents par l’intermédiaire du Programme Google Recherche de Livres. Ne le supprimez en
aucun cas.

+ Rester dans la légalitéQuelle que soit l’utilisation que vous comptez faire des fichiers, n’oubliez pas qu’il est de votre responsabilité de
veiller à respecter la loi. Si un ouvrage appartient au domaine public américain, n’en déduisez pas pour autant qu’il en va de même dans
les autres pays. La durée légale des droits d’auteur d’un livre varie d’un pays à l’autre. Nous ne sommes donc pas en mesure de répertorier
les ouvrages dont l’utilisation est autorisée et ceux dont elle ne l’est pas. Ne croyez pas que le simple fait d’afficher un livre sur Google
Recherche de Livres signifie que celui-ci peut être utilisé de quelque façon que ce soit dans le monde entier. La condamnation à laquelle vous
vous exposeriez en cas de violation des droits d’auteur peut être sévère.

À propos du service Google Recherche de Livres

En favorisant la recherche et l’accès à un nombre croissant de livres disponibles dans de nombreuses langues, dont le frano̧ais, Google souhaite
contribuer à promouvoir la diversité culturelle grâce à Google Recherche de Livres. En effet, le Programme Google Recherche de Livres permet
aux internautes de découvrir le patrimoine littéraire mondial, tout en aidant les auteurs et les éditeurs à élargir leur public. Vous pouvez effectuer
des recherches en ligne dans le texte intégral de cet ouvrage à l’adressehttp://books.goog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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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ooks.google.be/books?id=exDOIzDGka4C&hl=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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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DES`PLANCHES C。NTENHES DANS CET ALBUM・ '

 

Dー'”"~ー。・・ 36me"ーe' dg・ V。ー" 也。 [gr' tènemenh dans ーe p璧瑯 e d~uーーe vi ー ーe , quand ー閲 俯rrains

ont une v轟ーeu r consーd賛ra ーe '

1 ・ 〝霞~ ーs pー轟鱒' empーo)'賛s surtout da魍 ー閃 賛轍bli既ments ind ー ー$ 5' De蜘hemen攣 d磯 じranch幡 =

t抗鬱ーs , 擁加et蛇n~ ーa circu ーation d閃 voitur閃 ordinaires” ー ・ ' ゝ
ー 'inconv藝nient de ce sysぬme 鮨~ ー轟 di伍cuーぬ d'entre ー enir ー 鼻 ー 。 巡羅遺念理 ヲ鵠ez dーs随nd ーeux empーoy賛 au 噛naー de saーn ー

'

sPrfa閤 de rouーement dans u〝 芦tat cmsmFt de Propreぬ" 震" Moyen empーoy賛 en Angーe幀r鵬 ' ma鵠if d'賛蜘uーement

翼暑ー ーsf關ーーーan魎' ー管 麓u ーs em宙ーoy閃 da皿 ー醸 ーー門機 de chemms r伽up賛 par d磯 mn're~ for鮨 en gra輔er ' s'a快 ~

e er exi〟ent 'empーoi e rou體 Sp灘iaー體 i燗 籠 )も加アダ
a5n d… m昂n随nir ー a jante sur ーa sur[轟偲 du rai ー ; cet垢 puyant sur une banquette commu〝。 鮑aーemenc en

ー ravier'
Buげa艶 d撃b轟rr奮軸 facー ーement de tous corps 薔tran”ers ' ' 豊 ' ~ '

diminuら のnBid嚢rabーement ーa r賛sis鞭n閃 富 ーa tr竈ction譬 3。 M攫r尋璧e 髑u鱧nementempーo麦麓 au chemm de fer de

Voie principaーe et voie d '賛嚇惚ment ; cette disp艶i tion 膿rmeー y '

さ deux trains cheminant sur une 艶u ーe voie de se croi磯r ー ~ 剛chement d鴨 耽anch鵠 ニ

Qu de 閲 d賛p翼鋤r ; ー ' un d體 deuK vient 齢 garer dans ーa i。 Mu騰 de 印uーènement en pier閃 駿chQ, empーoy醸 au

voie d'賛vitement pour ー轟麦剛r pa跚r ー 'autre ; ce m喇e

d 'e…pー0翼燐tion 閃饗 fort dangereux quand ーa circuーation 闘t g。 r縄niva `ーx en pierre 瑯he ' rempーis de caiー ーouーig

active' ~ ermet蠍nt ーa G ー tra ーion d閃 齠ux am孤幡 さ ーa sur

sys鬱me さ ーa Paーmer, ex嬉e un chargemeーーt 軌uiーibr賛, a 賛t色 a枕 du rambー ai , et de ー駐 dans ーe f剛 翼u moyen

empーoy賛 讃 ーa 伽ns虻uction d閃 fortifi孤tio魎 de Paris~ de 鞠oーes ' emp ーoyés 賛g翼ーement au chemin de fer

~ de strasbourg

( 3・ Gran雌 ーu憾 en 驚erm cuite 押rぬs de ーrous e_ mm

ーnclin轟i船ns dive聰 d閃 tr轟轟ch鋤 et rembーais 艶ーon ー 'angーe pーacaM ici ー樹 齡nivauー en pier齠 齔轟e ; c藝tte m姿

d'賛bouーeme聾t d閃 煙rr巳s ' ー Tranch曲 avec mur de s。u- th叫e, empーoy讐e en Angーe惚rre, es~ en tou~ 3Mーogue

chemin de fer de Strasbo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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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LE DES PLANc=閤・

au drainage・ ーci ' commg ci壮聰篭us , ーe r醸harg任

ment d閃 terres doー t 艶 [璽 ー re 'par couches ー ーoーーné閃

さ peu pr鮨 normaー閲 哀 ー '剛ーーna ー節n du・ 趣 us'

ー ー ・` '

轟 , Formahon des reーnbla ー s =

 縄 〝 Au moyen de wagons d狐暮 ーe 闔s ordinaire; '

2〝 Terres a rgi ーeuF醸 et piーonn柚 pーaぬes au 閃nt随 dn

rembーai , et consolidation de ce rembーai r un re

~'藝腱mgnt ぬ樹ー en terr鬱 de bonne q ー】糧 ー i ; gradins

disp鵬 pour s`oppo齢r au gー i離emenじ d閃 terres ;

3~ R襲hargement des ou~'rag鵠 d'art, par couch醸 ho

rー印n蜷ー磁 仰ur 苺qu ーーーbrer ー es ー)reSSーons sur ー閃

ma卯nnerー鵠 manquan[ encore de coh賛sion '

6' Viaduc et formation du rembー ai au薫 abords de 随touvrage ・

実 助uches 'incーin尋閃 faites au wagon , empーo i de ーomb礒

~ r關ux pour ーes 叩uches ーーori2onta ーes ・ 一 Ch疆rpent閃 轟ya轟t

e ーー our but d'苺vi ter ーa 叩nstruction du rembーai dont ーe

ー)o~ ( s trop co=sid苺rabー藝 en~ 枕r蔵s賛 ーe terr轟~竈 〇 一 Moyen

emp ーoy賛 pour s'0仲朧r au g=劇ment du rembーai da鵬 ーe

sens norma ー 当 ー a voie

7~ Expーoi tation d髑 tra醐駐ーー鹸 ='

縄 〝 Empーoi du [ombQr閃u ' da ーーs ー閃 p鬱ti t鵠 tranch賛鮨 iso

l苺曝 et parcou欟 鵬u co嶋id苺r麩bーe 〝d閃 ter网 ;

2~ Disp略i ーion d磯 ~”尻騰 pour l'empーoi de w轟go醜 quand

i ー n'y 轟 qu'un 養蠣3e de d繭bーai et de rembーai ;

翼賛 Pーan gén磐r麩ー 軸 voi髄 mur ー 'e翼pーoi燐 ーion d'une tran

ch曲 袋 deux 苺擬群S de débーa ー et de rembーai '

~ La ba艶 de ー 'or靡nisati0n de tou t  ch轟n ーi酬 de terra鰯ment

機t ーa divisio} du mouv剛ent d齡 Wagons= = convient

d~0伽 a耐鵠ー隣導 que p聰sーbーe ー轟 s餐~)amtion d鶴 wagons

~

~…~  ~押 '~ ~'  

 
・ ー

pーeins 轟ー陣nt dEns un 額=号 et des W轟鬱n藪' yides venant en

離ns contraim ~ a籠n d 'év ー ー0r toute の戯嶋田n et par sui ーe

ぬu t retard 曲ns ーeur mouvement'

8' Construction de ーa ーa ーe-「orme e~ de ーa voie d麦ns une tran

ch腕 aquifère et 苺 ouieuse' 一 Pm6ー de ーa voie en debーai '

g・ 〝evê…mcnt en ierre 艶che empーo~'昏 pour pro随ger ー鶴

berges du remb ai contre ー閃 d賛gr轟da tio膿 d閃 eau慧 d'inon

da ー ion ' 一 Pronー de ーa voie en rembーai '

ー 。 ' Fondation sur ぬrrain 閃mpr磯sibーe =

縄 〝 En rendant ーe rembーai aussi ー韓ger que ーーo靄ibーe par

l'empー oi de 「a枕ines etde maぬri疆ux ーai籠a轟t entre

酬】ご d閃 vid鵠 nombreux;

2" En de伽ndant ーe rembーai jusqu'au soー 禮sistant ;

3" Empーoi de pi ーotis et ー ongrin閃 ( moy印 asseZ peu

emcace), 盛 cause d。s ondu ーations de ーa -oie, rdsu ー

tant du ta鵠ement in鍾gaー des piーoLis ;

~" 齢 moyen ーe pー us g賛n苺r團ーement empーo 隷 consiste 麦

s'op o髄r 麦 ー '苺crasement du soー , en r p疆rti鋤nt ーe

poー s du remmai sur ーa pーus 籐ande sur[霞随 pos

sibーe ; on y parvient en formant ーe rembーai par

gradin, de manière 謹 ob雄ni r un emp轟tement con

sid苺rabーe '

c。… ーーrme$ー。m 轟願 ー・ V。ie`

=・ Fondation sur d賛s en pierre' 一 Sur tra`〝ers偽 en bois de

ch賛ne ou de 鮑pin ' pr苺par賛 Qu no璽 ' Fgrme~des tr轟ve闔es ニ

r機蝸nguーaire , triangu ーaire et 駿mー一cy ー ー ndnqーーe '

ー 2 ' Di竈磐ren齡 [o加機 d鶴 raiーs = 脅 bandes pー 乏ー [麓 , rcctanguー轟 膏醸'

さ simpーe et 麦 doubーe champi剖on ; rai ー am賛ricaーu ; ra ー 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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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DES PLANCHES' 5
l J一

Brunei; surface de roulement plana、 伽婁。- Poids des

vrails variant de 縄0 kilog' à 38 kilog' 6 mètre courant'

Le nouveau rail Barlow, actuellemenじ employé en Angle

terre, pèse 55 kilog' le mètre courant' '3

Rails droits' 一 Rails ondulés, difficultés de pose de ces

derniers' 一 ]uxtapositiQ= des rails= '

縄° Section normale, la seule usitée aujourd’hui;

2° id' ^vtaillée en biseau, grave inconvénient des

pointes de rebroussement; 5" 〝

3〝 et 6° Moyen par trop dispendieux pour le dressage

des surfaces de contact'

inclinaison du rail obtenu par le sabotage ou entaille de'la

 traverse' ・ '

静 id' dans le moulage du coussinet' Ce

【n ier 虚鮒e permet une inclinaison constante du rail'

Différents modes d'attache des rails=

縄° La traverse est entaillée, elle reçoit directement le

〝~嘗 rail et le coin, inconvénient du déversement laté

籠ー )Ï ral et de ーa【nexion;

實“ 【Rail re saut directement sur les traverses et main

柳翼 l'aide de crampons;

3° Emploi du coussinet en fonte et du coin; le coussinet

est fixé sur les traverses au moyen de chevilles;

4° Bail à bande fixé sur les traverses avec des vis à

bois

5° Rail plat fixé par des vis à bois sur une longrine

consolidée par des boulons croisés, aux traverses

elles-mêmes;

6° Bail creux fixé par des crampons à la longrine re

 

posant sur les traverses entaillées à mi-bois'

13' Coussinet de joint et coussinet intermédiaire du chemin de

Fampoux, et de Paris à Strasbourg' ''_

15 bis' Voie Pouillet' Les traverses reposent à leurs extrémités sur

des plateaux en bois qui donnent à cette voie une grande

stabilité, des boulons rendent le tout solidaire; la' distance

du coussinet à l'extrémité du plateau est dans ce cas une

difficulté à 'vaincre pour tasser éc'alement le ballast‘ sous

le plateau' ll est à craindre qu"Î se forme un vide sous

le coussinet lui-même'

Voies du chemin de Lei zig à Dresde et du chemin d’Aix

lat—Chapelle à Muestric L Les rails sont réunis aux joints

par des bandes de fer latérales ou éclisses de 0,50 à 0,65

de longueur et fortement boulonnées entre elles' Quant

au mode d'attache sur les traverses il consiste dans l’em

ー' ~ ploi de platines latérales et de vis 5 bois pour le premier

` système, d’un support métallique à ergot et de crossettes

pour le second'  

Voie d’Égypte' Coussinets en forme de segments s hériques

reposant sur une grande surface; la partie sp érique a

pour but de s’opposer au déchaussement du coussinet par

a violence du vent'

Voie d’Auteuil; Emploi du rail Barlow reposant sur longrines

et traverses; des vis à ergots mobiles‘ fixent le railtsur la

longrine reliée aux traverses par des boulonsà écrous enga

és dans cette traverse, de cette manière le serrage s'opère

a la partie supérieure; des cales donnent à la voie l’incli

naison qu’elle doit avoir' Ce moyen laisse à désirer, mieux

vaudrait obtenir l'inclinaison dans la fabrication même du

rail, ou par le sabotage de la longrine' '

Voie Barlow' Se com ose d’un rail à très-large emb續艶'

pesant jusqu'à 55 ki og' le mètre courant; les joints se

il



' s TABLE DES

font au moyen d'une fourrure 賛pousan=a forme in蜷rieure

du raiー auqueー ene 闘輩 riv曲 ; ー閃 rai ーs sont r鍾unis en廿e

aux au moyen de trave關 en fer de 恥rnièr鵠' 随 s網ぬme

parai~ donner d'e薫閃llen檀 勝uー齢構'

ー G ^ Pa艶age 購 niveau' ー Empーoi d。 lon綴ines 師 bois gami閃

・ de 蘭mières en fer' ou bien de rails et 伽n薫r研rai ーs seu ー勝

加齠t ( n曲鵬iぬ absome de donner de ー 'en燗 pour ーe

pas嬲gedu mbord des rou閃, en tenamのmpte du mouv伊

ment de l霞蘭t) ・

蠅ー轟ーeme轟鸞ー, 鬱r。ーー鬱me轟tー, 0”】搬叫鬱ntー 轟0 V。ーeー・

・ 1 7 ~ C轟an靡men醸 pour deux voi磁 ニ ~~

縄 〝 A une 冊uーe aigui ー ーe ー qui guide ーe convoi da關 ーa

voie obーique ; ー 'aiguーーーe 賛mntouverte, ーe mnvoi suic

ーa voie droi峻 ;

薔" A rai ーs mobil閃 ; une voie 管r棚nte ぬu 'ou關 une so

ーution de 閃ntinui機, 随 qui peut pro uire ーes ami

dents ー磯 pーus grav槌'

~ ー 8 ー Cha〝瀞men腱 pour d。ux voies=

縄 〝 Ancien sysぬme du chemin d'0r]蛹鵬 ( cー霞跚 d鶴

chEn鶴men魎 さ raiーs mobil閃) ;

置・・ A mntr優rai ーs ; ー 'inconv賛nient ci壮e鶴us n'e薫is憾 p繭

dans ce 興3 ; ー'extr賛mi随 de ー'aiguiue 磯~ incーin曲

dans ーe pーan ho廿Zon惚ー, de 腱lle 節r樋 que ーe 蜘udin

de ーa roue pui棚 田on坊r par・ d朧us ー aigume, si ーe

changement n'a pas 蒼艶 pーaぬ pour venir de droite

一 さ gauche de ーa voie obーique sur ーa voie dm誓峻 ;

3〝 Chan”emen騰 盛 ai柳illes et さ 卯nt鵬rai ー ~ ; si ーes ai

gui ーT閃 sont maー pーac尊閃 uand on marche du 惚ーon

ve疇 ー轟 pointe de l’aigui ーe, ーe rebord de ーa roue

~PLANCHES

s'en蒼age entre ーe rai ー et d賛野ー轟艶 ー 'aigui ー ーe pour ーe

p蜘g。 d閃 rou醸 , m鉱s iー n y a pas d賛raillement'

ー 9 ' Ch皿gements pour 野ois voi閃 ニ ~~

ー 〝 A rai ーs mobH鮨, doubーgnt ー機 chan畑 d'accideut du

ch轟卿孤t 盛 deux voi略 e0 さ rai ーs mob=鶴' pui鉄

qu'une 齡uーe voie sur~trois voi鵠 離じ ouver惚 ; ーa

ju【魎艸ition 艶ctili剖e de l’aigume et d閃 rai ーs 閃縄

…ujoum fort dimeiーe ;

2〝 A 轟iguill鶴 , p喇nte 恥"腕 garanti閃, pui髑ue dans

随 sys伽e iー n'y a aucune soーution de伽ntinui噂

dans ー鶴 voies]

幀s c蝋聰emen魎 盛 deu薫 郁 袋 廿ois voi騰 ont 撃ぬ heureuse

ment mぬ輸齡 de ー〟-mamère suivanぬ = ーe contre-rai ー 閃=

surprim賛 et ー 'on n'e=臓i ーーe鱧s ーe rai ー de ー a voie princi

Pa e; ー鵠 橿igu董ー ー鵠 ~晩鋼 vienm=t 齢 ーoger soug ーe

Ghampi瓢on du 蠍ー sur uue ーon副eur de 0'~0 environ さ

ardr de ーa 州種臓,  de 喇ーe艶r que ーa roue ne伽mmenの

por腱r sur ー'a篭guーーーe 'qu'孤 ~ 。iーー t o立 睨 鹸me鵬ions

ーuー 艸et伽t 曲 樹茸5輔"麟麦 '朧ioーー qu'eー ーe doit sup

po「燗{ ~ 野~ 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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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燗ー翼ぬ國孤t d'〝ne Voie sur ー 'au0re - ~ ご ア

で紬n梗ment de v。i鶴 eg 伽嶼ment mobi埴 de 鮒州r一

m轟ーn ' グ 一 ' 『^ ・ープ憂 欝 ー ~

峻 croi舵ment 閃樓 man田uvr賛 par ーe changement ーぴiーm奪me

et 願 pーace ぬujou薗 dans ーe proーongement de ーa voie que

ー鴨 aiguil ー艶 viennent d'ouvrir- L`inconv賛nient d鶴 raiーs

mobil閃 n'e翼iste pーus dans 随 齡s ' 微r on ne revient 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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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s sur ces voies 興奮枕晩s seulement au départ, comme

l'indique le sens des flèches'

Croisements de voies=

Id' composé de plusieurs parties= coussinets spé

‘I ciaux et rails aciérés vers la pointe, ajustés

avec soin'

Id' coulé en fonte d'une seule pièce, employé en

Belgique'

Id' à aiguilles mobiles, assez rarement employé'

~ Le premier est le plus généralement adopté'

' Division des rails=

1“ D’un changement à deux voies, rayon de la courbe

‘260m' Entre-voie 縄",95'

2° D'un changement racourci à trois voies, rayon de

350"'

Plan général d'un chan ement à trois voies, avec cadre en

charpente sur lequel i repose' Rayon de la courbe 350m

Plan général des croisements d'un changement à trois voies,

comprenant =

l° Le croisement simple, sous un angle de 701/2, se

trouvant le premier à partir des aiguilles, à une

distance des pointes égale à 縄9m'繍3;

g" Le croisement double, sous un angle de 5"1/2, se

trouvantà 9"‘,20 du croisementsimple, et à 霧8'",63

' des aiguilles'

Ces croisements sont repr苺sentés avec les cadres en char

pente qui servent à les consolider'

Plan général d’un coupement de voie avec cadre en char

pente; angle de coupement 7°縄/2; 一 position relative du

 
rail et' du contre-rail , dont la surélévation a pour but de【

guider intérieurement les roues des wagons au passage

(les pointes'

Plaques toprnant'e'l et chariots'

26' Plaque tournante en bois' 一 Plan de la plate-forme et des

fondations, les galets fixés à la plaque l'accompagnent

dans son mouvement de rotation'

27' Plaque tournante en fonte du chemin de fer du Nord' Em

ploi de galets coniques ayant leur sommet sur l'axe de

rotation; ces galets, bien qu’indépendants de la pla ue

qu'ils supportent en son pourtour, se meuvent avec el e;

le frottement est ici de roulement et non de vlissement

comme dans le cas ci-dessus, planche 26' — Î‘laque du

chemin d‘Orléans à Bordeaux; dans ce cas on a augmenté

considérablement les dimensions des galets dont les axes

reposent su】' de petits galets, daps le but de diminuer le

frottement de glissement'

28' Pla ue tournante pour locomotive et tender employée en

Al emagne' Un engrenace circulaire règne au pourtour de

la cuvette, un système e ignons et de petits engrenages

語~ fixés à la plaque【, permet ’agir sur cette crémaillère et

produit le mouvement de la plate-forme' Depuis, cst en

grenage fut sup rime, et la plaque manœuvrée par la

rotation d'un ga et mis en mouvement à l’'aide d’engre

ィ nages, et dont l'adhérence sur le rail placé au fond de la

fosse suffisait au mouvement'

Enfin, dans la dernière plaque de 縄ー”,60 de diamètre,

l'engrenage circulaire a été rétabli au fond de la ou

vette' cette plaque, qui ne porte qu'une seule voie, est

form e de deux longerons en tôle rivée; une couron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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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 fonte de 4?,0tl'de diamètre, portant elle-même des

galets ep son pourtour,'emboite ces deux longerons sup

portés ainsi à leurs extrémités, et en deux points inter

médiaires' v"

Maintenant le recouvrement des plaques est exclusivement

en bois pour les wagons; quant aux plaques de machines,

il est indispeusable'deles revêtir de tôle, mais seulement

dans la longueur de la voie sur laquelle tombent des débris

d0 coke enflammé'

29' Plaque tournante pour locomotive et t'ender employée en

Angleterre' Une colonne en fonte servant de pivot est fixée

solidement à la maçonnerie des fondations; une enveloppe

contre laquelle viennent s’étayei' les bras de la plaque

recouvre cette colonne; un système de galets placés hori

,2ontalementà la partie inférieuredel’envelop etranSforme

en frottement de roulement le frottement de g issement que

~ viendrait d賛Ve]o豆葺0r dans son mouvement l’enveloppe

contre la colonne xe; à la partie supérieure de cette co

lonne se trouve un boulet servant de crapaudine pour

amoindrir le frottement' La construction de cette plaque

est très—dispendieuse'

50' Plaque tournante employée en Angleterre pour peser les

' marchandises Elle se compose d’uue enveloppe conique

fixée solidement à la cuvette et aux fondations au moyen

de tirants en fer' Cette enveloppe sert à la fois de guide

à l'axe de la plate-forme également conique , et de point

" fixe au levier agissant à l’extrémité d'une balance romaine;

l'axe de la plate-forme repose sur une crapaudine suspen

due par deux étriers en fer au levier dont nous venons de

-. parler; la crapaudine est soulevée au mo 'en de la presse

ydraulique, et par suite la plaque elle-m me qui reposait

en son pourtour sur la cuvette en fonte' La balance acc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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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ors le poids dont la plaque est chargée, défalcation faite

toutefois du poids constant de la plate-forme'

51' Chariots de service=

1'’ A plateau supérieur, exige des fosses d'une grande

profondeur, et par suite d'un usage incommode et

même dangereux;

2° A plateau inférieur; dans ce cas le plateau est sus

pendu aux essieux, l'écartement des roues du

chariot doit être tel qu'un wagon puisse passer

facilement entre elles; l’usage de ces chariots est

généralement adopté, car ils n'exigent que 25 ou

30 cent' de profondeur de fosse;

3° Chariot hydraulique employé dans le service des

gares pour transporter un wagon d’une voie rin

cipale sur une voie parallèle, sans qu’on soit o hgé

d'interrompre la continuité des rails (les voies prin

cipales; il suffit de soulever le wagon d'un peu plus

de la hauteur du boudin des roues, ce qui a lieu

au moyen d'une presse hydraulique et de tiges à

crossettes formant piston placées directement sous

les essieux du wagon' La voie transversale ou voie

du chariot est plus élevée que les voies principales'

4° Le chariot Dunn, récemment employé" repose sur le

même principe que le précédent, l’appareil hydrau

lique est sup rimé' Des aiguilles mobiles autour

d’un axe du c iariot viennent former plan incliné de

la voie principale à la voie du chariot; les hommes

d’t‘quipe poussent alors le wagon sur le chariot, en

lui faisantgravir cette petite rampe, et, manœuvrant

~ le chariot, amènent le wagon sur une voie parallè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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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n général et élévation d'un chariot de service à plateau

inférieur; disposition presque exclusivement adoptée' "

Disp。siti。n générale des Gares.

' Chemin de fer de la rive gauche à Paris' Le bâtiment des

salles d'attente se trouvant en tête normalement à la voie;

cette gare a été supprimée et transportée au boulevard

Mont-Parnasse, our devenir l'une des deux têtes du che

min de l‘Ouest, es salles d'attente sont lacées parallèle

mentà la voie; à l'autre tête de gare, rue aint-Lazare, les

salles d'attente sont disposées perpendiculairement à la voie'

Gare des voyageurs de Versailles (rive droite) à Versailles'

Le bâtiment des salles d'attente se trouve au milieu des

trottoirs, qui peuvent devenir alternativement trottoirs de

départ et d'arrivée; disposition commode pour des trains

de faible parcours, considérables et fréquents'

Garede Bricklayers (chemin de Londres à Douvres)' Lessalles

d'attente se trouvent placées sur le côté des voies; l'em

barquement des chaises de poste a lieu directement sur

les voies principales à leur extrémité, vers la façade; ici,

pour la première fois on lit usage du trottoir our la ré

ception des billets; pendant cette opération , a machine

quitte la tête du train , revient se mettre en ueue du convoi

et le pousse dans la gare sans y pénétrer éile—méme; cette

manœuvre est devenue d'un usage presque général sur les

chemins de fer français'

Gare des voyageurs, des marchandises, et ateliers du che

min de fer d Orléans (à Paris)' Les salles d'attente sont

placées également sur le côté des voies, qui, se prolongeant

vers la tête de la gare, servent au remisage des wagons' —

La are des marchandises est parallèle aux voies sur les

quéiles s’embranchent directement l'arrivée et le dé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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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bis' Gare desvoyageurs du chemin de Lyonà Paris' Cette gare

57'

58'

50

' ligne; cette disposition, tout en facilitant le service,

est l'une des mieux disposées comme service des voya- "

geu疇 et manœuvres des convois= la machine enfi‘een

gare à la tête du train qu'elle remor ue, elle se dé e

ensuite par un changement de voie p acé au fond` de a

halle couverte; les entre-voies de 3"‘,50 facilitent considé—

rablement l'inspection et le nettoyage des wagons,- sans

entraver en rien le mouvement des convois'

Gare des voyageurs du chemin de fer du Nord' Les salles

d'attente sont placées en tête de la gare; les voies placées

au dehors, à droite età gauche de la grande halle, servent

aux convois de banlieue; la partie comprise sous la halle

couverte est affectée exclusivementauxlongspareours de la

rmet

d’éviter l'encombrement des voyageurs, séparés de a sorte

en deux catégories suivant la longueur du trajet qu'ils ont

à effectuer' ~

Gare des marchandises et ateliers lprincipaux du chemin

de fer du Nord' La gare des marc andises n'était acces

sible jadis que par rebroussement pour l’entrée et la

sortie des convois; de nouvelles acquisitions de terrain

ayant permis l'établissement de voies supplémentaires,

le raccordement des voies de marchandises avec les voies

principales【s'est fait directement dans le sens du mouve

ment des convois'

On a employé ici une remise de machines en fer à cheval,

avec annexes de remis磯 rectangulaires'

Gare des voyageurs du chemin de fer de Strasbourg (Paris)'

Les salles d'attente sont placées sur le côté des voies; la

salle des ba ages, au départ, se trouve en tête des voies

sous le vesti ule; les bagages, à l'arrivée parallèlement

à la voie; le nombre des voies est insutïisant pour une



ーi魎e de 鋤ぬ immr鱧n齠 et ne 艸t maーheu剛艶menー

藝祥e au帥en随 駒us ーa haue' ーー faudrait de nouveー ー鴨

a叫uisitions de 峻rraiu pour rejeter sur ーe côぬ de ーa 柚ーーe

ーe 齢rvi閃 d0 banueue; ーe 閃rvi閃 adm…stratif 鍾tant

aussi fort さ ー '賛tro=' on a d。 伽nstruire de 閲aque めめ de

ーa gare un 賛愴 e reーiant ー閃 pavi=o鵬 cntre 肌x e~ 鱧Want

aux bu栂auー G l'administratiou~

Gare de Ch轟伽u・Th鸞r呼・ D翼闔 艶t鱒 disp偲ition ' chacun

d閃 艶rvi鵬, m轟rchandis騰' ~v鞠ons 鬱t mac…n艶' 範 trouve

arfaitemem distinct 0じ ind賛pendant ニ une troisi鳶me voie

ーnterm賛diai re 'aux voi鶴 principaー騰 permet ー。 d賛gagemeut

imm鮒ia t d鶴 wagons ou m槽me d'un copvoi' Le seuー repr膿

cheque ー 'on pui鶴e adr剛er 盛 閃tte disposmon 閃t ーa grande

dis燦n閃 d閃 remi卿 entm ell麓 e~ ーe parcou閃 trop consi

d賛rabーe que doivent faire ー聰 wagons pour être ajou噛

麦 un convoi en gare'

59 畑・・ Dis…buQion d閃 stations inte加鮠i8i酬 sur di竈尊ren隅

ーi剖聰 ; 唆ll6 de 蠅ionvi ー ーe nous p轟ra麦t satis麦榊re ーe pーus

aux e戯genc騰 du 齢rvi閃 '

、

39 ~繍馨 ・

鬱翼・離0】鷲印・

縄0ー 則2邸nte de ーa grande haーーe 随couvrant ー艶 voi磯 du ch謗

min de fer de Stras加ーーrg' 願雄 d襲 voy疆纈u鱧 (Paris)・

Eー ーe 船 0omp峨 d'arb疆ー纉じ廿e囁 en fer m賛pーat, 8野雌鱒nt ーa

forme de vou剛irs d枕om卯朧 en ~廿曲 ー簿 ; 隅 grand閃

n剛柵 espa齠 de 撃" '00 mnt 恥n恥麦id紬 au moyen

de tig磯 en fer rond, formant Poin駿ns et fau翼畿ntraー魎・

挽 forme du combーe 略t une o團ve surbai鮑・

Nous avons indiqué ーa coupe d鎚 annex鱧 mnstn】 i幡 ずか

随mment entre ー鶴 pavinons pour ie se州閃d齡 bu睨ux・

褌 ー ・ 肋mbーe en fer du chemin de Sainレ悦rmain et V0爛i ll鱧,

' 【ive d【oi髑・ ー,鵠 轟rbaー穫trie闔 e~ ー奥 pannes 印n鬱 En fer

T狐LE D槌 ー'蠅CH麓'

doubーe T, 伽剛ーid樋 aux join魎 軸r d鵠 pー轟蝸ba轟d機 e”

fer 加uーo跚 entre ell磯 ~ ー磁 叩ntre一團ch麓 sont en fon艶

ainsi que ー機 coー0nn閃 e~ en魎bーemen囁, ー闘 抑inGons eじ ti

r續n饅 son~en 警俳 rond・ 。n afait une j udicieu齢 轟ppli蠍tion〝

de ーa ~。ーe consoーid曲 par d閃 fe疇 de comièr閃 aux ferm磯

ui r伽uvrent ーa pa式ie de ーa gare 轟打ec娩 さ ーa li駅e de

ー 0u騰 , et dont ーa 卯r噛 銘じ de ~。 田通仕儀 sur s m嚢t酬

d'齠r ment・ 艶も傾 are a ー 'immQn齢 avan魎 e de 艶

P軸ter 盛 ー,。ut agmndー繝ment ーa雄raー , ーe 艶uー ー陣mem

ー爪脚r檎nt au poim de vue du 艶rvi閃・

縄野 ・ Remi齢 仰ーygona ーe pour machin磯 ーocomotiv閃' coustrui魎

さ EPemay (chemin de fer de Strasbou )・ 酸 齠mbーe 槌~

enti嚢rement en 蜘is' l鱧 coーonn簾 酸u 閃 齠齔 en fome

畏u鉤u '嚢 ー轟 b疆u悔ur du premier enttrai~; un sabot en

on~e, eng轟g轍 sur 俺 po腱續u en 枕i$ qui 離 trouve dans ーG

proーongemen~ de ーa coーonne, 解r~ 農 assembーer ーedeuxième

entrait, ーa rande 閃M推籠che auan~ ve鵬 ーー ーan鱧me e驚

ーa con柵fic e venan~ d賛charger ー 'arbaーé~rier de ーa p雄

mière partie du 叩mbーe・ 雌 副ande cont幡轟Ghe 尊ぬn驚

閃ー】rbe au ーieu d'藝tre droite ' cette 伽鵬tructio轟 e竈t 野覆部資

b齠ucoup en 庵ー館an閃・ Pour faciliter ー'疆 ー ーuma縺' ーー 機じ

b。n de me~伽 au縄鰯us de ーa chemin鱒 de chaque ー叫

motive un ーuyau en ー。ーe, 賛v轟馳 さ 齠 Par轣e inr6H。ure eじ

traversant ー a toimm de m轟軸èm さ r3ーeter au deho繪 ー體

撃m轟natio叩 du foyer

MATERーEL R。UL~NT・

轟轟翼機體ー 遣 野瓢ーロー鬱 , r。"eー eー [eーー@ーーー de Wーg。mー '

縄轟・ 3o豆鯛 袋 gr翼is艶 二

~〝 Poーー r ーes 丶"轟gons de terra鮨0ment …

 

野 Moven ordinaire,em ーo 賛 au chemin de fer Rouen '
' p y



縄縄・

縄野 ・

TABLE DES PL紙G~闔' ー ー

usage de ーa gmi棚 (p偲iti0n 唯甜ve de l'閃Bieu '

du mu鮨ineー, du r髑嬲n et d艶 pーa血閃 de garde

鱧rvant de guide さ ーa 加]ぬ 囲 gmi卿) ;

3〝 et 繍〝 M賛thぬ閃 狐pーoy鱧 en Allema剖e pour

rempーa槌r ーe 副ai睨籐 さ ーa 籐ai鞠' par l'huiーe

amen艶 sur ーa fu晩 au moyen de m枕h槌 en

coton; m 轟mi鱒n du bmn嬲' m賛ta ー antifde

tion, bois e gayac, eぬ" eぬ" pour ーa f曲ri齠

~ion d閃 伽u麓ine膿・

E野 Fちan随, pn 盤t revenu, apr薗 de bi0n pombreu{齠is ,

a ー empーo{ du bron膿, p剛ue e】cーusーvement a 拠ute

autre m竄tーère・

翼ou艶 de wagons ニ

翼ou閃 en 「on鱒' couー鶴 en c叫uille d'une 齢uーe pi伽 ; pr鍾ー

cau 轟io叩 嚢 prendre dans ーe mouーa講' u艶ge de 「ー'e tぬs en

fer, roues uniquement empーoy軸 ans ー廃 ぬr薫8剛爪en雄~

Rou騰 en fer 離ns faux cercーe ;

ー ・ 疇v齢 '「aux 閃rde ;

ーd ' et boーs , a脱2 rarement empーoy鮎'

Au chamm du Nord et sur pーusieum li別略 p廿ncip轟ー閃' on

a gami en めーe ーe d軸a冊 et ーe deh0騰 d閃 rou閃 さ r籠nde

vi剛, 磯 qui diminue ーe のur燗ー ー剛e刷轟~ du 抽 ast et

a剛urdi じ ーe bruit d樋 rou閃・

R剛r魎 de suspe嶋io轟 ニ

A feu~ー ー閃 jux鮑p跚' in伽nv賛nieーーt d '6t闔 un peu ーourd ;

ーd ' 艶pa細, diminution 卯nsid撃rabーe dans ーe 柳ids

du r劇ort' surmut quand i ー 機t en acier fondu au ーieu

d'贔tre en acier de ぬmen腱tion ・ 樹 sysぬme de 恥肛節ーe

關rmet de r蟲gーer さ voーonぬ ーa 偲nsion du r磯so鷲 ; ーa

deuxième co剛ーe, pーa噛 imm樹~馨囁meロt 疇u縄剛ー】s de ー a

 

menotte en cuir' d篭truit 驚 po柵竈伽薫 du 柳ide de ta

拠n恥ーe' 。n 略~ revenu auー 『剛r麓 袋 (艶~ll磯jux;

ー'interp鮨ition de di轟phm師鵠 entre ー磯 騰u=ー齢 d'acier

pr喇uー離i t ーa rupmre de 隅 derni窺r鋸' T0u艶fois ' ・疆 麓じ

ーndispe嶼bーe de diminuer ー'賛pai脱ur des feuiー ー閃' de

manièm さ ー閃 faire travaiuer さ peu pr鶴 賛gaーement ・

樽・ Di行賛ren伽 閃 è閃s de r細胞 de suspension empーoyés en

France, 印 ngーe俯rre et en Allema剖6 ・

藪施ーーー 轟e wー3。】 ・

縄7 , Pーan de ch鵠is empーoy髄 au chemin de Mndms さ Birmin

gham pour v0=ur鱧 de 讐m' cーa鋤・ 鵬=ヌ sy伽 de r磯ー

船r腹 ind賛押ndan麓' ー 'un 醸t 幽ur ーe chm, ー'a…re pour ーa

0racーion ' '・

Pour voimre de 3m・ cーa鋤・ Dans 船 關s l'appareiー de ch伽

槌~ supp廿m賛 ; i ー n'y a qu'un sys鬱me de r剛r鵠 pour ーa

traction'

齢・ Ch轟ssis de wagon empーo 豊 sur ーe 0he血n de Gー枕鱧ter 奮

Birmingham' L'apparei de chm 體に qisginct de・ ー 'apparei ー

de traction; ー機 r剛r魎 sont 袋 boudm ( e伍mmぬ conm鉄

tabーe ) ・

剛翼劇3 de wa on empーoy賛 sur ーe chemm de Ve慨i! ーes,

rive 臍uche・ 喜n 艶uー剛r~ 齢rt au ch腑 et さ ーa traction3

rin側nv賛nien t de 防 sys艶me 鶴t de c柚rger ー卵 qe〟ー

e薫雌mi噛 du ch鵬is que ーe por隅艱aux 雄nd d鍾]糞 さ

艦ire 轟枕轟ir・

縄9' Ch糧鵠is empーoy憲 au chemin de Ve刷ill麓, rive gauch。' Une

m@ma ーige 齢rじ pour ーe chm aじ pour ーa 鞠action , e璽 ag璽

sant 轟 ーternativement sur ー'un et ー'au tre r剛rt ; d ーsp偽ー・

tion i ロ卿eu麓 d艶 -畑 艶 ぬrmin轟nt par de doubー簾

fou閃heじ隅・ L'in伽nv鍾me轟t de 随 s押鱒me 磯~ de g'op岬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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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bーement au mouvement de ーa閃t, さ 蠍use du 艶u ー point

de con轍ct entre deu3 wago嶋・ '

Han et 賛ー賛vation du ch轟鵠is empーoy賛 au chemin du Nord'

et ーe pーus 軸pandu actuellement= un 艶uー sysぬme de r畦

Bor樽' av枕 tig閃 s卿i轟ー閃 pour ーa 驚raction et pour ーe

ch伽'

50' Pー8n 徳じ 賛ー6vation du ch轟鮨is さ 6 rou閃 empーoy麿 au chemin

de fer d 'Avi剖on 盛 Ma隅ille ・ Un 離u ー r鵬ort 嬲嬲 さ la

fois au choc et さ ーa traction' 施 tig随 de choc, en un cer

魎in point de ーeur 側u剛, viennent s'ap uyer sur un

r剛rt 袋 boudin pーaぬ d ~ r枕艶ment contre a traveme; 随

r職ort vient en aide au premier quand ーe choc par 廿op

consid鍾rabーe 惚nd rait 袋 ーe fau跚r・

L'賛磯r臓ment de ~",00 d閃 rou閃 e又tr豊田機 cr曲 aussi une

r鶴翼sぬn閃 co闔id賛rabーe dans ー閃 閃urbes de 網~it rayon'

霞 ー ・ Freins de wagons =

縄 ~ Freins de ーa 繭ve gauche, pre鶴an t ーes rou閃 aux

deux extr賛miぬ$ d'un m鬱me diamètm ; une ti願

籠ーeぬe 轟v枕 齔rou 饗erme轟 de mppr伽her' quand

i ー a usure, ー0 Sa o~ de ーa ja〝俯' ーn=ーーenm de

l'a 轟is恥ment du ch嶋is sur ーe con脇ct et ー'ac~~on

des sabots;

2" Freins de 〝ouen, Une bande en fer m撃pーat ' for

mant coー ー ier autour d磯 bo文鵬 撃 副ai鵬' 關rt de

guide aux sabots , qui p剛n攣 toujou疇 suivant

un diam甕tre hori恥n惚ー ' maー厭賛 ー閃 va瞰a tio鵬 de

nèch閃 d閃 r剛r構 de suspension'
(

' "アーーりーー

轟馨 ・ wagon de terr蓼s鯉ment ~'e酬nt p轟r bout' ー wagon 盛 ーai t ,

suspemion dーr枕腱 sur ー閃 r剛r魎・ー Wagon 盛 m虹cーーan・

 
di網, empーoi du frein 盛 ー別ier di r枕t・ 一 wagon さ baga

g閃, empーoi de frein さ articuーadon, tra咽miSsion indir枕te ,

85~ Voitu r閃 さ voyageurs (chemin du No械) ・

Voitures de 縄 『・ cーasse ( 賛ー賛vation et vue par bout);

ーd ' de 2~~ cーa蠅 ;

ーd ' de 3"' cーa隅 avec f關in ・

幡 ch轟鮨is sont compーe魎 , mu址s de 坊ndeu鵬 et de chaîロ閃

de s轟閃艶・

醤縄 ・ S S燐me Arnoux晦mpーoy槽 pour diminuer ーe 讐rot惚ment dans

離 cour鵬 de petit rayon' 幡 e鵠ieuー viennen~ 鶴 pー轟艶r

suivant ーe rayon de ーa 切ur抽 de ra枕ordement ; on 鍾vite

aーo疇 ーe frottement de gli鋤ment d蠍 au parall賛ーisme d閃

艶sieux ' M 網化i t di ue a un mouvemenー ind賛膿ndant du

欝and di解ue dans 解uel i ー 齢 trouve pーacé ; ーe grand

di鉤ue du pmmier 瑯ieu agit sur ー0 grand di銅ue du

d鮒薫iさme 閃sieu du m6me wagon' 國 peti~ di髑ue' ー ui ,

n'agt ue sur ーe wa帥n suivam, mmme ー 'indiqua ーe 艶ns

d閃 flèc 閃 de ーa figure・

寝起 ・ Pーan auぬmoteur' ー閲 aiguilー磯' ind叢幀ndaーー燭 ー 'unedel'aut閃'

船 meuvent sur ーe ーan d鮑 raiーB ; ーeur 側u剛 槌払 ーimi鞠

さ d略 poin慢 "ス鶴 p a卿 en deho薗 d閃 raiーs ' 触 aiguilー齡

印nt man巴uvr鵠 par ーe mnvoi ーui ーmême, qui disp嶼 糞

ーa d閃随n鱒 ーes aiguill閃 pour ーa remonte, chaque voie

艶rvan t aー temativemeロt aux deux mouvements ・

Pーan d'un ch竄riot empーoy賛 our 峻ndre ーe c轟bーe sur 'ー閃

pーans incーin傷 ; ーe ぐ心ntr鎌pmds donne au 蘭bーe une ぬnsーon

加嶋臓n槍, maー副鍾 ー閃 contractions ou diーa磁tio邸 r賛suー魎nt

d磯 variations de temp賛rature'

ーー轟轟ーm鬱ー '

盤6 ' Eー賛va t~on de ーa machinMocomo~ive S惚phenson ( ー 8 ”~5) ・

Machine さ vo~'ageu闔 (cyーindr閃 e轟ぬrieu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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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Coupelongitudinale de la machine Stephenson ニ

縄〝 Chaudière = se composant de la boite à feu, du

corps cylindrique et de la boîte à fumée; la prise

de vapeur est placée immédiatement au-dessus de

la boîte à feu ; le tube éducteur de vapeur com

munique à travers le corps cylindrique, du dessus

de la boite à feu avec la botte à tiroir lacée à la

partie inférieure de la boîte à fumée section de

‘échappement dans la cheminée);

2° Le mécanisme est représenté ici par le tiroir mis

en mouvement par le coulisseau auquel sont atta

chées = à la partie supérieure l'excentrique de la

marche en avant, à la partie inférieure l'excentrique

de la marche en arrière; le mouvement des pompes

alimentaires est pris sur le collier de ce dernier

excentrique'

258' Coupe par le milieu de la chaudière' Section des tubes dc

fumée et du tube éducteur de la vapeur' lntérieurement

et immédiatement au-dessous de la chaudière se trouvent

à droite et à gauche du bâti en fer les guides des tiroirs;

et tout à fait en dehos, les arcades qui servent à suppor

ter les glissières de la tige du piston' Coupe par la boîte à

feu ニ section des cylindres, des tiroirs et des tuyaux

d'échappement'

59' Plan d'une machine à cylindres extérieurs et à châssis inté

rieurs; l'un des cylindres est coupé en son milieu, ainsi

que le tiroir et les lumières' Emploi d'essieux droits et de

bielles à fourches'

Pーan〝d'une machine à cylindres intérieurs, châssis extérieur,

emploi d'essieux coudé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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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Élévation et plan général d'un tender à uatre roues; le

frein présente la particularité suivante ニ a traction s'opé

rant' sur les leviers des arbres de couche au mo en de

leviers articulés, la pression a toujours lieu éga ement

sur les roues, malgré l'inégalité dans l'usure des sabots; la

tige g a pour but d'amener les tampons de choc H au

contact de la machine, etc', et diminue ainsi le mouve

ment de lacet'

G1' Élévation de la machine à marchandises Polonceau (1849) =

quatre roues seulement sont couplées et produisent une

adhérence suffisante pour remorquer de trés-lourds con

vois sur une rampe de 0",008' Les cylindres sont exté

rieurs et les essieux coudés; la visite des tiroirs est des

pll‘tàs faciles, placés comme ils le sont, inférieurement au

c ssls'

69' Machine Crampton ニ cette machine a été faite dans le seul

but de montrer qu'il était facile de construire pour les

petites voies de 縄"“,50 des machines aussi puissantes que

pour les grandes voies de 2"‘,00' Elle pèse 37 tonnes, y

compris le coke et l'eau; le corps de la chaudière est

elliptique' Le foyer renferme un grand bouilleur, et la

boite a feu vient s’évaser en dessous de l'arbre moteur

pour augmenter la surface de chauffe' Les petites roues

placées près des roues motrices ne sont pas munies de

rebord, afin de faciliter le passage de la machine dans les

courbes; les roues d'avant reposent sur un seul ressort

fixé au longeron par un support vertical' Le mouvement

des pompes alimentaires est pris directement sur la tige

du piston et dans son prolongement'

65' Élévation de la machine tender Hawthorn (185i)' Elle

porte de l'eau et du coke en quantité suflisante pour p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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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rir 80 kiーom亀鵬 environ = ーe tender 恥 proーon嬲 ver

翼蠍ーemem en d閃閃us du …bーier de ーa machine; une cuve

~ 糞 eau rè剖e 賛gaーement sous ーa chaudière in随嬲euremenー

au ch轟籠ーs, et mmmunique av枕 ーe 艶nder au 伽 en de

~uyauー de m伽rdement ; ーe f磯in , 嬲mbー籾bーe さ 随 ui qui

閃t 伽pーoy賛 dans ー體 machin閃 Sham et 翼o幀r腹 , n'agit

que sur ー艶 rou環 d'a r嚇蜘e'

64~ 野roms de di竈賛瞼n鵬 machin磯 depuis ー 8薫0 jus叩'en 〟 85ー ・

。轟 ・ Dimensions p廿ncipaー閃 et p随itions reーativ體 d麓 【ou鶴,

66' de ーa ch轟ud~藝re et d鮨 cyhndr麓・

mーM轟轟tーの_ 轟0 ーー vーpe"'

07' ー “ mstHbution 豊 fourche=膿, empーoy艶 acmellemem en

mre sur ーe chemin de 〝ouen = ーa d槽峻nte n'閃じ pas varia

bーe ; eーーe d鍾帳nd du r剛uvrement 加ns仕uit proporーiou

nellemem さ ー 'avance li n軸ire qui 幽uーte e=膀m鬱me de

ー '糧vaー】閃 angu ーaire de l'ex閃ntrique ;

2~ DistHbution s惚phenmm emp雌 de ーa のu軸 qui per

met de vaH0r ーa d賛tente en variant ーa cour艶 du tiroir

齢 barre d'eX艶nt廿que de ーa marche en avant 閃t at鰹ch曲

農 ーa partie supérieure du 加uli剛u , さ ーa pa枕ie infdrieure

duqueー 銃 ーmuve fi】腕 ー轟 轟轟刑d'eー鯛nt廿que de ーa marche

en grrière; sur ーe 叩ーーier de 随 demier ex艶ntrique 齢

p闔ーd ーe mouvement d簾 秒田岬 翼ーimen脇i鵬・ Dans cha

cun de c麓 sys燐m鱧 on a 賃創崎 健n ponctu槽 ーes ーrois p鮨i一

~ions de ー 轟 disttribution = marche en avanー, poim mort

(c'體t・纉縄ire quand ーe tiroir r枕ouvre exac惚menじ ー。s ーu

mi賛r醸) , eー marche en arrière

 

68・

69'

"退翼ーーー de ー_ "_Ch'=G・

縄 " EーGvations et c。up鶴 d齡 gーi鵠ières servant de guide さ ー a

Cro鵠e de ーa tige du piston~

2” 肋uーis伽u Stepheー蠣on ' 側u阿 et 賛ー賛vations ' 一 Bride

de Sus隅nsion ; ・

3〝 御ーlier d'e轟閃ntri吶e ; a欄mbーa櫻 de ー'eS閃nt廿que mm

F麒釉 de deux p藝rtー磯' et at蠍che de ーa barre sur ーe 拠uー

】眠伽' ~

竄ー賛va〟on et cou帆 du r賛剖ーa腱ur ニ i ー ge comp峨 de deuー

diaphragmes 嚢 鵬tions 鍾g轟ーes' ー' un fixe, ー 'autre mobile,

離 r枕ouvrant exacーement ; un ーevier さ mane晩' pー疆c苺 駒u8

ーa main du m軸nicien, 艶r~ さ m轟n田uvrer ー e dーsque mG

bi ーe , et 糞 m鮒ifier ー機 概じ~o疇 de passage 鱒ーon ーa quanー

ti随 de vapeur que ー 'on veut 轟dmetLre dans ー償 cylind鵬・

鋤upape de s轟reー撃' coupe et 賛ー賛vation ; ーa ぬnsim】 de ーa 閃u

pa帳 s'obーient …'aided'une =伊 田e晩, fi】曲 覆 ー 'e竈 じr賛mi随

d'un r蜘rt さ boudin; une poinぬ gー i椰 au debors ーe

ー ong de ー 'enveーop限 cylind廿que 副adu曲 en a鸞mosph藝隣'

e~ a枕u鵠 ainsi ーa pr鵬ion au deー蟲 de ー a ueーーe ーa va鵬ur

s'枕h竄ppe de ーa chaudière en 閃u ーev轟nt a 閲up轟pe ' L'夢

cmu pーaぬ さ ー 'extr賛miー賛 de ーa ーige 6 ーa晩 permet de chan

ger ーa charge de ーa 閃upape' en vaHant ーa tension du

r偽3oパ d機 醸“伽(轟轟・

Niveau d'艶u ; i ー 嬲 com岬 d'un tu抽 m edsmー en離離 島

鵬ex雌mi朧dans une douiーーe de cuivre 養 robine蠣 ' Da閃 ーe

cas de rupmm du tu燻 en cris國ー ' ーe m衡疆niぐien ferme ー腕

robine魎 pー塾c擁 sur ー麓 douiー ー曝 imm賛dia腱menー au con檎ct

de ーa chaudiè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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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pe d'un sime@ dont ーa partie in[賛拭eu蘭 獨ー mi随 e】 mm

munica ーion av枕 ーa chaudière・

佛upe d'une pom押 疆ーimen魎i栂 ; ーe pーongeur 機騒 pーein et

p鵬nd son mouvement sur ーa t}騨 du pi伽・

で心〝幡 e~ 賛ー撃v轟 tions du uide et du si賛ge de ーa sou a膿, qui

離 comp0齢 d'un bou et creux en bro剛 , par 轟i艶ment

Bph賛rique, et rぬ種 sur ーe si賛ge de ーa soupa纐

ー ー 齠t indispe噛Mg 剛r 夢繭機r ーa ruptu鵬 d艶 ~uyaux et

mrps de pom帆' ae pー轟のr ー機 恥up轟p磯 さ ー 'eXt ー'鍾mj t槽 d閃

卯rps de pom幀, 轟轟轟 de 剛d鵬 輝 mouvemen~ de ー '關u

au靄i 雌gu ーier q鴨艸bーQ・

Pーans et coupes de pismus~ 酸 p鵬mier 麓 com 鵬 d'un

fragment cー rcu ー〝 ire ouver~ en un 齢uー point3 a嶋 cet樽

ouver~ure s'en瀞ge un の翼轟 艶ーーid磁 ーui-même par un r閃・

助= au moyen d une vis 転 枕rou ; 随 のin , en for鋼nt ーe

en~ さ s’ouvrir, ー '轟ppーique exactem0nt mntm ー磁 pa・

mーs du cyーindre ~ deux 齢副節機 恥nt 轟i雌i su卵rp嶼

joinー sur pーein da邸 ーa hau鮑ur du pisめn , de maniGm さ

fomer une ob~uratio= のmpー賛鱒・

随 deuxième pismn 齢 の田岬 de ーusieu噌 艶gmen魍 随

剛uvr翼nt join醸 sur pーei闔 , et 駒ー ici幽 par d鵠 r磯馴r鵬

a劇u機 ; ー鮨 vis 糞 劇rous viennent p剛dre d贋關 閃 cas ーeur

PiMd'appui 加ntre ーe moyeu en fon鱧 du piston'ーTou媽

興 離鸞軸にu剛 du pisめn 磯 [oM ぬujou疇 en m鍾魎ー ' [onte

ou bro呪'

Pーan et 加u網 de ー'枕h8ppement ; en v8Ham ー'ouverture d鵠

Vaーv鮨 mobil閃 qui ーe comp卿t , on va瞰e 賛gaーemeー ー t ーa

vi跚 d'賛ch轟ppemenじ de ーa va帆ur' et par suー幀 ーe tirage

d0 ーa machine qui pNdui~ ーa のmbuS賃o贋 e~ ーa v轟帆Hsa一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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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岱欝血鱧ー 轟0 縄進翼0ー$0 ー翼H轟轟ーe a" m。yem 轟轟

繍轟轟ーー ーーreーrー”

7g, Le svst尊me Ma~'er se compose de deux =roirs dont ー ' un , 喇ーー i

u麦 es0 imm衡i震闔ment au con脇c[ du cvーindm , 鶴じ r色gー鋒

une 贋り贋加6 剛撃初”!農 o ー ー r produire ー '鐘cha Pemenじ ; ー0

deuxième timir, のmp de deux prismes mo ) ー ー髄 sur une

~ige me娩' v績rie } 'admi麓i0n de vapeur, e! par suite ーa d礫

鱒me' d 'apr鶴 ーa p咀i tion mーame d閃 prismes euxーm賛m鶴 ;

船tぬ variation da膿 ー'麿cartemenじ d鵠 pr腹m閃 s'e行齡tue 奮

ーa voー0n唯 du m軸niden 袋 ー 'aide d'eng齠nag籠 et de ch鉱n艶

さ ーa Vaucanson; 6eじぬ transmi鶴ion ' e通 ーe frottement co噛・

d色rabーe que d賛veーoppent ーes ti巾i鵬 en gー i麓ant ー 'un sur

raut齠, so!】t ー閃 inconv賛nien幅 de 船 systèmen

峻 戴s鱒me Gon疇nbach 船 伽mp朧 強 aーement d'un premier

tiroir r賛gー鍾 さ une avan齡 恥n夢檎nte ; e deuSi轍me tiroir 艶= ー

a une のu剛 v&riabーe 艶ーon ーe d鮑械 de d籍ten鱒 auqueー on

veu~ 轟t惚indre ; ーe mouvement du deuーième tiroir a ーieu

dans une chamb齠 s賛pa朧・ 蠅 frot偲ment qui e薫is艶 da魍

ーe 農ys愴me Mayer 鶴じ 賛viぬ , iー 機~ vrai, mais on retombe

d轟疇 ーe 臣轟ve inconv賛nien~ de d賛彌nd艶 ーa va gur qui 閃

tmuve dans ーa p囁mi轟re chambre au mntac~ u cylindre ー

75・ 助ur柚 indiqu轟nt ー機 關翼 tion豊 reー轟ti ~'偽 du tiroir e驚 du pi鉄

めn, 轟翼轟覇 que ー醸 p a欄 divGrs槌 de ーa distribution de ー轟

vapeur pour une cou醸e doubーe de piston, en prenant 伸ur

point de d賛pa rt ー'ori霊ne de ーa cou隅 du piston'

~” 縄グ肌鑽&翼り” 幽鬱 り〟鸞ど“ア ・ A ーieu ーor駒ue ーa ーumi竄随 d'ad

mi鶴io〝 ou d'introduction r磯ぬ 節 閃mmuni疇uo=

av枕 ーa ch轟udiè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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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étente' Lorsque le recouvrement du tiroir vient

fermer la lumière d'introduction, la vapeur alors

emprisonnée agit par détente, jusqu'à ce que la

c uille du tiroir vienne démasquer le rebord de

la umière d'introduction de la vapeur dans l'at

mosphère'

3° Échappement' Commence aussitôt que la coquille du

tiroir démasque la lumière d'introduction, qui de

vient ainsi lumière d'échappement'

L° Compression' Lorsque la coquille du tiroir revient

fermer la lumière d'échappement, la compression

ainsi que la détente durent tout le temps que le tiroir

met à parcourir la longueur du recouvrement'

5° Refoulement de la vapeur dans la chaudière; il pro—

vient de la différence de longueur qui existe entre

l'avance linéaire et le recouvrement'

Il ne ¡aut pasoublier queces phases diverses ont lieu pendant

deux courses du piston et quatre demi-courses du tiroir,

en ne considérant qu'une seule cylindrée de vapeur; car,

immédiatement après le refoulement, la lumière redevient

lumière d'introduction réelle, et la marche de la vapeur est

en tout semblable à celle que nous venons d'indiquer'

74' Profils en Ion de diflérents chemins de fer'

Usage de mac ines locomotives, plans inclinés et plans au

tomoteurs, suivant les pentes de ces chem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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