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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T XXXXX.2—201X 

前    言 

JT/T XXXXX 《城市轨道交通设备设施维护与更新技术规范》由 3 个部分组成。 
——第 1 部分：总则 
——第 2 部分：车辆 
——第 3 部分：信号系统 
本部分为 JT/T XXXXX 的第 2 部分。 
本部分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由全国城市客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529）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北京市地铁运营有

限公司、北京京港地铁有限公司、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

公司、天津市地下铁道运营有限公司、西安市地下铁道有限责任公司、成都地铁有限责任公

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朱士友、吕劲松、杨远舟、周晔、董鑫汇、侯文军、刘书浩、张世

钟、谢晨晖、宋杰、戴斌、蒋建、王清永、吴敏、郭楠楠、吴晶、李熙、陈英、曾东亮、陈

刚、巫红波、贾朋磊、任翠纯、马东辉、劳建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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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设备设施维护与更新技术规范  

第 2 部分 车辆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维护与更新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维护要求、软件升级和硬件

更新改造、车辆报废技术评估等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系统设备设施的维护与更新。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7928  地铁车辆通用技术条件 

GB/T 30012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规范 

GB/T 30013  城市轨道交通试运营基本条件 

GB 50157  地铁设计规范 

CJ/T 287  跨座式单轨交通车辆通用技术条件 

CJ/T 5016  有轨电车技术条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检修修程  examine and repair program 

根据车辆技术状况和寿命周期所确定的车辆检查、修理的等级，分为厂修、架修、定修、月检、周

检和列检等。 

3.2 

检修周期  examine and repair period 

相邻两次同等级检修的运用里程或时间间隔。 

3.3 

车辆基地  vehicle base 

1 

http://www.baidu.com/link?url=F74zbALFuIxrGtrRp_VGC3KxudIGiso8stnW04hDBCYL4FurpZm9bBKM1q36cKtxqa1iMnuGdlMMHgD_f2hu7MHkKK7Rh9Uvpu-AJVepEe3
http://www.so.com/link?url=http%3A%2F%2Fwww.bzfxw.com%2Fsoft%2Fsort025%2Fsort082%2F82182410.html&q=CJ%2FT+287&ts=1457419452&t=0be5cc80cca057a94e654c423338ce0&src=haosou
http://www.baidu.com/link?url=0JHj2mPN0PRMGKFw_THPJ7hXnTqU0RYWMSsMhJVgtfTEdZVEmQ9kz19I7hfmkIVmFV_6KtwabN50xJMQDOI37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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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车辆停放、检修和日常维修为主体，集中车辆段（停车场）、综合维修中心、物资总库、培训中

心及相关的生活设施等组成的综合性生产单位。 

3.4 

    车体  vehicle body 

在车辆上容纳乘客、安装各种车载设备的厢形承载结构。 

3.5 

    转向架  bogie 

与车体底架相连，承载并缓冲车体载荷，引导车辆沿轨道行驶的部件组合体。 

 3.6 

    专项修  special repair 

因车辆某主要系统/部件运行公里数或者运行时间无法与整车维修规程匹配时，对该系统/部件在某

一时段集中进行维修，以确保该系统/部件符合运营工况。 

3.7 

周转件  turnover spare parts 

用于提高生产效率而周转使用的,可反复修理使用、价值较高、编有独立序号的部件。 

3.8 

更换  replace 

用新件或经过维修合格的旧件替换原件。 

4  基本要求 

4.1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系统设备设施的维护与更新工作应保证运营计划的实施和完成。 

4.2  运营单位车辆系统设备设施的维护与更新工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配置具有相应岗位资格能力的生产、技术、管理等工作人员，并健全岗位责任制，保障定员合理、

责任落实。 

  b)  建立健全的安全管理、车辆基地管理、应急预案等规章制度和操作办法。 

  c)  建立资产管理体系，加强资产管理、控制风险和降低成本。 

  d)  满足环保、节能、防火要求，如材料选型、技术运用和工艺方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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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维护要求 

5.1  维修制度和修程 

5.1.1  运营单位应在确保列车运行安全和维护质量的基础上，制定科学、合理、适用的维修制度和修

程。 

5.1.2  计划修宜按运营里程和运营时间进行安排，状态维修或可靠性维修宜根据具体情况开展。 

5.1.3  计划修可包括列检、月检、定修、架修、大修。运营单位可结合架修和大修开展半寿命修，以

确保车辆满足全寿命周期使用要求。车辆修程与维修间隔宜符合表 1的规定。 

表 1  车辆修程与维修间隔对照表 

序号 修程 维修间隔 

1 列检 > 15d 
2 月检 > 3m 
3 定修 > 2n 
4 架修 根据列车运行公里数或者运用时间组织实施 
5 大修 根据列车运行公里数或者运用时间组织实施 

 

5.1.4  运营单位根据列车的实际运行状态，可采用均衡修等不同的方式组织实施维修修程。 

5.1.5  运营单位根据列车各系统不同的技术状态，可采用专项修的方式进行集中维修。 

5.2  维修规程、工艺文件 

5.2.1  结构、内容和管理要求 

5.2.1.1  维修规程和工艺文件结构宜包括起草部门、起草/修订、审核、批准人员、适用范围、简写词

定义、文件编号、版本号、生效日期等，工艺文件宜列出标准工时。 

5.2.1.2  维修规程应对列车及子系统或部件检查和维修的内容及技术要求做出规定，并根据维修项目

和技术要求编制相应的工艺文件和维修记录表。 

5.2.1.3  工艺文件内容应包括维修项目、人员资质要求、安全注意事项、特殊工具、材料及设备等，

对关键工序、作业程序、操作步骤及检查标准、注意事项等进行详细描述。必要时可使用附录、图片、

表格、流程图等对工艺内容进行补充，如备件材料清单、紧固件扭矩表等。 

5.2.1.4  运营单位应制定相应的维修规程、工艺文件的审核、批准及发布管理规定。 

5.2.1.5  运营单位应组织定期修订完善维修规程和工艺文件，如需进行临时调整，应由维修规程、工

艺文件的主管部门正式下发通知执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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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6  运营单位宜建立维修规程和工艺文件的信息化管理。 

5.2.2  各级计划修主要内容 

5.2.2.1  列检 

列车外观检查和有电功能检查，为列车再次载客运营做好准备。维修内容和要求见附录 A。 

5.2.2.2  月检 

列车外观检查以及有电功能检查，对部分系统/部件进行清洁，对损耗件进行检查更换。维修内容

和要求见附录 A。 

5.2.2.3  定修 

对车辆进行整体状态检查，检测、调整各子系统功能，对重要部位进行清洁以及润滑，对损耗件进

行检查更换。维修内容和要求见附录 A。 

5.2.2.4  架修 

对车辆的重要部件，特别是走行、制动、空调、受流等系统部件进行分解，清洗、检查、探伤以及

修理，并对列车性能进行全面检测、调试以及试验，以恢复车辆综合性能。维修内容和要求见附录 B。 

注：其中，建议周期是基于列车月均运营公里为一万公里的前提，运营单位可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对建议周期进

行适当调整。 

5.2.2.5  大修 

对车辆各系统部件进行分解、清洁、检查、探伤和整修的综合修理，并对列车性能进行全面检测、

调试以及试验，以恢复车辆原设计标准，可以结合技术改造对部分系统进行升级，提高原有性能。维修

内容和要求详见附录 B。 

注：其中，建议周期是基于列车月均运营公里为一万公里的前提，运营单位可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对建议周期进

行适当调整。 

5.2.3  半寿命修 

    在大修的基础上，对可靠性和性能满足不了运营需求的系统整体更换，对车体关键焊缝探伤并修补，

车辆整体内外翻新，以确保车辆满足全寿命周期使用要求。 

5.3  维修数据管理 

    运营单位应建立车辆维修数据的管理体系，对维修数据的录入、修订、撤销、删除、查询进行管理。

维修数据记录的形式可采用纸质或电子化的方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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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车辆维修数据记录 

5.3.1.1  车辆维修数据记录应包括设备履历记录、计划修记录、故障维修记录和其他。 

5.3.1.2  设备履历 

运营单位车辆设备履历记录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运营单位应制定专门的制度规范设备履历本的数据类型选用、数据的记录更新、履历的保管

等工作。 

b)  设备管理部门应指派专人负责设备履历的管理。 

c)  在列车或部件移交其他部门进行大（架）修、更新改造、事故修复等工作时，设备履历随之

移交。设备履历由实施部门负责对实施的技术改造、事故修复等工作进行更新记录，结束后再随列车、

部件返回设备管理部门。 

5.3.2.2  计划修记录 

运营单位车辆计划修记录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根据车辆维修规程，可用表单的形式记录执行相应修程的维修数据，对于重要数据应记录实

际测量值。 

b)  对于涉及行车安全的数据、磨耗性部件定期测量数据、特殊部件物理跟踪数据等数据可另建

专项台帐记录。 

c)  应对维修完毕后作业负责人、质量互控人员的签名做出明确规定。 

5.3.2.3  故障维修记录 

运营单位车辆故障维修记录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维修过程中若出现相关部件或系统故障，则需要填报故障维修记录单。 

b)  故障维修记录单需记录相应备件更换、部件参数调整、清洁润滑等信息，故障处理人员应签

名确认。 

5.3.2.4  其他临时维修记录 

普查、整改等临时维修数据记录可采用专用表单保存。 

5.3.3  电子化维修数据记录 

5.3.3.1  运营单位可建立适应现场维修数据记录的信息化管理平台。 

5.3.3.2  系统需要分类，可以按照线路、车号及车辆系统矩阵化记录，方便查询、统计及部件的可靠性

分析。为维修过程记录、历史追溯、数据共享和技术分析等工作提供数据支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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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维修数据保存 

5.3.4.1  纸质维修数据记录，运营单位对各级修程及故障维修数据应有相应的保存时间要求，在保存周

期内可以查询到相关维修数据。 

5.3.4.2  维修数据信息化平台需要选定满足要求的计算机网络平台，将维修数据记录按照录入的分类进

行可靠保存，数据保存系统需进行备份以免数据丢失。 

5.4  维修指标 

5.4.1  维修指标统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列车退出正线运营故障率（次/万车公里），宜按月统计； 

b) 车辆系统故障率（次/万车公里），宜按月统计； 

c) 列车可用上线率（百分比），宜按月统计； 

d) 每公里配车数（车/公里）； 

e) 每车配员数（人/车）； 

f) 车辆架修/大修平均停修天数（天），宜按年统计； 

g) 车辆架大修完成率（百分比），宜按年统计； 

h) 服务可靠度（万列公里/次），宜按年统计。 

5.4.2  维修指标统计的具体计算方法见附录 C。 

5.5  质量控制与验收 

5.5.1  运营单位应建立车辆维修质量管控体系，制定质量管理规章，规范质量管控体系运作，对车辆

维修的质量工作方针、工作目标、工作流程、组织架构及职责、质检范围、质检周期、抽查内容、抽查

比例、整改方式、质量考评、执行记录以及委外维修质量管控等做出明确规定。 

5.5.2  运营单位应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设置质量管理组织机构，开展质量检查验收工作。 

5.5.3  车辆维修人员应经培训，具备相关技能，持证上岗。 

5.5.4  应按照过程控制和最终验收并重的原则，进行车辆维修质量管理。 

5.5.5  应实行记名修制度和自检、互检、专检制度。 

5.5.6  应确保重要的维修内容均有相应的工艺文件作指导，同时确保维修人员按照工艺文件开展维修

作业。 

5.5.7  应确保维修人员及时、如实填写维修作业记录，并将作业记录归档保存。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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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8  车辆维修作业所用的工器具和仪器仪表应定期检定合格，生产设备应进行必要的维护保养和检

定，备品备件等物资应经验收合格。 

5.5.9  应制定车辆维修后的验收标准，明确验收项点、技术标准、抽查比例等要求。 

5.5.10  经维修的车辆应依据验收标准通过验收方能投入使用，质检部门应归档并留存验收记录。 

5.5.11  对于因客观原因无法及时处理，存在不影响安全运营的不合格项的车辆，运营单位应制定审批

流程，对允许让步放行的条件、审批程序做出明确规定，并应严格执行。 

5.5.12  对于已让步放行的车辆，运营单位应保留记录，持续跟进不合格项，直至不合格项关闭。 

5.5.13  应为架修大修后的车辆设置一定的质保期限。 

5.6  备件及周转件管理 

5.6.1  备件及含周转件须验收合格后方可入库，如有必要，可通过地面测试装置试验、装车试用或第

三方鉴定方式进行验收。运营单位应留存验收记录。 

5.6.2  运营单位应做好仓储备件及周转件的防护，避免受潮、过热等情况。如有必要，应定期对个别

备件及周转件进行维护保养。 

5.6.3  应界定周转件的范围，将周转件与其它备件区分管理。 

5.6.4  应建立周转件的纸质或电子履历，内容应包含装车记录、运用时间及里程、维修记录、改造与

升级记录等信息。周转件履历应及时填写，并跟随周转件流转。 

5.6.5  对周转件进行的分解、检查、更换主要零部件、测量主要技术参数、组装、测试试验等维修作

业，应留存相应的作业记录。 

5.7  应急处置 

5.7.1  运营单位应建立设备故障应急处置制度，对车辆故障、事故的应急处置做出规定。 

5.7.2  应急处置制度宜分为两类： 

a) 车辆功能性故障应急处理； 

b) 车辆脱轨、倾覆、弓网故障等事故应急处理。 

5.7.3  对上述制度，运营单位应制定详细方案，并开展日常演练，以保障应急处理能力。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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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软件升级和硬件更新改造 

6.1  车辆软件升级/修订 

6.1.1  运营单位应建立车辆软件升级的管理制度。 

6.1.2  软件升级/修订方应按照其单位内部质量控制体系完成升级/修订后软件的审批和发布流程。 

6.1.3  软件升级/修订方应对修订版软件进行实验室验证，确因实验室条件限制的，可与运营单位协商

后在运营单位车辆上进行验证。 

6.1.4  软件升级/修订方应向运营单位提交涉及软件升级/修订的软件修改说明及相关资料，运营单位

在验证、审批后组织实施。 

6.2  车辆硬件更新改造 

6.2.1  硬件更新改造是用原厂新型号的换代产品或其他厂家的满足功能需求的产品替换原有硬件。 

6.2.2  运营单位应建立车辆硬件更新改造的管理制度。 

6.2.3  技术条件 

车辆或子系统符合下列情况之一者可进行更新改造： 

a) 国家规定应淘汰的技术性能落后、高能耗、低效率的或国家明文规定报废的； 

b) 已达到或超过设计使用年限； 

c) 因技术落后、损坏等原因不能修复，或修复费用超过重置价格 50％的； 

d) 因国家技术标准改变而不符合当前使用要求，且不再具有改造价值的； 

e) 设备技术状态下降，修复或改造存在技术上困难。 

6.2.4  技术评估 

6.2.4.1  车辆或子系统达到更新改造的技术条件之一，应进行技术评估。 

6.2.4.2  技术评估应包括下列内容： 

a) 核查待更新改造的车辆或子系统是否符合国家相关规定、是否超过设计使用寿命； 

b) 核查待更新改造的车辆或子系统的完好程度，评估其技术性能，明确是否满足使用要求； 

c) 评估待更新改造的车辆或子系统的主体结构和剩余可使用寿命； 

d) 分析修复的技术可行性、费用和使用成本，评估其维修价值。 

6.2.5  技术要求 

6.2.5.1  硬件更新改造项目原则上应组织装车试验和运营考核。 

6.2.5.2  运营单位应在项目开展前编制硬件更新改造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案和验收标准，在运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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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之前，编制设备维修规程和故障处理指引等相关技术资料，对于有安全风险的，应进行安全评估并制

定应急预案。 

6.2.5.3  运营单位应预先制定硬件更新改造项目目标无法实现的处置方案，包括项目终止、方案变

更及让步接收的条件。 

6.2.5.4  硬件更新改造项目装车考核完成后，运营单位应组织验收，验收应对项目的技术性和经济

效益做出评价。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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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车辆系统部件定修及以下维修内容和要求 

表 A.1 规定了车辆系统部件定修及以下维修内容和要求。 

表 A.1  车辆系统部件定修及以下维修内容和要求 

序号 系统 部件 维修内容 
建议周期 

列检 月检 定修 

1 

车体 

车内设备 
检查设备柜外观及盖板锁闭状态 √ √ √ 

2 检查列车标识外观 √ √ √ 

3 车体结构 检查车门、车窗及车体外观 √ √ √ 

4 
贯通道 

检查贯通道各部件外观及活动性能  √ √ 

5 检查连接杆和铰链   √ 

6 司机室 检查司机台各面板外观 √ √ √ 

7 

车门 

客室车门机械部件 

清洁并润滑车门驱动机构及相关机械部件   √ 

8 检查客室车门及各子部件外观  √ √ 

9 测量车门关键参数，应满足运用标准  √ √ 

10 司机室门 检查司机室侧门外观和开关、锁闭功能  √ √ 

11 通道门 检查通道门外观和开关、锁闭功能 √ √ √ 

12 紧急逃生门 检查紧急逃生门外观和开关、锁闭功能  √ √ 

13 车门电气部件 检查客室门开关、重开门功能及报警声 √ √ √ 

14 

车钩 

全自动车钩 

检查全自动车钩外观 √ √ √ 

15 

清洁机械钩头表平面、外椎体和内椎体，

润滑外椎体和内椎体的滑动表面及钩锁的

各部件 

 √ √ 

16 检查车钩过载保护装置相关部件外观  √ √ 

17 检查车钩对中功能   √ 

18 测量车钩游隙尺寸，应满足运用标准   √ 

19 

半自动车钩 

检查半自动车钩外观 √ √ √ 

20 检查车钩过载保护装置相关部件外观  √ √ 

21 检查车钩对中功能   √ 

22 测量车钩游隙尺寸，应满足运用标准   √ 

23 
半永久牵引杆 

检查半永久牵引杆外观 √ √ √ 

24 检查车钩过载保护装置相关部件外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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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车辆系统部件定修及以下维修内容和要求（续） 

序号 系统 部件 维修内容 
建议周期 

列检 月检 定修 

25 车钩 跨接电缆 
检查跨接电缆插头固定座、电气连接、管

套外观 
 √ √ 

26 

转向架 

构架 检查构架外观 √ √ √ 

27 弹性悬挂装置 检查弹性悬挂装置外观  √ √ 

28 轮对轴箱装置 
测量轮缘厚度、轮缘高度及踏面直径尺寸，

应满足运用标准 
 √ √ 

29 齿轮传动装置 检查齿轮箱外观及齿轮油状态  √ √ 

30 中央牵引装置 检查牵引杆及橡胶关节外观  √ √ 

31 轮缘润滑系统 
检查轮缘润滑装置外观，添加轮缘润滑油

至最大标志线 
 √ √ 

32 

空调 

客室空调 

清洗空调机组   √ 

33 清洁新风温度传感器、送风温度传感器  √ √ 

34 清洁回风温度传感器   √ 

35 
清洁新风过滤网，清洁或更换空调混合空

气过滤网 
 √ √ 

36 检查空调机组及各部件外观  √ √ 

37 检查制冷剂泄漏情况、各盖板锁闭情况  √ √ 

38 检查新风门功能  √ √ 

39 司机室空调 检查司机室空调外观及功能 √ √ √ 

40 空调电气控制 检查客室空调机组制冷功能及送风情况   √ 

41 客室辅助加热设备 检查电加热设备外观及功能 √ √ √ 

42 

制动系统 

供风系统 

更换空气压缩机润滑油，油位应满足运用

标准 
  √ 

43 更换空气压缩机滤清器滤芯   √ 

44 
气制动控制系统 

检查闸片（闸瓦）厚度，应满足运用标准  √ √ 

45 检查制动控制阀外观 √ √ √ 

46 
制动电气控制系统 

检查车辆显示屏各制动的状态 √ √ √ 

47 测试停放制动施加和缓解功能 √ √ √ 

48 风缸设备 检查风缸设备外观  √ √ 

49 

管路元件 

检查管路泄露量，测试压缩空气湿度，应

满足运用标准 
  √ 

50 
检查制动系统各压力开关、安全阀、减压

阀动作情况，应满足运用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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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车辆系统部件定修及以下维修内容和要求（续） 

序号 系统 部件 维修内容 
建议周期 

列检 月检 定修 

51 

牵引系统 

牵引设备箱 检查清洁牵引箱风道及散热片   √ 

52 牵引控制单元 检查牵引箱内部各部件外观及接线   √ 

53 牵引电机 
添加牵引电机轴承润滑油脂，应满足运用

标准 
  √ 

54 

受流设备 

清洁受电弓降弓传感器  √ √ 

55 
测量降弓传感器与感应板间隙，应满足运

用标准 
 √ √ 

56 检查并清洁避雷器  √ √ 

57 检查受电弓及各部件外观  √ √ 

58 检查并测量碳滑板厚度，应满足运用标准  √ √ 

59 
测量受电弓与接触网接触压力，应满足运

用标准 
 √ √ 

60 
测量受电弓高压线排对地绝缘阻值，应满

足运用标准 
  √ 

61 检查升降弓功能 √ √ √ 

62 输入电路 检查牵引箱高压母排接线  √ √ 

63 逆变及斩波模块 检查逆变及斩波模块外观及接线  √ √ 

64 制动电阻 检查制动电阻外观  √ √ 

65 

辅助供电 

辅助逆变器控制 检查辅助逆变器外观及功能   √ 

66 输入电路 检查辅助供电输入电路接线及功能   √ 

67 
逆变模块 

检查辅助逆变器紧急启动单元功能   √ 

68 清洁辅助逆变器风道和散热片   √ 

69 输出电路 检查辅助供电输出电路接线及功能   √ 

70 蓄电池充电模块 检查蓄电池充电模块外观   √ 

71 
蓄电池 

测试蓄电池容量   √ 

72 检查各蓄电池单体外观及接线  √ √ 

73 
照明控制 

检查紧急照明、正常照明功能 √ √ √ 

74 检查司机室照明功能 √ √ √ 

75 辅助设备箱 检查辅助设备箱内各元器件外观及接线   √ 

76 接口 接口设备 检查所有天线安装支架外观  √ √ 

77 
控制 

输入输出模块 检查输入输出模块外观及接线   √ 

78 主处理模块 检查主处理模块外观及接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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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车辆系统部件定修及以下维修内容和要求（续） 

序号 系统 部件 维修内容 
建议周期 

列检 月检 定修 

79 

控制 

人机接口 检查车辆显示器外观 √ √ √ 

80 
电气控制设备（应用

与整车） 
检查列车故障诊断信息 √ √ √ 

81 网络设备 清洁列车控制单元各模块   √ 

82 
乘客信息

系统 
广播 检查列车广播、电子地图外观及功能 √ √ √ 

83 

辅助功能 

照明设备 
检查紧急照明、正常照明设备外观 √ √ √ 

84 检查司机室照明设备外观 √ √ √ 

85 头灯、尾灯 检查外观及功能 √ √ √ 

86 车间电源 清洁车间电源插座触头   √ 

87 烟火报警系统 检查车辆显示屏火灾报警界面 √ √ √ 

88 在线检测设备 检查在线监测设备外观及功能  √ √ 

89 
试验  

牵引制动性能 测试牵引制动功能   √ 

90 冗余、降级功能 测试列车冗余、旁路、降级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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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车辆系统部件架大修维修内容和要求 

    表 B.1 规定了车辆系统部件架大修维修内容和要求。 

表 B.1  车辆系统部件架大修维修内容和要求 

序号 系统 部件 维修内容 
建议周期 

架修 大修 

1 

车体 

车内设备 对内装进行检查，更换或修复受损的零部件。 √ √ 

2 车体结构 对油漆/贴膜进行修补或翻新。 √ √ 

3 
贯通道 

清洁并检查，更换磨耗到限的零部件。 √ √ 

4 润滑活动关节。 √ √ 

5 司机室 对司机室进行检查，更换或修复受损的零部件。 √ √ 

6 

车门 

客室车门机械部件、司

机室门、通道门 

清洁并检查，更换磨耗到限的零部件。 √ √ 

7 调整各参数，要求满足标准。 √ √ 

8 润滑传动、转轴等部位。 √ √ 

9 试验功能正常。 √ √ 

10 
紧急逃生门 

润滑转轴等部位。 √ √ 

11 试验功能正常。 √ √ 

12 车门电气部件 更换行程开关。   √ 

13 

车钩 
车钩 

清洁并检查，要求更换磨耗到限的零部件，钩

头接合面间隙符合标准要求，更换烧损的触头。 
√ √ 

14 探伤关键受力部位，要求无裂纹。 √ √ 

15 润滑活动关节部位。 √ √ 

16 试验，要求功能正常，密封良好。 √ √ 

17 车钩 更换橡胶缓冲器（如有）、支撑橡胶件等。   √ 

18 

转向架 

转向架 对转向架进行分解和清洁。 √ √ 

19 构架 
探伤焊缝等关键受力区域，对出现裂纹的进行

修复或更换。 
√ √ 

20 
弹性悬挂装置 

检查/检测一系弹簧，要求橡胶簧裂纹在标准允

许范围内，金属簧无裂纹，刚度等参数满足运

用标准。 

√ √ 

21 检查二系弹簧，要求裂纹在标准允许范围内。 √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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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车辆系统部件架大修维修内容和要求（续） 

序号 系统 部件 维修内容 
建议周期 

架修 大修 

22 

转向架 

弹性悬挂装置 

检查抗侧滚扭杆关节部位，要求橡胶关节裂纹

在标准允许范围内，轴承关节无卡滞。 
√ √ 

23 
探伤抗侧滚扭杆关键受力区域，对出现裂纹的

进行修复或更换。 
√ √ 

24 
对减振器进行维修和测试，要求无泄漏，参数

符合标准。 
√ √ 

25 
更换一系弹簧、二系弹簧、抗侧滚扭杆关节部

位。 
  √ 

26 

轮对轴箱装置 

探伤关键受力区域，对出现裂纹的进行修复或

更换。 
√ √ 

27 
测量轮对尺寸，要求轮对尺寸满足选配标准，

对不满足的进行镟轮或更换。 
√ √ 

28 根据轴箱轴承选型设计参数进行维修或更换。 √ √ 

29 检查轴端接地碳刷，更换磨耗到限的碳刷。 √ √ 

30 

齿轮传动装置 

检查齿面。 √ √ 

31 更换润滑油/脂。 √ √ 

32 
根据齿轮传动装置轴承选型设计参数进行维修

或更换。 
√ √ 

33 探伤齿根、齿面，要求无裂纹。   √ 

34 

中央牵引装置 

检查中央牵引装置各橡胶件，要求裂纹在标准

允许范围内。 
√ √ 

35 
探伤关键受力区域，对出现裂纹的进行修复或

更换。 
√ √ 

36 更换中央牵引装置各橡胶件。   √ 

37 
轮缘润滑系统 

检查轮缘润滑油量，要求符合标准。 √ √ 

38 试验功能正常。 √ √ 

39 转向架 
对重新组装后的转向架进行静载试验，要求轮

重差符合标准。 
√ √ 

40 

空调 客室空调、司机室空调 

分解，清洁并检查，要求更换损坏的零部件，

更换滤棉等一次性材料。 
√ √ 

41 更换冷凝风机、送风机轴承。 √ √ 

42 重新组装，试验功能正常。 √ √ 

43 测试综合性能，要求参数满足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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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车辆系统部件架大修维修内容和要求（续） 

序号 系统 部件 维修内容 
建议周期 

架修 大修 

44 
空调 

客室空调、司机室空调 
更换压力开关、干燥过滤器、视液镜、风门电

机等。 
  √ 

45 风道 清洁风道。   √ 

46 

制动系统 

供风系统 

更换空压机滤芯。 √ √ 

47 试验空压机功能正常。 √ √ 

48 
分解干燥器，清洁并检查，要求更换磨损到限

的零部件，更换密封件、干燥剂。 
√ √ 

49 重新组装干燥器，试验功能正常。 √ √ 

50 
分解空压机并清洁，更换磨耗件、密封件、轴

承等，重新组装。 
  √ 

51 

气制动控制系统 

清洁并检查踏面/轮盘/轴盘制动单元，更换磨

损到限的零部件。 
√ √ 

52 
润滑踏面/轮盘/轴盘制动单元活塞和关节部

位。 
√ √ 

53 
试验踏面/轮盘/轴盘制动单元，要求功能正常，

参数满足标准。 
√ √ 

54 
分解踏面/轮盘/轴盘制动单元，更换磨耗件、

密封件、轴承等，重新组装。 
  √ 

55 

制动系统 

试验各阀类部件、压力开关、压力传感器，要

求功能正常，参数满足标准。 
√ √ 

56 
分解各阀类部件，清洁并检查，更换磨损到限

的零部件，更换磨耗件、密封件等，重新组装。 
  √ 

57 更换压力开关、压力传感器。   √ 

58 

牵引系统 

牵引电机 

分解，清洁并检查，要求绕组阻值符合标准，

旋转电机轴承无异常、润滑良好。 
√ √ 

59 
重新组装并试验，要求功能正常，参数满足标

准。 
√ √ 

60 
视运用情况对牵引电机进行真空压力浸漆，更

换旋转牵引电机轴承。 
  √ 

61 

受流设备 

分解，清洁并检查，要求关节部件无卡滞，更

换断股或烧损的受流导线，更换磨耗到限的碳

滑板。 

√ √ 

62 探伤关键受力部位，要求无裂纹。 √ √ 

63 润滑活动关节部位。 √ √ 

64 
重新组装并试验，要求功能正常，参数满足标

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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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车辆系统部件架大修维修内容和要求（续） 

序号 牵引系统 部件 维修内容 
建议周期 

架修 大修 

65 

牵引系统 

输入电路 

清洁并检查高速断路器，要求触头无烧损，触

头接触电阻满足标准，灭弧罩无烧损。 
√ √ 

66 
试验高速断路器，要求功能正常，参数满足标

准。 
√ √ 

67 
清洁并检查接触器，要求触头接触电阻符合标

准。 
√ √ 

68 
清洁并检查电容器、电抗器等部件，要求绝缘

良好。 
√ √ 

69 
更换高速断路器主触头、辅助触头、左右连接、

闭合装置等。 
  √ 

70 更换接触器。   √ 

71 根据选型设计参数更换电解电容、传感器。   √ 

72 制动电阻（如有） 
清洁并检查，要求云母板、绝缘子无开裂，绝

缘良好。 
√ √ 

73 散热设备 清洁散热片，更换散热风机轴承。 √ √ 

74 

辅助供电 

输入电路 

清洁并检查接触器，要求触头接触电阻符合标

准。 
√ √ 

75 
清洁并检查电容器、电抗器、变压器等部件，

要求绝缘良好。 
√ √ 

76 更换接触器。   √ 

77 根据选型设计参数更换电解电容、传感器。   √ 

78 

输出电路 

清洁并检查接触器，要求触头接触电阻符合标

准。 
√ √ 

79 更换散热风机轴承。 √ √ 

80 更换应急电池。 √ √ 

81 更换接触器。   √ 

82 

蓄电池充电模块 

清洁并检查接触器，要求触头接触电阻符合标

准。 
√ √ 

83 
清洁并检查电容器、电抗器、变压器等部件，

要求绝缘良好。 
√ √ 

84 更换接触器。   √ 

85 根据选型设计参数更换电解电容、传感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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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续） 

序号 牵引系统 部件 维修内容 
建议周期 

架修 大修 

86 
辅助供电 蓄电池 

清洁并检查，要求蓄电池单体无鼓包或漏液，

液面高度在标准范围内。 
√ √ 

87 进行容量测试，要求容量满足标准。 √ √ 

88 接口 接口设备 探伤 ATC 支架，要求无裂纹。 √ √ 

89 

控制 

人机接口 

清洁并检查司机控制器，要求锁芯与钥匙配合

顺畅，钢丝绳无断股。 
√ √ 

90 更换司机控制器各行程开关。 √ √ 

91 润滑司机控制器活动关节部位。 √ √ 

92 
试验司机控制器，要求功能正常，参数满足标

准。 
√ √ 

93 更换司机显示器背景灯。 √ √ 

94 更换司机控制器锁芯、钢丝绳、电位器。   √ 

95 电气控制设备 更换关键位置的控制开关、按钮、继电器。 √ √ 

96 电气控制设备 更换非关键位置的控制开关、按钮、继电器。   √ 

97 

其它 

电子板件类部件 

清洁并检查，要求各元器件无烧损。 √ √ 

98 根据运用情况更换故障频发的元器件。 √ √ 

99 试验功能正常。 √ √ 

100 静态调试 

检查各系统静态功能，测量车辆静态尺寸，称

重，检查水密性等，要求功能正常，参数满足

标准。 

√ √ 

101 动态调试 
检查各系统动态功能，测试制动距离等，要求

功能正常，参数满足标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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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指标定义及计算方法 

C.1  列车退出正线运营故障率 

C.1.1  定义 

统计期内，列车因发生车辆故障而必须退出正线运营的故障次数与全部列车总行车里程比值，单位

为次/万车公里。 

C.1.2  计算方法 

                                 A =                       (1) 

式中： 

A——列车退出正线运营故障率； 

N1——导致列车退出正线运营的车辆故障次数，即因发生车辆故障而导致列车必须退出正线运

营故障次数，单位为次； 

L1——全部列车总行车里程，单位为万车公里。 

C.2  车辆系统故障率 

C.2.1  定义 

统计期内，导致列车运营晚点 2min 及以上的车辆故障次数与全部列车总行车里程的比值，单位为

次/万车公里。 

C.2.2  计算方法 

                                 B =                                      (2) 

式中： 

B——车辆系统故障率； 

N2——导致 2min及以上晚点的车辆故障次数，单位为次。 

L1——全部列车总行车里程，单位为万车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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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列车可用(上线)率 

C.3.1  定义 

统计期末，运营列车数中，高峰期可用列车数所占的比例，单位百分比。 

列车可用(上线)率的计算方法 

C.3.2  计算方法 

 

                                 C = ×100%                               (3) 

式中： 

C——列车可用(上线)率； 

N3——运营列车数（配属列车数），单位为列； 

N4——高峰期可用列车数，单位为列。 

C.4  每公里配车数 

C.4.1  定义 

每公里的配属车辆数，单位车/公里。 

C.4.2  计算方法 

                                 D =                            (4) 

式中： 

D——每公里的配属车辆数,单位车/公里； 

N5——线路配属车辆数，单位为车； 

L2——线路运营长度，单位为公里。 

C.5  每车配员数 

C.5.1  定义 

每车配属车辆维修人员数，单位人/车。 

C.5.2  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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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     (5) 

式中： 

E——每车配属车辆维修人员数，单位人/车； 

P1——线路配属车辆维修人员数，单位为人； 

N5——线路配属车辆数，单位为车。 

C.6  车辆架修/大修平均停修天数 

C.6.1  定义 

一年内架修/大修车辆从架修/大修开始到结束所占用的平均天数，单位天。 

C.6.2  计算方法 

                                 F = (6) 

 

式中： 

    F——车辆架修/大修平均停修天数； 

T1——所有架修/大修列车的停修总天数； 

N6——架修/大修列车总数。 

C.7  车辆架大修完成率 

C.7.1  定义 

一年内已完成架大修的列车数与计划架大修的列车数的比值，单位为百分比。 

C.7.2  计算方法 

                                 G= (7) 

 

式中： 

G——车辆架大修完成率，单位百分比； 

N7——已完成架大修的列车数； 

N8——计划架大修的列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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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8   列车服务可靠度 

C.8.1 定义 

    一年内全部列车总行车里程与 5min以上延误次数之比，单位为万列公里/次。 

C.8.2 计算方法： 

                                         H= (8) 

式中： 

H——列车服务可靠度，单位为万列公里/次； 

L1——全部列车总行车里程，单位为万车公里； 

T2——5分钟以上晚点的延误次数，单位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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