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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座式单轨道岔设备维护与更新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跨座式单轨道岔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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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控制与验收、维护数据管理的一般原则。 

本标准适用于跨座式单轨道岔设备（以下简称道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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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458  跨座式单轨交通设计规范 

GB 50614  跨座式单轨交通施工及验收规范 

GB/T 30012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跨座式单轨道岔  straddle monorail turnout 

跨座式单轨交通线路中使用的一种特殊轨道转辙设备。它是单轨轨道结构的一部分，采

用电力等动力驱动，转辙时道岔梁整体移动，使道岔梁的两端与线路轨道梁或道岔梁衔接形

成岔道，转换列车行驶路线。 

3.2 

修程  repair procedure 

根据道岔设备技术状况和寿命周期所确定的道岔检查和修理周期及程序，通常分为计划

修、专项修、状态修。 

3.3 

更新  update 

用新型设备或部件整体替代不适用的旧设备或部件。 

3.4 

更换  replace 

用备品备件或符合规定的新制件、旧件修复件替换不符合技术要求的部件。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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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修  scheduled maintenance 

以预防为主，根据零件磨损、老化和寿命规律，按照维护规程规定的检查周期、检查项

目、检查方法、检查标准,对道岔进行计划性维修。 

3.6 

大修  heavy maintenance 

在规定期限内对道岔进行全面修理和部件更换，包括设备完全分解，设备精度复原，磨

损件更换，恢复道岔出厂性能。 

3.7 

状态修  condition based maintenance 

根据道岔的检测和诊断结果，通过综合分析评价，预判道岔故障风险，并在发生故障前

进行维修的模式。 

3.8 

专项修  special repair 

对道岔的系统或部件在某一时段集中进行维修，以确保该系统或部件符合运营工况。 

4   基本要求 

4.1  道岔维护与更新应符合相应的安全技术规范，使道岔处于正常运行状态，保证列车运

行安全。 

4.2  运营单位应配置具有相应岗位资格的生产、技术、管理等工作人员，健全岗位责任制，

确保定员合理、责任落实。 

4.3  道岔应满足车辆、供电和信号等专业的技术要求。 

4.4  道岔转辙时，各节点应位移同步、位置准确和锁定牢固。 

4.5  运营单位宜根据道岔转辙频率、功能及对运营影响程度进行分级管理。 

4.6  运营单位根据道岔实际运行状态和检修条件，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可积极引导并逐

步过渡到状态修。 

4.7  运营单位应建立资产管理体系，加强资产管理、控制风险和降低成本。 

4.8  对于其它不同类型的跨座式单轨道岔，可参照本标准执行。 

5   维护要求 

5.1  维护制度和修程 

5.1.1  运营单位应制定科学、合理、适用的维修制度和修程。 

5.1.2  计划修包括半月检、月检、四月检、年检和大修。 

5.1.3  运营单位根据运营需要，可对道岔关键和重要系统进行临时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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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运营单位根据道岔各系统部件不同的技术状态，可采用专项修的方式进行维修。 

5.2  维护规程和工艺文件 

5.2.1  运营单位应制定相应的维护规程、工艺文件的审核、批准和发布管理规定。 

5.2.2  运营单位应针对各级维护规程编制工艺文件，并根据维护项目和技术标准要求制定

相应的维护记录表。 

5.2.3  维护规程和工艺文件结构宜包括起草部门、起草/修订、校对、审核、批准人员、适

用范围、引用标准、专业名词定义、文件编号、版本号、生效日期等。 

5.2.4  维护工艺内容应对维护项目、人员资质要求、安全注意事项、工具、材料及设备等

作出规定，对关键工序、作业程序、操作步骤、检修范围内容和技术标准等进行详细描述。 

5.2.5  运营单位在规程编制、工艺文件执行过程中，如需进行临时调整，应在充分试验并

保证安全的基础上执行。 

5.3  各级计划修主要内容 

5.3.1  半月检 

半月检应对道岔外观、运转功能进行检查，对部分电气数据进行测量。维修内容和要求

见附录A。 

5.3.2  月检 

月检应对道岔外观、运转功能进行检查，对机械和电气部件进行检测，并对部分润滑系

统进行加油保养。维修内容和要求见附录A。 

5.3.3  四月检 

四月检应对道岔整体状态和功能进行检查，对机械和电气部件进行检测，对重要部位进

行紧固、清洁，并对全部润滑系统进行加油保养。维修内容和要求见附录A。 

5.3.4  年检 

年检应对道岔性能进行全面检查、检测、调试和试验，恢复道岔综合性能。维修内容和

要求见附录A。 

5.3.5  大修 

大修宜间隔6年或道岔转辙80万次～100万次时实施。大修可对道岔部件进行更新改造或

升级，对更换后的部件进行分解、清洁、检查、探伤和整修，并对道岔性能进行全面检测、

调试和试验，以达到道岔原设计要求。维修内容和要求见附录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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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软件升级和硬件更新改造 

6.1  一般规定 

6.1.1  运营单位应建立软件升级和硬件更新改造的相应管理制度和规范的操作流程。 

6.1.2  供应商应建立测试环境，制订测试大纲，进行测试验证，形成测试分析报告。上线

试运行前，供应商应提供风险分析报告及应急处置方案报运营单位。 

6.2  软件升级/修订 

6.2.1  软件升级/修订申请可由使用单位或软件供应商提出。软件升级申请应描述运行环

境、对外接口和通信规约的变化、功能和性能方面的改进；软件修订申请应详细描述软件需

要修订的错误或缺陷。 

6.2.2  软件升级/修订完成后应建立软件版本信息的档案。 

6.3  硬件更新改造 

6.3.1  新产品应与原产品的接口参数相匹配，并有详细的新、旧产品性能对比分析报告。 

6.3.2  道岔或子系统符合下列条件之一宜进行更新改造： 

a) 已达到或超过设计使用年限，且无法修复或无技术改造价值； 

b) 因技术明显落后，耗能高、效率低，技术指标已达不到使用要求； 

c) 设备技术状态下降，修复或改造存在技术上困难；  

d) 因事故或不可抗力等因素，致使道岔无法修复或修复成本过高； 

e）国家明文规定或行业规定应报废。 

6.3.3  道岔或子系统符合更新改造条件之一，运营单位应进行技术评估，包括下列内容： 

a) 技术评估应以技术检测为基础，结合运营单位提供的道岔运行资料，评估道岔或子

系统的技术状态，明确是否满足使用要求； 

b) 核查待更新改造道岔或子系统是否符合国家相关规定、是否超过设计使用寿命； 

c) 应分析道岔或子系统是否有修复或改造的技术可行性、经济性、安全性； 

d) 技术评估报告应明确道岔或子系统的技术状态，并提出修复、改造或报废意见。 

7   质量控制与验收 

7.1  质量控制 

7.1.1  运营单位应建立健全道岔维护与更新的质量管控体系，制定质量控制的规章制度，

规范质量管控体系运作流程，对道岔维护的工作方针、工作目标、工作流程、质检范围、质

量考评以及委外维护质量管控等作出明确规定。 

7.1.2  维护人员应经培训合格，持证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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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各项维护内容应具有相应的工艺文件，确保维护人员按照工艺文件开展维护作业。 

7.1.4  道岔维护作业应实行自检、互检、专检制度。 

7.1.5  计量工器具和仪器仪表应定期检定合格；检修设备应定期进行维护保养和检定，备

品备件等物资应经验收合格。 

7.2  质量验收 

7.2.1  运营单位应依据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设计制造的技术文件和运维经验制定道岔验

收标准，明确验收项点、技术标准、抽查比例等要求。 

7.2.2  验收合格的道岔应填写维护与更新验收记录，存档备查。 

7.2.3  对验收不合格的道岔应进一步开展质量分析、维护、检测，直到达到维护与更新技

术要求为止。 

7.2.4  更新改造的验收方式宜按初步验收和竣工验收两个阶段进行。 

8   维护数据管理 

8.1  一般规定 

8.1.1  运营单位应制定道岔维护文件、数据记录、档案资料的管理制度，规范道岔维护与

更新相关的管理文件、技术文件、记录数据的管理要求。 

8.1.2  运营单位应建立道岔维护与更新的数据管理体系，对维护数据的录入、修订、撤销、

删除、查询进行管理。 

8.1.3  道岔维护的数据记录应包括道岔履历记录、计划修记录、故障修记录、部件更新记

录以及专项修记录等。 

8.1.4  维护数据记录的形式可采用纸质和电子文档，并向信息化管理方向发展。 

8.2  维护数据保存及应用 

8.2.1  运营单位宜根据自身情况建立适应现场维护数据记录的信息化管理系统。 

8.2.2  归档资料应保证完好，存放有序，方便查找，重要资料应备份。 

8.2.3  运营单位可定期通过数据信息化平台对数据进行归类和分析，对维护修程周期的调

整和推广状态修提供基础数据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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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道岔系统部件年检及以下维修内容和要求 

表 A.1规定了道岔系统部件年检及以下维修内容和要求。 

表 A.1  道岔系统部件年检及以下维修内容和要求 

序号 系统 部件 维修内容 

建议周期 

半月

检 
月检 

四月

检 
年检 

1 

机械 

装置 

梁体 

检查道岔转换动作 √ √ √ √ 

2 检查道岔梁的表面焊接部位   √ √ 

3 检查道岔梁的涂装   √ √ 

4 
测量相邻梁体接缝板错位尺寸，应符合

规定 
   √ 

5 
检查道岔梁与相邻梁的间隙，应符合规

定 
   √ 

6 

台车 

检查台车体外观    √ 

7 检查台车安装螺栓是否松动    √ 

8 
检查固定端台车中心轴安装螺栓、防倾

板安装螺栓是否松动 
  √ √ 

9 台车车轮轴承部分加注润滑脂   √ √ 

10 固定端台车中心轴轴承加注润滑脂   √ √ 

11 固定端台车耐磨板加注润滑脂   √ √ 

12 尾轴 检查尾轴外观和动作，加注润滑脂   √ √ 

13 

T 型轴 

T 型轴加注润滑脂   √ √ 

14 检查 T 型轴耐磨垫板磨损    √ 

15 检查 T 型轴安装螺母是否松动   √ √ 

16 固定接缝板 
检查固定接缝板(走行面、稳定面、导

向面)安装螺栓是否松动 
 √ √ √ 

17 

活动接缝板 

检查活动接缝板的外观   √ √ 

18 活动接缝板铰链部位加注润滑油  √ √ √ 

19 检查活动接缝板动作 √ √ √ √ 

20 
驱动 

装置 
蜗轮减速机 

检查蜗轮减速机外观  √ √ √ 

21 检查蜗轮减速机安装螺母是否松动   √ √ 

22 蜗轮减速机轴承部加注润滑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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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道岔系统部件年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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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月

检 
月检 

四月

检 
年检 

23 

驱动 

装置 

蜗轮减速机 
检查蜗轮减速机润滑油质量和油位高

度 
  √ √ 

24 主减速机 检查主减速机润滑油质量和油位高度   √ √ 

25 

联轴器 

检查联轴器中间法兰盘安装螺栓是否

松动 
  √ √ 

26 齿轮联轴器加注润滑脂   √ √ 

27 链式联轴器加注润滑油   √ √ 

28 传动轴 检查传动轴外观和运转情况  √ √ √ 

29 
转臂 

测量转臂滚轮与导向槽的间隙，应符合

规定 
   √ 

30 转臂滚轮与导向槽加注润滑脂  √ √ √ 

31 
安全离合器 

检查安全离合器安装螺栓是否松动   √ √ 

32 安全离合器对中性应符合规定    √ 

33 

转辙电机 

测量转辙电机的制动间隙及蹄片厚度，

应符合规定 
 √ √ √ 

34 
测量转辙电机线圈绕组的绝缘电阻值，

应符合规定 
   √ 

35 测量转辙电机的电流值，应符合规定 √ √ √ √ 

36 检查转辙电机安装螺栓是否松动  √ √ √ 

37 

轨道 

检查道岔轨道压板安装螺栓是否松动   √ √ 

38 
测量相邻台车轨道间轨道面的高低差，

应符合规定 
   √ 

39 

锁定 

装置 

电动推杆 

电动推杆螺纹部分加注润滑脂   √ √ 

40 
检查电动推杆在台车上的安装螺栓是

否松动 
 √ √ √ 

41 测量电动推杆行程，应符合规定    √ 

42 测量电动推杆的伸缩时间，应符合规定    √ 

43 电动推杆衬套加注润滑油   √ √ 

44 
锁定电机 

测量锁定电机线圈绕组的绝缘电阻值，

应符合规定 
   √ 

45 测量锁定电机电流值，应符合规定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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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道岔系统部件年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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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月

检 
月检 

四月

检 
年检 

46 锁定 

装置 
锁定轮 

测量锁定轮与锁槽镶块间隙，应符合规

定 
   √ 

47 锁定轮与锁槽加注润滑脂  √ √ √ 

48 

可挠 

装置 

凸轮结构 
凸轮从动件、凸轮轴、凸轮螺旋槽加注

润滑脂 
  √ √ 

49 

电动推杆 

电动推杆螺纹部分加注润滑脂   √ √ 

50 检查电动推杆的安装螺栓是否松动  √ √ √ 

51 测量电动推杆行程，应符合规定    √ 

52 测量电动推杆伸缩时间，应符合规定    √ 

53 
助推型装置 

检查助推型装置安装螺栓是否松动  √ √ √ 

54 检查助推型装置的轴承性能  √ √ √ 

55 
可挠电机 

测量可挠电机线圈绕组的绝缘电阻值，

应符合规定 
   √ 

56 测量可挠电机电流值，应符合规定 √ √ √ √ 

57 

控制 

装置 

控制柜 

测量控制柜内电压，应符合规定 √ √ √ √ 

58 测量控制柜接地电阻值，应符合规定    √ 

59 测量转辙时间，应符合规定 √ √ √ √ 

60 
检查控制柜内配线、端子、标记应符合

规定 
  √ √ 

61 检查控制柜内有无进水、锈蚀 √ √ √ √ 

62 检查控制柜内照明、指示灯、仪表功能 √ √ √ √ 

63 清洁控制柜内电气元件  √ √ √ 

64 检查控制柜安装螺栓是否松动    √ 

65 接触器 检查接触器动作和触点外观 √ √ √ √ 

66 

安全继电器 

检查安全继电器动作和触点外观 √ √ √ √ 

67 
测量安全继电器触点接触电阻值，应符

合规定 
   √ 

68 断路器 检查断路器外观和动作 √ √ √ √ 

69 
热继电器 

检查热继电器设定值   √ √ 

70 检查热继电器外观和动作  √ √ √ 

71 
电缆 

检查电缆外观    √ 

72 测量电缆绝缘电阻值，应符合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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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道岔系统部件年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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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月

检 
月检 

四月

检 
年检 

73 

位置检

测装置 

撞块 检查行程开关与撞块的位置 √ √ √ √ 

74 

行程开关 

检查行程开关动作 √ √ √ √ 

75 
测量行程开关触点接触电阻值，应符

合规定 
   √ 

76 

辅助 

装置 

底板 
检查底板外观   √ √ 

77 检查底板螺栓是否松动   √ √ 

78 
凸台 

检查凸台外观  √ √ √ 

79 检查凸台内部空洞    √ 

注：维修内容栏中的“符合规定”指符合实际应用中有关技术规定或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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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道岔系统部件大修内容和要求 

表 B.1规定了道岔系统部件大修内容和要求。 

表 B.1  道岔系统部件大修内容和要求 

序号 系统 部件 维修内容 

1 

机械 

装置 

梁体 
测量梁体线形精度、检查外观（包括焊接部位及接地线） 

2 测量接缝板间隙和磨损量 

3 

台车 

检查台车轮、轨道磨损量 

4 检查台车、尾轴的工作性能 

5 更换 0#台车耐磨板 

6 更换台车轮轴承 

7 尾轴 更换尾轴轴承 

8 
T 型轴 

检查 T 型轴外观，T 型轴孔座及安装座焊接外观 

9 更换 T 型轴平面轴承 

10 活动接缝板 更换活动接缝板，对更换后的活动接缝板拆修 

11 固定接缝板 更换锈蚀固定接缝板 

12 

驱动 

装置 

导槽 检查导槽紧固螺栓、缓冲装置工作状态；镶块的磨损量 

13 蜗轮减速机 
更换蜗轮减速机（包括手动转辙装置、转臂、导轮），对更换后的蜗轮

减速机进行拆修 

14 
臂到位行程

开关支架 
更换臂到位行程开关支架   

15 主减速机 更换主减速机，对更换后的主减速机进行拆修 

16 联轴器 更换联轴器，对更换后的联轴器进行拆修 

17 安全离合器 更换安全离合器，对更换后的安全离合器进行拆修 

18 转辙电机 更换转辙电机，对更换后的转辙电机进行拆修 

19 

锁定 

装置 

锁槽 检查锁槽镶块磨损 

20 
锁定行程开

关支架 
检查锁定行程开关支架和撞块外观 

21 
锁定电机及

推杆 
更换锁定电机和推杆，对更换后的锁定电机和推杆进行拆修 

22 

可挠 

装置 

可挠装置 检查可挠助推连杆装置、凸轮传动机构的工作性能 

23 可挠板 检查可挠板支撑座、连接销、防护罩的外观 

24 
可挠电机及

推杆 
更换可挠电机和推杆，对可挠电机和推杆进行拆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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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道岔系统部件大修内容和要求（续） 

序号 系统 部件 维修内容 

25 

控制 

装置 

电缆 
检查控制回路各电缆外观有无老化、破损现象 

26 更换电缆 

27 
电气元件 

检查各电气元件工作性能 

28 更换达到使用年限的电气元件 

29 
位置检

测装置 
行程开关 更换行程开关 

30 

其他 

静态测试 
检查各装置静态功能，测量道岔线形精度等，要求功能正常，参数满足

标准 

31 动态测试 检查各装置动态功能，测量转辙时间等，要求功能正常，参数满足标准 

32 润滑 清洁润滑部位，润滑活动部位 

33 螺栓 连接部位螺栓必须达到规定扭力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