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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铁路客车是完成客运任务的重要的技术装备，不仅要求能乘坐更多的旅客，以完成繁重的旅客任务，而且与乘坐旅客的安全、
舒适、快捷息息相关，而转向架是客车的关键部件之一，直接关系到旅客的安全性、舒适性。铁路客车提速后，由于运行速
度的普遍提高，客车横摆严重，垂向振动加剧，造成零部件的磨损、折断、松动现象的频繁的发生，转向架运行性能的恶化。
对车辆的运行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同时也对行车安全也埋下了巨大的隐患，怎样才能避免这些隐患的发生，这是人们所
关注的，也是需要解决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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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铁路客车安全围绕客车防燃轴切轴、防配件脱落、防火

灾、防制动故障、防列车分离、防运行品质不良等“六防”

安全关键进行卡控，其中对客车运行品质提出了较高要求。

快速客车在运行中不可避免的出现交变的轮轨作用力，这些

作用力会激起车辆的振动。除了受平直线路不平顺影响外，

车辆还要受线路曲线、缓和曲线和超高等线路平面的影响，

从而影响旅客乘坐的舒适性。为提高列车运行品质，进一步

强化客车作业标准落实，对车辆振动、异响重点卡控，防范

旅客列车车辆部件脱落，论文围绕源头质量、作业标准等方

面深入剖析导致运行品质不良的原因及探索有效的防控措施，

利用大数据分析总结安全规律，管控现场作业，从主型客车

轮对损伤、异音、异响、基础制动装置、弹性悬挂装置等部

件进行整体卡控，强调在检修中应该注意的部位，同时根据

运行途中反馈的突发故障信息，及时查找诱发原因，精准制

定处置措施，确保客车零故障出库。论文对有效提高客车运

行品质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以尽可能的减少或避免出现相同

的问题，提高车辆运行稳定性和旅客乘坐舒适性。

2�各部主要检查项点及要求

对客车转向架“车下易脱落配件”和“悬吊装置”�为重

点的专项排查整治形成常态，坚持“逐辆逐项、不留死角”

的原则，按照“责任分工、实名整治、一车一档”的要求，

从检修作业质量入手，强化排查整治责任落实和追究，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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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客车易脱落配件安全隐患，加强制动机试验及客车轮对

专项修的质量标准落实，遇旅客列车车辆故障和异常情况时，

严格按规定进行处理，确保客车运行安全。各部主要检查项

点及要求：

（�）空气弹簧：空气弹簧高度测量块无缺失，橡胶囊与

金属板的粘接面无脱离，橡胶囊及橡胶堆表面裂纹不超限、

胶囊帘线不外露。

（�）差压阀、高度调整阀及调整杆无裂损变形，连接风

管路无腐蚀损坏，各部无漏泄。高度调整阀防护板安装牢固。

防过充安全钢丝绳、圆销、开口销无折损。

（�）油压减震器：配件无缺失、安装牢固，无漏油、折损。

（�）“三捆绑”装置：配件齐全，开口销状态良好，角

度为 ��-��度。

（�）客车钩缓装置：��号车钩缓冲装置各部无裂损；

螺母安装良好，开口销无折损；缓冲器无上翘；车列首尾车

钩三态作用良好，车钩高度符合规定；相连车钩钩差不过限。

密接式车钩缓冲装置各部无裂纹和永久变形；各部螺栓无松

动、丢失；两车钩连接间隙及缓冲器的内半筒相对外壳后端

面的伸出量不超限；解钩手柄定位良好、无变形。

（�）制动梁端轴：将制动梁端轴根部、端轴与制动梁焊

接部位尘土和锈垢等清除干净，然后细致检查端轴根部、端

轴与制动梁焊接部位，确保无裂纹、裂损。

（�）旁承和心盘装置：旁承和心盘螺栓无松动和裂损、

旁承无错位，旁承螺栓与摇枕弹簧无接触、别劲，旁承间隙

符合出库标准。

（�）摇枕弹簧、轴箱弹簧：对摇枕弹簧、轴箱弹簧用点

检锤敲击检查，并进行外观细密检查。发现折断、裂纹，必

须进行更换。

（�）抗侧滚扭杆装置：细致检查抗侧滚扭杆装置各部位，

确保无裂纹、裂损。

（��）排水导筒、排便筒安装牢固。

3�库内排查重点

（�）对振动、异响车辆轮对细密测量，建档追踪。对悬

吊部分重点检查。

（�）重点检查各型客车底部电池箱，发电机组、单元柴

油机组、配电箱，制动单元、气路控制箱等悬吊装置。

（�）检查客车转向架各吊轴、吊销、吊座、弹簧；制动

盘、闸片各销、套的磨损；各风缸吊架，转向架悬吊部件等

组装螺栓、圆销开口销等。

（�）车厢内各通过台、洗漱间、厕所上部检查孔盖。

（�）车顶排气扇防雨帽、餐车烟囱帽，发电车烟囱、排

气扇防雨帽、排风口百叶窗，车顶盖、天线的安装情况。

（�）空调机组检查盖板、排水管安装情况，有无腐蚀。

4�控制措施

（�）对悬吊装置、易脱落配件紧固螺栓状态进行全面检

查，对污垢的螺栓紧固部位，必须全部清洁，保证检查确认

紧固状态，对未涂打防松标记的要进行涂打，对涂打标记的

进行检查确认到位。

（�）对所有易脱落配件圆销、开口销状态进行检查确认，

对磨耗接近到限的要全部更换。

（�）对客车通过台、厕所、洗漱间等部位的平顶板检查

门，排查防脱明锁及封条状态。凡因客车整备、检修等原因

需打开检查门时，工作者必须确认安全吊带连挂牢固后方能

锁闭。检查门锁闭后，还须由质检员对锁闭状态进行再次确认；

作业人员每次检查完毕后，要将三角锁锁闭到位，同时将加

装锁闭装置锁闭到位，重新粘贴封条写明检查日期。

（�）强化客车易脱落配件和部位的库内检修质量控制。

一是每趟入库客车检修必须严格执行《运用客车出库质量标

准》，严格“三检一验”及记名检、修、验制度落实，确保

客车出库质量标准达标。二是加强客车定期排除整治，特别

是春秋整修和每次客车鉴定时，重点对客车易脱落配件和部

位进行全面排除和整治。

5�加强 TPDS 管理

加强 73�6管理，实现对客车运行品质不良、车轮踏面

损伤、转向架安全隐患的全程跟踪和故障预警，更好的发挥

其保证客车运行安全的作用。车辆运行品质轨边动态监测系

统（73�6）是发现车辆运行品质不良，车轮踏面损伤和超偏

载等安全隐患，并进行跟踪和故障预报警的地对车安全监测

系统，是保证铁路车辆运输安全的重要设施。

5.1�车轮踏面损伤报警的等级

根据车轮踏面损伤程度由重到轻顺序分为一级、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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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其中：一级报警为严重报警，报警冲击当量大于或等

于 ��（空簧车等于或大于 ��）；二级报警为较严重报警，报

警冲击当量为 ��-��（空簧车 ��-��）；三级报警为一般报警，

报警冲击当量为 ��-��（空簧车 ��-��）。73�6报警使用颜

色区分，一级为红色，二级为橙色，三级为黄色。

5.2�TPDS 故障判定与处理

发生以下问题由库检车间组织进行换轮、镟轮或甩车处

理，处理入库后还须对转向架进行检查，主要检查该转向架

轴箱弹簧、摇枕弹簧、轴箱定位套、定位座、轴箱导柱、构架、

弹簧托梁等悬吊部件无裂纹、折损，发现故障及时处置。

（�）一级报警

（�）二级报警冲击当量普通车为 ��（空簧车 ��）

（�）同一轮对连续两趟发生二级报警。

（�）同一轮对连续发生三级报警 ��次及以上。

6�LY 客车车轮故障在线检测系统

充分利用“LY客车车轮故障在线检测系统”(以下简称“LY

系统”)�诊断和故障提示功能，“LY系统”由车轮探伤单元

和车轮外形尺寸检测单元两个可独立工作的模块组成，能够

检测车轮内部径向和周向裂纹、车轮直径、轮缘高度和厚度、

轮缘 QR值、轮辋厚度、踏面磨耗和轮对内侧距等，能够对

车轮经济检修提供依据，并对客车运行安全起到重要的作用。

“LY系统”的车轮外形尺寸检测模块能够自动检测：

踏面磨耗、轮缘厚度、QR值、车轮直径、轮对内距、轮辋厚

度。探伤模块能够检测轮缘径向缺陷、轮辋周向及径向缺陷。

具有探伤检测数据采用轮饼图、�扫等关联显示分析功能。

具有绘制轮对外形检测曲线并与踏面标准外形进行比较显示

功能。

“LY系统”具有超限报警提示功能，通过对轮对的安全

监控，对检测数据存储、分析、查询、统计以及对历史数据

的跟踪分析，对车轮状态做出综合评价。库检车间及时对数

据进行现场测量核实，对故障轮对进行换轮、镟轮或甩车处理。

7�加强轮对鉴定及转向架深度检查专项修

7.1�轮对鉴定

轮对检查：（�）测量轮轴各部尺寸。（�）轮轴各部尺

寸及损伤符合运用限度要求。（�）轮轴各部无裂纹，轮缘顶

部不得形成锋芒，锤击车轮踏面无异音。（�）车轮无失圆。

制动盘检查：（�）制动盘各部尺寸符合运用限度要求。

（�）制动盘与盘毂连接部、半盘连接部无裂损、松动。（�）

制动盘摩擦面不允许有厚度方向的贯通裂纹。（�）制动盘散

热筋（片）不得有贯通裂纹。（�）制动盘固定螺栓无松动、

开口销无丢失、折损。（�）制动盘的两个磨擦面应均匀磨耗。

轮对跟踪：（�）对鉴定发现不符合运用限度和异常的轮

对安排镟修、更换。（�）对不符合辅（��）修限度的轮对纳

入跟踪。

7.2�转向架深度检查

（�）清除转向架污垢、锈垢，满足检查、测量和油润工

作的需求。（�）构架、摇枕、弹簧托梁、轴箱定位装置及各

部安装座、吊座无裂纹、变形。(�) 摇枕吊、摇枕吊轴、牵引

拉杆、横向拉杆、抗侧滚扭杆及吊杆、横向控制杆、基础制

动装置及各安全托（吊）无松动、裂损、开焊。(�) 各圆销、

开口销磨耗及销套配合间隙符合要求，销套不窜出。(�) 轴箱

定位装置、牵引拉杆、横向拉杆、横向控制杆和横向缓冲器（横

向档）等处的橡胶部件无破损、脱胶、窜出，裂纹不超限。(�)

抗侧滚扭杆吊杆关节轴承无窜出、关节轴承转动灵活。(�) 防

松标记须清晰，标记不清时须重新涂打。(�) 螺母、螺栓有移

位、松动现象时，按照规定扭矩进行紧固或更换螺母和螺栓。

(�) 制动装置各垂下品与轨面距离符合运用限度要求。(��) 磨

耗部位给油。(��) 对经测量接近到限的故障或需要进一步确认

的故障纳入重点故障跟踪计划。

8�乘务员对振动、异响车辆做到五个“必须”

（�）必须引记“车统-���”；

（�）必须跟踪检查轴温、轮对踏面、7&�6监控；

（�）必须利用较长站停时间，重点对车辆悬挂部位、各

弹簧、拉杆进行检查；

（�）入库必须对车辆悬挂部位、构架等进行全面检查，

车间干部必须到现场盯控。

（�）接车乘务员出库交接时必须确认处理状况。

9�运行中旅客列车运行中发生振动、异音、异

响应急处置方法

（�）乘务员负责对 73�6报警信息进行途中跟踪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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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同时做好报警信息的反馈工作。乘务员接到 73�6报

警信息后，需对报警车辆顺位、车号、轮位进行确认，并反

馈监听报警车辆轮轨间是否有异响或异常振动，查阅报警车

辆轴温是否异常，发现故障危及行车安全时，应果断通知司

机停车处理。跟踪运行时，途中重点监控，待列车到达作业

站停车后须对报警处理的轮对及转向架进行重点检查，主要

检查报警轮对踏面是否有缺损、剥离、空洞等故障，盖转向

架轴箱弹簧、摇枕弹簧、轴箱定位套、定位座、轴箱导柱及

构架是否存在异常，乘务员确认完毕后须将车辆的检查情况

反馈至 73�6监控员。

（�）车辆乘务员接到其他列车工作人员反映或发现旅客

列车运行中有振动、异音、异响时，要立即赶到问题车辆，

对该车重点监控，监听车辆运行状态，采用耳听、开窗等方

法进行检查判断，发现热轴、抱闸、振动、异音、异响等危

及行车安全和人身安全的情况需要通知司机立即停车或者前

方站停车确认。确认不危及行车安全的问题及运行品质不良

的轮对提报《车统 -���》，入库检查处理。

（�）无法判定是否影响列车安全运行时，车辆乘务员

须在本车重点监控。当列车需限速运行至前方站或停车处置

时，车辆乘务员立即通知机车乘务员。车辆乘务员按规定使

用列车无线调度通信手持终端呼叫机车乘务员进行停车检查，

重点检查轮轴状态及各悬吊部分、制动装置，故障影响车辆

运行或造成车辆部件损坏时，对车辆进行应急处理并试验

后，达到运行条件后方可通知机车乘务员开车，必要时预报

前方客列检协助处理。[�] 如故障影响行车安全且不能修复时，

通知机车乘务员向列车调度员报告请求救援。车辆乘务员及

时将检查情况及应急处置情况按要求向本属车辆段调度进行

反馈。

（�）列车发生紧急制动停车后，车辆乘务员须按照《铁

路客车运用维修规程》第 ���条有关处置要求执行，开车后

须立即进行一次全列巡视，发现异常时应通知司机立即停车

或者前方站停车。

10�具体落实措施

（�）定期组织乘务指导、质检员、工长及相关人员对所

属客车进行逐辆逐项全面排查，加强现场关键作业控制检查

指导。定期开展客车“运行品质不良”专项整治，重点对转

向架各部、油压减震器及轮对踏面进行检查，加强“���”管理，

对乘务交震动大的车辆，库检要及时销号，对发现的问题和

隐患分类统计、逐项逐条限期组织整治。

（�）明确单一项点应急处置流程，大力减少中间环节，

强化现场作业实作培训，保证应急处置正确迅速。确保问题

发生后能够按标按规正确处置，严防引发次生事故。强化突

发情况应急处置，牢固树立“宁可错停，不可盲行”的观念。

（�）加强客车应急处置相关知识的培训学习，对理解偏

差、概念不清的，要及时答疑解惑，彻底消除规章制度执行

不到位或偏差的问题。

（�）加强对现场作业的检查指导，严格作业标准和作业

流程执行情况的跟班检查，及时纠偏规章制度执行漏项、缺

项问题，确保作业标准落实到位。

11�相关管理要求

（�）强化旅客列车安全责任意识，各级管理与专业技术

人员高度重视提高客车运行品质的重要意义。增强对安全的

敬畏感、紧迫感、责任感，牢固树立客车安全无小事的意识。

（�）抓好落实，按照“岗位第一责任人”的要求，克

服安全意识疲劳和安全管理上的盲目乐观、依赖思想和松懈

情绪，对各项排查整治发现的问题必须全部登记入档并立即

整改。

（�）杜绝应急处置不当、信息迟报的问题，对影响客车

运行品质的重点、典型问题进行汇总分析，对典型和突出问

题要制定防范措施。

（�）车间对提高客车运行品质排查整治进行全过程督导，

凡发现组织不力，行动迟缓，落实不到位，问题整改不及时的，

按照车间有关规定考核。通过典型案例开展宣讲教育，切实

增强作业人员安全责任意识。同时要举一反三，进一步排查

规章制度存在的缺陷，研判作业人员和设备运用安全风险，

细化完善应急处置流程，强化现场作业实作培训，使客车运

行品质有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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