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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朔黄线上行正线陆续上道使用 ZYJ7+SH6加可

动芯转辙设备，标志着重载铁路全面提速运行。ZYJ7型电

液转辙机是采用电动机驱动，液压传动的方式来转换道岔的

一种转换装置，它具有牵引力大、性能稳定的特点，并能有

效地克服尖轨在密贴时的转换力，可靠的锁闭道岔尖轨与基

本轨（可动心翼轨），有效杜绝因列车通过时产生振动和冲

击所带来的危害，提高了转换设备的寿命和可靠性，在重载

铁路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电液道岔通过外锁闭装置把尖轨与基本轨锁住，大大

提高了列车运行的安全性。从图 1可以看出，外锁闭装置像

钩锁器一样把密贴尖轨与基本轨紧密地锁在一起，与内锁闭

装置要通过长杆锁闭尖轨不同，内锁闭方式，当杆件折断或

变形时，密贴尖轨将张开缝隙，有列车通过时将产生严重后

果。而外锁闭在这种情况下仍能保持密贴尖轨与基本轨的密

贴，保证列车运行安全。

整套系统重量轻、安装简便灵活、易于维护，不妨碍

工务电务养护，双杆（动作杆、表示锁闭杆）锁闭尖轨在密

贴位置，两牵引点之间采用油管传输，可避免机械磨损和

旷动，安装简便，适用于多点牵引；当采用两点或多点牵

引时，SH6型转换锁闭器和信号楼之间不必另行敷设电缆，

也不必在信号楼内增设控制电路，节省投资成本。另外，采

用液压传动、机械锁闭，达到磨损小、寿命长、锁闭可靠等

特点 [1]。

2009年，随着微机监测设备的全面推广，对道岔设备

的运用、分析和维修提供更为坚实的数据支持，论文结合道

岔故障监测曲线进行对比，探析道岔故障处理。

2020年 4月 13日，某站排列发车进路时，35#道岔转

换不到位，经电务人员查看微机监测曲线如图 2所示，具体

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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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现象

室内控制台操纵道岔后道岔无表示，提示道岔挤岔，

道岔电流表直到 30s后回落；室外尖轨与基本轨不分离，转

辙机内部接点处于 1、4排接点闭合，电机空转直至 30s后

停转 [2]。

曲线分析

电机启动后，道岔功率曲线从第 2s开始突然升高至高

位，并保持 30s后自动断电，说明道岔未解锁。

故障判断和处理

到达现场后观察道岔动作状态，查看道岔整体转换有

无别劲，判断是机械故障还是油路故障，并按照如下步骤

处理：

①是否存在外界干扰。检查尖轨与基本轨间有无异物。

②是否存在道岔密贴过紧。应对措施：松开不解锁位

置的锁闭框、锁闭铁处的螺栓，并在道岔转换过程中用 4P

手锤敲打道岔锁闭杆。

③转辙机油量是否在规定范围内，油量不足补充液

压油。

④道岔动作、溢流压力是否在标准范围内。

⑤各种杆件、转换部件是否有摩卡、卡阻等。

2019年 6月 9日，某站排列调车进路时，42#道岔转

换不到位，经电务人员查看微机监测曲线如图 3所示，具体

分析如下。

故障现象

室内控制台操纵道岔后道岔无表示，提示道岔挤岔，

道岔电流表直到 30s后回落；室外道岔解锁后，尖轨在转换

中途受阻，道岔不能锁闭，转辙机内部接点处于 1、4排接

点闭合，电机空转直至 30s后停转 [3]。

曲线分析

电机启动后，道岔功率曲线从第 2~6s内开始突然升高

至高位，并保持 30s后自动断电，说明转换中受阻。

故障判断和处理

到达现场后观察道岔动作状态，查看道岔整体转换有

无别劲，判断是机械故障还是油路故障，并按照如下步骤

处理：

①是否存在外界干扰。检查尖轨与基本轨间时候有异

物、尖轨与限位器之间夹异物。

②转辙机油量是否在规定范围内，油量不足补充液

压油。

③道岔动作、溢流压力是否在正范围。

④各种杆件、转换部件是否有摩卡、卡阻。

⑤油路系统是否正常。

⑥滑床板清扫不良、吊板等造成转换阻力过大

2021年 1月 17日，某站排列接车进路时，25#道岔转

换不到位，经电务人员查看微机监测曲线如图 4所示，具体

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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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现象

室内控制台操纵道岔后道岔无表示，提示道岔挤岔，

道岔电流表直到 30s后回落；室外尖轨与基本轨密贴后，道

岔不能锁闭，转辙机内部接点处于第 1、4排接点闭合，电

机空转直至 30s后停转。

曲线分析

电机启动后，道岔功率曲线从第 6s开始回落，证明道

岔已经转换到位，但又突然升高至高位，并保持 30s后自动

断电，说明道岔转换到位后不能正常锁闭。

故障判断和处理

到达现场后观察道岔动作状态，查看道岔整体转换有

无别劲，判断是机械故障还是油路故障，并按照如下步骤

处理：

①道岔是否密贴过紧。

②尖轨与基本轨间有无异物。

③道岔油箱油量是否在正常范围内。

④道岔动作、溢流压力是否在正范围。

⑤各种杆件、转换部件是否有摩卡、卡阻（锁闭框与

锁勾是否有摩卡、卡阻）。

⑥尖轨上翘不入槽（或尖轨竖切面凸台高于轨腰造成

卡阻）。

⑦油路系统是否正常。

针对缝隙过大这一问题，若尖轨处缝隙之间长度已超

出 2mm则可对其进行判断，认定该区域属于缝隙过大这一

故障问题，随即则应对其加以处理。尖轨处在长久性作用力

影响之下，通常会有严重变形，而缝隙也通常是由此形成，

但该问题在液压道岔中属于极为常见的故障性问题之一。

导致尖轨处缝隙超标准的原因较多，例如，尖轨单向窜动

已经超出其所承受的范围之内，进而导致尖轨与基本轨有

所脱离或尖轨与基本轨弧度有较大差异，两者无法紧密贴

合，从而使缝隙过大。此外，液压道岔基本轨发生严重位

移、偏转等现象，致使尖轨锁钩处调整过度等问题，这一系

列原因都会对尖轨造成一定损害，导致其出现缝隙过大等

隐患 [4]。

该问题也属于液压道岔的常见故障之一，其原因是锁

钩头、锁闭铁侧面磨卡，进而导致锁钩头侧面发生严重摩擦，

使道岔受力过大，最终对液压道岔转换造成严重影响，并使

其无法正常运行，该问题形成原因则是锁框、锁钩两者相对

位置未达到标准方正致使动作杆及表示杆磨卡。

除尖轨本身质量有缺陷会引起常见性故障发生，基本

轨顶铁顶住尖轨也有可能引起道岔故障。通常情况下针对该

问题进行检查，由工务人员使用小撬棍，将其放置在副机锁

钩处，随后对撬棍进行灵活施力，轻微撬动尖轨，以此对顶

铁受力部位加以明确。此外，电务人员也会利用微机监测等

辅助手段，分析受力时间和环节，进行有针对性的整治；顶

铁间隙大小的调整也会导致副机缝隙过大或过小，因此日常

检修和整治中尤为注重顶铁间隙的调整。

工务人员对尖轨更换后，通常会用弯轨器进行直轨处

理，或通过对轨距更改的方式将所面临的问题加以解决。但

通常在面对尖轨质量问题时，为节约经济成本，修复和调整

是常见性处理方式，但该方式有极大弊端，其中最为严重的

则是影响尖轨正常使用、以及坏损周期缩短。另外，尖轨空

吊现象也极为常见，导致此问题出现的原因是尖轨后半段或

中央的某枕轨处过高，一旦该现象发生，则会导致滑床板作

用力侧重于某一点，从而产生严重偏差，液压道岔因其受力

分布不均，最终导致尖轨空吊而致使尖轨变形。

①因缺油或油缸内有空气时，道岔转换不动或转换不

到位，油缸内空气发生膨胀产生反弹切断道岔表示。

解决方法：加油，打开溢流阀或油管接口处手摇道岔

排气，再电操排气试验，拧紧各处接头。

②油路故障，道岔操不动或操不到位。

解决方法：首先检查机内外有无漏油现象，检查油箱

油量、压力，听油泵动作声音有无异常，油量调节阀是否放

开等，进行对应解决。

③主副机动作时不同步。

解决方法：调整油量调节阀（在两侧椭圆孔盖内），

将动作慢的牵引点对应的调节螺栓逆时针方向调整，使两点

动作同步；如仍不同步，则将动作快的机子对应的调节螺栓

适当调整，控制机油量流速使其达到宏观同步要求。

④因溢流压力调整不当，达不到标准（11.5~12MPa），

滑床板有异物、锈蚀、撒沙等原因造成阻力增大，道岔转换

不到位。

解决方法：调整溢流阀，对滑床板进行清扫、打磨、注油，

试验满足 2/4mm锁闭要求。

⑤密贴过紧造成道岔电机空转，道岔不解锁或不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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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法：调整所对应处锁框密贴调整片（减片），

进行试验，满足主机 2/4mm，副机 4/6mm锁闭要求。

⑥两端尖轨开口不均匀，影响道岔动作顺畅。

解决方法：调整与机内连接动作杆齿牙处，首先确

认动作杆尺寸无误，在现有齿牙处划线做好记号，根据两

端开口误差进行调整，致使道岔两端开口均匀误差不大于

2mm。

综上所述，液压道岔频繁出现故障的原因是因其长期

在负荷强度过大的工作环境及状态下，进而导致其磨损较

大、使用寿命缩短。由于其病害因素不同，进而导致其故障

问题也有较大差异，而维护人员为确保所有故障都能够及时

解决，需针对各项问题进行针对性处理，并通过多种整治方

式延长液压道岔的使用周期，减少故障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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