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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地铁转向架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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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地铁作为城市轨道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运行环境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转向架作为地铁车辆的核心组成部分，其质量

的好坏直接决定了列车运行的安全性与稳定性转向架的检修及维护保养与列车运行的安全与稳定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基于目前

地铁车辆检修及维护保养的现状，浅析地铁转向架检修模式，为转向架检修质量提升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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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架作为地铁车辆的走行部，其质量优劣直接关乎到车

辆运行的安全性与稳定性。对地铁车辆转向架进行定期检修是

确保车辆安全运行的重要保障，及时进行转向架保养能够延长

车辆运行寿命，降低运行成本，节约维修成本。本文针对目前

地铁转向架检修现状，对检修模式进行分析，提出该模式下进

行转向架检修保养的优缺性，为地铁车辆安全运行提供保障。

1 转向架结构

转向架作为城规车辆的走行部，主要由电机齿轮箱组成的

驱动装置，牵引销中心销组成的牵引装置，制动管路及制动夹

钳组成的制动装置，空气弹簧及一系弹簧组成的悬挂装置，焊

接构架，轮对轴箱装置等部分组成。

2 检修模式

针对目前转向架检修保养状态，坚持预防为主，注重保养

的原则，提出分阶段检修的运行模式，大致分为列检，双周检，

三月检，定修，架修，大修几种情况，由于运行模式跟状态不

同，检修周期分为公里程数与时间双线并行的检修模式，达到

指定公里数或者时间就需要进行检修。

3 转向架检修

3.1 构架组成

构架作为承载转向架各零部件的骨架，焊缝及钢板质量尤

其重要，在长期运营过程中，振动、冲击都对构架受力有影响，

构架组成检修时建议进行探伤。构架组成进行抛丸后，目视检

查构架是否存在明显缺陷或裂纹;对关键部位焊缝及应力集中

区域进行探伤，确认是否存在裂纹及缺陷;普查构架上螺纹孔，

使用通止规进行检测，确认是否有乱丝、错丝情况。存在裂纹

及缺陷应确认是否具有修复条件，若不存在修复条件，或者修

复后仍无法确保运行质量则将构架报废;若焊修后可满足质量

要求则进行修复。构架组成检修完成后需进行水压试验及保压

试验，不得出现泄漏现象。

3.2 轮对轴箱组成

轮对轴箱作为承载整个转向架，与轨道直接接触的零部件，

承受多重载荷的作用。对轮对进行测量，确认轮对磨耗量及踏

面表面状态，达到轮对磨耗要求直接更换车轮，表面出现严重

磕伤及擦伤进行漩修;检查轴箱体内表面是都存在纵向擦伤或

痕迹，深度不得超过 1 mm，局部磨耗深度不得超过 0.3mm，

若超限更换轴箱体，对整个轴箱体进行磁粉探伤确认轴箱体状

态。

3.3 牵引装置及悬挂装置

牵引装置及悬挂装置是连接车体与转向架的组成部分，检

修过程中直接更换空气弹簧;中心销及牵引拉杆杆体探伤确认，

不得存在裂纹缺陷，牵引拉杆节点换新;使用层叠橡胶堆作为

一系弹簧的直接更换一系弹簧，若选用钢弹簧作为一系悬挂的

进行冈}l度检测，合格后继续使用。

3.4 制动装置

制动装置是确保列车运行最为重要的系统之一，检修过程

中制动夹钳需要全部分解检修，其中的橡胶件、紧固件全部换

新;制动管路清洗清洁后进行保压试验，确保密封性;制动软管

换新。制动装置检修完成后需对整个装置进行保压及动作试验，

确保各连接位置密封连接正常，制动夹钳能够按照要求进行动

作试验。

3.5 驱动装置

驱动装置仅存在于动车转向架，拖车转向架不存在驱动装

置。驱动装置由电机、联轴节及齿轮箱组成。由于电机采用架

悬式固定在构架上，齿轮箱一端必定与车轴连接，所以不可避

免的在运行过程中电机小轴与齿轮箱大轴存在空间上的错位，

虽然错位很小，但由于列车运行速度较高，所以存在极大的风

险。在检修过程中，首先对齿轮箱及联轴节外观进行检查，确

认是否存在漏油现象，若存在漏油现象分析原因，建议更换。

拆解电机检修，更换紧固件及橡胶件;拆解齿轮箱，对箱体进

行探伤确保不存在裂纹，对齿轮箱进行外观检查，清洁后进行

组装。

3.6 转向架试验

转向架各零部件完成检修确认后，需对整个转向架进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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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组装完成后需进行必要的尺寸检测，如轮轨内测距，对角

线距离及四角高等，检测完成后振对转向架进行管路的气密性

试验，完成转向架空载及满载动作试验，确认差压阀能够自动

完成 150kp:的开关切换等。

4 转向架不同周期检修作业

4.1 转向架列检

转向架列检一般周期为两日，针对特殊运营环境也可调整

为日检，根据运营情况而定。转向架列检主要对转向架整体进

行目视检查，主要集中在联轴节、齿轮箱、车轴等重要零部件，

确认转向架各零部件状态良好，减少运行故障率。

4.2 转向架双周检

转向架双周检查要较列检更加详细，但一般局限于目视检

查，针对驱动装置、制动装置、轮对组成等进行目视检查，确

保无渗油、磕伤等问题，确认转向架各零部件功能正常，减少

运行故障率。

4.3 转向架三月修

转向架三月修与列检、双周检的区别在于三月修除进行目

视检查外，针对关键零部件及重要尺寸进行清扫清洁后检测测

量，对制动系统进行动作确认，对轮对踏面及轮缘磨耗进行检

查。

4.4 转向架定修

转向架定修主要对局部重要零部件及部位进行分解检查，

确认无异常后排污清洁后恢复。定修过程中，需要对构架测量

排水堵进行拆除，确认是否存在附加空气室积水，排水后重新

密封安装;对车轮内侧距进行检测，确认内侧距 1353(十 2，-2)
mm;对车轮直径进行测量，确认是否满足运行要求等。转向架

定修主要针对于轮对磨损状态以及及各类管路、附加气室的密

封状态进行确认，确保满足运行要求。

4. 5 转向架架修

通常情况下，地铁运行 5年或运营 GO万公里后需要进行

一次架修。城规车辆架修过程中需要着重对转向架进行确认。

架修过程中，更换所有易损易耗件及所有拆解的紧固件，未拆

解的紧固件需要进行紧固确认。针对架修过程主要从构架、轮

对组成、牵引装置、悬挂装置、驱动装置以及制动装置进行检

查维修。

(1)将构架从转向架组成中进行分离清洗，对外观进行检

查、探伤以及气密性试验。

(2)轮对组成中车轮车轴不分析，进行清洗、探伤、外观

检查、漩修、参数确认及调整，轴箱体清洗检查及尺寸确认，

轴承分解清洗检修。

(3)牵引装置中的中心销、销座不下车，牵引装置主要进

行外观检查、探伤，更换复合弹簧、牵引拉杆节点、油压减振

器中的橡胶件及一次性件。

(4)悬挂装置分为一系悬挂及二系悬挂，二系悬挂更换空

气弹簧及其他橡胶件，1青洁、外观检查;一系悬挂对钢弹簧进

行清洗检修。

(5)驱动装置中的齿轮箱清洗、分解检查、参数测试，更

换润滑油及各橡胶件;联轴节分解检查。更换缓冲橡胶及其紧

固件。

(6)制动装置中制动单元进行清洗检修，动作试验以及制

动管路保压试验。

4. 6 转向架大修

转向架大修指的是从新造或者大修期，每运行 120万公里

或者 10年进行的一次全分解检修，通过大修使转向架主要性

能指标达到或接近新造水平，保证转向架安全运行。转向架大

修针对转向架进行全部分解检修，按照一定的作业流程进行检

修。

结束语

转向架作为城轨车辆中最为重要的零部件，其运行质量直

接关系到了车辆的安全性。本文针对城轨转向架的检修状态，

分析转向架检修模式，针对模式中的转向架作业情况进行简要

分析，从列检，双周检，三月检，定修，架修，大修多种检修

状态下进行分析，为转向架检修作业模式优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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