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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当今国内城市化的不断发展，交通堵塞已成为许多大中城市面临的问题，许多人不得不担心出行。为了减

轻城市交通压力，电客车已成为地铁运营系统中最重要的设备之一。在今天中国许多经济发达的城市都在大力发展轨道交通

系统，尤其是地铁系统。通过减轻城市交通压力，它进一步刺激了城市经济。但是，尽管地铁系统具有非常强大的运行能力，

但我们还必须意识到地铁的建设，运营和维护的高成本，控制地铁成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为了实现地铁系统的可持续

发展，我们需要更加注重研究地铁的现状，根据实际需要调整管理方式和管理方法。本文主要围绕了国内电客车检修制度进

行探究，并对国内轨道交通电车检修制度的管理方式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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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为确保地铁系统实现可持续的安全平稳运行，高效的检

修制度和科学的管理系统是至关重要的，而电客车作为地铁

运营体系中不可缺少的设备，怎样确保电客车的运行性能以

及效率是地铁部门高度重视的问题，促进地铁系统得到更长

久的发展，要对地铁发展现状进行细致的研究，根据实际需

要调整管理手段和方法。确保地铁的稳定和安全运行。

一、电客车检修现状与问题

检修制度是在安全运行基础的上，实现地铁管理制度的

定制，电动公交车作为城市轨道交通系统最重要的载体，其

质量直接决定着乘客的舒适度和安全性。电动公交车的故障

率，掉线率和延误将影响运营地铁企业的经济效益与口碑。

另外，以上问题也会提高城市交通系统的运压力，其造成的

后果与影响是无法进行经济衡量的。现如今国内的电客车检

修制度是将国家铁路检修制度为参考依据，电客车检修制度

可以被视为计划性预防模式。简而言之，是根据运行时间和

电动公交车的公里数来定义和规划检修制度。维护周期包括

三种类型，即日、月、年。尽管计划性的维护和预防似乎是

合理的，但对于其本身的问题也不能忽视，不同的电动客车

使用的零件，系统和设备的使用寿命不同。 （这取决于外

部环境，人员的操作行为等决定着影响因素），因此车辆存

在使用寿命和使用频率不同步的现象。使得原本没有出现故

障的车辆设备在同一的检修时，其良好的设备却被更换，而

已经出现问题的设备在没达到更换周期时，没有被更换。这

无疑增加了轨道交通系统的经济负担，并影响了零件的正常

使用。

二、电客车检修理论研究意义

(一) 维修理论

从长时间的维修过程中，电客车的维修已经形成了三种

形式，即状态维修，定期维护和事后维修。从不同类型的维

护的技术特征的角度来讲，事后维护是非预防性维护，而预

防性维护包含定期维修和状态维修。车辆的维修与其运行时

间有着直接的联系，对于不能实时监控的部件要按照定期维

修的方式进行，应对与运行时间和故障可能性密切相关且无

法实时监控的组件执行定期维护。对于根据标准和参数评估

其故障的状态的部件要应用状态维修，对于可能危及安全并

可以通过不断检查进行维修的组件，应进行事后维修。为保

障电客车高效的运行，现如今也有引进均衡修的方式对电客

车进行维修，均衡的维修基于部件的维护周期，每天对电客

车的部件进行定期且有针对性的“小病及时防”策略，其余

时间仍可运行。

（二）研究意义

该检修制度可以帮助维修人员和地铁管理人员了解实

际存在的问题，及时纠正检修制度中的不合理之处，并建立

完善，科学，先进合理的检修制度，以确保电客车的安稳运

行。在减少电客车运营、管理、维护成本的前提下，调整车

辆的购进、段场设计与车辆采购支出。检修制度应具有层次、

主次以及关键点的特征。要依赖四项新技术和实验数据来制

定，对轨道交通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地铁检修制度分析

(一) 检修周期

在我国，电客车的维修模式包括着架修四个流程以及

日，月，年。具体的维修内容主要是源自供应商的建议和地

铁检修人员的实际经验，日检指的是日常对运行的列车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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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检查，检查的内容包含着车辆的功能状况和车辆零件损

耗的检查。日检的主要目的是保障列车可以继续安全运行。

月检指的是周期为一个月的车辆检查维修，且当车辆运

行公里数达到 12,000时，则需要进行月检，其月检的内容是

检测车辆零件并更换过期的设备和零件。在通常情况下，其

检修的时间为一个工作日。

车辆在经过为期一年的运行后要接受年检，或者但车辆

设备运行的公里数达到了 130000 时，满足以上两种情况，

是要接受年检的，年检的主要内容包含着螺栓安装、零部件

安装、以及箱体状态检查等,在这个流程中，完成了系统状态

的检测、以及系统的调试、与零部件的更新替换，其中锁钩

和滚轮等都要进行更换。通常情况下以上的年检程序需要控

制在 12个工作日完成。

在电客车维修中，架修的检修周期最长，通常要间隔五

年对电客车完成一次检修，当电客车的达到了 60万里的里

程时，对其进行架修维修。要对电客车的车体拆解，对电客

车的转向架、以及牵引电机与制动系统等都要相应的拆解检

修，完成架修后要确保电客车的所有部件恢复到出厂时的状

态，通常会在 35个工作日内完成检修。

基于以上我国以及落实的四种检修方法之外，还存在大

修的情况，大修是运行十年或电客车行驶超过 120 万公里后

基于以上任意一种情况下的进行检修，此过程需要按照工厂

设计设定的标准，对电客车的所有部件进行更换和维护，以

及内部零件和设备的维护和更换，使得电客车的车辆设备是

崭新的，由于我国电客车的检修系统的启动较晚，所以我国

缺乏电客车的车辆设备大修经验，并没有固定的检修周期。

均衡维修指的是对电客车维修不再使用各维修周期对

电客车进行全面检修，而是借助对电客车零部件以及系统的

特征，对各个零部件、系统的检修周期进行划分。采用均衡

维修的方式可以有效的减少后电客车的停靠维修时间，可以

提升列车的运营时间，并可以降低线线路上的列车采购数

量，从根本上节省了电客车的运营成本使用，采用均衡维修

可以最大程度地提高电客车的效能，降低维护成本，减少维

护时间，同时还可以组建一支有效的地铁维护团队。

（二）检修方式

在我国应用的电客车检修模式均为计划性预防模式，国

内的计划性预防模式的检修制度都是根据电车各个部件的

供应商提供的检修建议而设定。在该地区的地铁系统实际检

修期间，发现各个部件的使用没有问题，并将检修重心放在

了设备状态的检修上。特别是近年来，在该地区中引进了多

辆的具有更好的特性和更高智能水平的电客车之后，冗余度

有所提高。可以提前判断设备故障，这不会电客车的运行有

特别大的影响。根据事故和材料消耗统计，在当前维护元件

中仅更换易损部件，包括滤芯、油脂、碳滑靴、闸瓦、弹簧、

门锁钩等。无需进行大修，换而言之本地区检修制度必须控

制和处理冗余资源，而其他内容可以满足该区域的需求，是

一个相对合理的检修制度。

结语：

电客车的检修制度的设计要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和应

用需求而定，确保电客车运营可以实现经济效益和效益的最

大化，由于国家铁路制度已经满足了本文中提到的区域的初

始发展需求，因此无需进行过量的调整，但与此同时，我们

还必须提出和分析未来发展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并提出预防

性的策略，积极实施新技术，引进先进材料，将新技术引入

到电客车的维护系统中，减少维护和零件更换的频率，促进

经济效益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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