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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车辆段检修工艺设备管理分析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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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经济发展日益加快，城市交通运输随着经济的发展，以独有的优势优良运行，保障人们的出行要求与出行安全，

伴随着交通运输行业的进一步发展，城市地铁的运用越来越符合现代人们的出行需求。地铁投入实质性运营，需保证具备相应的

安全管理调配以及施工质量保障措施。但相应的地铁车辆维修工艺仍需要进一步提升优化。本文针对地铁车辆段检修工艺进行深

入分析与探讨，对其设备管理和人才管理进行进一步的论述与划分，并提出相应的参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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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accelerating, urban transporta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with unique advantages,

ensure people's travel requirements and travel safety, with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the use of urban subway more

and more conform to the needs of modern people's travel, metro substantive operation, need to ensure the corresponding safety

management and deployment and construction quality assurance. However, the corresponding subway vehicle maintenance process still

needs to be further improved and optimized. This paper conducts in-depth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on the maintenance process of subway

depot, further describes and divides the equipment management and talent management,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reference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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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车辆段检修工艺设备概括

地铁车辆段的主要设备包括不落轮镟床、列车自动清洗

机、公铁两用车等大型工艺设备，不落轮镟床是在电客车轮对

不解体的情况下进行镟修的设备，列车自动清洗机是对电客车

外表面定期清洗工作，公铁两用车是对电客车在轮对镟修的情

况下进行连挂牵引专用设备。首先进行作业列车所在股道的断

电工作时，在确保安全后，车辆检修人员开始车底作业。“主

攻对象”是转向架、制动管路、箱体等，需要完成其检查及数

据测量等工作，客室检修人员主要负责对列车车厢内的车门、

电气柜、空调回风等进行检修。车门关乎到乘客上下车的安全，

是检修的“重点目标”，包括数据测量及尺寸调整等系列项目，

单单一个门的调试时间就需至少 30分钟。车顶作业人员主要

负责对车顶的受电弓、空调机组等部件进行检修，受电弓作为

车辆的重要取能装置，是列车运行的“动力来源”，每一项检

查都必须严谨对待，每一个操作都必须精准到位。完成当日的

“作战”任务后，他们会相互交叉检查，再次对当日的作业项

点进行确认，确保检修工作准确无误，作业完成后，班组质量

员会“检验”各成员当日的“作战成果”，并再次对作业点进

行确认，确保万无一失后，整理检修记录并存档清理检修现场，

对当天使用工具进行清点。

2 设备管理总体思路

当班的第一件事是配合车辆检修进行调车，而如何在维持

正线运营安全稳定的前提下组织列车下线，虽然地铁运营服务

终止，但设备检修、故障处理、车辆清洗、隧道巡视等工作才

刚开始。调度员需要组织协调施工作业、进行施工计划审批，

对施工重点环节卡控的每一个细节都不能忽视。“行调呼叫全

线各站，现开始运营前检查，各联锁站紧急站控，检查完毕后

上交控制权。”在设备管理监控、配合车站开展运营前检查的

同时，查看各类运营信息，检查设备运行情况，填写各类工作

报表和台账也都必须一丝不苟，随着首列轧道车开出，行调进

入了最繁忙的时段出车。在这段时间里相关工作人员被多个司

机同时呼叫已成常态，逐一处理是唯一的应对之策。退班会上，

进行总结工作、演练学习，不仅要在工作中确保地铁的安全正

点运营，还要在工作之余对业务知识进行巩固加强。地铁维修

人员肩上扛的是保障乘客安全出行的责任，手上拿的是确保设

备平稳运行的承诺，到达车站后首先要到车控室登记，然后开

展各项检查工作。身为地铁维保人的一份子，做到按规章制度

开展工作的最基本的原则。查看设备房服务器、设备读写器运

行情况及二维码生成情况等，逐台确认车站设备的状态，把一

切设备安全隐患扼杀在摇篮中，杜绝设备带病运行，故障维修

是一天工作里最重要的一环。在故障闸机的背后，AFC检修工

总是默默蹲在那里，打开闸机盖板，维修内部的故障。他们以

最快的速度恢复设备的使用，使乘客能更快捷地进出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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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铁车辆段检修工艺设备在管理方面的问题

（1）虽然地铁车辆段检修工艺设备在管理方面存在问题，

但平日里维修人员早已开展了双盲演练、应急处置训练时刻候

命、随机应变等训练。维修人员拥有超强的紧急意识，从理论

到实操，从入门到熟手，稳扎稳打。接触网检修工也有专业的

检修辅助工具，用于接触网检修、维护，使接触网作业事半功

倍，还能保障作业人员安全，通过各种设备维修的精准把控，

接触网检修数据均以毫米为单位，各部件安装质量、工艺精准

度极高，不论是设备部件或是检修精细度都有很高的精确度。

维修人员必须能战高温、耐严寒，以惊为天人的毅力坚守岗位，

地铁接触网检修作业近期也在不断优化从“人+梯”向“人+车”

模式过渡，作业装备全新升级。

（2）为确保日间地铁的运营安全，每日运营结束后，成

都地铁都会组织专业人员对地铁电客车、行车信号系统、通信

传输系统、高低压供电系统、线路道床设备、隧道车站结构、

风水电系统等地铁运营的各个模块进行全方位的检修维护。土

建结构检修人员会走上几公里的路，去排查轨行区中每一处结

构安全隐患，有时会爬上五米高的轨顶风道，有时会钻进一米

高的电缆夹层，脚手架、冲击钻、注浆机、接水槽，幽深的隧

道里，工程车跟车人员趁着司机停车卸料期间对正线作业工程

车动力室进行巡视，确保机车正线作业安全、平稳进行。车辆

设备检修人员对即将进行的受电弓检测系统双月检做最后的

准备。车辆设备检修人员不畏寒冷和炎热，艰苦与劳累，接触

网检修工也始终奋斗在第一线，每天都在电客车停运后开始检

修工作，为第二天的运行做良好的保证，风雨无阻，从不敢有

丝毫遐想和懈怠。地铁设备检修维护的时间、空间受限，技术

标准、安全措施要求高，夜间施工检修的难度较大，作业时间

较长。施工检修完毕后，车站工作人员还需要对设备设施状态

进行全面的巡查，确保能够以良好的状态投入到运营服务中。

4 改进地铁车辆段检修工艺设备管理的主要措施

（1）从列车生产开始，车辆专业的筹备人员就会“深入”

厂家制造现场，开始新车的监造工作。监督列车生产质量，确

保生产工艺、零部件装备、线路布局都要符合行业标准规范。

同时，还要对发现的问题及设计缺陷提出整改，让可能出现的

隐患被消灭在萌芽阶段。列车制造完成后，成都地铁会对电客

车进行出厂前的“体检”，整个“体检”过程包括静态和动态

检查两部分，主要对列车各系统功能、部件性能和参数等进行

测试，以及对列车牵引制动功能进行检查，确保列车的“出厂

质量”。验收完成后，咱们的车辆检修人员会在列车的“原产

地”对刚出厂的新车进行调试工作，即车辆“异地调试”。完

成包括牵引、制动、车门、空调、辅助系统、乘客信息显示系

统在内的八大系统上千余条检查项目工作，然后才能将电客车

转运到相应线路的场段，地铁车辆检修是以运营里程为检修周

期，差不多一列车每运营 1000公里就要进行一次里程检查；

每运营 10万公里会进行一次全面的专项维护，每月还有“月

度例行检查”。如此全方位、全时段的检查维护，都是为了确

保电客车的运营安全。

（2）注重人才培养，安排培训学习。培养优质化的地铁

维修人员，使其不怕吃苦不怕困，在了解天气变化的感受上或

许接触网检修工最有发言权。因为无论白天黑夜还是酷暑寒

冬，他们会数年如一日地对接触网进行维护，为保障地铁正常

运营，接触网检修工成为了吃苦耐劳的维修战士，每日都要进

行必要的体能训练，强健体魄，以适应工作需求。接触网设备

需要每天步行巡视，不管什么天气，接触网工都需要行进在路

上，仔细观察接触网的运行状态。验电接地是接触网检修作业

前的重要基本工作，一人监护、一人操作，在相互配合之中筑

建起安全防护屏障。作业时需要对接触网数据进行采集，时刻

掌控线网运行状态，一人一机，红外探测，一切尽在掌握。攀

爬支柱是接触网检修工看家本领之一，借助攀登工具，一步一

实，登上高达 5米的支柱驾轻就熟，接触网高 4米，默契配合，

不放过任何一处细节，对每一颗螺丝都关照有加，定期对接触

线磨耗进行检测是接触网维护工作的关键环节，会用专用的游

标卡尺，为接触网开展高精度“问诊”，刚性汇流排贯穿于隧

道之中。由汇流排中间接头相连接开展这项检修，时刻考验着

两人的配合默契，因此，维修人员能够起到降低损坏问题出现

概率，提升设备的生产效率的作用。

5 维修案例设备维修的概念

主要负责全线的闸机检修与维护工作，对于精密闸机机

芯，丝毫都不能有偏差，消防设备检修工的身影不分昼夜地穿

梭在全线。气灭、水消防、感温光纤等，他们对发现的问题病

症寻根问底切除病灶、更换配件保障安全运营。

5.1地铁 1号线“三大车辆检修工艺设备”使用情况

目前，屏蔽门检修工等到地铁停运后有条不絮地开始自己

的工作就是负责电扶梯的维修保养工作精细检修，不放过一丝

问题。系统监测检修工通过无线通信设备实时传输数据到车控

室的监控电脑上，他们坐在电脑前就可以监测到各个设备的状

况，负责全线的门禁系统。通风空调、低压供电装饰装修、排

水系统等设备维护保养工作，完善保养土建结构、排水设施、

排污系统等检查合格方可投入运营，计量检测检修工并进行检

修与维护工作，电子基地维修检修工。

5.2地铁 1号线“三大车辆检修工艺设备”采用维修模式

地铁 1号线“三大车辆检修工艺设备”在维修保养方面主

要进行设备调度断开断路器，需要负责人确认开关位置状态后

回复。负起电力、维修、信息三个调度岗位的职责，信号系统

的操作，信号楼值班员必须会的操作就是利用手扳道岔和手摇

道岔办理进路。司机操作标准、乘务组织模式、有轨电车车辆

构造等六项专题研究，并形成研究报告以便于后期培训学习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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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生产、编写制度到委外招标全方面都全身心投入，“三大

车辆检修工艺设备”质保期后维护工必备的职业素养具体情况

如下：

结合设备厂家提供的维护保养说明书，例如列车“转弯”

的设备道岔位置转换在正常情况下是联锁控制的。但在信号异

常或故障时，道岔不能“自动运作”，行车安全将受到影响。

此时就需要通过人工手摇道岔排列正确的列车运行进路，保障

列车的正常运行。

（2）设备发生故障时采用故障抢修及事后维修等自主维

修工作，这项技术要求“用时短、操作准确、口令清晰、配合

默契”，需要每个“团队”长期训练，不断磨合才能组成一支

战无不胜的救援队伍。

（3）对维修人员工作状态进行评估，救援小组由指挥、

安全员、操作手、各点位负责人组成，分工明确，比赛内容是

模拟列车脱轨，救援队伍通过专业设备把列车扶回轨道的过

程。

5.3地铁 1号线“三大车辆检修工艺设备”维修模式分析

当运营期间的有轨电车发生故障、无法继续运行时，需立

即调配公铁两用车或其他电车充当救援车，采取紧急救援措

施，将故障车在一定时间内牵引连挂到停车库或其他安全区域

的场景，需准确判断电车故障位置及周边救援环境，胆大心细、

快速应对、理智判断，在最短时间内出清线路，确保后续列车

安全运行。

5.3.1按规定安装使用，打好后续保养基础

到达作业位置后，需要维修人员把安全带扣在腰间，一边

找好位置，用近乎匍匐的姿态。一只腿半跪在钢架上，另一只

腿在钢架上找到支点，使身体形成三角结构，从而保持稳定，

便于操作。到高空作业位置后在地面沟通，进行调试。而现场

往往由于多个项目同时施工，看似距离不远的两人，常常需要

通过“吼”“喊”的方式，让对方听到自己的声音。接触网是

地铁的动力来源之一，直观来看就是沿轨道上空架设的输电线

路，正是它们在为地铁列车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由于接触网

检修都以毫米为单位，精确到 1mm级。接触网检修时都必须

确保每个操作准确无误接触网维修要求精度高，导线高度误差

精确至毫米级，每一个螺栓均需要使用力矩扳手按照标准力矩

紧固，这些技术标准对于操作人员的专业水品要求极高。爬上

地铁高架站段的接触网设备，对每一个零件、每一颗螺丝、每

一处数据进行检查维护，还需要操作人员有一个好的身体素

质。

5.3.2评估运行质量，做好设备周期维护

通过优质的运行状态与设备维护，保证各设备零件在运转

中符合设备要求以及运行预期，对设备质量进行综合分析、优

质评估，使设备维护的周期性可以有序进行，保障不会发生重

大的维修事故，在设备维修期间，使故障能够有效解决及时消

除。

5.3.3按照说明书的方法，自主委外结合管理

此外，维修设备管理要求需按照说明书进行有效跟进，在

设备管理与拆卸的过程中，需要根据相应的维修模式做好工艺

划分与工艺管理，针对地铁内的优质性，维护与管理经验有序

出发，需要与自身维修组和外围相结合的管理模式，促进相关

工艺的进一步实施与落实。

6 结语

设备的管理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工作，维修人员依靠专业

的技能和良好的身体状态才能更好地保障地铁运行安全。城市

快速轨道交通层次中的补充线，主要承担中心城区内部出行，

兼顾外围组团与中心城区的联系功能，能疏导中心城区密集客

流、带动沿线地区发展，开通后将为广大市民乘客带来更舒适、

更便捷的地铁出行体验。多条新线开通后将会给城市带来新的

交通格局，为了大家的便捷出行持续发力，高效推进工作，全

力保障新线顺利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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