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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工程车辆的运用、维修管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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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地铁车辆维修属包括对整车进行拆解检查、测量；对已达到或即将达到使用寿命零部件进行更换，

又名必换件更换；对发生故障的零部件进行维修或更换，对高风险或重要部位进行检修、保养（如探伤、绝缘、润

滑等）；对整车进行组装、调试，恢复车辆性能并延至下一个维修或大修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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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铁车辆维修工作内容

1.1.整车拆解检查、测量

车辆进入维修后，应首先进行车辆状态检查，下载

牵引、制动等系统数据，解编、分解车体与转向架，分

解车钩、转向架、空调、受电弓、制动、牵引等系统，

各个系统分别进行检修、测试，测量车轮磨耗、车钩磨

耗、受电弓磨耗等情况。

1.2.必换件更换

一般来说，维修必换件包括转向架系统的橡胶关节、

轴箱弹簧，车门系统的行程开关、齿带，空调系统的滤

网、风机轴承，受电弓系统的软连线、气囊等，以及所

有系统的橡胶类密封和发生拆卸的紧固件；大修必换件

在维修的基础上，更换范围有所增加，如转向架系统的

空气弹簧、车门系统的电机、空调系统的压缩机、受电

弓系统的升弓泵等，具体必换件明细参照车辆维保手册

或由业主和维修方根据车辆实际状态共同确认。

1.3.偶换件检修

偶换件指检修过程中依据原件的状态，经鉴定后无

法继续使用，且此类部件无法维修或维修后不能达到使

用技术要求，须更换的部件。一般来讲，除必换件外，

所有零部件均应进行检查、测试，如无法达到使用需求，

均视为偶换件。

1.4.高风险、重要部位检修、保养

高风险、重要部位一般指对行车安全具有重大影响

或一旦发生故障需要大量资源投入解决的零部件。常见

的有转向架的轮轴、构架、车钩整体、受电弓弓体、线

缆等，检修时须对此类部件进行检查、探伤或校线处理；

对车钩、转向架、受电弓、二系悬挂等常见磨耗部位进

行重新润滑。

2.地铁工程车辆的运用、维修管理措施探讨

2.1.技术质量准备

地铁车辆维修开工前最重要的环节之一是制定维

修。维修属于车辆检修的纲领性文件。依据车辆日常维

保信息、故障数据，结合车辆维修手册、整车工程化图

纸、车辆设计文件、大部件技术资料等制定相关修程。

对整车维修范围、质量要求、物料信息等应作出明确要

求与细致的规定。其次，技术人员应根据维修要求及各

大部件性能参数编制委外维修及采购件技术要求。同时，

编制详细的作业指导书、试验调试等工艺文件。明确维

修作业步骤、调试内容、使用工具、作业要求等。作业

指导书一般分为拆装类、检修类和调试试验类。最后，

质量人员根据工艺文件编制作业记录文件、质量检验文

件等。质量检验应至少包含自检、互检、专检三检制，

并体现在作业记录文件、调试记录文件、质量检验文件

中。

2.2.项目总体管理

地铁车辆维修初期，应组建项目组，任命项目经理，

制定维修项目管理计划，对项目的进度、人员、质量、

成本等进行有效监测，并制定相应管理计划，明确项目

各个阶段工作内容及完成标准，适时召开阶段性项目会

议，总结经验，对存在或可能发生的风险采取有效措施，

确保维修项目高质量完成。

2.3.进度管理

地铁车辆维修工作范围广、时间长，物料、人员、

设备等变动因素对维修进度影响巨大。因此，维修在维

修过程中要严格执行进度管理，应按照计划执行。项目

进度管理包括年计划、月计划、周计划、日计划等。应

尽量做到下游计划变动不影响上游计划。实时动态掌握

项目实施情况，及时采取措施，确保维修进度按计划实

施。编制项目进度计划时一般采用倒推的方式。编制计

划应做到全面、精细、准确，尽量避免交叉作业或重复

调车等作业工序。若项目进度确需要改变时，需启动公

司应急管理措施，由生产调度统一指挥，及时调整计划。

并由项目经理来确认、批准，充分评估计划变更带来的

风险，协调各单位协同变更减少因变更带来的经济损失。

2.4.成本管理

地铁车辆维修成本总体上可以分为物料费用、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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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管理费、机物料消耗、设备设施折旧维护等。在

项目初期，应根据维修及检修周期等要求，提前做好项

目预算。物料费用包括必换件、故障件、周转件、辅料

耗材等费用，其中故障件应根据车辆运营数据及以往经

验提前预估，一般比例不超过 5%。人工成本主要指一
线技术、生产人员的直接成本。人工成本与生产质量、

生产周期密不可分，因此，人工、进度、质量必须协调

一致。对设施费用、场地费用、管理费用、机物料消耗

费用要进行统筹安排，此部分费用应均摊在项目中，它

是地铁车辆维修费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要对地铁车辆

维修项目费用在每列、每月、每年以及项目关键节点进

行成本评审及验证，与项目预算成本进行比较，如发生

偏差，应及时查找偏差原因并采取措施，力争各项费用

在预算计划范围之内。

2.5.维修项目验收管理

地铁车辆维修工作完成后，须通过车辆静态调试、

动态调试以及试运行等环节。一般调试过程需邀请车辆

运营单位、信通号设备单位全程参与，确保车辆性能得

到恢复与确认。车辆验收可分为无电验收和有电验收 2
种方式。由车辆检修单位和车辆运营单位共同对车辆进

行验收确认，包括但不限于车辆状态检查、检修资料移

交审查，车辆维修总结确认等。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后签

署验收报告，完成交车验收，开启车辆售后服务工作。

地铁车辆维修项目验收管理是项目交付的关键步骤，是

项目执行确认与验证的必要过程，项目验收管理应由专

人负责指挥积极配合调度人员、检查验收人员工作，对

项目质量控制、提升顾客满意度等具有重大意义。

3.结语

当前，地铁车辆维修工作已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

随着交通强国政策的逐步落实，市场需求日益增多。本

文从维修需求、项目管理、项目实施等角度阐述了地铁

车辆检修的基本要求，以实现维修工作的标准化、效率

化、质量化，为国内城市轨道交通行业地铁车辆维修项

目管理模式提供参考。同时，在未来发展中，检修模式

也在创新和突破，维修从传统的计划修向状态修发展，

车辆运营也将采用动态监测的智能化运维方式，实现精

准预判，快速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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