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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识别在轨道交通车辆智能检修应用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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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伴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的运行状况也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当前社会人们的

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出行的舒适性与迅捷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效、快捷、舒适的乘车体验需求，也对车辆运行的可靠

度及安全性提出更加严苛的要求，这是乘客对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更加优质服务的期盼。因此，要求轨道交通车辆维护人员在

日常工作中以严谨、务实的工作态度对车辆进行巡视检查，以保证乘客的生命及财产安全。随着科学技术不断进步，计算机

的图像识别功能已成为目前轨道交通车辆智能检修所应用的关键技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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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视觉识别技术发展现状

通过计算机智能优化的运行体系，精准分析出所处目标

的图像扫描情况和完整成像情况。根据回馈的图像信息，通

过智能数据库内整体预设的信息化目标，将图像进行精准识

别操作，并有计划、有部署的进行智能图像处理。技术人员

通过操控计算机程序，对图像进行优化对比分析，将采集和

需求的图像信息进行逐一对比。通过这一项技术，视觉识别

系统能够大量采集数据并能有序处理和得到很好的应用。扫

描图像经过和数据库图像对比做出准确识别，对所扫描的图

像进行准确的信息化处理，并对其分析处理结果，能够精准

的预判目标图像与数据库采集信息是否一致。根据这一项视

觉识别技术，并通过优选、参照、对比等一系列的科学技术

手段对比其所储存的信息库进行，实现应用中心的人工智能

采集和鉴别。

2 城市轨道交通列车智能检修技术

就我国目前的科学技术水平而言，使用数据化信息进行

智能管控分析时，需要以城轨车辆的运营情况为系统基准进

行鉴别。根据不同情况的检查和维修标准，可以通过智能控

制系统准确的输出采集和对比车辆的运营情况，使城市轨道

交通在运营后，有最优化的车辆自身使用情况信息反馈，保

证车辆能提供安全有效的运营服务。作为城市轨道交通车辆

运营单位，需要严格要求检修人员的实际操作和整体技术水

平。运营单位应做到精准培训、合理规划，对检修人员的专

业度、职业操守以及智能信息化掌握能力，进行广泛深入的

培训和考核，确保维修车辆的质量。第一，车辆段控制系统

是车辆整体优化改善的重要环节，在提高运营单位的运行车

辆综合运行能力的同时，首先注重的是车辆信息及数据的反

馈。检修人员应严格按照维修流程以及制定的工作计划认真

进行维修排查。第二，运营单位应对所使用的器械及材料提

供足够的安全保障，同样对智能管控系统的运用提出了需

求。另外需要强大的物资储备及维修材料作为坚实后盾，应

对各类突发故障。在对所用物资进行使用时，检查人员应保

证设备进行合理检查、修复，避免对车辆安全运行不会造成

不必要的影响。第三，提供足够的预备方案，使检修人员在

检修过程中能够随时进行合理的方案调整以及检修设备的

及时调试或更换。这就需要运营单位提供良好的信息化管控

平台，完善物料等各项情况，并在检修过程中对所有检修物

料进行信息数据采集，保证车辆检查维修的准确度。使检查

维修工作进入精准化、数字化的维修模式。

3 机器人视觉识别系统

利用人工智能机器人进行视觉识别，能够更方便进行细

致化维修。识别系统采集的信息更加精准，反馈的图像更加

清晰，通过智能优化的分析比对，取代了传统的工作模式，

人工智能处理使维修模式更加便捷化、清晰化，从而有效降

低人工成本，更能保障维修安全。作为信息数字一体化的维

修模式，人工智能图像使所监测、维修的信息功能化处理，

车辆段有更加明确的识别范围和对比技术。城市轨道系统的

设施需要使用记录仪采集数据信息，并进行数据化对比更

新，取代传统检查人员以手写方式，重复机械操作的枯燥工

作，避免因工作懈怠导致的内容误判。另外工作人员维修往

往依赖个人经验，可能会对工作本质的主观性造成一定的干

扰，根据历史数据进行数据化分析和记录，能过够准确维修

避免存在的偏差，维修机器人的出现避免了因简单重复的数

据采集而造成的工作困扰，使得维修过程更加合理优化。

4 视觉识别在车辆检修系统应用

4.1智能车载检修系统

在建造列车时预设智能检修的功能，梳理对应的方案，

根据日常维修工作项目，设置智能车载检修系统维修项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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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流程。维修系统中利用车辆的电力系统装置和预留设备

传感器工作运行，实时记录列车在运营中所产生的数据变

化，并将此数据信息进行反馈，维修技术人员依据回馈信息

进行数据采集及准确判断。因此，研发的利用先进科学技术

手段控制车载智能维修体系，可合理采集列车运行时所产生

的数据信息，维修人员参照所提供的数据信息可规划列车维

修及巡检项目，为车辆的后续维修提供了高效便捷的运营机

制。

4.2 智能轨旁检修系统

轨旁系统能够在列车运行中及车辆的日常检查及维修

之中起到重要的指示作用。智能轨旁的检查设备的分布需要

合理化布置。同时对于车辆的运营工况，需要进行人工区分。

因此，需要智能车载维修提供相应的支撑，成熟的智能维修

体系可提供各项准确数据，包括其数据的处理平台和最终完

成的客户终端系统，以及在处理过程中非常有辨识度的识别

模式。视觉识别包含着图像、温度、声音转换等识别模式。

在图像识别领域，需要列车根据数据库的数据开展分析，通

过车辆智能维修系统对外部环境的信息化反馈，对采集数据

进行比对，对所参照的应用、图像及反馈温度和影响、声纹

进行多角度识别。在识别过程中智能轨旁检修的识别系统需

要最开始的原始数据，智能轨旁检修系统对原始数据的依

赖，应上升到数据的比对及计算。采集设备可根据信息终端

回馈的智能数据进行综合考量和对比，进行准确的信息参

考。防火墙的建立能保障数据安全、有效、准确的运行，同

时又防止有害化信息的侵入。客户终端是进行最终客户访问

的一个端口，通过客户终端应能够合理化访问并使用所参照

的系统数据。该系统应能够根据以往的报修信息、采集数据

及历史维修数据，进行综合化、高质量的统一综合识别。对

不同车辆的外形轮廓、车辆代码、运行温度等零部件所包含

的使用方式、运营角度、运营路段及各类信息进行系统智能

识别。对车辆所产生的不良状态进行有效监测，使工作人员

及时发现车辆的异常情况，根据所采集的数据化信息，准确

的判断出车辆运行中所产生的不同位置的数据化反馈，维修

人员根据这一数据化反馈进行有效部署，高效快捷形成完善

的维修流程，对运营车辆进行维护修复。

结语

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使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科

学技术的良好应用，为人民的出行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服务。

城市轨道交通已成为城市居民最常用的出行方式之一，作为

交通运输的服务行业，应本着以乘客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为

乘客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这是交通运输系统永恒不变的主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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