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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电客车架大修的定义

1. 电客车架大修是指车辆运行公里数或运行时间达

到规定数值时，对车辆部件进行分解、清洁、检查、探

伤、修理，并对车辆进行全面检测、调试及试验，以恢

复车辆综合性能，达到规程要求和质量验收标准的维修；

参考车上主要部件维保手册中给出的建议，大修相比架

修维修深度更深，范围更广。

2.GB50157-2013《地铁设计规范》中，规定车辆架

修间隔不超过 5 年、60 万公里，大修间隔不超过 10 年，

120 万公里。交通运输部 2019 年 8 号文《城市轨道交通设

施设备运行维护管理办法》第三章设施设备维护中，规

定车辆架修间隔不超过 5 年或 80 万车公里，大修间隔不

超过 10 年或 160 万车公里。

3. 西安地铁自 2015 年二号线首列电客车架修以来，

一、二、三号线电客车架大修生产已全面铺开，不同线

路、不同批次采购的列车也都纳入到了架大修规划当中。

最新所执行的维修策略在国家和行业规范的框架内，结

合维修经验积累制定，电客车架修为每运行 55-80 万公

里或每 5 年（以走行公里数为主）进行一次的检修，电

客车大修为每运行 120-160 万公里且距离上次架修不超

过 80 万公里或每 10 年（以走行公里数为主）进行一次的

检修。

二、电客车架大修现状

1. 渭河车辆段检修库 2015 年底投入架修生产，初期

设有 2+1（带固架）列位，2020 年伴随二号线二期项目

以及生产需要启动扩容改造，2021 年底改造完成后将具

备 5+2（带固架）列位，现有人员配置包括管理、技术、

生产共计 258 人。

2. 一号线首批车（25 列）架大修情况

一号线首批 25 列电客车已于 2018、2019、2020 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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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度组织完成电客车架修（6+13+6）。目前该批次列车

最大走行公里数 102 万公里（20211020），按照月均走行

公里数测算，2023 年后半年需启动大修修程。

3. 一号线一期增购车（17 列）架大修情况

一号线一期增购17列车截至10月20日7列车（0126-

0132）走行公里数已超过 60 万公里，按照月均走行公里

数测算，2022 年底将有 3 列车超过架修公里数上限（80

万公里），计划通过多上线一期增购低公里数列车与二期

12 列车，控制上述 3 列高公里数列车走行公里数，最终

在 2023 年启动并完成 12 列车架修修程。

4 二号线首批车（22 列）架大修情况

二号线首批 22 列车已于 2016、2017、2018 年分三年

度组织完成电客车架修（7+12+3）。2021 年将按照年度

大修计划完成 5 列电客车大修，按照月均走行公里数测

算，2022 年将仍有 8 列车超过大修公里数上限（150 万公

里），2022 年需完成 8 列车大修，2023 年完成剩余 9 列车

大修修程。

5. 二号线一期增购车（25 列）架大修情况

二号线一期增购 25 列车 2020 年已完成 12 列车架修，

原计划 2021 年完成 8 列车架修，需在 2022 年完成剩余 5

列车架修。

6. 三号线首批车（41 列）架大修情况

三号线首批 41 列车 2021 年计划完成 10 列车架修，

按 照 月 均 走 行 公 里 数 测 算，2022 年 剩 余 30 列 车（除

0309）将超过架修公里数上限（80 万公里），需在 2022

年完成 30 列车架修。

7. 架大修生产三年规划需求

按照上述各线路电客车架大修情况以及月均走行公

里数测算，2021-2023 年各线路电客车对架大修的产能需

求如下表所示。

2021-2023年架大修产能需求

线别 采购批次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一
首批车 / / 5 大

增购车 / / 12

二
首批车 5 大 8 大 9 大

增购车 8 5 /

三 首批车 10 30 1

合计 18+5 大 35+8 大 13+14 大

三、架大修面临的问题

1. 物资采购进度对架大修生产计划的执行兑现影响

较大

车马未动，粮草先行，物资采购是架大修工作筹备

的重中之重，电客车上系统部件种类多样，来自不同的

供货厂家，多数还涉及到进口部件，因此物资采购提报

工作是各项目最先启动的事项。即便如此，受制于企业

内部物资审核采购涉及总工办、物资、合约等多部门协

同一致，效能不高；再加上部件繁多，在具体备件采购

谈判过程当中难免有参数澄清、谈判失败的情况发生，

最终导致电客车架大修修程开始时部分备件未能到达生

产现场，最终导致列车架大修修竣交车时存在较多的开

口项目由于缺件而遗留，待备件采购到位后再统一组织

人员前往西咸、港务区车辆段进行补修，一方面对检修

单位的生产组织安排造成一定影响，另一方面给大修单

位的人员组织造成较大的压力。

2. 一号线一期增购（0126-0142 车）架修周期跨度

较大

一号线一期增购车根据列车到段调试取得预验收证

书时间的不同，陆续投入正线运行，目前走行公里数最

多的 0126 车已走行 66 万公里，走行公里数最少的 0141

车才走行 30 万公里，相差较大为 36 万公里，按照月均走

行公里数测算相差近 3 年，这将导致一期增购 17 列车架

修周期跨度加大，不利于项目实施与管理。

3. 二号线增购车架修（0223-0247 车）失修风险

二号线增购车年度计划完成 8 列，截至 2021 年 10

月完成 3 列车架修生产，剩余 5 列电客车受第二批架修

物资采购影响，车辆、车门、空调、牵引包备件未到

货，缺少架修物资导致二号线增购车架修项目暂停。目

前 0235、0237 共计 2 列电客车里程数已超过 76 万公里，

预计 2021 年 12 月份将达到 80 万公里的架修里程上限，

如以上 2 列电客车无法在 11 月份前开始扣修，2021 年将

面临失修风险。

4. 三号线既有车架修（0301-0341 车）失修风险

按照目前三号线电客车运营里程测算，2022 年将仍

有 30 列电客车达到 80 万公里的架修里程上限。目前大

修生产需同时兼顾二号线既有车大修、二号线增购车架

修及三号线既有车架修，根据现有人员配备情况，预计

2022 年无法完成所有 30 列车架修，届时将有电客车面临

失修风险。

四、改善现状的策略探讨

1. 备件采购提前启动，高效运转提高生产效能。在

积累过往项目维修以及备件采购经验基础上，在《运营

设施设备大、中修管理办法》的框架内，提前两年完成

架、大修规程发布，启动架大修项目立项，提报备件清

单开始审批采购流程，避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情况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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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减少修竣交车后的补修工作量。依据架大修经验，

梳理各系统周转件使用情况，补充配备足够的周转件

投入生产，同样可以缩短架大修修时，减少修后返工。

2021 年计划完成 2023 年一号线一期电客车、二号线一期

增购电客车大修项目规程发布，立项启动物资采购。

2. 统筹考虑一、二、三号线电客车运营里程，各线

路检修调度合理组织电客车上线运营，保证电客车在

2022 年不超修程里程上限。

（1）一号线检修调度控制一期增购 17 列车中高公

里数列车上线，多组织同批次低公里数列车上线，缩短

同批次列车累计走行公里差，缩短该批次列车整体架修

周期。

（2）二号线优先组织既有车和已完成架修的增购车

上线运营，尽可能减少未架修的 10 列增购车上线，推迟

达到架修里程上限，降低架修失修风险。

（3）三号线加快增购车调试进度，优先组织增购车

和已完成架修电客车上线运营，推迟未架修电客车达到

架修里程上限，通过上述手段控制 8 列车在 2022 年底不

超过架修公里数上限，在 2023 年实施完成。

（4）2021年9月各线路架修公里数倒排预警目标制定

各线路架修公里数倒排预警

一号线一期增购车架修公里数倒排预警 -20210920

列车号
现公里数 

（20210920）

月均公里数 

（202101-202106）

预测公里数 

（202212）
目标公里数

10 月目标公里数 

（20211020）

控制后预测公里数 

（202212）

126 648986

11000

813986

9000

657986 783986

127 636308 801308 645308 771308

128 635250 800250 644250 770250

129 632931 797931 641931 767931

130 615433 780433 624433 750433

131 605459 770459 614459 740459

一号线一期增购 2022 年无架修计划，按照一期增购 17 列车目前的累计走行公里数以及列车月均走行公里数测算，上述 6

列车公里数 2022 年底逼近或超过架修公里数上限；一号线调度需重视 0126、0127、0128 车上线组织安排，每月运行公里

数不超过 9000 公里。

二号线一期增购车架修公里数倒排预警 -20210920

列车号
现公里数 

（20210920）

月均公里数 

（202101-202106）

预测公里数 

（202112）
目标公里数

10 月目标公里数 

（20211020）

控制后预测公里数 

（202112）

235 754906 12600 792706 11000 765906 787906

237 759530 12600 797330 11000 770530 792530

二号线一期增购 2021 年架修计划完成 8 列，受第二批物资采购未到货影响完成 3 列架修后 4 月份暂停架修，待物资采购到

货后复工复产；按照一期增购列车目前的累计走行公里数以及列车月均走行公里数测算，上述 0237 车公里数将最早超过

架修公里数上限；二号线调度重视 0235、0237 车上线组织安排，每月运行公里数不超过 11000 公里，同时关注 36、38、

40 车走行公里数不超架修上线，大修分部需根据部件到货情况 11 月及时扣车开展走行部专项修。

三号线架修公里数倒排预警 -20210920

列车号
现公里数 

（20210920）

月均公里数 

（202101-202106）

预测公里数 

（202112）
目标公里数

10 月目标公里数 

（20211020）

控制后预测公里数 

（202112）

326 755441

11000

788441

9000

764441 782441

322 752480 785480 761480 779480

316 753213 786213 762213 780213

315 751946 784946 760946 778946

306 751430 784430 760430 778430

三号线一期架修车 2021 年计划完成 10 列，2022 年计划完成 12 列架修 +10 列走行部专项修，按照目前的累计走行公里数以

及列车月均走行公里数测算，上述 5 列车不在 2021 年度计划架修列车内，但 2021 年 12 月公里数将逼近或超过架修公里数

上限；三号线调度需重视该 5 列车上线组织安排，每月运行公里数不超过 9000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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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采用走行部专项修的方式优先对与里程数直接相

关的走行部实施专项修，保证电客车走行部不失修，运

行安全可控。

（1）2021 年完成 10 列三号线电客车的架修工作，受

目前架大修人员产能影响，2022 年计划完成 12 列电客车

架修和 10 列转向架专项修，10 列车的其他系统维修 2023

年度完成。

（2）2021 年剩余 5 列二号线增购架修生产任务根据

物资中心采购到货情况，综合考虑走行部专项修、跨年

实施、二号线扣车情况等因素，计划采用完成架修组织

实施，年内实施不完的提报跨年实施。

五、采取策略之后的架大修规划

通过上述策略的探讨，针对目前一、二、三号线电

客车架大修存在的问题分别制定针对性措施，预期接下

来两年电客车架大修生产规划如下表。

2021-2023年架大修生产规划

线别 采购批次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一
首批车 / / 5 大

增购车 / / 12 架

二
首批车 5 大 8 大 9 大

增购车 5 架 3 架 +5 架 /

三 首批车 10 架 12 架 +10 专项 9 架 +10 车体

合计 15 架 +5 大
20 架 +8 大 +10

专项

21 架 +14 大 +10

车体

六、结束语

一条线路的电客车架大修是一套完整的项目管理，

高质量的管理涉及到人机料法环测等各个环节；西安地

铁一、二、三号线不同批次列车的架大修给我们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它是一套复杂的项目集管理，包括范围管

理、采购管理、质量管理、时间管理、沟通管理、成本

管理、人力资源管理、风险管理等多个领域。通过不同

环节、不同领域局部优化推动项目完善，本文从“料”

的环节，“时间管理”的领域进行了局部探讨。电客车架

大修自主 + 委外的模式，还应从电客车全寿命周期成本

的角度出发，组织大修与检修针对各系统部件使用情况

和故障率充分沟通与交流，制定高质量的架大修规程，

并不断优化完善，在确保安全质量的前提下，充分利用

拆解评估经验节约维修成本，为后续线路架大修模式的

探索打好技术基础，掌握一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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