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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车辆部件维修模式探讨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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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内地铁车辆的设计寿命普遍高于 30 年，为了保证车辆在开始时

期、近期和遥远期行驶中的安全，以此来确保地铁运营过程中的安全性，

在此基础上延长车辆的使用时间，减少有关地铁的运营花销，增加各个
方面的利益，需要对车辆进行检修。因此，为了保证地铁的安全性与其

产生的效益，需要建立严格的维修制度并采用合理的维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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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地铁车辆的维修工作首先要做到在技术上认真看待发
生问题的数字资料的收集、处理和分析，按照要求准确的了解设
备开始工作时候的具体情况，执行检修需求，并合理安排检修的
每件事，如检修的部位、进行一次检修和检修的时间，这样既可
以有效的降低检修过程产生的费用，还可以使设备更加的耐用。
对于地铁车辆的换新方式和改善维修的方法，要根据实际的地铁
车辆维修情况做出改善。 

1.地铁车辆维修的基本模式 
目前国家对于地铁车辆的检修并没有统一的规定，因为各个

城市的地铁车辆有所不同。而国内外部分地区的车辆维修方式虽
然有很多的区别，但大都是差不多的。为了使地铁车辆不出现毛
病，要对地铁进行维修，要对车辆进行检查修理，而且要结合每
个部件维修的时间和使用的时间长短，地铁车辆的检修方法可以
分为两种，是根据地铁车辆行驶路程的长短和被使用的时间进行
划分的，需要定期进行维修和不定期的进行修理检查。不定期的
维修也可以分为两种，可以每天对车辆进行检修也可以每个月。
而定期的检修方法有定修，也可以架修，或者对地铁车辆进行整
体的大维修。而车辆在行驶过程中个别部件也可能会突然出现毛
病，对这种突然的故障进行检修处理被称之为地铁车辆故障维
修，又称之为临修，临修分为在现场修或者场内修。 

2.地铁维修模式探索 
通过对国内和国外地铁维修方式的分析可了解这些车辆在

使用过程中的一些独特之处，地铁的车辆可以自身运行特点选择
的维修模式。在地铁车辆运营的初期在出现一些问题时，例如行
驶的线网投入的比较少，人员的技能参差不齐时，地铁车辆运行
不畅，这时可选择预防性“计划维修”和列车发生故障需要进行
维修的的事后“故障维修”这两种方法。首先必须确保在修理前
准备充分，按照计划组织维修，以此来保证修理的质量，其次可
以制定并编制各种的设备维修计划和修理定额，来保证修理的有
序进行。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需要培养员工的工作能力，提
升他们的技能，并使后续的车辆多方面发展可以有技术支撑。等
到后期，地铁行驶更加方便快捷的时候，就可以采取更加有效的
维修模式，主要是“以状态预防维修为主，多种维修方式并存”
的一种维修模式，这种维修模式可以使地铁出现毛病的次数逐渐
减少，也可以减少检修需要花费的钱，故而可以提高整体车辆的
运营水平，如双日检修、全效检修、状态检修模式。 

地铁车辆运营成熟之后，在城市中的各个交通路段，交通车
辆自身的性能都是不错的。尤其是车辆的各个系统都比较先进，
这些系统都采用了现代世界上尖端的技术，并且这些车辆自身的
故障诊测与判断系统在运行过程中的状态都是具有较高水平的。
正是因为车辆内部的调整系统水平超高，才使得整个车辆在进入
维修状态后变得十分容易。所以说，通过对车辆在行驶过程中自
身可靠程度和发生故障的概率进行分析得出，车辆在行驶过程
中，应当根据实际的检测的情况，采用以下几种检修的方法，如
计划的维修、状态的维修、均衡维修以及针对部件的计划修。第
一点，计划维修。对于车辆的常规检查，如对于车辆每日每月及
每年的常规检查和日常故障处理进行严格执行，若想适当的缩减
车辆定期检查的内容和延长检查的周期，需要形成一定的计划维
修模式。第二点，状态维修。对于一些具有危险性，但不会造成
较大影响的个别故障部件，就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及时开展状态维
修，例如空调、车体、自动车钩、PIS 等部件。除此之外，状态

修还具有很多优点，比如说它可以减少维修车辆的次数，也可以
减少车辆检修时浪费的时间、减少维修的工作量，降低人工的花
销、减少因人的过失所造成的的拆卸故障，以此来优化维修的计
划。第三点，均衡维修。列车在停运期间和车流量减少的时段可
以利用列车的停运窗口进行维修检查。这种情况可以分为几个不
用的时段与场合进行，也可以通过在车辆驻地进行维修或者维修
人员在同一地点轮番进行维修。这两种维修过程较小、时间较短，
而且可以将处于良好运行状态中的列车分散均匀，以此完成检修
过程。第四点，部件计划修。对于一些车辆部件、容易磨耗的机
械部件来说，可能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因为它们故障后可能
会对清客、救援行动及车间的运行存在着很大的威胁。我们可以
针对不同部件的不同性能进行维修，如轮对、牵引机电、制动系
统、转架、车门、牵引逆变器、辅助逆变器、网络控制系统、管
通道等等。通过对它们的牢固性能和发生事故的频率进行分析，
可以按照它们的维修周期进行计划普修和计划大修。如果情况较
为严重可以将维修方法综合为一体使用[1]。 

3.维修策略优选方案研究 
逻辑决断图法。目前虽然有的时候逻辑决断图的设计和技术

维修人员所要表现的形式不一样，但其设计理念都是差不多的。
在当地铁车辆或者其他的地铁设备发生了很严重的问题时，首先
应在第一时间对设备当时的情况进行了解，接着通过检测找出出
现问题的原因，然后对这一问题采取对应的改进措施，最后做出
正确的维修方案。但当地铁设备出现很严重的毛病时，除了一些
突然发生的状况，不然必须要按时为车辆做检查与维修的工作，
除此之外，进行一定程度的设备换新工作。对于个别设备的故障，
如果不会影响地铁的行驶，就可以在列车停止的时候进行维修与
保养，其他的设备故障应该在当时就解决。一般来说，在行驶中
的地铁发生故障的种类分为以下的几种：第一，不透明的故障。
顾名思义是隐形的，不轻易被人发现到的故障。这种故障一般比
较小，不会轻易被操作者找到，但是其对设备造成的损伤是长期
的，很容易引发大的毛病。第二，维修人员需要对故障的原因进
行探究，并根据相关的数字进行准确的判断故障的成因跟它的使
用时限是否有关联。第三，当一个设备出现众多严重的毛病时，
设备极有可能每时每刻都发生损伤，继而造成连锁事故的发生。
当我们想确认一个故障的发生是否具有严重的故障风险，首先需
要判断毛病是不是很严重。第四，可以通过分析毛病会不会影响
其它的安全来判断毛病的严重性。 

结论： 
简而言之，列车发生故障的“事后故障”和按照车辆行驶的

里程数以及一定时间间隔进行的“预防计划”是我国地铁车辆采
用的基本维修模式。这种传统的车辆维修模式随着新技术的产生
及在车辆检修中的不断运用，日益暴露出欠修、过修以及其他各
种弊端。为了提高车辆的维修效率和维修质量，本文对车辆的维
修模式进行了探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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