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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北京控股磁悬浮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国防科技大学、同济大学、西南交通大学、

北京全路通信信号研究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株洲中车时代电气

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磁浮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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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低速磁浮车辆组装后的检查与试验规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中低速磁浮车辆组装后的检查与试验项目、内容及判定标准。 

本标准适用于中低速磁浮车辆组装后的检查及试验项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CJ/T 375 中低速磁浮交通车辆通用技术条件 

TB/T 1802铁道车辆漏雨试验方法 

3 术语 

3.1 车辆 vehicle 

磁浮车辆是指采用悬浮力支撑和导向负荷、具有牵引动力或无牵引动力、可编成列车运行的单节载

客工具。 

3.2 空载（AW0） no-load charge 

车辆自身的重量，车辆无乘客。 

3.3 定员载荷(AW2)  specified load 

定员为坐席位和站席位的总和，站席标准为车内面积扣除座席区及相关设施的面积后，按6人/m2

计。 

3.4 超员载荷（AW3）maximum load 

超员为坐席位和站席位的总和，站席标准为车内面积扣除座席区及相关设施的面积后，按9人/m2

计。 

3.5 车辆组装后 vehicle on completion of construction  

车辆组装后是指不含磁浮走行部（悬浮架、悬挂系统等）的状态 

4 检查与试验规则 

4.1 车辆的动力学性能试验、冲击试验、强度试验等试验项目应由有资质的试验部门进行试验，出具

试验报告。 

http://www.baidu.com/link?url=BVJSsegT_JUKKuFyZAyuPIjMIPVX8yWxYKRwEUUOrQr3Bwq5VxAqh8QNh4hLbJo7yyDYf3TNkyupjSxIJj89YVHgUfaUGmEGHrEuzhe9oc218PLeOZlOkjH7BdrWwj2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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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批量生产的每辆客车，应按表 1中规定的项目进行型式试验、例行试验和研究性试验。 

4.3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试验: 

a) 新造车辆的定型鉴定; 

b) 已定型车辆转厂生产时; 

c) 车辆的结构、材料、工艺有重大改进设计，可能影响其性能及行车安全时; 

d) 批量生产的车辆，生产达到一定的生产周期或时间周期时; 

e) 产品停产 5年后，恢复生产时(轮番生产的车辆除外); 

f)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4.4 研究性试验 

4.4.1 研究试验是可选的特殊试验，目的是获得额外的信息。 

4.4.2 研究试验应确定具体的操作内容及试验项目，试验结果可作为今后中低速磁浮车辆改进、优化

和运用的参考，不作为检验的依据。 

4.5 提交试验的车辆应完成各项调试工作，并通过检验。 

4.6 在车辆试验前，相关零部件的型式试验应完成。 

4.7 对每一辆车出厂时，制造厂应按表 1规定的项目对车辆进行例行试验。例行试验过程中，若有任

意一项不合格，则车辆为不合格。技术检验部门按本标准对车辆逐项检查，检查合格方准予验收。 

4.8 经用户与制造厂双方协商，用户可在交验的车辆中进行抽样检查试验，以验证例行检验结果。 

4.9 试验项目按表 1规定进行。 

5 中低速磁浮车辆试验项目 

序号 试验项目 型式试验 例行试验 研究性试验 条款 

1 起吊性能检查 √ √  6 

2 耐压试验 √ √  7 

3 空气制动管路气密性检查 √ √  8 

4 液压管路密封试验  √  9 

5 车体和外部设备箱体水密性试验  √  10 

6 安全措施和安全设备检查  √  11 

5.1 试验准备 

车辆试验前要进行各项试验准备，确认以下项目： 

——试验项目;  

——环境状态； 

——车辆载荷状态；  

——试验方法； 

——判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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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用设备应根据实验室认可和计量认证要求，进行试验设备检定。 

6 外观检查 

6.1 检查下列部件的结构型式、安装位置、配管、配线、油漆、标记等是否符合磁浮车辆产品技术文

件和有关标准的规定: 

——车体； 

——车门和车窗； 

——车内设备； 

——车钩缓冲装置及车体外部设备； 

——制动装置； 

——通风、采暖和空调装置； 

——车辆电气装置； 

——安全防火及卫生设备。 

6.2 检查各零部件的连接螺栓、铆钉、销钉的连接状态；各零部件的焊接质量应符合设计要求；检查

按规定应加装铅封的重要零部件和仪表的铅封状态。 

7 起吊性能检查 

7.1 试验目的 

检验车辆起吊性能。 

7.2 试验条件 

a) 车辆状态：静止。 

b) 载荷状态：空载（AW0）。 

7.3 试验内容 

7.3.1 试验前检查车体起吊连接装置是否正常。  

7.3.2 用吊车或其它起重设备在设计好的起吊点吊起车体，起吊时各支撑点的高度一致。 

7.3.3 当车体离开支撑面 0.5m以上时，停止起吊。 

7.3.4 保持 5min。 

7.4 判定标准 

车体起吊点处不应有永久性变形。再次着地后，车体不应有永久性变形。 

8 耐压试验 

8.1 试验目的 

检验车辆各类电缆耐压性能。 

8.2 试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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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车辆状态：静止。 

b) 载荷状态：无特定载荷要求。 

8.3 试验内容 

8.3.1 试验前隔离与电缆相联的电气设备的接地线。 

8.3.2 分别对车辆 DC1500V高压电缆、AC380V中压母线、DC330V电源线、DC110V控制母线电压等级

电路的连接电缆进行对地工频耐受电压试验。其它所有电路原则上应接地。必要时接触器与开关电路应

予闭合或短路，以确保试验电路的所有部件全部连接在内。有接地电路者应拆除，应当采取措施以防电

容或电感影响而在某些点上出现异常电压。易受损伤的变流器与电子设备应在试验前预先切除或短路。 

8.3.3 对测试电缆施加相应的试验电压，耐受 1min。 

8.3.4 在试验前后分别用 1000V及 500V 直流兆欧表测量电缆绝缘电阻值并记录。 

8.4 判定标准 

试验中测试电缆无对地放电或击穿等异常现象发生，则试验通过。 

具体试验电压及绝缘电阻值满足表2要求。 

表1 试验电压一览表 

线号 试验电压 1min（VAC） 绝缘电阻（MΩ） 

DC1500V 电路电缆 4250 ≥5（1000V 直流兆欧表） 

AC380V 电路电缆 2125 ≥5（1000V 直流兆欧表） 

DC330V 电路电缆 2125 ≥5（1000V 直流兆欧表） 

DC110V 电路电缆 1250 ≥5（500V 直流兆欧表） 

9 空气制动管路气密性检查 

9.1 试验目的 

检验空气制动相关管路的气密性。 

9.2 试验条件 

a) 车辆状态：静止。  

b) 载荷状态：空载（AW0）。 

9.3 试验内容 

9.3.1 试验前将车辆两端管路端头进行封堵处理。  

9.3.2 在管路适当的位置安装压力表。 

a) 压缩空气管路气密性检查：总风缸管路充气至最大工作压力，切断供气保压，待压力稳定后进

行测量，确认在合同规定时间内压力降低不大于合同规定值。 

b) 合同未规定值时，按照如下标准检查： 

1) 与制动有关管路（包括制动储风缸、向增压缸供风相关管路及管路上的管接件、阀类等），

保压 3min，压力降低值不超过 10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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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他空气压缩管路，保压 5min，压力降低值不超过 20kPa。 

9.4 判定标准 

整车气密性总风漏泄量不大于20kPa/5min。 

10 液压管路密封试验 

10.1 试验目的 

检验液压管路及接头的耐压能力，不应泄漏。 

10.2 试验条件 

a) 车上所有的管路连接完好。 

b) 液压泵及阀类件检验合格。 

10.3 试验内容 

a) 车下液压管路组装好后，将开口处用螺堵密封。 

b) 启动液压站，将液压管路中液压油加压至 11MPa，保压 20min。 

10.4 判定标准 

a) 观察各接头处不应出现泄漏现象。 

b) 观察压力表下降数值不得超过 0.1MPa。 

11 车体和外部设备箱体水密性试验 

11.1 试验目的 

检验车体和外部设备水密性。 

11.2 试验内容 

11.2.1 在进行车体与装在车体外部的电气设备箱的水密性试验时，应检查所有可能有水或雨浸入的开

孔、门、孔盖、盖板或缝隙处。要区别设计上开孔(进风口等)的防水性和主要取决于安装和接口状态的

孔盖(门、窗、机罩等)的防水性。各开孔和孔盖的防水性以及从某些隔室的排水，应做到不得对必备的

电缆、电气设备或任何其他设备带来浸水的不良影响。 

11.2.2 进行开孔和孔盖的水密封检查时，应开动车辆所有的通风机，让车辆通过带喷射水的龙门架，

使水流喷向各个开孔与孔盖，每辆车持续喷射 15 min。喷射架的喷流量、水流的分布和喷嘴部位以及

龙门架喷水速率，应符合 TB/T 1802-1996第 5.1条的规定。 

11.2.3 车辆水密封试验，宜采用轨道车辆通用的水密性试验设备进行。上部有一排水平喷嘴和两侧各

有一排垂直喷嘴的喷射架，每排喷嘴每分钟应能均匀地喷射 500L流量水，其压力为 200kPa，采用 90°
固定锥体喷嘴的喷射方式。 

11.2.4 应检验一般用于净化吸入车体和设备箱空气的防护板等装备的有效性。在完成线路试验之后，

也应检查不得由于灰尘的侵人，使电缆配置、开关设备或保证车辆正常运行的任何其他设备的安全性受

到损害。 

11.2.5 保证车辆同一部位的喷水时间不少于 3min，喷淋期间检查车辆内部，不应有漏雨现象发生。 



T/CAMETXXXXXXX—XXXX 

6 

11.2.6 在喷淋结束 20min 后，从车内各个部位检查，不应有漏雨现象发生。 

11.2.7 如果发现渗水或漏水，要立即中止喷淋，然后按技术要求密封漏水点，随后应重启试验，试验

结论以重启试验结果为准。 

11.3 判定标准  

11.3.1 在喷淋期间车辆内部应无漏水。特别重要的是车门区域。 

11.3.2 在喷淋结束 20min 后重新检查各区域应无进水。在关闭的车门内侧不应显示有细小水流，个别

水滴可以有，只允许在防挤压胶条处有渗水。 

12 安全措施和安全设备检查 

12.1 试验目的 

检验车辆安全措施和安全设备。 

12.2 试验条件 

a) 载荷状态：空载荷（AW0）。 

b) 车辆状态：静止。 

12.3 试验内容 

12.3.1 检查电气设备的保护性接地 

对车辆电气设备（牵引变流器、高压电气柜、高压分线箱、电抗器、悬浮控制器、空压机、悬浮电

源、控制电源、DC330V蓄电池箱、DC110V蓄电池箱）的接地进行检查，所有设备应有接地保护。 

12.3.2 检查危险警告标记 

检查车辆所有高压电气设备，应贴有危险警告标记。 

12.3.3 检查灭火器、安全锤 

车辆停放在线路上，检查司机室、客室内的灭火器、安全锤，应满足安全需求。 

12.4 判定标准 

12.4.1 检查电气设备的保护性接地 

所有电气设备的接地保护应符合CJ/T 375-2010中第10.5的规定。 

12.4.2 检查危险警告标记 

所有高压电气设备的危险警告标记应符合CJ/T 375-2010 第19.6的规定。 

12.4.3 检查消防器材 

司机室、客室内灭火器的安全需求符合CJ/T 375-2010 的第 19.7安全措施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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