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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导向胶轮系统 车辆组装后的检查与试验》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1 任务来源、编制单位

1.1 任务来源

根据 2023 年 3 月 13 日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发布的《关于下达中国城市轨道交

通协会 2023 年第二批团体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的通知）（中城轨〔2023〕11 号）制

定，由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低运能系统分会（原现代有轨电车分会）提出，湖南中

车智行科技有限公司牵头组织有关单位编写《电子导向胶轮系统 车辆 试验规范》，

由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项目编号：2023048—T—07，计划

完成时间一年。.

1.2 编制单位

该文件的编制成员，包括设计单位湖南中车智行科技有限公司、中车株洲电力机

车研究所有限公司、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中车株洲电力

机车有限公司、中铁四院集团新型轨道交通设计院有限公司、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

公司、西南交通大学,运营单位四川川南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西咸新区轨道交通投

资建设有限公司,检测单位中铁检验认证株洲牵引电气设备检验站有限公司、上海轨道

交通检测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2 编制工作组简况

表 1 编制工作组主要成员及分工

序号 姓名 单位 主要工作

1 彭忠红 湖南中车智行科技有限公司 全文统筹

2 肖磊 湖南中车智行科技有限公司 全文统筹

3 张陈林 湖南中车智行科技有限公司 全文统筹及牵头起草

4 谢斌 湖南中车智行科技有限公司 全文审查

5 郝军航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牵头起草

6 李文波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标准校核

7 李程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标准校核

8 袁希文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标准化

9 廖长鑫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标准化

10 任新旺
中铁检验认证株洲牵引电气设备检验站有限公

司
起草第 2-4 章节

11 刘阳 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 起草第 5.1 章节

12 柴柱 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 起草第 5.2 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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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单位 主要工作

13 赵海波 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起草第 5.3 章节

14 李恩龙 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起草第 5.4 章节

15 穆广友 上海轨道交通检测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起草第 5.5 章节

16 杨晓宇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起草第 5.6 章节

17 李树培 四川川南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 起草第 5.7 章节

18 詹丛树 四川川南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 起草第 5.7 章节

19 高连升
中铁检验认证株洲牵引电气设备检验站有限公

司
起草第 5.8-5.13 章节

20 李春明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起草第 5.14 章节

21 饶国华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起草第 5.15 章节

22 张陈林 湖南中车智行科技有限公司 起草第 5.16-5.25 章节

23 肖新标 西南交通大学 起草第 5.26 章节

24 韩健 西南交通大学 起草第 5.26 章节

25 贾尚帅 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起草第 5.27 章节

26 李英 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起草第 5.28 章节

27 任超 西咸新区轨道交通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起草第 5.29 章节

28 孟虹如 西咸新区轨道交通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起草第 5.29 章节

29 郝军航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起草第 5.30-5.37 章节

3 起草阶段的主要工作内容

3.1 起草编制阶段（2023.1～2023.4）

本标准团体标准的研究编写工作，广泛吸纳相关单位共同参与并广泛征求意见。

2023 年 2 月-2023 年 3 月，召开标准编制启动会会议。确定了本标准的编制计划

和工作方案，正式成立标准编制工作组，确定标准编制分工，讨论初稿目录、章节、

基本内容等；标准编制工作组根据参编单位初步编制意见完成本标准编制大纲。

2023 年 4 月-2023 年 12 月，标准编制工作组根据第一次会议的意见，对本标准的

草案进行修订，同步形成对应的编制说明，并向各参编单位征求意见，内部共计收集

了 50 条意见，其中采纳 35 条、部分采纳 9 条、不采纳 6 条。

2024 年 1 月-2024 年 4 月，结合编制组意见，修改完成本标准意见稿，并向协会

上报编制组审定后的本标准征求意见稿。

2024 年 5 月-2024 年 10 月，中城协低运能协会反馈了形式审查意见，编制组内部

讨论并修改后上报给协会。

4 标准编制原则及与国家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及有关标准的关系

4.1 本标准编制原则

a）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b）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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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与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相协调；

d）标准编制格式统一、规范，符合 GB/T 1.1-2020 规定；

e）符合《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修订）要求。

4.2 与国家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及有关标准的关系

a）本标准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要求。

b）与相关国际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适当参考了国外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相关的标准。参考 IEC 61133-2016《铁

路设施 铁路车辆 车辆组装后和运行前的整车试验》进行术语、部分指标的要求及标

准框架的构建。

c）与国内相关标准间的关系：

本标准适用于 T/CAMET 07008-2022《电子导向胶轮系统 车辆 通用技术规范》中

规定的车辆，对该标准第 19 部分 试验方法章节规定的试验从试验目的、试验条件、

试验方法三个维度进行了细化描述，同时充分结合电子导向胶轮系统车辆以往开展的

实际试验经验，着重对车辆投入使用前的试验进行描述，并根据国内外项目的实际使

用需求增加了试验项目，如：涉水试验、续航能耗试验、车轮定位试验、转向轻便性

试验、驾驶辅助系统试验、胎压监测系统试验、爆胎应急安全装置性能试验、线路试

验等。

5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论据或依据及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5.1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论据或依据

本标准的内容符合 IEC 61133:2016《轨道交通 机车车辆 机车车辆制成后投入使

用前的试验方法》的规定，并充分结合城市轨道交通电子导向胶轮系统的实际应用经

验，中车株洲所委托第三方试验机构上海轨道交通检测认证（集团）有限公司、中铁

检验认证株洲牵引电气设备检验站有限公司对电子导向胶轮系统-智轨车辆进行了一

系列完整的型式试验验证（具体见下表 2），本标准的科学性、实践性、正确性和可

行性已得到充分的理论研究和工程应用实践的双重验证。

表 2 主要技术内容确定依据

序号 主要技术内容 试验方法依据

1 涉水试验

结合国内城市轨道交通项目实际执行情况，参考胶轮车辆的自身特点按照

GB/T 38032—2020 中 5.1.1 的整车涉水试验方法开展，按照 GB/T 18384.3—

2015 中 7.2 的绝缘电阻测量方法完成测量。

2
整车环保检测

试验

结合国内城市轨道交通项目实际执行情况，按照 TB 3039—2021 中 6.1 和

6.2 的限量要求和测量方法开展试验。

3 制动系统试验
结合国内城市轨道交通项目实际执行情况和胶轮车辆的自身特点按照

T/CAMET 07008-2022 中对车辆制动的要求，需要分别开展静态测试和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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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要技术内容 试验方法依据

测试。其中在车辆静态工况下，检测车辆各种制动模式下的制动系统工作状态、

压力值等参数是否满足产品技术条件规定；在车辆动态工况下，检测车辆在不

同速度级且不同制动模式下的速度、减速度、制动距离、冲击等参数是否满足

产品技术条件规定。

4

曲线和坡度变

化线路的运行

试验

根据标准 GB/T 14894—2005 中 6.2 的要求，结合国内城市轨道交通项目实

际执行情况，参考胶轮车辆的自身特点按照 T/CAMET 07008-2022 中对车

辆最小转弯半径和爬坡度的要求，检查车辆最小转弯半径是否满足产品技术

条件规定；检查竖曲线和坡道通过能力是否满足产品技术条件规定。

5 牵引性能试验

根据标准 GB/T 14894—2005 中 6.4 的要求，对起动和加速试验进行了规定，

并结合国内城市轨道交通项目实际执行情况，检查车辆的加速度性能是否

满足产品技术条件规定。。

6 线路试验

根据标准GB/T 14894—2005中6.10、6.11的要求开展典型运行图试验：车辆在

指定的运营线路按照确定的运行图进行运行，全程测量动车组速度、运行时间，

计算各区间运行时分、里程，共运行两个往返；能量消耗试验：在指定运营线

路按照运行图运行，全程记录车辆的速度、里程、电压、电流，计算能量消耗。

运行两个往返；

结合国内城市轨道交通项目实际执行情况，参考胶轮车辆的自身特点开展

线路通过性试验：在指定运营线路上运行，以车辆最高运营速度、出入站最高

通过速度等速度等级通过各测点；

辅助驾驶进站试验：在指定运营线路上运行，以出入站最高通过速度进站，分

别测量车辆门槛外沿与站台间隙。

6 主要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6.1 主要试验（验证）的分析

本标准中的所有试验项点均邀请第三方检测机构上海轨道交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中铁检验认证株洲牵引电气设备检验站有限公司进行了一系列车辆型式试验。部分试

验结果如下：

1）环保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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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车环保检测试验报告与本部分标准一致

2）制动能力

线路制动能力试验报告与本部分标准一致。

6.2 综述报告

标准里的试验项目和试验方法是伴随着电子导向胶轮系统产业研发试制、试运行

到市场化落地运行的大量技术经验积累和宝贵成果，其科学性、实践性、正确性和可

行性经过了充分的验证，标准的制定发布对于推动整个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填

补了国内空白，形成了统一的的电子导向胶轮系统车辆试验验收项点和行业标准。

6.3 技术经济论证

本标准电子导向胶轮系统车辆的基础性规范标准，主要用于规范对应相关的研发设

计、试验、质检，以便为电子导向胶轮系统试验提供标准支撑，为电子导向胶轮系统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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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研发人员、试验人员及质检人员等提供统一的参考依据，促进电子导向胶轮系统车

辆稳健发展，为城市公共交通立体化、多元化、智能化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

6.3 预期经济效果

本标准的制定发布有助于推进电子导向胶轮系统创新发展，促进行业内的技术交流和

大量的研发试验经验积累的共享，减少在试验项目的完整性、试验方法的可操作性、试验

数据的正确性、评判标准的合理性方面摸索研究的漫长时间，降低技术研发革新进步的投

入成本；将有效的为电子电子导向胶轮系统发展提供试验规范，并有力推动电子导向胶轮

系统车辆的发展。

7 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及水平的简要说明

无。

8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9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等内容）

本标准应采用公开发行等适宜的方式及时对相关管理部门和实施机构的负责人进行

宣贯，并做好相关培训与记录，使标准的关联方能及时、准确的按标准要求开展工作。

建议新发布的电子导向胶轮系统工程（涉及电子导向胶轮电车）的型式试验采用本标

准。

10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如涉及专利的处理等

根据标准主要技术内容和 GB/T 1.1—2020 中关于名称的规定，将《电子导向胶轮系

统 车辆 试验规范》标准名称变更为《电子导向胶轮系统 车辆组装后的检查与试验》。

在标准编制过程中，申报书中的参编单位：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湖南

中车时代通信信号有限公司、湖南中车时代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因未具体参与标准编

制工作，经编制组一致同意将上述单位编制组（含相应参编人员）移出参编单位。

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的赵海波、李恩龙参与了标准第 5.3、5.4 章节部分

的编制工作，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的李春明、饶国华参与了标准第 5.14、5.15 章

节部分的编制工作，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的贾尚帅、李英参与了标准第 5.29、5.30

章节部分的编制工作，中铁四院集团新型轨道交通设计院有限公司的杨晓宇参与了标准的

编制工作，经编制组一致同意将上述单位和人员纳入本标准参编单位和参编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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