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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T/CAMET 04004《城市轨道交通 车辆制动系统》的第15部分。T/CAMET 04004已经发布了

以下部分：

——第1部分：电空制动系统通用技术规范；

——第2部分：电空制动系统装车后的试验规则；

——第3部分：空气制动防滑系统技术规范；

——第4部分：制动控制单元技术规范；

——第5部分：风源装置技术规范；

——第6部分：制动盘技术规范；

——第7部分：制动夹钳单元技术规范；

——第8部分：踏面制动单元技术规范；

——第9部分：合成闸片；

——第10部分：合成闸瓦；

——第11部分：高度阀；

——第12部分：差压阀；

——第13部分：截断塞门。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技术装备分技术委员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纵横机电科技有限公司、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机车车辆研究所、

中车制动系统有限公司、南京中车浦镇海泰制动设备有限公司、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中车

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何凯、王群伟、潘兴河、樊子楠、金宇智、杨少维、刘每、马忠、刘冬喆、尹

陆、刘运东、秦东宾、郭宗斌、周景成、姜宝伟、王相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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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制动系统作为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的关键核心系统，对车辆运用及安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统一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制动系统技术要求，建立完善的技术指标体系，制定《城市轨道交通 车辆制动系统》

系列标准，拟由十八个部分构成。

——第1部分：电空制动系统通用技术规范。目的在于规范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制动系统的设计、生

产、验收、运行和维护等技术要求，统一制动系统制动减速度、紧急制动响应时间、纵向冲击率、热容

量要求、安全性要求等诸多关键技术指标。

——第2部分：电空制动系统装车后的试验规则。目的在于统一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电空制动系统装

车后的试验项目、试验方法及评定规则。

——第3部分：空气制动防滑系统技术规范。目的在于规范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空气制动防滑系统的

设计、制造及试验平台，统一防滑系统工作的最小速度、防滑系统监控、车轮抱死的持续时间等主要技

术要求。

——第4部分：制动控制单元。目的在于规范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用制动控制单元设计、制造及试验

平台，统一制动控制单元中制动控制性能要求、防滑控制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等主要技术要求。

——第5部分：风源装置。目的在于规范一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用风源装置的设计、制造及试验平台，

统一风源装置容积流量、风源装置出口空气质量、风源装置噪声等主要技术要求。

——第6部分：制动盘。目的在于规范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用制动盘设计、制造及试验平台，统一制

动盘盘体和盘毂材料、盘体无损探伤、残余不平衡值、1:1制动动力试验要求等主要技术要求。

——第7部分：制动夹钳单元。目的在于规范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用制动夹钳单元设计、制造及试验

平台，统一制动夹钳单元气密性要求、灵敏度要求、静态传动效率、手动缓解拉力等主要技术要求。

——第8部分：踏面制动单元。目的在于规范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用踏面制动单元设计、制造及试验

平台，统一踏面制动单元气密性要求、灵敏度要求、静态传动效率、手动缓解拉力等主要技术要求。

——第9部分：合成闸片。目的在于规范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用合成闸片设计、制造及试验平台，统

一合成闸片使用性能、材料要求、摩擦磨耗性能要求等主要技术要求。

——第10部分：合成闸瓦。目的在于规范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用合成闸瓦设计、制造及试验平台，统

一合成闸瓦使用性能、材料要求、摩擦磨耗性能要求等主要技术要求。

——第11部分：高度阀。目的在于规范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用高度阀的设计、制造和试验平台，统一

高度阀安装接口、气路接口、杠杆长度、流量特性等主要技术要求。

——第12部分：差压阀。目的在于规范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用差压阀的设计、制造和试验平台，统一

差压阀外观形式、安装接口、气路接口、压差参数等主要技术要求。

——第13部分：截断塞门。目的在于规范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用截断塞门的设计、制造和试验平台，

统一截断塞门外观形式、标记定义、零件材质等方面的主要技术要求。

——第14部分：安全阀。目的在于规范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用安全阀的设计、制造和试验平台，统一

安全阀强度要求、气密性要求、动作性能、机械特性等主要技术要求。

——第15部分：减压阀。目的在于规范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用减压阀的设计、制造及试验平台，统一

减压阀调压功能、倒流功能、重复精度、补风能力、溢流性能、高低温性能等主要技术要求。

——第16部分：溢流阀。目的在于规范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用溢流阀的设计、制造及试验平台，统一

溢流阀气密性要求、安装接口、动作性能等主要技术要求。

——第17部分：防滑排风阀。目的在于规范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用防滑排风阀的设计、制造及试验平

台，统一防滑排风阀的气密性要求、性能要求、排空能力、防护等级等主要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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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部分：电磁阀。目的在于规范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用电磁阀的设计、制造及试验平台，统一

电磁阀电气接口、功能和性能要求、安装要求等主要技术要求。

《城市轨道交通 车辆制动系统》系列标准，初步建立了一套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制动系统及关键部

件的设计、生产及检验规则，同时，根据行业要求统一了制动系统及关键部件的核心技术要素，使系列

标准具有广泛的适应性。

减压阀是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制动系统关键气动部件之一，其性能和质量直接关系车辆运用安全。随

着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行业的快速发展，亟需改变目前城市轨道交通领域减压阀行业标准缺失的现状。建

立减压阀行业标准，有利于提高轨道交通行业减压阀的自主设计与开发水平、提高减压阀制造水平、降

低减压阀产品故障率，从而提升制动系统可靠性和稳定性。

本标准基于《第1部分：电空制动系统通用技术规范》的制动系统顶层指标要求，结合减压阀产品

自身特点进行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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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 车辆制动系统 第 15 部分：减压阀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用减压阀的使用条件、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

包装、运输与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公称通径DN7～DN15，具有溢流功能和无溢流功能减压阀的设计、制造及检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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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2423.1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A:低温

GB/T 2423.2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B:高温

GB/T 21563—2018 轨道交通 机车车辆设备 冲击和振动试验

TB/T 3218 铁道车辆制动配件防护件

ISO 8573—1：2010 压缩空气 第1部分：杂质与纯度等级（Compressed air—Part1:

Contaminants and purity classes）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减压阀 pressure reducing valve

减压阀是一种将空气管路中较大的入口压力降低到所需的出口压力，为下游气动部件供给压力稳

定的压缩空气，并使下游气动部件不受压缩空气供给波动影响的气动部件。

3.2

溢流 overload

当具有溢流功能的减压阀出口压力超出给定值后产生卸压。

4 使用条件

4.1 工作介质

经干燥过滤干净的压缩空气，压缩空气等级应符合ISO 8573—1：2010 3 3 3的要求。

4.2 工作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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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压阀最大工作压力不应小于1000 kPa。

4.3 环境条件

减压阀在以下环境条件下应具有正常功能：

a) 正常工作海拔不超过1400 m；

b) 工作环境温度：-25 ℃～+45 ℃；特殊工作环境温度：-40 ℃～+45 ℃。

c) 最湿月月平均最大相对湿度不大于95%（该月月平均最低温度为25 ℃）。

d) 应能承受风、沙、雨、雪、盐雾、污染物的侵袭及车辆清洗时清洗剂的作用。

5 技术要求

5.1 外观要求

5.1.1 减压阀外表面涂层色泽应均匀、光滑，无伤痕及划伤、污垢等缺陷。

5.1.2 气路接口应无铝屑、毛刺、杂物、油污等。

5.1.3 铭牌应端正、无剥落翘角现象，紧固件不得有松动。

5.2 调压功能

5.2.1 采用旋转调整螺栓的方式进行调压，顺时针旋转螺栓压力增加，逆时针旋转螺栓压力降低，调

压完成后使用螺母锁紧。若采用其他调压方式，应满足供需双方签订的技术条件要求。

5.2.2 减压阀在调值过程中压力应均匀可调，无阶跃现象。

5.3 倒流功能

具有倒流功能的减压阀输入压力下降到零时，输出压力应同样下降到零。

5.4 密封性

在常温工作条件下，减压阀的外漏泄和内漏泄的漏泄量应不大于 5 kPa/min，在-25 ℃低温工作

条件和-40 ℃特殊工作环境温度下，减压阀的外漏泄和内漏泄的漏泄量应不大于 10 kPa/min。

5.5 重复精度

减压阀下游压力下降并补风稳定后，常温工作条件下，减压阀输出值与设定值的差应在-20 kPa～

+20 kPa 范围内，在-25 ℃低温工作环境、-40 ℃特殊工作环境、45 ℃高温工作环境下，减压阀输出

值与设定值的差应在-40 kPa～+40 kPa 范围内。

5.6 补风能力

减压阀下游模拟φ1 mm 通径排风，输出压力下降不应大于 40 kPa。

5.7 溢流性能

具有溢流功能的减压阀在常温工况下当下游压力超过设定值 40 kPa 前应能造成溢流，溢流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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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时输出端压力不应超过设定值80 kPa，溢流结束输出端压力稳定后应降至设定值-20 kPa～+40 kPa

范围内。

低温-25 ℃和-40 ℃、高温 45 ℃条件下应具备溢流功能。

5.8 冲击和振动

减压阀应符合 GB/T 21563—2018 中 1 类 B 的要求。

5.9 低温性能要求

在-25 ℃和-40 ℃低温环境条件下，减压阀应满足 5.1～5.7 的要求。

5.10 高温性能要求

在 45 ℃高温环境条件下，减压阀应满足 5.1～5.7 的要求。

6 试验方法

6.1 试验条件

6.1.1 试验介质

试验介质为经干燥过滤干净的压缩空气，压缩空气等级应符合ISO 8573—1：2010 3 3 3的要求。

6.1.2 环境要求

常温试验环境温度应为 25 ℃±10 ℃。

相对湿度应不大于 95%。

6.1.3 试验压力

试验压力为 900 kPa±50 kPa。

6.1.4 试验设备

试验应在专用试验设备上进行，试验设备要求如下：

a) 被测件输入口和输出口到试验设备保压塞门部分的容积应不大于 200 mL；

b) 溢流试验由总风向输出供风通径不应低于φ0.6 mm；

c) 被测件输入端压力表精度不应低于 0.6 级，输出端压力表精度不应低于 0.4 级；

d) 试验设备应密封性能良好，满足试验要求。

6.2 外观检查

采用目视检查的方法进行。

6.3 功能和性能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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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调压功能

按照型式试验或出厂试验大纲中规定的目标值进行输出压力调整，观察调值过程中输出压力变化

情况。

6.3.2 倒流功能

将减压阀输入压力降至0 kPa，检测出口端压力值的变化。

6.3.3 密封性试验

减压阀下游压力稳定后，保压 1 min 检测减压阀入口端和出口端的压力变化量。

6.3.4 重复精度试验

将减压阀出口端压力排至低于设定值后再充风，稳定后检测减压阀出口端压力值。

6.3.5 补风能力试验

减压阀出口端通过φ1 mm通径缩堵排风，出口端压力稳定后检测出口端压力值。

6.3.6 溢流性能试验

持续升高减压阀出口端压力，检测出口端压力稳定时压力值、出口端溢流压力卸去后稳定时压力

值。

6.3.7 冲击和振动试验

按照 GB/T 21563—2018 中 1 类 B 的要求进行试验，其中模拟长寿命振动试验中加速度比例系数

取 A.5.1 中数值，也可与用户协商后选取其他加速度比例系数。试验后按照 6.3.1～6.3.6 的要求进

行试验。

6.3.8 低温试验

按照 GB/T 2423.1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试验后按照 6.3.1～6.3.6 进行试验

6.3.9 高温试验

按照 GB/T 2423.2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试验后按照 6.3.1～6.3.6 进行试验。

7 检验规则

7.1 出厂检验

每件产品都应进行出厂检验。

7.2 型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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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式试验时，被试件数量不应少于1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做型式试验：

a) 新产品定型时；

b) 当产品结构、生产工艺或材料有重大改变时；

c) 产品或同类型产品停产两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d) 定型产品连续生产 5 年时。

7.3 检验项目

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的检验项目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 1 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对应条款

检验方法

对应条款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1 外观检查 5.1 6.2 √ √

2 调压功能 5.2 6.3.1 √ √

3 倒流功能 5.3 6.3.2 — √

4 密封性试验 5.4 6.3.3 √ √

5 重复精度试验 5.5 6.3.4 √ √

6 补风能力试验 5.6 6.3.5 √ √

7 溢流性能试验 5.7 6.3.6 √ √

8 冲击和振动试验 5.8 6.3.7 — √

9 低温试验 5.9 6.3.8 — √

10 高温试验 5.10 6.3.9 — √

注：“√”表示检验项,“—”表示不检验项。

8 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

8.1 标志

8.1.1 减压阀标志

减压阀应有铭牌，铭牌上应注明下列各项内容:

a) 制造商名称或代号；

b) 产品名称和型号；

c) 出厂序号、出厂日期。

8.1.2 包装箱标志

包装箱应注明下列各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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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制造商名称或代号；

b) 产品名称和型号；

c) 数量。

8.2 包装

减压阀的包装应符合 TB/T 3218 的要求。

减压阀的包装应保证在正常运输情况下不致损伤，包装前应清理清洁，接口处应加保护，箱内

应有保护垫衬，以防挤压和互相碰损。根据订货方的要求确定包装方案。

包装箱内每件产品应附有合格证，合格证应包括下列内容:

a) 制造商名称或代号；

b) 产品名称和型号；

c) 产品编号；

d) 制造商的检验部门签章；

e) 制造日期。

8.3 运输与贮存

产品在运输与贮存中应避免雨雪浸淋和机械损伤。

产品应贮存在通风和干燥的仓库内，在正常保管条件下，自出厂之日起，制造厂应保证产品在

一年内不发生金属件的锈蚀和非金属件的老化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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