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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 车辆制动系统 第 16 部分：溢流阀》

（征求意见稿）编 制 说 明

1 任务来源、协作单位

1.1 任务来源

溢流阀是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制动系统中重要部件，主要用于控制管路下游压

力，当管路输入压力超过溢流阀设定值时溢流阀开启，通过溢流阀向下游供风。

当管路输入压力低于溢流阀设定值时溢流阀关闭，优先保证制动用风。目前，城

轨车辆溢流阀产品种类繁多、结构差异大，理论压差及外观要求也不尽相同。为

了满足用户不同项目平台的实际需求，通过制定溢流阀标准来规范溢流阀的设

计、制造及检验过程，提高产品的通用性和互换性，降低用户的运营成本。

根据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关于召开《城市轨道交通 车辆轮缘润滑装置技

术要求》等8个团体标准编制启动会和草案专家咨询会的通知［中城轨（2022）

76 号］，由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技术装备分技术委员会（SC04）提出，由协

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由北京纵横机电科技有限公司牵头组织相关单位共同

编制《城市轨道交通 车辆制动系统 第 14 部分：溢流阀》，项目计划编为号

2022070-T-04，项目周期 1 年，计划完成时间 2023 年 9 月。

1.2 协作单位

牵头单位：北京纵横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北京纵横机电科技有限公司、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机车车辆研究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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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编制工作组简况

2.1 编制工作组及其成员情况

表1 编制工作组及其成员情况

序号 姓 名 单 位 分工

1 孙栋栋 北京纵横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主持，主体框架的编制，

主要负责编制第 4章、第

5 章、第 6 章、第 7 章、

第 8章

2 杨亦铮 北京纵横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参与编制第 3章、第 4章、

第 5章

3 陈笑镝 北京纵横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参与编制第 5章、第 6章



4 范荣巍 北京纵横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参与编制第 4章、第 5章

5 徐琳 北京纵横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编审

6 余俊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

限公司机车车辆研究所

参与编制第 5章、第 9章

7 马忠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

限公司机车车辆研究所

参与编制第 9章

8 张犀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

限公司机车车辆研究所

参与编制第 9章

9 黄士伟
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

限公司

参与编制第 5章、第 6章

10 迟鹏新
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

限公司

参与编制第 7章

11 张耀军
南京中车浦镇海泰制动设备

有限公司

参与编制第 4章、第 5章

12 刘亮
南京中车浦镇海泰制动设备

有限公司

参与编制第 6章

13 姚风龙
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

公司

参与编制第 4章、第 9章

14 王晓东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

有限公司

参与编制第 3章、第 4章

15 吴学瑞
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

限公司

参与编制第 3章

3 起草阶段的主要工作

3.1 计划、预研阶段（2021.04~2021.05）

根据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发布的《关于征集 2021 年度团体标准制修订项

目的通知》(中城轨〔2021〕31 号)要求，北京纵横机电科技有限公司筹备成立

标准编制工作组，建立联络机制，制定标准编制方案及进度安排，并邀请行业内

各生产企业和业主企业共同参与，并征询行业内各专家意见，总结和交流相关经

验，组织相关专业技术人员拟定团体标准草稿。

2021 年 10 月，北京纵横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有限公司向中城轨技术装备分

技术委员会（SC04）提报了团体标准制修订项目申报书和团体标准草案稿。

3.2 立项阶段（2021.06~2022.02）



2022 年 3 月，该项目通过了中城轨技术装备分技术委员会（SC04）组织的

团体标准初步评估，并于 2022 年 7 月 8 日通过了中城轨组织召开的团体标准

立项评估会。

2022 年 9 月 28 日，根据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关于召开《城市轨道交通

车辆轮缘润滑装置技术要求》等8个团体标准编制启动会和草案专家咨询会的通

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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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04）

提出的《城市轨道交通 车辆轮缘润滑装置技术要求》等 8 个团体标准（见附件

1）已获得立项审批（中城轨[2022] 70 号、中城轨[2022] 76 号），计划编号

为 2022064—T—04、2022067—T—04~2022073—T—04。现组织召开该团体标准

的编制启动会和草案专家咨询会，会议采用腾讯会议方式召开，会议明确了标准

编制的背景、意义及目标，编制组成员及职责分工，制定了编制计划和时间表，

与会专家对草案稿进行了技术审查，提出了修改建议。

3.3 起草阶段（2022.03~2023.08）

2022 年 9 月 28 日，中城轨技术装备分技术委员会（SC04）组织召开了标

准编制启动会和草案专家咨询会。会上主编单位介绍了标准内容、编制计划等内

容，针对标准草案稿，与会专家主要提出了以下建议：

1）进一步核定环境温度。

2）具体产品标准，不规定“总则”

3）制定标准，不建议有双方协商内容。

4）标准格式应符合 GB/T 1.1—2020 要求等。

2022 年 10 月～2022 年 12 月，主编单位根据专家意见对标准草案稿进行

了修订：

1）环境温度统一修订为在-25 ℃～+45 ℃之间，特殊环境温度范围为

-40 ℃～+45 ℃之间。

2）删除“总则”

3）将双方协商内容删除。

4）根据 GB/T 1.1—2020 要求，修订完善了标准格式等。

2023 年 2 月～2023 年 4 月，结合起草单位意见及内部沟通结果，后形成

草案初稿。

2023年9月，依据标准化专家意见及内部沟通，进行了如下修订：

1）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增加“GB/T 6414—2017 铸件 尺寸公差、几何公差

与机械加工余量”



2）使用条件中，将“本标准规定通用使用条件，对于特殊要求和使用条件

的溢流阀，参考供需双方签订的采购技术条件。”调整为“在下列环境条件下应

能正常工作：”

3）6.1.5中将“未注机械加工尺寸公差应执行GB/T 1804—m”调整为“未注

机械加工尺寸公差应符合GB/T 1804—2000中m级规定”，将“未注形位公差应执

行GB/T 1184—K”调整为“未注形位公差应符合GB/T 1184—1996中K级规定”。

4）增加“未铸造尺寸公差应符合GB/T 6414—2017中DCTG9级规定。”

5）检验方法中，删除“性能试验应在专用试验设备上进行，试验所用仪器

和量具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规定，并满足试验项目的要求。”

6）7.1外观及尺寸检查中，将“使用目测和测量的方法分别对溢流阀外观、

尺寸进行检查。”调整为“使用目视和测量的方法分别对溢流阀外观、尺寸进行

检查。”

7）8.2型式试验中，删除“e)法律法规要求的。”增加“e)已定型产品转场

生产时。”

8）表1中按“型式试验”、“出厂检验”、“技术要求对应条款”、“检验

方法对应条款”重新进行排序。将注1和注2合并为一条。

9）9.1.1溢流阀标志中，将“d)标志具有可追溯性”删除，将“溢流阀应有

铭牌，铭牌上应注明下列各项内容:”调整为“溢流阀应有可追溯性标志，应包

括下列各项内容:”

10）9.1.2包装箱标志中，删除“d)应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3.4 征求意见阶段

2025年2月提交征求意见稿阶段材料。

3.5 送审稿阶段

尚未开始

3.6 报批稿阶段

尚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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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原则

1）标准格式规范，符合GB/T1.1-2020的要求；

2）标准内容符合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规范性等要求；

3）标准技术内容安全可靠、成熟稳定、科学先进。



4.2与国家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及有关标准的关系

本项目与TB/T 3460-2016 铁道客车及动车组用溢流阀 相比较：

1）本标准规定了规定了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用溢流阀的术语和定义、使用条

件、分类及组成、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等。

本标准适用于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用溢流阀的设计、生产制造及检验等。标准规定

和适用范围不同；

2）针对铸件阀体，本标准中增加了未铸造尺寸公差应符合GB/T 6414—2017

中DCTG9级规定。

3）本标准规定使用环境温度应在-25 ℃～+45 ℃范围内，特殊环境温度应

在-40 ℃～+45 ℃范围内。适用的环境温度不同。

4）本标准结合用户用户要求，增加已定型产品转场生产时应重新做型式试

验，对TB/T 3460不合适的条款进行了修改和完善，如删除“性能试验应在专用

试验设备上进行，试验所用仪器和量具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规定，并满足试验项

目的要求”等。

5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论据或依据

表2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论据或依据

序号 主要技术内容 论据或依据

1 分类及组成 参考TB/T 3460-2016，溢流阀按安装方式不同和功能

不同进行分类。

2 外观要求 参考TB/T 3460-2016,新增了阀体表面处理要求，涂

漆层或化学处理层应色泽均匀，无油污、压痕和其他

机械损伤。

3 尺寸要求
a) 溢流阀未注机械加工尺寸公差应符合GB/T 1804

—2000中m级规定；

b) 溢流阀未注形位公差应符合GB/T 1184—1996中K

级规定；

c） 溢流阀未铸造尺寸公差应符合GB/T 6414—2017

中DCTG9级规定。

4 气密性要求 参考TB/T 3460-2016，对常温（20 ℃）和高温（45 ℃），

对低温（-25 ℃或-40 ℃）时，分别进行气密性试验。

5 动作性能 参考TB/T 3460-2016，对溢流阀的开启压力和关闭压

力进行规定。

6 冲击振动 耐冲击振动试验按照GB/T 21563-2018的1类B级的要

求进行试验。



7 低温试验 低温（-25℃或-40℃）试验按照GB/T 2423.1-2008 试

验A：低温试验方法的要求进行试验。

8 高温试验 高温（+45℃）试验按照GB/T 2423.2-2008 试验B：

高温试验方法的要求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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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结合业主、车辆厂和生产厂家的的设计需求、生产制造、性能评价等

问题进行集中梳理，规范成文、最终形成标准文件，在已有标准、规范对城市轨

道交通车辆制动系统用溢流阀使用条件、技术要求、检验方法等要求的基础上进

行了优化提升，试验项点能充分验证溢流阀的结构和功能，为保证溢流阀装车运

用提供保障。

6.2 综述报告

溢流阀作为城市轨道交通制动系统的关键部件，不同厂家的产品设计理念和

结构形式不同，国内溢流阀产品的形式各异，规格不统一，为满足用户的不同技

术要求和个性化定制需求，需要在相关标准基础上继续完善和补充相关条款，统

一产品的设计要求及技术指标，从而更好的规范溢流阀的设计开发及生产制造，

提高产品的通用性和互换性，降低使用者的运营成本。

6.3 技术经济论证



基于国内轨道交通行业的快速发展，溢流阀产品型号多样，规格不统一，需

要在相关标准基础上继续完善和补充相关条款，在保持产品个性要求的基础上，

最大限度的统一产品的设计要求及技术指标，从而更好的规范溢流阀的设计开发

及生产制造，提高产品的通用性和互换性，降低使用者的运营成本。

6.4 预期的经济效果

本标准的发布为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溢流阀的术语和定义、使用条件、分类及

组成、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要求等提供可

执行的、统一的标准。为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用溢流阀的统型管理提供支持，有利

于促进轨道交通行业车辆溢流阀的设计开发、促进部件产品的产业化，可降低设

计、运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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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一经发布，标准编制组将在协会的推进下，有针对性的组织标准培训与

宣贯，在协会的协调下，由业主单位在技术合同中引用本标准作为对城市轨道交

通车辆安全事件记录仪的通用技术要求，由产品设计制造单位严格遵循本标准进

行设计与检验，标准归口单位最终对标准贯彻情况进行检查和评估。

10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如涉及专利的处理等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等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