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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轨电车 制动系统用液压制动控制单元 技术规范》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1 任务来源、协作单位

1.1 任务来源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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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年第二批团体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的通知》（中城轨[2024]64 号），由中国城市

轨道交通协会低运能系统分会提出，由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归口,由江西华伍制动器股份有限公司牵头组织相关单位共同编制《有轨电

车 制动系统用液压制动控制单元 技术规范》，计划编号为 2024054—T—07，

项目周期 1 年，计划完成时间 2025 年 12 月。

1.2 协作单位

本标准由江西华伍制动器股份有限公司牵头，联合中车制动系统有限公

司、华伍轨道交通装备（上海）有限责任公司、南昌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长春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中车轨

道车辆有限公司、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

限公司、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共同编制。

2 编制工作组简况

2.1 编制工作组及其成员情况

表 1 编制工作组成员情况

序号 编制单位名称 承担工作 单位构成

1 江西华伍制动器股份有限公司 主编单位 设计兼生产单位

2 中车制动系统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 设计兼生产单位

3 华伍轨道交通装备（上海）有限责任公司 参编单位 设计兼生产单位

4 南昌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 业主单位

5 长春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 业主单位

6 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 生产单位

7 长春中车轨道车辆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 生产单位

8 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 生产单位

9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 生产单位

10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 设计兼生产单位

2.2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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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起草人工作任务及单位

序号 姓 名 职称/职务 工作任务 单 位

1 裴玉春 高 工/副总经理 5章编制 江西华伍制动器股份有限公司

2 李 毅 教授级高工/总工程师 总负责 江西华伍制动器股份有限公司

3 杨 弘 教授级高工/副总工程师
编制组长

标准化 江西华伍制动器股份有限公司

4 黄 磊 工程师 7章编制 江西华伍制动器股份有限公司

5 吴海岭 工程师 6章编制 江西华伍制动器股份有限公司

6 牛玉国 高工 5章审核 中车制动系统有限公司

7 张彦伟 高工 6章审核 中车制动系统有限公司

8 张旦旦 工程师 4章编制 华伍轨道交通装备（上海）有限责任公司

9 刘 挺 工程师 3章编制 华伍轨道交通装备（上海）有限责任公司

10 刘佳楠 工程师 8章编制 华伍轨道交通装备（上海）有限责任公司

11 杨旭生 高工 1章审核 南昌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12 敖 斌 工程师 2章审核 南昌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13 邹庆春 工程师 3章审核 南昌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14 阿栎德 工程师 7章审核 长春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15 周春梅 教授级高工 2章编制 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16 姜宝伟 高工 4章审核 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17 曲志及 高工 1章编制 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18 初明泽 高工 8章审核 长春中车轨道车辆有限公司

19 刘艳辉 高工 2章审核 长春中车轨道车辆有限公司

20 许红梅 高工 6章审核 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21 朱立强 工程师 8章审核 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22 王晓东 教授级高工 6章审核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23 陈 林 高工 6章审核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24 高小波 高工 5章审核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3 起草阶段的主要工作内容

3.1 起草阶段（2024.11—20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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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4 年 11 月 4 日中城协发布了《关于下达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 2024

年第二批团体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的通知》（中城轨[2024]64 号）及 2024 年第

二批团体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汇总表，其中将《有轨电车 制动系统用液压制

动控制单元 技术规范》列入计划表，编号为 2024054—T—07。

（2）2024 年 11 月 28 日华伍公司以邮件形式将《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制动系统

第 XX 部分：液压制动控制单元 技术规范》草案 V1.1 版，发给全体参编单位

的负责人，在编制组内部进行第一次内部征求意见。

（3）2024 年 12 月 2 日项目启动会和第一次工作组会议以线上视频会议形式召

开，参加会议的有江西华伍制动器股份有限公司、华伍轨道交通装备（上海）

有限责任公司、中车制动公司、南昌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长春市轨道交通

集团有限公司、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中车轨道车辆有限公司、

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中车株洲

电力机车有限公司等 10 家单位的 16 位专家及低运能系统分会领导参加了会

议。分会领导对讨论稿内容提出了意见建议，编制工作组对《有轨电车 制动

系统用液压制动控制单元 技术规范》讨论稿 V1.0 版内容进行了认真细致的

讨论，并决定由华伍公司根据会上的讨论意见进行修订。

（4）2024 年 12 月 20 日下午，编制组召开了线上第二次全体参编单位的工作

会议，与会人员对《有轨电车 制动系统用液压制动控制单元 技术规范》讨论

稿 V1.1 版进行了评审，请各参编单位填写团体标准《有轨电车 制动系统用液

压制动控制单元 技术规范》征求意见回函表。

（5）截至 2025 年 1 月 14 日，我们陆续收到中车制动、长客股份、四方股份

等 6 个参编单位 8 份对《有轨电车 制动系统用液压制动控制单元 技术规范》

征求意见回函表，涉及建议、澄清等问题共 109 条。

针对参编单位的反馈的 109 条建议，编制组长组织华伍公司的专家，逐条

研究分析，查询相关的资料，经过 5 次专题评审后，初步决定：采纳 59 条；

部分采纳 7 条，不采纳 36 条，澄清问题 7 条。

华伍公司于 2025 年 3 月末，将采纳情况反馈给各参编单位，至今未收到

参编单位不同意见的反馈。

（6）2025 年 4 月，我们将决定采纳的建议，纳入到《有轨电车 制动系统用

液压制动控制单元 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 V1.0 版，并于 2025 年 4 月 3 日发

给分会。

（7）从 2025 年 4 月 8 日起，分会对《有轨电车 制动系统用液压制动控制单

元 技术规范》及编织说明的征求意见稿进行了形式审查，内容包括技术、标

准格式、参编人员的分工及数量等方面。编制组 5 次收到分会的形式审查意见，

目前均已按照分会所有审查意见完成了修改，并于 2025 年 6 月 9 日提交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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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电车 制动系统用液压制动控制单元 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 V1.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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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有轨电车市场发展形势越来越好，建设模式多样、技术制式不一，迄

今为止国内尚未形成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团体标准予以统一指导，严重影响

着有轨电车市场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因此，依据“先进性”、“适用性”、“经

济性”的原则，本标准的编制以适应市场和设计生产的需要，推动城市轨道交

通现代有轨电车产业的稳步发展。具体要求如下：

（1）符合并遵守国家、相关行业及地方的政策、法令和法规；

（2）行业协会指导，把握编制方向；

（3）借鉴同类先进国际标准和先进国家标准；

（4）标准具有广泛代表性，既考虑客户系统需求和运营需求，又兼顾有轨电

车液压液压制动控制单元供应商现状；

（5）标准结合现代有轨电车运营特点，既体现系统先进性，又具备可执行性；

（6）符合《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要求；

（7）充分考虑与相关现行各级标准相协调；

（8）标准编制格式符合 GB/T 1.1—2020 规定；

（9）标准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既考虑当前市场和技术现状，也为后续市场和

技术发展保留空间。

4.2 与国家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及有关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相符，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国家推荐性标准、

行业标准、地方标准要求。

4.3 与上位标准或其他相关标准相比较

（1）《有轨电车 制动系统用液压液压制动控制单元 技术规范》无上位标准。

（2）相关标准 1：T/CAMET 07007—2021《有轨电车电液制动系统技术规范》

T/CAMET 07007 标准主要是描述制动系统的常用制动、紧急制动、安全制动、

防滑控制等功能要求，以及制动减速度、坡道停放能力等性能要求，其中也涉

及到对部件如液压制动控制单元的概括性要求，“宜采用集成化设计，液压油

腔与电气件应分开布置，避免液压油对电气件产生污染”。

本标准《有轨电车 制动系统用液压制动控制单元 技术规范》是专门针对

液压制动控制单元这一部件产品编制技术规范，目前国内外尚无液压制动控制

单元相关标准发布，本标准填补了这一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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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相关标准2：EN 13452—1《Railway applications - Braking - Mass transit

brake systems - Part 1: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EN 13452—1 标准主要描述了制动系统的设计原则、负载标准、减速度性

能要求以及制动系统配置组成，并区分了有轨电车、轻轨、胶轮车的制动性能。

未涉及液压制动控制单元，相关部件制动控制单元也仅有紧急制动功能这一概

括性要求。

（4）相关标准 3：T/CAMET 04004—2018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制动系统 第 4

部分：液压制动控制单元技术规范》

T/CAMET 04004 标准是将电子制动控制单元和气动制动控制单元集成在一

起，主要描述了常用制动、紧急制动、快速制动、保持制动、防滑控制等功能

和性能要求，以及冲动限制及故障诊断和故障记录功能要求。未涉及液压制动

控制单元。

5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论据或依据

（1）压力过载保护

属于功能要求，理论依据是考虑液压制动控制单元内部集成的阀类元件安全性

提出新的技术要求。

（2）高温防护

属于功能要求，理论依据是考虑液压制动控制单元内部集成的阀类元件以及维

护操作人员安全性提出新的技术要求。

（3）液位指示

属于功能要求，理论依据是考虑液压制动控制单元日常维护状态检查内部

液压油液位建立新的模型。

（4）温度监控

属于功能要求，理论依据是考虑液压制动控制单元温度监控工作状态建立

新的模型。

（5）密封性能

属于性能要求，实践依据是经过液压制动控制单元、辅助缓解单元等多型

产品在长春、沈阳、长沙、成都、文山等地装载车辆应用，售后服务人员在

产品装车后静态调试、线路动态调试以及日常维护工作验证获得经验。

（6）耐压性

属于性能要求，实践依据是经过液压制动控制单元、辅助缓解单元等多型

产品在长春、沈阳、长沙、文山等地装载车辆应用，在设计、试制及试验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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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验证液压制动控制单元集成块及液压元件的耐压可靠性及结构完整性。

（7）保压性

属于性能要求，实践依据是经过液压制动控制单元、辅助缓解单元等多型

产品在长春、沈阳、长沙、成都、文山等地装载车辆应用，在产品装车后静

态调试、线路动态调试以及日常维护工作验证获得经验。

（8)压力特性

属于性能要求，通过数据样本的统计分析，在设计、试制及试验阶段评估

其稳定性符合设计要求。

（9）输出压力重复性

属于性能要求，通过数据样本的统计分析，在设计、试制及试验阶段评估

其重复性符合设计要求。

（10）频繁启动

属于性能要求，实践依据是经过多型产品在长春、沈阳、长沙、成都、文

山等地装载车辆应用，在产品装车后静态调试、线路动态调试以及日常维护

工作验证获得经验。

（11）振动烈度

属于性能要求，实践依据是经过多型产品在长春、沈阳、长沙、成都、文

山等地装载车辆应用，在产品装车后静态调试、线路动态调试以及日常维护

工作验证获得经验。

（12）噪声

属于性能要求，实践依据是经过多型产品在长春、沈阳、长沙、成都、文

山等地装载车辆应用，在产品装车后静态调试、线路动态调试以及日常维护

工作验证获得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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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线路动态性能试验

在线路动态型式试验报告摘要见下表，各项指标满足技术条件要求。

动态试验在 AW0 载荷下施加最大常用制动、紧急制动，采集制动压力数据，

参见表 3。

表 3 线路动态试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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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试验台振动冲击型式试验

在振动冲击型式试验中，各项指标满足技术条件要求。产品在设计定型时均

进行振动冲击试验，验证产品自身模态与安装位置振动频谱的适用性，详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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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经过多型产品在长春、沈阳、长沙、成都、文山等地装载车辆应用，在产

品装车后静态调试、线路动态调试以及日常维护工作验证获得经验，各项目运

营数据见下表。

表 4 运营数据

线路 数量 运营数据 架大修次数

沈阳浑南线 30 列 13 年 2

长春 3&4&8 号线 26 列 14 年 2

文山 4 号线 15 列 5年 /

大连 202 5 列 9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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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磁浮快线 7 列 10 年 1

成都蓉 2 线 34 列 7年 1

6.2 综述报告

由线路运行试验各项结果和试验台振动冲击试验等结果可以证明，有轨电

车液压制动控制单元的各项性能指标满足相关的技术要求；而且其多型产品

在长春、沈阳、长沙、成都、文山等地装载车辆应用，在产品装车后静态调

试、线路动态调试以及日常维护工作等方面都获得验证，满足客户使用要求。

6.3 技术经济论证

（1）从系统技术路线来看，本标准的编制有利于规范液压制动控制单元的部件的

研发、制造，有利于产品的轻量化、模块化。

（2）国际接轨：兼容等效的国际标准，帮助国内企业通过（欧盟铁路互联互通规

范）认证，出口壁垒降低。

（3）故障率下降：采用符合标准的液压制动控制单元，可以减少新产品的年均故

障次数，维护成本减少。

（4）重复设计：统一标准减少重复研发，降低企业测试成本（如共享 EN/GB/T 标

准）。

6.4 预期的经济效果

（1）产业拉动

推动液压制动控制单元国产化，降低进口依赖;促进上下游产业链（如铸造、电磁

材料）协同发展。

（2）经济效益

1）预计减少故障率，延长设备寿命。

2）标准化生产可降低制造成本。

（3）本标准的编制有利于统一有轨电车液压制动控制单元研发的技术要求，降低

研发及用户的使用及维护成本。

7 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及水平的简要说明

未采用国际标准。国际标准仅用于参考。

8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目前阶段无重大分歧意见。

9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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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发布后，江西华伍制动器股份有限公司安排技术和标准化工程师做

好宣贯本标准的技术文件，积极组织标准宣贯活动，做好推广执行的相关工作。

10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如涉及专利的处理等

在标准的编制过程中，因参编单位人员工作调整及名额等原因，华伍轨道

交通装备（上海）有限责任公司的唐院平、王鹏、段鹏刚和中车长春轨道客车

股份有限公司的赵泽斌不再参加编制工作,经编制组一致同意，将以上人员移

出编制组；因长春轨道交通集团的阿栎德参与了第 7 章审核及草案修订编制工

作、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的许红梅、朱立强分别参与了第 6 章、第 8 章

审核及草案修订编制工作,经编制组一致同意，将阿栎德、许红梅、朱立强纳

入编制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