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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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XXXX《城市轨道交通 车辆智能运维系统轨旁综合检测子系统》的第 3部分。

T/CAMET XXXXX 已经发布以下部分：

—— 第 1 部分：轮对尺寸检测；

—— 第 2 部分：车辆全景智能检测；

—— 第 3 部分：走行部温度检测；

—— 第 4 部分：车轮多边形及径跳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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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太原轨道交通一号线建设运营有限公司、成都盛

锴科技有限公司、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青岛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南宁轨道交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成都铁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成都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辽宁鼎

汉奇辉电子系统工程有限公司、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北京国信会视科技有限公司、西

南交通大学、东莞市诺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奚笑冬、周炯、高伟民、余佑民、田永喜、谢利明、鞠丽丽、罗情平、马进

火、王静、姜杉、傅嘉俊、丁亚琦、李书越、陈立军、曾东亮、张轶、曹海平、杨彦州、陈兴来、张

欣萍、王勇、王亚楠、梁树林、兰洪财、刘齐、施培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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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城市轨道交通快速发展的进程中，车辆的运维工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为了统一城市轨道交通

车辆智能运维系统轨旁综合检测子系统的技术要求，建立完善的技术指标体系，制定《城市轨道交通

车辆智能运维系统轨旁综合检测子系统》系列标准，拟由四个部分构成。

—— 第 1 部分：轮对尺寸检测。目的在于规范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智能运维系统轨旁综合检测子系

统轮对尺寸检测的组成、系统功能、技术指标、检验方法、包装运输等诸多关键技术指标。

—— 第 2 部分：车辆全景智能检测。目的在于规范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智能运维系统轨旁综合检测

子系统车辆全景智能检测的组成、系统功能、技术指标、检验方法、包装运输等诸多关键技术指标。

—— 第 3 部分：走行部温度检测。目的在于规范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智能运维系统轨旁综合检测子

系统走行部温度检测的组成、系统功能、技术指标、检验方法、包装运输等诸多关键技术指标

—— 第 4 部分：车轮多边形及径跳检测。目的在于规范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智能运维系统轨旁综合

检测子系统车轮多边形及径跳检测的组成、系统功能、技术指标、检验方法、包装运输等诸多关键技

术指标

《城市轨道交通 车辆智能运维系统轨旁综合检测子系统》系列标准，初步建立了一套城市轨道

交通车辆智能运维系统轨旁综合检测检测子系统的组成、功能及试验规则。同时根据行业要求统一了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智能运维轨旁综合检测子系统的核心技术要素，使系列标准具有广泛的适应性。

列车走行部温度是城市轨道交通地铁列车故障判断的重要指标之一，通过对列车走行部温度进行

测量，可以判断轴承、轴箱、齿轮箱等多个部件异常或故障，可预防列车倾覆、出轨、救援等多种严

重运营安全事件，保障列车行车安全。走行部温度检测作为轨旁综合检测子系统不可或缺的核心环节，

该系统能自动精确地完成列车走行部温度检测工作，有力地弥补了现阶段开展走行部温度检测工作中

过度依赖人工巡检所暴露出的人员需求量大、安全风险高、作业效率低、检查质量参差不齐以及维护

成本高昂等诸多弊端。随着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行业的快速发展，走行部温度检测系统呈现出形式各异，

技术要求不统一的问题，为统一系统检测水平，降低用户运营成本进而编制该标准。明确走行部检测

系统的技术要求和检验方法，从而更加科学合理的指导系统的设计、制造和检验。

本标准基于《城市轨道交通 车辆智能运维系统 总体技术规范》的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智能运维

系统顶层指标要求，结合走行部温度检测系统自身特点进行编制。





T/CAMET XXXXX—XXXX

1

城市轨道交通 车辆智能运维系统轨旁综合检测子系统 第 3 部分：
走行部温度检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智能运维系统轨旁综合检测子系统走行部温度检测的设备组成、

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在通过速度不大于30 km/h时的牵引电机、齿轮箱、轴箱等部件的

温度检测，检测设备的设计、制造及应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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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2423.5 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Ea 和导则：冲击

GB/T 2423.10 环境试验 第 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Fc：振动(正弦)

GB/T 2887 电子计算机场地通用规范

GB/T 4208 外壳防护等级（IP 代码）

GB/T 5226.1 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 1 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GB 12666.3 单根电线电缆燃烧试验方法 第 3 部分：倾斜燃烧试验

GB/T 13384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T 17650.2 取自电缆或光缆的材料燃烧时释出气体的试验方法 第 2 部分：酸度（用 PH 值测

量）和电导率的测定

GB/T 17651.2 电缆或光缆在特定条件下燃烧的烟密度测定 第 2 部分：试验程序和要求

GB/T 18216.1 交流 1000V 和直流 1500V 及以下低压配电系统电气安全 防护措施的试验、测量

或监控设备 第 1部分：通用要求

GB/T 18216.2 交流 1000V 和直流 1500V 及以下低压配电系统电气安全 防护措施的试验、测量

或监控设备 第 2部分：绝缘电阻

GB 19517 国家电气设备安全技术规范

GB/T 19870 工业检测型红外热像仪

GB/T 22239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B/T 22240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定级指南

GB/T 24338.5 轨道交通 电磁兼容 第 4 部分：信号和通信设备的发射与抗扰度

GB/T 25295 电气设备安全设计导则

GB/T 25480 仪器仪表运输、贮存基本环境条件及试验方法

GB 50054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B 50343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

CJJ/T 96 地铁限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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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J/T 416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防火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轴箱温度 axle box temperature

车辆轴箱表面的温度。

3.2

系统触发装置 system trigger device

检测列车到达信号，触发系统采集的装置。

3.3

温度采集装置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device

采集轴箱、牵引电机、齿轮箱温度的装置。

3.4

车号识别装置 identification device for vehicle number

识别并上传经过列车车号的装置。

3.5

视场 field of view

检测设备可观测到的空间范围在水平和垂直方向的最大张角。

3.6

环境温度影响 effect of ambient temperature

由于环境温度变化引起的温度测量结果的变化量。

3.7

测量温一致性 measurement uniformity

在温度采集装置视场内不同区域温度测量结果的一致性。

3.8

红外热像仪 thermal imagers

通过非接触探测红外热量，并将其转换生成热图像和温度值，并可以对温度值进行计算的一种设

备。

3.9

热响应时间 thermal response time

热成像仪生成一张完整准确的温度图像所需时间。

3.10

数据处理装置 data processing devices

实现温度数据处理、温度曲线绘制、数据分析存储等功能的装置。

4 系统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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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应包含触发装置、温度采集装置、车号识别装置、数据处理装置等。根据需要可设置独立的

监控中心，应包含通讯管理机、接口计算机、监测中心软件等。设备组成拓扑图如图 1所示。

图 1 设备组成拓扑图

4.1 系统触发装置

该装置用于指示列车到达检测区域，触发温度检测装置，宜采用霍尔传感器，响应时间应与温度

检测装置待机启动时间相匹配。

4.2 温度采集装置

该装置用于采集列车待检部位温度，应覆盖不同类型地铁车辆的车体宽度，宜采用红外热像仪，

热响应时间不应大于 2 ms，列车通过速度不应大于 30 km/h。

4.3 车号识别装置

该装置用于识别通过列车车号，应采用视觉识别技术，识别准确率不小于 99 %。

4.4 数据处理装置

该装置用于处理温度采集装置及车号识别装置所采集的数据，在完成过车之后，应在 5 min 内完

成数据处理，并可在监控中心查看。

5 技术要求

5.1 环境适应性

5.1.1 环境温度范围应为-25 ℃～45 ℃。

5.1.2 月平均最大相对湿度不应大于 95 %（该月月平均最低温度为 25 ℃）。

5.1.3 海拔不应超过 1400 m。

5.1.4 应能承受空气中的盐雾、酸雨、灰尘及碳、铜、臭氧、硫化物、氧化物等化学物质侵蚀，应能

预防虫蛀、防止啮齿类动物的侵害，应能防止霉变。

5.1.5 因各城市所处的地区不同而存在气候条件差异，可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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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系统功能

5.2.1 主要功能

走行部温度检测设备应满足以下主要功能要求：

a) 不应影响车辆及其子系统的功能和性能；

b) 应由时钟系统授时，并具备校时功能，使其与北京时间保持一致；

c) 测量项点应包括牵引电机、齿轮箱、轴箱等关键部件，宜使用非接触的温度测量方式；

d) 应具有车辆接近和离去检测功能，车号自动识别功能；

e) 应具有检测数据存储、分析、查询、统计及输出功能；

f) 应具有检测数据报警输出功能；

g) 应具有关键部件温度曲线绘制功能。

5.2.2 安全防护功能

走行部温度检测设备应满足以下安全防护功能要求：

a) 室外设备外壳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IP65；

b) 应具备抗冲击振动功能，因各城市现场实际情况差异，具体技术参数可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c) 不应使用易燃和可燃性材料，线缆应阻燃、低烟、防潮、无毒、无放射性。阻燃特性应符合

GB 12666.3 规定；低烟性能应符合 GB/T 17651.2 规定；烟雾毒性应符合 GB/T 17650.2 规定；

d) 电气设备应能在城市轨道交通线路电磁环境中可靠工作，其功能和性能不应受影响；

e) 电气设备不应对其他设备、系统的工作产生电磁干扰；

f) 应符合 GB/T 24338.5 的规定；

g) 应满足 GB/T 5226.1、GB/T 18216.1、GB/T 18216.2 或等同标准相关要求；

h) 应具备防大电流冲击及接地保护功能，并符合 GB 19517、GB 50054、GB/T 25295 的规定；

i) 应具备防雷功能，并符合 GB 50343 的规定；

j) 应根据 GB/T 22240 进行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定级，并符合 GB/T 22239 内所定等级的相关要求。

5.3 技术指标

5.3.1 测量温度范围应为-25 ℃～150 ℃。

5.3.2 最大允许误差为环境温度在 23 ℃±5 ℃时，测温的最大允许误差不应超过±2 ℃或被测温度

的±2 % （取绝对值大者），环境温度影响应符合 GB/T 19870 中的相关规定。

5.3.3 连续稳定工作时间不应少于 24 h。

5.3.4 系统应能在列车通过速度不大于 30 km/h 时，达到本标准规定的功能和技术指标。

5.3.5 应符合 GB/T 19870 中测温一致性的规定。

5.4 接口要求

5.4.1 基建接口要求

基建接口要求如下：

a) 设备宜安装在直线段，选址位置应避开站台、信号机和道岔等；

b) 设备安装股道与相邻线间距应符合 CJJ/T 96 的要求；

c) 检测设备段前后线路道床应无板结、道砟囊、翻浆冒泥、暗坑等病害；

d) 采集设备电源容量不应小于 2 kVA；

e) 控制设备电源容量不应小于 3 kVA；

f) 现场接地应符合 GB/T 2887 和 GB 50343 的规定，接地电阻不应大于 4 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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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走行部温度检测的相关设备应满足其应用线路的限界要求。

5.4.2 信息化接口要求

信息化接口要求如下：

a) 应具有远程监控和数据分析功能，提供 B/S 访问界面和信息化数据联网接口；

b) 应具有开放的数据传输接口，具备数据共享、交互的功能。

6 试验方法

6.1 基本功能校验

6.1.1 进行现场试验的设备需在通过 6.2 的检验内容。

6.1.2 通过设备程序查看过车完成情况，设备自动测量所得被测部位温度数据，宜将测量结果填入附

录 A的表 A.1 中进行对比分析。

6.1.3 应采用可信的温度检测设备对应检部位进行温度测量，宜将测量结果填入附录 A 中表 A.1，与

系统检测的温度偏差不应大于±2 ℃。

6.1.4 该系统识别的列车车号应与实际过车记录对应，自动计算的车轴、车辆数量应与实际过车记录

对应。

6.2 安全防护检验

6.2.1 安全防护试验

安全防护试验按照 GB/T 4208 中规定的方法进行。

6.2.2 抗冲击振动试验

振动试验按照 GB/T 2423.10 中规定的方法进行，冲击试验按照 GB/T 2423.5 中规定的方法进行。

6.2.3 限界试验

限界试验通过模拟计算或实际测量的方式进行。

6.2.4 设备防火性能试验

非金属材料防火性能试验按 CJ/T 416 的规定进行。

6.2.5 线缆防火性能及烟雾毒性试验

设备线缆防火性能试验按 GB 12666.3 的规定进行，烟雾毒性试验按 GB/T 17650.2 的规定进行。

6.2.6 电磁兼容性试验

电磁兼容性试验按 GB/T 24338.5 中规定的方法进行。

6.2.7 电气性能试验

电气性能试验按 GB/T 5226.1、GB/T 18216.1、GB/T 18216.2 中规定的方法进行。

6.3 性能指标校验

6.3.1 检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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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条件应满足 GB/T 19870 中试验条件的要求。

6.3.2 测量温度范围

把黑体置于规定的工作距离，使设备能清晰成像，准确测温。黑体温度设置为设备测温范围量程

的超出最高、最高、超出最低、最低和中点，读出设备测得的数据。

6.3.3 最大允许误差

把黑体置于规定的工作距离，使设备能清晰成像，准确测温。黑体温度设置为设备测温范围每量

程的最高、最低和中点，读出设备测得的数据。

按公式（1）计算：

� = �2 − �1 …………………………………………………（1）

式中：

� ——测量精度，单位为摄氏度（℃）；

�1 ——黑体设置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2 ——系统显示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6.3.4 连续稳定工作时间

把黑体设置为 50 ℃，置于规定的工作距离，使设备可清晰成像，准确测温。在非人工干预设备

的条件下，每个 10 min 读出一次设备测温点的温度数据。

6.3.5 测温一致性

将设备的成像画面等分为 9 个区域，如图 2 所示。把面黑体置于规定的工作距离，使设备能清晰

成像，并使面黑体的图像充满视场。设置黑体温度为设备测温范围内任一温度，分别选取 1~9 区域的

中心位置为测温点，测量面黑体的温度。

图 2 设备的温度仪执行成像画面

当t5＜100 ℃时，按式（2）计算：

∅� = �5 − ��……………………………………………………（2）
式中：

n ——第 1~9 区域；

∅� ——测温一致性；

�5 ——第 5区域测温读数；

�� ——各区域的测温读数。

6.3.6 环境温度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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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设备置于恒温恒湿箱内。设置黑体温度为设备测温范围内任一温度；首先将可控环境温度的恒

温恒湿箱设置到 20 ℃待其稳定后，保温 2 h 后开启设备,15 h 后开始测量黑体的温度，记录该读数 t0，

然后关闭设备；设置恒温恒湿箱的温度为设备工作温度范围内的工作温度上限、工作温度下限，保温

2 h 后开启设备，15 min 后测量黑体的温度，记录该读数 t。

按式（3）计算：

� = �0 − � ………………………………………………………（3）
式中：

� ——环境温度影响，单位为摄氏度（℃）；

t ——设备在工作温度范围内任一环境温度下的测温读数，单位为摄氏度（℃）；

�0 ——环境温度为20 ℃时的测温读数，单位为摄氏度（℃）。

6.4 其他试验

6.4.1 最大过车速度试验

在最大过车速度 30 km/h 内，系统应能正常工作。把黑体安装于试验设备上并设置为 50 ℃，置于

规定的工作距离，试验设备经过后，读出的数据是否满足 5.3.2 最大允许误差的要求。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项目

检验项目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 1 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型式试验 出厂检验 技术要求 检验方法

1 安全防护 √ √ 5.2.2 6.2.1

2 抗冲击振动 √ √ 5.2.2 6.2.2

3 限界试验 √ √ 5.2.2 6.2.3

4 设备防火性能试验 √ √ 5.2.2 6.2.4

5 线缆防火性能试验 √ √ 5.2.2 6.2.5

6 电磁兼容性试验 √ √ 5.2.2 6.2.6

7 电气性能试验 √ √ 5.2.2 6.2.7

8 测量温度范围 √ √ 5.3.1 6.3.2

9 最大允许误差 √ √ 5.3.2 6.3.3

10 连续稳定工作时间 √ √ 5.3.3 6.3.4

11 测温一致性 √ √ 5.3.5 6.3.5

12 环境温度影响 √ √ 5.3.2 6.3.6

13 最大过车速度 √ √ 5.3.4 6.4.1

14 功能检验 √ — 5.2 6.1

注：“√”表示必做项目；“—”表示取决于供需双方之间的合同要求。

7.2 型式检验

7.2.1 型式检验应抽取 1 套检验样品，检验项目全部合格时，应判合格；发现任意一项不合格，应判

不合格。

7.2.2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试制完成时；

b) 产品结构、材料、工艺、生产场地发生较大改变时；

c)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重大差异时；



T/CAMET XXXXX—XXXX

8

d) 产品停产 12 个月及以上，恢复生产时；

e) 关键零件、部件、器件更换供应商，或更换型号时。

7.3 出厂检验

装置出厂前应进行出厂检验。检验合格后的装置应出具检验合格证，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制造商名称或商标；

b) 出厂日期；

c) 检验人姓名或代号；

d) 合格印章；

e) 执行标准号。

8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8.1 标志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智能运维系统轨旁综合检测子系统第3部分：走行部温度检测检测应有固定的铭

牌，内容至少包括

a) 产品名称；

b) 产品型号；

c) 制造商名称或商标；

d) 产品编号；

e) 出厂日期；

f) 主要技术参数，至少包括尺寸、重量、功率。

8.2 包装、运输和贮存

8.2.1 包装箱内应有下列文件：

a) 装箱单；

b) 合格证；

c) 测试记录；

d) 软件说明书；

e) 使用说明书。

8.2.2 产品合格证上应标有产品名称、产品型号、制造商名称或商标、产品编号、出厂日期及主要技

术参数等。使用说明书应包含维护保养手册、操作规程，并说明注意事项。

8.2.3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智能运维系统轨旁综合检测子系统第 1 部分：轮对尺寸检测在运输过程中，

应轻装、轻卸、防尘、防雨、防震，并保证产品在运输过程中不受损坏。

8.2.4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智能运维系统轨旁综合检测子系统第 1 部分：轮对尺寸检测应放置在室内，

且室内空气干燥、不应含有腐蚀性物质，并避免受到阳光的照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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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走行部温度检测功能试验记录表

A.1 走行部温度检测功能试验记录

走行部温度检测功能试验记录见表 A.1。

表 A.1 走行部温度检测功能实验记录

序

号

被测

车号
被测部位

系统检测温度值

（℃）

温度检测设备

（℃）
参考标准 测试结论 备注

1.
＜±2℃或 2%取绝对

值大者
□合格/□不合格

检验人员： 日期：

技术校验： 日期：

主管批准： 日期：
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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