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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围

地铁与轻轨车辆转向架技术条件

CJ／T 365—2011

本标准规定地铁与轻轨车辆转向架的一般规定、各部件的特性要求、落成要求、试验、质量保证、标

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标准轨距1 435 mm、最高运行速度不大于80 km／h的地铁A型车辆、B型车辆和轻

轨C一1型车辆的转向架。最高运行速度大于80 km的地铁A型车辆、B型车辆和轻轨c．1型车辆转向

架可参照执行。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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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68铁路机车、车辆车轴用钢

GB／T 5599车辆动力学性能评定和试验鉴定规范

GB／T 7928--2003地铁车辆通用技术条件

GB／T 14894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组装后的检查与检验规则

CJJ 96地铁限界标准

TB／T 449 机车车辆车轮轮缘踏面外形

TB／T 1025机车车辆用热卷螺旋压缩弹簧供货技术条件

TB／T 1491机车车辆油压减振器技术条件

TB／T 1757机车车轮与车轴注油压装技术条件

TB／T 2072 50钢车轴技术条件

TB／T 2211机车车辆圆柱螺旋弹簧疲劳试验

TB／T 2235铁道车辆滚动轴承技术条件

TB／T 2368动力转向架构架强度试验方法

TB／T 2395机车车轴设计与强度计算方法

TB／T 2403铁路货车用高摩擦系数合成闸瓦

TB／T 2562铁道客车用车轮静平衡、轮对动平衡试验方法

TB／T 2785--1997机车车辆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焊接技术条件

TB／T 2817铁道车辆用整体辗钢车轮技术条件

TB／T 2841 铁道车辆空气弹簧

TB／T 2843机车车辆橡胶弹性元件通用技术条件

TB／T 2977铁道车辆金属部件的接地保护

TB／T 2980客车用制动盘技术条件

TB／T 3106铁道车辆单元制动缸

TB／T 3118铁道车辆用合成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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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术语和定义

3．1

3．2

3．3

3．4

3．5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转向架bogie

支承车体并可相对于车体回转的走行装置。

动力转向架motor bogie

带有牵引动力装置的转向架。

非动力转向架trailer bogie

不带有牵引动力装置的转向架。

一系悬挂装置primary suspension device

位于轴箱和构架间，通过弹簧(和油压减振器)缓和轮对和构架间振动的装置。

二系悬挂装置secondary suspension device

位于构架和车体间，通过弹簧和油压减振器缓和转向架和车体问振动的装置。

4一般规定

4．1 转向架的环境和线路条件应符合GB／T 7928--2003中4．1和4．2的规定。转向架及其零部件均

应符合本标准和经规定程序批准的产品图样、技术文件的规定。

4．2转向架应符合CJJ 96限界的规定。

4．3转向架性能、主要尺寸应与车体、线路相互匹配，并保证其相关部件在允许磨耗限度内，仍能确保

列车以最高允许速度安全平稳运行。即使在悬挂或减振系统损坏时，也应确保车辆在线路上安全地运

行到终点。

4．4转向架在运行中有可能脱落并危及车辆运行安全的悬吊件，其安装的紧固件应有可靠的防松措

施，必要时加设防脱落装置。 ～
4．5转向架的结构应具有对车体倾斜、轮重差等进行调整的能力。

4．6转向架各零部件宜采用标准件和通用件，应具有互换性。

4．7易损易耗件应便于检修和装、拆。

4．8同一型号转向架的对外接口应一致。

4．9转向架应设置能够整体吊装轮对与构架、构架与车体的装置。

4．10转向架与车体问应设置限位装置(横向、垂向止挡)。

4．11 转向架设计应考虑预留信号系统天线的安装位置。

4．12第三轨受流的转向架应预留受流装置的安装位置。

4．13转向架应设置性能良好的接地回流装置。

4．14转向架应进行动力学性能计算，并应符合GB／T 5599的规定。

4．15转向架构架设计寿命不应低于300万km或30年。

4．16转向架主要部件应采取降低噪声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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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各部件的特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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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轮对和轴箱装置

5．1．1地铁车辆采用整体辗钢轮，轻轨(2-1型车可采用弹性车轮。

5．1．2地铁车辆车轮直径为840 ram，车轮应符合TB／T 2817的规定，其踏面形状应符合TB／T 449

的规定。新造车同一轮对两车轮直径之差不超过0．5 mm，同一转向架各轮径差不超过1 mm。轮对内

侧距为1 353mm-+-2mm。

5．1．3轻轨C-1型车的车轮直径有2种，760 mlTl和660 mm，其踏面形状可参照TB／T 449的规定或

专门设计。新造车同一轮对两车轮直径之差不应大于0．5 mm，同一转向架各轮径差不应大于1 mm。

轮对内侧距为1 372 mm士2 mm。

5．1．4车轴钢应符合GB 5068或TB／T 2072的规定，车轴强度计算应按TB／T 2395的规定执行。

5．1．5车轮与车轴的装配应符合TB／T 1757的规定，可采用冷装法、热装法或油压法。组装后应进行

超声波探伤。退轮时必须采用油压法。

5．1．6应对加工完成的车轮进行静平衡试验，符合TB／T 2562的规定。

5．1．7转向架应设置接地装置，接地系统的设计宜按TB／T 2977的规定进行。

5．1．8轴箱轴承装配应符合TB／T 2235的规定或轴承制造厂家的装配要求。

5．1．9轴箱应密封良好，轴箱温升不应超过30 K。

5．2弹簧悬挂装置

5．2．1 一系悬挂为金属橡胶弹簧，或圆柱螺旋弹簧并配有垂向油压减振器。

5．2．2 圆柱螺旋弹簧应符合TB／T 1025和TB／T 2211的规定。

5．2．3二系悬挂为空气弹簧，空气弹簧应符合TB／T 2841的规定。

5．2．4设置异常上升止挡，以防止高度阀失灵而导致空气弹簧过充。

5．2．5应加装抗侧滚扭杆装置，以保证车辆具有足够的抗侧滚刚度。

5．2．6转向架构架和车体之间安装横向油压减振器。

5．2．7橡胶弹性元件应符合TB／T 2843的规定。

5．2．8油压减振器应符合TB／T 1491的规定。

5．3构架

5．3．1构架应采用有限元法进行应力分析，并对疲劳强度进行评估。

5．3．2构架的焊接应符合TB／T 2785的规定。

5．3．3构架需采取去内应力处理措施及相应的防腐措施。

5．3．4以构架作为压缩空气容积室时，内腔应做防腐处理，并进行耐压检查，需设置排水堵。

5．3．5转向架构架应进行结构强度试验，具体试验方法应按照TB／T 2368，对于牵引电动机吊杆座的

试验载荷应按照牵引电机和联轴节重量的3～5倍加载，作用在牵引电动机的重心处；对于齿轮箱吊杆

座的试验载荷应按照齿轮箱和联轴节重量的3～5倍加载，作用在齿轮箱的重心处。

5．4牵引与传动装置

5．4．1牵引装置应安全可靠地传递牵引力、制动力。

5．4．2牵引电机的安装应采用架悬式。构架电机吊座和齿轮箱吊座应从设计和制造工艺上保证其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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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命周期内不发生疲劳裂纹。

5．4．3驱动齿轮箱应按照牵引系统的规定，进行模拟运转试验。

5．5基础制动装置

5．5．1基础制动可采用踏面制动或轮盘(或轴盘)制动，均应设置闸瓦(闸片)间隙自动调节装置。制动

装置在落车状态下，闸瓦(闸片)与车轮踏面(制动盘)的间踪应均匀。

5．5．2整车闸瓦(闸片)压力的实际值不应超过设计值的士5％。

5．5．3单元制动缸应符合TB／T 3106的规定。

a) 闸瓦应符合TB／T 2403的规定；

b) 闸片应符合TB／T 3118的规定；

c) 制动盘应符合TB／T 2980的规定。

5．5．4转向架应设置停放制动装置，停放制动装置应具有气动和手动缓解功能。

5．6轮缘润滑装置

在列车部分轮对上可安装轮缘润滑装置。

6落成要求

6．1转向架落成后应对单元制动缸管路系统进行气密性试验。

6．2转向架落成后应对单元制动缸进行动作试验。

6．3转向架固定轴距两侧之差不应大于l t13．1_r1，对角线之差不应大于2 mm。

6．4转向架落成后，应在车辆静载荷(自重载荷)下，测量转向架构架一系弹簧上平面和空气弹簧座距

轨面的高度差，其误差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要求。

6．5转向架自重：A型车动车不超过8．0t，拖车不超过6．0‘；B型车动车不超过7．0t，拖车不超过

5．0t；C一1型车动车不超过5．5t，拖车不超过4．5t。

6．6转向架上金属零部件均应进行防腐处理，油漆种类、厚度应符合有关规定。

7试验

7．1试验应包括例行试验和型式试验。．

7．2每台转向架都应进行例行试验，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

7．3型式试验

7．3．1属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试验：

a)新型转向架的定型鉴定；

b) 已定型的转向架转厂生产时；

c)转向架的结构、材料、工艺有重大改进设计，可能影响其性能及行车安全时

d) 国家有关质量机构提出要求时。

7．3．2型式试验项目按本标准规定及有关图纸和技术文件规定的要求执行。

7．4试验项目与试验方法见表1。



表1试验项目与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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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型

序号 试验项目 试验方法
动车 拖车

1 构架强度试验 型式试验 型式试验 依据TB／T 2368

2 一系弹簧试验 型式试验 型式试验 依据TB／T 2211，2843

3 二系空气弹簧试验 型式试验 型式试验 依据TB／T 2841

依据GB／T 7928
4 轴箱温升试验 型式试验 型式试验

在整车型式试验中进行

按牵引系统要求进行
5 齿轮传动装置运转试验、轴箱温升试验 例行试验

在整车例行试验中进行

依据GB／T 5599，
6 动力学性能测试 型式试验 型式试验

在整车型式试验中进行

依据CJJ 95，
7 限界检查(AW0和AW3工况) 型式试验 型式试验

在整车型式试验中进行

依据GB／T 14894，
8 基础制动装置试验 型式试验 型式试验

在整车型式试验中进行

8质量保证

8．1 制造商应明确给出转向架主要部件的保修期限(一般不少于车辆验交后一年)，在用户遵守使用维

护说明书的情况下，保证期限内确属制造质量不良而出现故障影响运行或损坏时，制造商应及时无偿地

负责修理或更换，安装调试，恢复运行。

8．2对因设计或工艺缺陷而需进行整改的项目，应在完成此项整改之日起，对相关部件重新建立保证

使用期限。

9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9．1标牌

转向架构架上应有包括制造厂名、产品型号、出厂序号、制造日期等内容的标牌。标牌应固定在构

架侧梁外侧。

9．2交货文件

转向架交货时应随带技术履历簿和合格证。合格证应有转向架制造编号、日期、检查员印章和制造

厂名称。

9．3标记

转向架轮对、传动齿轮、悬挂弹簧等关键部件应有可追溯并符合有关标准和图样规定的标记。

9．4包装运输

9．4．1总装后的转向架应存放在防雨防潮的平道上，车轮处应设置止动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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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2牵引电动机进风13应封闭防护，制动管路接1：3和电气接口包括电机接线口或接线端、温度和速

度传感器接线口或接线端，应封闭防护，防止异物和灰尘进入。

9．4．3在运输中，吊装前应将轮对轴箱与构架或其他活动件固定牢靠，防止脱落事故和其他伤害。

9．4．4转向架在运输中车轮踏面的前后应固定，并以篷布等覆盖防止雨淋和水浸。

9．5临时存放

a)转向架应存放在防雨、防水、通风、无腐蚀环境的轨道平台或库房内，远离振动环境，并采取止

动措施，防止自行溜逸，并需定期查看。若发现油封失效迹象。应彻底清理后，重新油封。

b)对于空气弹簧的进气口和制动管路的进气1：3要采取措施防止水、灰尘和其他异物进入。对于

存放时间大于3个月的转向架，至少每3个月间隔时间要滚动10 m以上的距离，防止轴承

锈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