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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昌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TB／T 3107--2005(铁道客车单元式组合车窗》。

本标准与TB／T 3107--2005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使用范围，将青藏客车也纳入其中(见第1章，2005年版的第1章)；

——针对青藏的环境增加了海拔高度、低气压、强紫外线、阵风风速的要求(见3．2)；

——增加了车窗分类和结构的表述(见第4章)；

——增加了对青藏客车车窗的隔热性能指标的特别要求(见5．1 4)；

——增加了抵抗极端温度变化、机械强度和青藏客车车窗玻璃基本性能指标的要求(见5 2)；

——增加了喷塑面的附着力要求以及氧化膜厚度要求(见6．1．5和6．2．1)；

——增加了车窗电源电压、功率以及电源线的材料、防护和出线位置的要求(见6．1．6、6．1．7和

6．1．8)；

——增加了型式检验的抽样方案及产品不合格时的处理原则等两项要求(见8．2．3、8．2．4)。

本标准由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南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长春轨道

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姣、阎锋、陈平、张方涛、刘忠梅。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一1871 3107—2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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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 围

本标准规定了铁道客车单元式组合车窗(以下简称车窗)主要性能、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及标志、包装运输、贮存等。

本标准适用于构造速度不大于200 km／h的铁道客车(包括青藏客车)及动车组用单元式组合车

窗。机车用车窗亦可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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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220--2007不锈钢棒

GB／T 2680--1994建筑玻璃可见光透射比、太阳光直接透射比、太阳能总透射比、紫外线透射

比及有关窗玻璃参数的测定(ISO 9050：1990，MOD)

GB／T 2828．1—2003计数抽样检验程序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idt ISO 2859—1：1999)

GB 5237．1—2008铝合金建筑型材第1部分：基材

GB 5237．2—2008 铝合金建筑型材第2部分：阳极氧化型材

GB 5237．4—2008铝合金建筑型材第4部分：粉末喷涂型材

GB／T 7106--2008建筑外门窗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

GB／T 8485--2008建筑门窗空气声隔声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

GB／T 9286--1998色漆和清漆、漆膜的划格试验(eqv ISO 2409：1992)

GB 18045--2000铁路车辆用安全玻璃

TB／T 1422--1982铁路机车车辆门窗用密封胶垫技术条件

TB／T 3138--2006机车车辆阻燃材料技术条件

HG／T 3088—1999车辆门窗橡胶密封条

HG／T 3090--1987模压和压出橡胶制品外观质量的一般规定

YB／T 5318—2006合金弹簧钢丝

3使用条件

3．1一般环境条件

3．1．1海拔高度不大于2 500 i'll。

3．1．2工作环境温度：非高寒地区一25℃一40 qc，高寒地区一40℃一50℃；存储环境温度：一40℃～

60℃。

3．1．3最湿月月平均最大相对湿度不大于90％(该月月平均最低温度为25℃)。

3．2 青藏客车特殊的环境条件

3．2．1低气压(最低为0．054 MPa)。

3．2．2高原地区强紫外线。

3．2．3阵风风速一般在28 m／s以下，偶有30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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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海拔高度：平原≤2 500 m；高原地区2 500 m～5 073 m。

4分类和结构

4．1 车窗由铝型材、钢化中空玻璃、密封胶条等组合而成。青藏客车铝窗框采用中间用非金属材料连

接的隔断热桥结构，钢化中空玻璃为带有加热装置的自平衡式中空玻璃。

注：青藏客车活动窗上窗玻璃为装用两套自平衡装置的中空玻璃，无电加热。

4 2 车窗分为活动式和固定式。

4．3活动式车窗分为内翻式、上窗下拉式和下窗上推式。其中内翻式车窗为下窗固定，上窗可向内翻

转开启；上窗下拉式车窗也为下窗固定，上窗可向下滑动开启；下窗上推式车窗为上窗固定，下窗可向

上滑动开启。活动车窗均带有把手及使用铁路通用三角钥匙的窗锁。

4．4窗口基本尺寸见表1。

表1窗口基本尺寸 单位为毫米

高 度 宽 度 窗角圆弧半径

l 014 614 120

1 014 1 064 120

l 014 1 264 120

l 014 1 464 120

注：窗口的具体尺寸可根据用户的要求协商确定。

5主要性能

5．1 车窗的一般性能要求

5．1．1 防雨性能：按7．1进行防雨试验，不应出现渗漏现象。

5 1．2水密性能：在淋水量3 L／(m2·rain)情况下，渗漏压力差值△P≥350 Pa。

5．1．3抗风压性能：变形压力差值P．≥3 kPa；安全压力差值P，≥3 5 kPa。

5 1．4隔热性能：传热系数K≤3 5 7r／(m2·K)，青藏客车K≤3 W／(m2·K)。

5 1。5隔声性能：计权隔声量R。≥25 dB。

5．1．6耐久性能：活动车窗经2×104次全行程启闭试验，均衡机构或翻转机构不应失效；车窗主体构

件不变形，不开焊。

5．1．7 向下或向上开启的活动车窗净开口高度不应小于340 llRm，并能在任意位置停止。

5．1．8 内翻转车窗的净开启角度不应小于30。。

5．1．9开关车窗外加力：车窗总组装后不应大于80 N，车窗装车后不应大于100 N。

5．2 青藏客车车窗玻璃的特殊要求

青藏客车车窗玻璃应满足以下特殊要求：

a)紫外线透过率小于10 3％；

b) 抗低气压性：玻璃内外压差为50．65 kPa时，膨胀率小于0．1％；

c) 露点：在一45℃以上时中空部分不应形成任何结露或结霜。

6技术要求

6 1基本要求

6．1．1 产品应符合本标准及经规定程序批准的设计图样和技术文件的规定。

6 1 2活动车窗开启应轻便灵活，作用良好，无别卡现象；活动车窗关闭状态的锁定装置及打开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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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弹簧安全、可靠、耐用。

6．1．3活动车窗应设把手和窗锁。窗锁带有开、关标识，可用铁道客车通用三角钥匙开闭，开闭应灵

活可靠。

6．1．4车窗的均衡机构或翻转机构、玻璃和密封胶条应便于检修更换。

6．1．5车窗的窗框、窗外框的外露表面应平整光滑，不应有明显的划痕和油污等缺陷。铝制件外露表

面阳极氧化处理和封孔处理后，无明显色差，氧化膜厚度不小于15 p,m；喷塑处理后封闭严密，喷塑面

不应有起皱、流坠、气泡等缺陷，喷塑厚度达60斗m一120斗m，附着力按GB／T 9286--1998划格法试验

应不低于1级。

6，1．6青藏客车车窗玻璃四周密封胶内的电源线不得外露且要采取防护措施，外露的电源线外应加

绝缘保护套，电源线应采用低烟无卤电线。

6．1．7青藏客车车窗窗框处的出线方式为两根线整体出来，且用一个直径不大于4,6 mm的绝缘套套

好，出线长度为从出线位置算起不少于300 mm，电源线不带接线排，电源线上应标明指示电源的正负

极，玻璃供货前用万用表检测电源线，万用表读数在(280±20)n时为正常。

6．1．8青藏客车自平衡玻璃电热装置的电源电压要求为DC(24±3)V，发热功率为5 w。

6．2主要材料要求

6．2．1 车窗用铝合金型材力学性能不应低于符合GB 5237．1—2008中表12规定的6063一T5铝型材

对应的力学性能。阳极氧化型材应符合GB 5237．2—2008的规定，氧化膜膜厚级别不应低于AAl5级。

粉末喷涂型材质量应符合GB 5237．4—2008的规定。

6．2．2 车窗用玻璃应符合GB 18045--2000的各项技术要求。

6．2．3车窗用密封胶条应符合HG／T 3088--1999的规定。

6．2．4车窗用弹簧材料应符合YB／T 5318—2006的规定。

6．2．5 非金属材料应符合TB／T 3138--2006的规定，氧指数不小于28，45。角燃烧达到难燃级。

6．2．6不锈钢应符合GB／T 1220--2007的规定，其性能不应低于06Crl9Nil0对应的性能要求。

6．3组装要求

6．3．1 密封胶条应加长塞人，接缝处粘结牢固、表面光滑平整。

6．3．2铝制件焊接处与本体应无明显色差。

6．3．3铆接件接缝处，表面应平整，接缝缝隙应不大于0．3 mm。

6．3．4均衡机构用钢丝绳在组装前应进行500 N拉力试验，检查表面无断丝方可安装。

6．3．5组成后窗外框安装面的平面度不大于1 mm，对角线差不大于2 mnl。

7试验方法

7．1 外观、尺寸及功能检验

采用目测及常规测量器具进行检验，检查结果是否符合5．1．7、5．1．8、5．1．9的要求。

7．2防雨性能试验

7．2．1试验场地

试验场地的环境温度应高于0℃。

7 2．2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由试验框架、喷水装置和计时器等组成。喷水装置应满足下列要求：

a) 能向被试车窗各部位均匀喷水，喷水量不小于3 L／(m2·rain)；

b) 喷水水柱应与车窗平面成不同的角度；

c) 喷头的喷水孔径为4,1 mill～4,2 mm；

d) 喷水时喷头处水压不应小于0 15 MPa：

e) 喷头至车窗表面的距离不应大于1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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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3试验试件及安装要求

7．2．3．1 被试车窗(不含内饰框)表面应擦拭干净，不应有油污、杂质等。

7．2．3．2 利用压紧机构，将被试车窗安装于试验框架上，并使车窗外侧面对着喷头。车窗安装保持垂

直，上下边保持平行，车窗四周为密封状态，不应因安装而出现变形。

7．2．4试验硬检查

按7．1．2要求，向被试车窗喷水时间不应少于5 min。在停止喷水后检查车窗各连接部位有无渗

漏。任何部位出现水滴应视为渗漏。

7．3抗强紫外线性能试验

抗强紫外线性能试验按GB／T 2680--1994的规定进行。

7．4低气压性能试验

试验装置由压力罐、试验架、百分表、真空抽取泵等组成。将试验试件安装在试验架上，固定后的

百分表指针指向试件的中心位置，将试件和百分表一起放人压力罐内，真空抽取泵工作至压力罐内气

压为0．5个大气压时，保压10 rain，记录百分表的读数。按照此试验方法进行3次，取百分表读数的平

均值。

7 5水密性能试验

水密性能试验按GB／T 7106--2008中的稳定加压法进行。

7．6抗风压性能试验

抗风压性能试验按GB／T 7106--2008的规定进行，其中安全压力差值试验方法按定级检测方法进

行。

7．7隔热性能试验

隔热性能试验按附录A的规定进行。

7．8隔声性能试验

隔声性能试验按GB／T 8485--2008的规定进行。

7．9耐久性能试验

7．9．1试验装置

试验装置由升降机构或翻转机构、试验架、计数器等组成。它们应满足下列要求：

a) 能实现自动启闭和手动启闭车窗功能。

b)试验装置的运动机构工作时应能保持均匀、平稳、无冲击和振动。

c) 上下运动机构行程大于550 mm、牵引力大于150 N。翻转运动机构翻转角度大于30。。

d) 试验时，车窗启闭每分钟8次～20次(从关窗位到全开位，再回到关窗位为启闭1次)。

e) 试件架应有足够的刚度。

7．9．2试验试件及安装要求

7．9．2．1 同一窗型取三樘车窗(不包括内饰框)进行试验，被试车窗可在进行其他性能试验的车窗之

外另取。

7．9．2．2被试车窗利用压紧机构牢固装入试验架上。

7．9．2．3试验装置牵引手把与车窗手把弹性连接牢固。车窗锁为非锁闭状态。

7．9．2．4被试车窗安装应与现车安装一致。

7．9．3试验及检查

按试验装置的操作规程，开机对车窗进行连续启闭试验。试验过程中，随时注意车窗和试验装置

的技术状态，每启闭5 000次停机检查，并作记录。当启闭次数达到或超过性能要求次数后，停机检查

车窗各部件是否完好；均衡机构或翻转机构是否失效。

7．9 4试验结果

同一窗型的三樘车窗试验结果均满足5．1．6要求时，视为该型车窗耐久性能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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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嚣 点

中空玻璃的露点试验按GB 18045--2000中6．3．6的相关规定进行，检查试验后是否满足5．2c)的

规定。

8检验规则

8．1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项目见表2，对合格品签发出厂检验合格证，其内容如下：

a)制造厂名称或商标；

b) 出厂年月；

c)检查人员姓名或代号；

d)合格印章。

8．2型式检验

8．2．1 在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产品研制和新产品鉴定、定型鉴定时；

b)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影响使用性能时；

c)正常生产3年时；

d)停产1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e) 更换或新增生产单位时；

f) 上级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8．2 2型式检验项目见表2。

8．2．3型式检验的抽样方案按GB／T 2828．1—2003规定执行。

8．2．4产品性能指标不合格时，应按上述规定另作试验，如仍不合格，则产品为不合格品。

表2 出厂检验与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普通车 青藏车 普通车 青藏车

1 外观质量 ／ ／ 6 1 5 7 1

2 防雨性能试验 5 l 1 7 2

3 水密性试验 5 1．2 7 5

4 抗风压性能试验 ／ 5．1_3 7 6

5 隔热性能试验 ／ 5 l 4 7 7

6 隔声性能试验 ／ 5 1．5 7 8

7 耐久性能试验 ／ 5 l 6 7 9

8 垂直开启 ／ 5 1 7 7 1

9 内翻转开启 ／ √ 5 1 8 7 1

10 开关窗 ／ ／ 5 1 9 7 1

11 抗紫外线性能试验 ／ 5 2 a) 7 3

12 抗低气压性能试验 5 2 b) 7 4

13 露点试验 5．2 c) 7 10

14 原材料理化性能 ／ 6 2 按相应材料的标准

注：符号“，”表示必做该项试验；符号“一”表示不做该项试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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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9．1 每件产品应设置永久性管理标识，内容包括：

a)零部件型号；

b) 生产企业名称或代号；

C) 出厂编号；

d)出厂年月；

e) 车窗玻璃指定位置施加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

9．2每辆份车窗应附有维修、使用说明书一份。

9．3车窗出厂时，外露铝框粘贴中性不干胶纸，以防摩擦、磕碰、划伤。用专用包装箱包装，包装箱内

应衬垫减振材料。包装材料需符合有关环保要求。

9 4车窗在运输过程中，应防止剧烈震动、挤压、雨淋和化学物品的侵蚀，码放整齐。

9．5车窗应贮存在干燥、通风、周围无腐蚀介质的库房内。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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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A

(规范性附录)

隔热性能试验方法

TB／T 3107—20”

A 1试验装置

A 1 1 试验装置由冷室、热室、热环室、电加热器、制冷机组、试件框等组成。试验装置如图A．1所

示。

A．1．2 冷室开口尺寸应与试件框外缘相同，进深以能容纳制冷、加热装置以及安装试件方便为宜。

A．1．3冷室通过安装在冷室内的蒸发器进行降温。

A．1．4热室外壁构造均匀，通过全部外壁的热损失应小于试验试件传热量的10％。

A 1 5 热室外壁与周边壁面之间至少应留有200 mm的空间，以便空气流通。

A．1．6试件框构造均匀，传热系数应小于0．5 W(m 2·K)。

A，1．7试件框的洞口尺寸宜为l 820 mm x l 200 rum，必要时可根据试验试件尺寸改变。

A．2测试仪表

A 2 1

A 2 2

0 5 K。

A．2．3

测试热功率用电流表、电压表、功率表精度不应低于0 5级。

各温度测点的空气温度应能通过遥测测得。感温元件应能屏蔽热辐射，温度测量误差不超过

测试仪表按规定周期进行计量榆定，合格后方可使用。

A．3标准试件、试验试件及其安装要求

A．3．1 标准试件用于标定试件框和热室外壁的传热系数，其外缘尺寸略小于试件框洞口尺寸，最大
7

置装验试热隔A图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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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值小于20 mm，厚度与试件框相同，并具有相同的传热系数。

A 3 2试验试件由被试车窗与试验架组成，其外缘尺寸与标准试件相同，试验架上车窗安装位置之

外部分的厚度与标准试件相同。

A 3．3在检验合格的产品中随机抽取一樘车窗，按实际装车固定方式安装于试验架上。

A．3．4标准试件或试验试件安装于试验框时，周边宜用高效隔热材料填塞并密封。

A．4空气温度测点布置

A．4．1 热室空气温度测点应在热室内均匀分布，测点数不应少于12个，测点距壁面100 mm。

A．4．2热环室温度测点应与热室内温度测点对称。

A．4．3冷室空气温度测点在距离试件表面100 mm的平面内均匀布置5个。

A．5试验条件

A．5．1 冷室内空气温度设定范围为7 5 oC～10℃，各温度测点的最大温度差值小于3 K。

A．5．2热室内空气温度设定范围为32．5℃一35℃，各温度测点的最大温度差值小于3 K。

A．5．3热室内各测点平均温度与冷室内各测点平均温度差值控制为(25±0．5)K。

A．5．4热环室内空气温度尽可能接近热室内温度，两室平均温度差值小于0 5 K。

A．6试验程序

A 6 1 各室电加热器应布置均匀，其表面温度应尽可能低，以减少热辐射作用对感温元件的影响。

A．6．2开启试验装置，设定冷室、热室、热环室温度。

A 6 3通过控制冷室蒸发器温度，使冷室空气温度低于设定温度，再利用设在冷室的电加热器加热，

使冷室气温达到设定温度。

A．6．4热室采用电加热器加热，电加热器采用交流稳定电源供电，通过调压器调节加热量控制热室

温度。

A．6．5热环室加热、供电、温度调节方法与热室相同。

A 6．6在冷室、热室、热环室温度达到设定值4 h后，监控各室温度、测点温度和电加热器功率，使其

维持稳定。

A 6．7 当冷室与热室温差△￡每小时变化小于或等于0．3 K，且变化不是单方向变化时，则认为传热

过程已经稳定。

A．6．8传热过程稳定后，每隔30 min记录一次试验数据。

A．7数据处理

A．7．1

平均值。

A．7．2

8

取稳定传热状态下所测得的六组连续有效的试验数据，分别计算各室温差和热室加热功率的

车窗传热系数K值按下式计算

，，Q—K1(A1一A)‘Atl—K2‘A 2’At2“。———i■面————一
式中：

K——车窗传热系数，单位为瓦每平方米开(W／(m2·K))；

Q——热室加热功率，单位为瓦(W)；

K，——试件框传热系数(标定试验确定)，单位为瓦每平方米开(W／(1fll2‘K))；

K：——热室外壁传热系数(标定试验确定)，单位为瓦每平方米开(W／(111。’K))

A，——试件框传热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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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热室外壁传热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A——被试车窗面积，按窗口尺寸计算，单位为平方米(Ill2)；

△f．——冷室与热室平均空气温度差，单位为开(K)；

△f：——热室与热环室平均空气温度差，单位为开(K)。

A．7．3车窗传热系数K值小数点后取两位有效数字。

A．8标定试验

A．8．1 采用标准试件，通过标定试验确定热室外壁和试验框的消耗功率，分别计算出热室外壁和试

验框的传热系数。

A．8．2 标定试验条件和试验方法与上述试验试件试验相同。

A．8．3标定试验应定期进行，周期不超过两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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