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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车辆装配过程中的质量控制

徐春悦*

中车齐齐哈尔车辆有限公司大连研发中心��辽宁�大连��116052

摘� 要：本文首先分析了轨道交通车辆装配工艺基本内容，接着分析了轨道交通车辆装配工艺，最后对轨道交通

车辆装配过程中的质量控制对策进行了探讨。希望能够为相关人员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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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轨道交通车辆装配工作在具体实施中具有一定的规划性和程序性。能否有效提高其装配质量，需要严格有效的控

制，才能为车辆行驶安全提供保障。在整个车辆装配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循现行国家标准和规范化流程，确保车辆各

工序的具体质量，不仅保证车辆运行安全，而且能够满足城市轨道交通产品建造和开发的个性化要求。

1��轨道交通车辆装配工艺基本内容分析

根据当前轨道交通工程建设实际情况，轨道交通车辆装配工艺基本路线一般为：车辆进入装配车间→架车→组装

施工→落车→连挂。近年来，轨道交通车辆工艺升级速度较快，且单体项目的生产力较低，外加轨道交通车辆具有复

杂性、重量大等特点，自动化生产模式建设存在较大的困难，大部分均采用固定台位作业模式。轨道交通车辆装配同

时作业内容较多，需要采用高位架车作业模式，操控人员需要利用设备和辅助工具将零部件安装在轨道交通车辆中，

完成整体拼装。轨道交通施工存在危险性、复杂性，装配工序涉及内容较多，需要明确轨道交通车辆装配的基本流

程，通常情况下可以分为车上作业、车下作业和司机室作业三个主要流程，其中车上作业主要在轨道交通车辆的乘客

室内、车顶完成，车下作业主要在车辆底部完成，司机室作业主要在司机室内完成。

2��轨道交通车辆装配不同环节的工艺优化分析

对于轨道交通车辆装配工艺，其主要目标是在保证装配作业质量的基础上，使装配作业效率能够得到提高，降低

整体施工成本，提高轨道交通工程经济效益，考虑到轨道交通车辆装配全过程的流程控制，根据实际装配作业情况，

对其进行全面优化>��。

�����轨道交通车辆装配工艺路线

在轨道交通车辆装配流程的具体实施中，应严格遵循现有的标准化流程。车辆进入装配车间后，可以驱动、组

装、拆卸，最后连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快速发展，轨道交通车辆技术的整体更新速度相对较快。由于项目

的个性化要求，车辆本身的结构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特点，在整个运输过程中存在一定的一般条件。受这些因素的影

响，轨道交通车辆装配不适合采用自动化程度较高的装配线作业，而是直接以固定平台进行生产。由于车下工作环节

较多，可以高位直接驱动进行操作，操作者可以直接使用各种辅助手段，如不同类型的设备或工具，各种类型的零部

件直接装配成相应的车身钢结构。这样可以实现整车的合理装配。由于轨道交通车辆结构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其装配

过程涉及的内容相对较多，作业严格按照标准化程序进行，整个装配过程可分为车载部分、车载部分和驾驶室部分。

操作通常在车身教室内部和车底下进行，而车底下的操作过程主要针对车身底盘下的操作，驾驶室主要在驾驶室内部

进行一系列操作。

�����车上作业工艺优化

车上作业的主要工艺包括内装、车上电气及车上钳工三个部分。内装主要对乘客室内的座椅、车辆顶板、车辆墙

体、车辆底板及扶手等进行安装，是构成轨道交通车辆的主要结构装配，其基础要求为保证各装配内容的功能性、安

全性和美观性。车上电气作业主要包括电气系统、广播系统、电器柜、照明系统等多项系统的安装，其基础要求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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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各系统的功能性和稳定性。车上钳工主要包括空调设备、门系统等，保证安全性和可靠性。车上作业各工序之间具

有紧密的联系，需要同时开展交叉作业，需要保证作业质量与同步性，能够优化整体施工，防止出现质量问题，能够

全面提升轨道交通车辆装配施工效率。

�����车下作业工艺优化

车下作业主要包括车下电气和车下钳工两个部分，作业区域集中在轨道交通车辆底部。车下电气作业主要包括牵

引系统安装、制动系统安装及辅助系统安装等，钳工作业主要包括制动系统、缓冲装置、中心销安装等，须保证各个

作业工序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且在安装完成后需要对其进行检测和测试，保证各工序能够正常运行，防止系统存在故

障问题>��。

�����司机室作业工艺优化

司机室作业工序相对较为简单，主要包括控制中心安装、运行操作系统安装，主要功能是对轨道交通车辆的运行

控制，需要保证轨道交通车辆具有稳定性和安全性，包括内装、电气及钳工三个主要施工环节。

3��轨道交通车辆装配工艺整体性优化分析

为了进一步提高轨道交通车辆装配施工效率和施工质量，降低轨道交通车辆装配作业成本，在明确轨道交通车辆

装配各项环节的基础优化后，需要从轨道交通车辆装配作业全局考虑，对其整体进行优化处理，保证轨道交通车辆装

配作业质量。

�����工艺布局优化

当前，轨道交通车辆装配主要采用固定平台生产模式，轨道交通车辆的钢结构在进入装配间后，采用天车将车体

整体吊起放置在马凳上。在轨道交通车辆装配过程中，轨道交通车辆需要始终保持固定不能移动，装配人员、装配设

备及工装等需要在各台位之间不断移动，因此，需要消耗大量的移动时间，不利于提升装配作业效率。因此，需要结

合轨道交通车辆的实际工艺布局，对其进行优化处理。首先，不采用马凳架车方式，在装配车间内在安装多个移动轨

道，轨道分布在车间内的作业区域，将所有装配工序分配在若干部位，将装配所需设备放置在轨道周围。其次，按照

实际装配工序和需要使用的设备情况，将所有装配工序分配在若干个工位中，在各个工位附件放置工装设备。最后，

轨道交通车辆采用工艺转向架逐一通过各个工位，各个工序对应的作业人员负责完成本工位的装配任务>��。

�����装配作业组织优化

轨道交通车辆装配组织管理一般是按照装配工序的先后进行划分，生产组织应用流水施工管理模式，各部门在完

成一台轨道交通车辆的装配后，立即开展下一台轨道交通车辆装配。流水施工组织模式主要包括无节奏流水作业、等

节奏流水作业及异节奏流水作业等不同模式。等节奏流水作业模式效率高，但当前大部分轨道交通车辆作业中，不能

实现完全的等节奏轨道交通车辆装配模式，所以需要对其进行优化处理。以一般的轨道交通车辆装配作业模式为例，

会设置车电工、钳工、内装工三个工段，每个工段中会分别设置不同的作业班组，作业班组以专业作为划分标准，需

要考虑到各班组主要负责装配任务的一致性>��。但是却没有考虑到各个班组完成不同工序，需要花费的时间差异，会

导致部分班组完成效率快、其他班组完成效率慢的问题出现，后续的班组会在等待上一个班组过程中花费大量时间，

需要充分考虑到作业完成效率的问题，对不同作业班组的完成时间进行调整，使其能够保持较为一致的装配作业节

奏，有效避免出现长时间的等待作业问题，能够全面提升装配作业资源利用率。

�����装配作业内容优化分析

在当前的轨道交通车辆装配作业中，每一个班组每天的作业需要以领料为开始，但是领料的过程需要花费大量的

时间成本，大部分时间均花费在排队等待环节，导致作业人员无法按时顺利开展装配作业，会影响装配作业效率，同

时会导致后续的作业强度增加，无法保障装配作业质量。因此，针对轨道交通车辆装配作业内容的优化，需要将领料

与装配作业分离，可以采用物料配送的方式>��。

在班组内成立专门用于物料运输和管理的部门，在各装配班组作业开展前，及时将物料配送到班组中，能够有效

节约领料花费时间，以提升整体作业施工效率。

�����专用设备优化分析

轨道交通车辆装配作业需要使用大量的辅助设备和专用设备，且不同专业设备之间的切换频率较高，切换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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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消耗大量的会见成本。为了提高装配作业效率，须对轨道交通车辆装配专用设备的布局及切换等方面进行优化处

理>��。首先，在轨道交通车辆车床安装设备的优化方面，当前轨道交通车辆车床安装主要采用电动升降车作为主要设

备，由于受到电动车辆的尺寸限制，部分车窗在安装过程中，升降车需要围绕车体进行运动，可以采用在车窗安装作

业区域设置固定作业平台的干式，在平台中安装风管接口，为其提供车窗安装所需要的压缩空气。其次，在针对轨道

交通车辆空调机组安装的专业设备方面，当前主要采用车梯进行爬升，利用天车将空调机组设备吊装在车顶平台中，

这种安装模式需要长时间占用天车，会影响其他工序的装配效率，同时存在一定的安全性问题。可在车顶设置专用安

装平台，在平台中安装相应的起吊设备，能够为装配人员提供良好的保障，在提高装配作业效率的同时，能够保障作

业人员生命安全。最后，在针对其他专业设备的优化方面，例如，顶板、风道格栅等，需要采用专用的举升装备，将

其安装在对应的作业平台中。当需要使用举升装备时，在不占用其他工序设备的情况下，快速完成相应的举升安装作

业，全面提升轨道交通车辆装配作业效率>��。

4��结束语

为了妥善处理城市交通问题，轨道交通事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城市城市轨道交通可以作为城市拥挤管理的

前提，其在整个公共交通中的地位正在逐步提高。要科学合理地制定和实施符合实际情况的管理制度，根据实际需要

合理地提升符合现代化特点的技术手段，才能有效地提高城市轨道交通车辆装备的质量。

参考文献：

>��王传庆�城市轨道交通车辆装配过程中的质量控制>-��科学技术创新����������

>��卢海超�李宁�李建民�城市轨道交通车辆装配过程中的质量控制>-��山东工业技术����������

>��邹震�城市轨道交通车辆装配过程中的质量控制>-��中外企业家����������

>��向伟彬�王亮�轨道交通车辆场段工艺设备检修管理影响因素探析>-��中国标准化������������������

>��张汝鹏�城市轨道交通车辆装配过程中的质量控制>-��内燃机与配件����������

>��宋微����系统在动车组装配过程中的应用>-��轨道交通装备与技术����������

>��胡广胜�王菁�孙福庆�基于图像识别的轨道交通车辆装配过程检测系统>-��城市轨道交通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