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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亚非地区海外货车维保的研究

宋福强
中车山东机车车辆有限公司Ǔ山东Ǔ济南Ǔ250022

摘Ȟ要：铁路运输由线路、运营管理、车辆等多种因素组成。本文重点探讨海外亚洲和非洲地区的车辆维保。论

文在收集大量文件，结合个人在多个国家的经验，在分析和比较了国内外铁路货车车辆检修制度的发展及现状后，从

经济性、可靠性方面出发，建立一套适合亚非地区的检修制度，以状态修为主，结合状态修的问题及分析，定制性进

行计划预防修。以提高客户车辆的使用率、延长车辆使用寿命并确保其安全运行，从而有效提升公司在海外市场的竞

争力。

关键词：铁路货车；维保；修程；信息管理及分析

1��海外铁路货车维保业务的发展趋势

1.1  国内应对海外市场的现状
当前，中国铁路系统中的货车维修职责被细化为各

车辆段与货车生产厂之间的协作，共同确保货车在不同

生命周期阶段获得必要的检修与维护。鉴于国内整车制

造商在提供全面维保服务方面经验尚浅，本文深入剖析

了非洲与亚洲地区铁路货车的当前维保实践以及未来发

展趋势。通过融合中国本土的实践经验，本文旨在为这

两个地区的铁路系统量身打造新的维保策略。特别地深

入探讨了实现这些优化的过程，及所需的关键设备与工

具的配置和信息管理，以期提升铁路货车维保的效率和

效果。

1.2  课题的提出背景与意义
在非洲部分地区，木材、矿物和石油等资源丰富，

而南亚东南亚地区人口密度大，对于运输面粉大米等生

活物资需求量大。本文聚焦于车辆维护保养的优化，旨

在通过提升车辆使用效率与延长其服役寿命，保障运行

安全。本文将构建一套贴合自身海外运营需求的铁路货

车维保管理体系，并配套相应的信息管理系统。

1.3  铁路货车检修制度及现状
国际上通常采用两种检修制度：计划预防修理制度

和按车辆技术状态修理的制度。两种制度各有优缺点，

如表1所示。

表1��修理制度的对比

修理制度 优点 缺点

计划预防修理制度
保证车辆规定的使用期限和修理时
间，可使车辆施修和对检修劳务、
材料及资金需求的预测简单准确。

在安排车辆进行维修时，未充分考量工作量的合理分配，未考虑在装
卸和调车作业时的状态是否完好，会导致车辆运营效率低，维修保养
费用高，甚至会过度修加速设备磨损。

技术状态修理制度

降低车辆的检修工作量，最大限
度的提高车辆的使用周转率，提
高车辆状态周转率，充分发挥车
辆质量。

必须使用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以及创新工艺。同时，需采用前沿
的检测技术，科学设定监测周期，以实现对车辆运行状态的精准监
控。然而，在亚洲与非洲的广泛区域内，普遍面临着没有条件应用先
进检验装备的现实情况。

对于计划预防修与故障状态修，两者并无先进与落

后之分，而是应将其应用到适当场合，针对不同事物和

故障规律，选择使用两者之一或兼而用之。

鉴于亚洲与非洲地区普遍存在的设施设备相对滞后

现状，我们计划构建一套以状态检修为核心，辅以状态

问题分析与诊断，进而实施定制化计划预防修的综合维

护体系。[3]

2��维保修程

2.1  修程及周期
结合我国经验与非洲和亚洲地区的实际条件，本文

设计了一套以列检、预防性临修、阶段修为核心内容的

维保体系。该体系的主要内容包括：[5]

名称 主要检修内容 目的 施修地点 维修周期

列检
检查转向架、制动系统、车钩车体等是
否完好。

扣留技术状态不良车辆，
确保列车安全正点运行。

终点站、始发站 始发作业和到达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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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名称 主要检修内容 目的 施修地点 维修周期

状态修
静态视觉外观检查、制动试验、轮缘数
据测量、检查部件的磨损、老化等。

详细检查车辆性能，尤其
是制动系统。

列检线或维修车间
12个月，或车辆停用2个
月以上，结合列检结果
及分析

计划修
对车辆整车进行全面检查，结合列检及
状态修数据，对车辆进行定制化修复，
重点检修转向架、车钩等。

恢复车辆基本性能，保持
车辆状态良好，延长配件
使用寿命，减少临修，杜
绝行车事故。

维修车间 使用年限3年。

2.2  检修具体内容和步骤。在具体检修过程中，本文
详细列出了列检、状态修、阶段修等环节的操作步骤和

注意事项。每一步骤都包括准备工作、车辆检查和车辆

维修，并对需要扣车处理的情况进行了明确要求。

2.3  列检。准备工作包括放置安全标志、检查手制
动等。检查工作涉及检查阀类、管系接头部位的泄漏情

况，车轮磨损、轴承漏油等情况。维修工作则根据检查

结果进行针对性处理，并在完工后进行收工检查。

准备工作：安全保障

机车连挂，充风并制动试验。检查并保证车辆所有

手制动处于缓解位。

车辆检查：通过听声音检查所有的阀类及制动管系

接头部位的泄露情况。

目视检查：车轮的磨损情况；轴承的漏油情况；制

动缸行程伸出长度；下侧门搭扣关闭状态；闸调器状

态；车钩状态；闸瓦磨损情况；

车辆维修：对管路部分泄露部位进行密封圈的更

换；对泄露的各类阀、制动缸进行更换；对有故障的闸

调器进行更换。对车轮磨耗超限、轴承漏油甩油的车辆

申请扣车至车间进行处理。对制动缸行程伸出长度不符

合要求的进行调节。对其它的异常情况进行处理，不能

处理的，申请扣车至车间进行处理。

完工后的收工工作，收起列车两端的小红旗。[4]

2.4  状态修。预防性检修的步骤包括连接试验设备、
检查手制动位置、检测各类阀门及制动管系接头的泄漏

情况，以及对车轮磨损情况进行详细检查和维修。

准备工作：连接单车试验机，充风。检查并保证车

辆手制动处于缓解位。

车辆检查：利用肥皂水检测车上所有的阀类及制动

管系接头部位的泄露情况。检查车轮的磨损情况、测量

轮缘厚度；轴承的漏油情况。测量制动缸行程伸出长

度。检查下车辆结构状态，检查闸调器状态，检查车钩

状态，是否缺件，磨损状态，提钩动作是否灵活，检查

闸瓦磨损情况等其他项目。

车辆维修：对管路部分泄露部位进行密封圈的更

换。对泄露的各类阀、制动缸进行更换。对有故障的闸

调器进行更换。对车轮磨耗超限、轴承漏油甩油的车辆

申请调车至车间进行处理。对制动缸行程伸出长度不符

合要求的进行调节。对其它的异常情况处理，不能处理

的，申请回车间处理。

车辆的再次检查与维修：再次利用肥皂水检测车上所

有的阀类及接头部位的泄露情况，直至所有泄露消除。

再次确认制动缸行程的伸出长度，对不符合要求的

进行调整。确定泄露消除后再次进行制动试验。首先对

车辆进行充风，并确认在制动操作前没有自然制动现

象。制动进行后，每十分钟左右对车辆进行一次观察，

并确认制动是否正常。直至时长120分钟。对每次观察异
常的车辆进行记录，整理记录，完成车辆预防修报告，

并将所有数据上传系统。

2.5  阶段修。包括现车检修、转向架检修、车钩缓冲
装置检修、制动梁检修等。每个检修环节都涉及收入检

查、分解检修、组装和验收的过程。

现车检修：包括铁路货车预检、修车计划、车体钢

结构机械调修、底体架检修、车体检修、现车空气制动

装置检修、现车基础制动装置检修、现车人力制动机装

置检修、单车试验、车钩缓冲装置装卸、车辆标记的涂

打、整车落成检查、整车落成检查验收等。

转向架检修：包括转向架分解检查、转向架修理、

摇枕侧架检修、交叉支撑装置检修、转向架组装、转向

架落成检查、转向架性能试验、转向架检查验收、转向

架支出等。

车钩缓冲装置检修：包括车钩缓冲装置收入、钩体

检修、钩舌检修、钩尾框检修、缓冲器。检修、车钩组

装及三态试验、车钩缓冲装置组装、车钩缓冲装置检查

验收、车钩缓冲装置支出等。

制动梁检修：包括制动梁收入检查、制动梁探伤、

制动梁分解检修、制动梁拉力试验、制动梁组装、制动

梁检查验收、制动梁支出等。

制动阀检修：包括制动阀收入、制动阀分解清洗、

制动阀检测、制动阀修理、制动阀组装、制动阀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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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动阀检查验收、制动阀支出等。

制动阀辅助检修：包括空重车传感阀、制动编织软

管总成、折角塞门、安全阀、缓解阀、脱轨自动制动阀

等检修试验等。

配件检修：包括转向架零部件检修、车钩缓冲装置

零部件检修、上心盘检修、制动轴链焊修及拉力试验、

人力制动机装置检修及试验、制动拉杆焊修及拉力试

验、车门检修、检查验收等。

轮轴检修：包括轮轴收入、轴承退卸、磁粉探伤、

超声波探伤、踏面旋修、检查验收、轮轴竣工、轮轴支

出等。[1][2]

3��维保信息管理系统

3.1  维保信息管理系统的建设目标
本文提出的维保信息管理系统建设目标主要有以下

几点：

3.1.1  车辆台账管理：建立车辆及配件的可追溯性检
修档案，记录主要部件的更换情况。

3.1.2  备品备件管理：实现配件需求、使用、库存管
理及预警，保障检修业务的配件、消耗品及工具供应。

3.1.3  检查维修记录管理：检查维修记录及数据的查
询、分析，为故障分析、追溯问题根源、解决问题提供

数据支撑，同时也为产品质量持续改进提供帮助。

3.1.4  维修周期记录及预警：制定并调整定期检修计
划，根据实际检查维修情况录入记录，确保按时完成定

期检修，确保车辆的长寿命使用。

3.2  维保信息管理系统的系统功能架构
维保信息管理系统的功能架构包括：

3.2.1  车辆基础数据管理：统计每辆车及其关键零
配件的信息、检查记录，并建立台账和配件明细清单。

（1、《铁路货车基本信息》包括车号、车型、产品编
号、主要部件编号、检查记录、出厂信息、报废信息、

状态等；2、《XXX车型配件明细清单》包括全部的配件
明细、图号/型号、材质、寿命、供应商名称、供应商联
系方式、价格、供货周期、重量、配件运输体积等。）

3.2.2  备品备件及工具管理：实时记录入库、出库和
库存情况，确保配件计划的准确性。

3.2.3  检查及维修记录管理：按维修程序分类记录车
辆检修信息，包含车号、检查项点、维修措施等。车辆

检修信息：关联查询出车辆的各级检修历史记录；检修

计划信息：关联查询出车辆维保计划；车辆装配信息：

每辆车落成时所装配的可追溯配件编号，包括车钩号，

转向架，轮轴、轴承、制动系统。检查记录包含车号和

检查项点，以及发现故障的维修措施，及完成情况。及

特殊故障的照片留存。要重点突出修理过程的记录。

3.2.4  数据统计分析：在维保过程中要按要求及时上
传数据，系统根据上传数据，系统设有数据归类统计功

能，并自动生成图标等。日报：系统自动生成日报，包

含工作内容，配件消耗，故障车辆等信息。月报：系统

自动生成月统计数据和分析，包含两大类：a故障分类统
计；b配件消耗分类统计。分类数据并生成曲线图，维保
工程师根据软件生成数据分析总结。

4��维保信息管理系统的云系统

云平台的使用可以实现高效管理，支持国内相关部

门和海外客户对维保的监控，减少沟通问题，提高效

率。系统将部署在国内云服务器上，既便于维护，也降

低了成本。系统语言使用中英文。

5��结语

海外铁路货车维保业务需要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并探

索出一套完整的铁路货车维保管理系统。通过本文的研

究和实践，将有助于实现公司铁路货车海外维保管理的

规范化、系统化和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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