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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700K转辙机的原理与故障分析

石叶鑫
宁波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Ǔ浙江Ǔ宁波Ǔ315000

摘Ȟ要：S700K转辙机作为铁路信号系统的核心设备，其原理基于电动驱动与精密机械传动相结合，实现道岔的
可靠转换与锁闭。通过三相交流电机提供动力，经滚珠丝杠传动系统精确控制动作杆位置，确保列车行驶安全。本文

深入分析S700K转辙机的常见故障类型，包括不动作、电机打滑及转换中停止等，并探讨故障成因，为铁路维护人员
提供有效的故障排查与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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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700K 转辙机的基本概述

S700K型电动转辙机是一款集先进技术与稳定性能
于一身的铁路道岔转换设备。该设备源于我国铁路提速

的迫切需求，通过引进德国西门子公司的先进设备和技

术，并经过本土化的消化吸收与改进，迅速在国内主要

铁路干线及城市轨道交通中推广使用。S700K型电动转辙
机结构紧凑、工艺精良，其核心优势在于其采用交流三

相电动机，有效解决传统直流电动机因整流子问题导致

的故障率高、寿命短及维修量大等弊端。该机型还配备

摩擦力极小的滚珠丝杠传动装置，不仅提高机械效率，

还显著减少电能损失，使得在相同控制电流下，控制距

离得以延长或电缆芯线截面得以减小。该转辙机主要由

外壳、动力传动机构、检测和锁闭机构、安全装置及配

线接口五大部分组成，其中动力传动机构包括三相交流

电动机、齿轮组、摩擦联结器、滚珠丝杠等关键部件，

确保动力的高效传递与转换。锁闭机构则采用外锁闭装

置，通过垂直锁闭方式，直接将尖轨与基本轨密贴夹紧

并固定，增强锁闭的可靠性，并有效避免轮对冲击对道

岔的不良影响。S700K型电动转辙机以其“少维护，无维
修”的特点，赢得了广大信号维修人员的青睐，其高安

全性、高稳定性和低维护性的优势，为铁路交通的安全

与流畅提供了有力保障。

2��S700K 转辙机的工作原理和机械结构

S700K转辙机的工作原理基于电动机驱动与精密机械
传动的完美结合。当接收到控制指令后，其内置的三相

交流电动机启动，通过齿轮组进行减速增扭，将电机的

旋转运动转化为更为平稳且力量强大的动力输出。这一

动力随后传递给滚珠丝杠，滚珠丝杠以其高效的摩擦传

动特性，将旋转运动转化为直线运动，推动转辙机的动

作杆进行移动。在机械结构方面，S700K转辙机主要由
电动机、减速器、摩擦联结器、滚珠丝杠、动作杆、锁

闭装置及外壳等部分组成[1]。电动机作为动力源，是整个

系统的核心；减速器则负责将电动机的高速旋转降速并

增加扭矩，以适应转辙机的工作需求；摩擦联结器则起

到过载保护的作用，当负载超过设定值时，能够自动打

滑，防止设备损坏；滚珠丝杠则是实现旋转到直线运动

转换的关键部件，其高精度和低摩擦特性确保了转辙机

动作的准确性和平稳性；动作杆则直接连接并驱动道岔

转换；锁闭装置则负责在道岔转换到位后，将其牢固锁

定，确保行车安全。

3��S700K 转辙机的主要功能和优势

S700K转辙机作为现代铁路信号系统中的重要设备，
其主要功能在于实现铁路道岔的精确、快速且可靠的转

换与控制。这一功能的实现，对于保障列车安全、提高

行车效率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功能方面，S700K转辙
机能够接收来自信号控制中心的指令，通过其内置的高

性能电动机和精密的机械传动系统，迅速且准确地驱动

道岔转换至指定位置，确保列车能够按照预定的路线行

驶，该转辙机还配备了可靠的锁闭装置，能够在道岔转

换到位后自动锁定，防止因外部因素导致的道岔意外移

动，从而确保行车安全。在优势方面，S700K转辙机首先
以其高可靠性著称，其采用的三相交流电动机和滚珠丝

杠传动系统，具有结构紧凑、传动效率高、磨损小等优

点，大大降低故障率，提高设备的使用寿命。该转辙机

还具备维护简便的特点，其模块化设计使得维护和更换

零部件更加方便快捷，降低维护成本，S700K转辙机还具
备良好的环境适应性，能够在各种恶劣的天气和工况条

件下稳定工作，确保铁路交通的顺畅运行。

4��S700K 转辙机的故障分析

4.1  S700K转辙机的故障分析
4.1.1  常见故障类型：转辙机不动作
当S700K转辙机出现不动作的情况时，需要检查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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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是否正常。电源故障、控制线路中断或保险丝熔断

等都可能是导致转辙机无法启动的原因。控制电路板上

的元件损坏或接触不良也会影响信号传输，使转辙机无

法接收到启动指令。机械部分，如锁闭装置卡阻或动作

杆受阻，同样会阻止转辙机的正常动作。

4.1.2  常见故障类型：电机转动打滑，动作杆不能动作
电机转动打滑而动作杆无动作的现象，通常与摩擦

联结器的工作状态有关。摩擦联结器作为过载保护装

置，在负载过大时会发生打滑以保护电机和传动系统。

若频繁打滑，可能是负载过重、摩擦片磨损严重或调整

不当所致。滚珠丝杠的损坏或传动链中的其他机械部件

故障也可能导致动力无法有效传递到动作杆，使其无法

动作[2]。

4.1.3  常见故障类型：转换中停止
S700K转辙机在转换过程中突然停止，可能是由于多

种原因造成的，机械部分的卡阻或障碍物可能阻碍道岔

的进一步移动，电气控制系统中的故障，如控制信号丢

失、传感器故障或继电器误动作等，都可能导致转辙机

在转换过程中突然中断。电机过热、电源波动或控制电

路板上的元件损坏也可能影响转辙机的正常运行，导致

其在转换过程中停止工作。

4.2  故障诊断方法
4.2.1  观察法
观察法是故障诊断中最直接且常用的方法之一。对

于S700K转辙机，可以通过观察其外观和运行状态来初步
判断故障。检查设备是否有明显的物理损坏，如外壳破

裂、电缆断裂等。观察转辙机的动作情况，如电机是否

转动、动作杆是否移动等，以判断故障是否发生在机械

部分。还可以观察控制指示灯的显示状态，以及是否有

异常声音或气味产生，这些都可以为故障诊断提供重要

线索。

4.2.2  测量法
测量法是通过使用专业仪器对S700K转辙机的各项参

数进行测量，以判断其工作状态和故障原因。常用的测

量工具包括万用表、示波器、电流钳等。通过测量电源

电压、电流、电阻等参数，可以判断电源是否正常、电

路是否通畅、元件是否损坏等。对于电机部分，可以测

量其转速、扭矩等参数，以判断其工作状态是否正常。

还可以利用传感器和信号发生器对控制信号进行测量和

分析，以确定控制系统是否存在问题。

4.2.3  替换法
替换法是一种快速有效的故障诊断方法，特别适用

于难以通过观察和测量确定故障原因的情况。在S700K

转辙机的故障诊断中，如果怀疑某个元件或部件出现故

障，可以将其替换为已知良好的元件或部件，然后观察

故障是否消除。如果故障消失，则说明被替换的元件或

部件确实存在问题。替换法不仅可以快速定位故障点，

还可以作为验证其他故障诊断方法准确性的有效手段。

5��S700K 转辙机的日常维护与检测

5.1  日常维护内容
S700K转辙机作为铁路信号系统的关键设备，其日常

维护对于确保铁路行车安全和提高运营效率至关重要。

日常维护内容涵盖了多个方面，旨在保持设备的良好状

态，预防故障发生。定期检查电源和电气连接是日常维

护的基础，这包括检查电源电压是否稳定，电源线路是

否完好无损，以及电气连接是否紧固可靠。任何电气故

障都可能影响转辙机的正常工作，因此必须给予足够的

重视。机械部件的检查与调整也是日常维护的重要环

节，这包括检查动作杆、锁闭装置、摩擦联结器等部件

是否磨损或松动，以及调整它们的间隙和位置，确保它

们能够顺畅地工作，还需要检查滚珠丝杠的润滑情况，

确保其传动效率[3]。控制电路的检查也是日常维护的必要

内容，这包括检查控制电路板上的元件是否完好，控制

信号是否稳定可靠，以及继电器、接触器等开关元件是

否动作灵活。控制电路是转辙机的大脑，任何故障都可

能导致设备无法正常工作。环境因素的监控也是日常维

护不可忽视的一部分，S700K转辙机通常安装在室外，受
到各种恶劣天气的影响。需要定期检查设备的防水、防

尘措施是否有效，以及设备周围是否有杂物堆积或杂草

生长。这些因素都可能影响设备的散热和通风，进而影

响其使用寿命。

5.2  清洁与润滑
清洁与润滑是S700K转辙机日常维护中的关键步骤，

对于保持设备的良好状态和延长使用寿命具有重要意

义。清洁工作主要包括清除设备表面的灰尘、油污和杂

物，这些污物不仅会影响设备的散热和通风，还可能进

入设备内部，损坏电气元件和机械部件。需要定期使用

干净的布或刷子对设备表面进行擦拭和清理。对于难以

清除的油污和污垢，可以使用专用的清洁剂进行清洗。

润滑工作则是针对设备的机械部件进行的，S700K转辙机
的机械部件在运转过程中会产生摩擦和磨损，如果不及时

润滑，会导致部件磨损加剧，甚至卡死。需要定期为设备

的滚珠丝杠、轴承等部件加注适量的润滑油或润滑脂。在

加注润滑油时，应注意选择适合设备要求的润滑油品种

和规格，并按照规定的加注量和加注周期进行操作。

5.3  检测方法与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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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700K转辙机的检测是确保其性能稳定、安全可靠的
重要手段。检测方法与周期的制定应基于设备的运行特

点、故障模式以及维护经验，旨在及时发现并处理潜在

问题，防止故障扩大化。以下是对S700K转辙机检测方
法与周期的详细阐述。第一、检测方法；静态检测是在

转辙机不动作的情况下进行的检测，主要检查设备的外

观、电气连接、机械部件的间隙和位置等。观察设备外

壳是否完好，有无破损、变形或锈蚀现象；检查电缆、

接线端子等电气连接是否紧固可靠，有无松动、脱落或

腐蚀现象。使用万用表等仪器测量电源电压、电流、电

阻等参数，检查电气元件是否完好，控制信号是否稳定

可靠。检查动作杆、锁闭装置、摩擦联结器等机械部件

的间隙和位置是否符合要求，有无磨损、松动或卡阻现

象[4]。动态检测是在转辙机动作过程中进行的检测，主

要检查设备的动作性能、转换时间和锁闭状态等。通过

模拟控制信号，使转辙机进行动作，观察其动作是否平

稳、迅速，有无异常声音或振动现象。使用秒表等计时

工具测量转辙机从接收到控制信号到完成动作所需的时

间，判断其转换效率是否符合要求。在转辙机动作到位

后，检查锁闭装置是否牢固可靠地将道岔锁定在指定位

置，防止因外部因素导致的道岔意外移动。随着铁路信

号系统的智能化发展，远程监控与诊断技术逐渐被应用

于S700K转辙机的维护中。通过安装传感器和监控设备，
可以实时监测转辙机的运行状态和参数变化，并通过网

络传输至远程监控中心进行分析和诊断。这种方法具有

实时性强、准确性高、效率快等优点，能够及时发现并

处理潜在问题。第二、检测周期；S700K转辙机的检测
周期应根据设备的运行特点、使用频率以及环境条件等

因素进行综合考虑。日常巡检是每天或每班进行的例行

检查，旨在及时发现并处理设备表面的异常现象和简单

故障。巡检内容主要包括外观检查、电气连接检查以及

简单的功能测试等。巡检周期应根据设备的实际使用情

况和环境条件进行调整，但一般不应超过24小时。定期
检测是按照一定的时间间隔对设备进行全面的检查和测

试，旨在评估设备的整体性能和健康状况。检测内容应

包括静态检测、动态检测以及必要的电气性能测试和机

械部件检查等。检测周期应根据设备的运行特点和故障

模式进行制定，一般可设定为每季度、半年或一年进行

一次。对于运行条件恶劣或故障频发的设备，应适当缩

短检测周期。专项检测是针对设备特定问题或故障模式

进行的专项检查和测试。专项检测的周期应根据实际情

况进行灵活调整。

结束语

S700K转辙机的稳定运行对于保障铁路行车安全至关
重要。通过对其原理的深入理解与故障分析，能够更加

精准地定位问题所在，并采取相应的维护措施。未来，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S700K转辙机将不断优化升级，
为铁路交通的智能化、高效化发展贡献力量。加强日常

维护与检测工作，将进一步提升设备的可靠性和使用寿

命，确保铁路运输的安全与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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