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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车驱动装置悬挂方式探讨

徐岸利 谢常华

中车资阳机车有限公司 四川 资阳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于客运车辆使用需求的不断增加，客运车辆自身的运行速度与较大功率货运车辆轴

重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也实现了增加。这就要求我们要提升对于轴轨动作用力投入更多关注的目光，因为其能够直接

对车辆是否能够实现稳定安全运行及车辆自身是否具备良好的舒适性与经济性。基于此，本文针对机动车驱动装置悬

挂方式的主要结构及相关悬挂方式在机车运用方面做出简要探析，望能够为相关行业工作人员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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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行业工作人员大概都十分清楚，在整个驱动装

置构造中，复杂程度较高，且是整个驱动构造核心部分

是动力转向架，它以复杂精密的结构，影响着整个机车

自身的品质[1]。它自身具有与众不同的关联形式，能够

良好的将轨道结构进行链接，在研究的过程中，就需要

相关人员能够具备过硬的专业理论知识，且还需要能够

在多种环境条件不同的情况下，开展以实际出发，通过

不断地研究与完善，才能够实现其性能的不断提升[2]。以

行业相关专业的铁路工作人员的大量实际调查与研究来

说：机车驱动装置的悬挂方式，能够对机车自身的各项

性能起到非常大的影响。

1 研究驱动装置悬挂方式的意义

以机车结构来看，其动力转向架中主要的组成部分

就是驱动装置，它能够通过自身运作，保证轮对能够接

收到正常的传递，驱动装置中，最为核心的组件有五

种，分别是牵引电机、齿轮箱、传导以及传动的齿轮、

轮对连结装置[3]。以相关的数据来证实，轮轨实现动作用

力，需要依赖不同悬挂系统之间的合理分配，但有非常

多一部分的质量位置，并不能够进行位置改变。簧下质

量中，非常明显能够进行对其证实的是轮对与轴箱的位

置设定。与之相反，整个机车车体的质量为簧上质量，

但出现变化的是驱动装置，它能够以不同的悬挂方式对

质量进行科学分配。通常情况下来说，转向架中占比较

大的质量是机车转向架驱动装置，它大约能够占据百分

之四十。机车不同的驱动装置悬挂，在质量上存在着很

大的差异性。因此，只有对机车驱动装置悬挂方式进行

结构与参数的深入分析，最大程度上减少轮轨作用力，

这就需要相关的工作人员，能够尽最大可能，改善动力

学能，帮助整个行业实现全新的突破与发展。

2 驱动装置悬挂方式对于机车性能的影响

众所周知，所有的铁道车辆在设计及建造的过程

中，都十分看重其弹性减震的装置，构建良好震动机械

设备，有效的帮助机车的质量，从以往需要减震系统承

担的义务转变为簧上质量。非弹性的减振装置，其需要

进行承担的部分，便合理的被转化为簧下质量。以相关

数据研究表明，震动系统的运行状态，是直接受震动体

制的变化影响。

日本铁路有着较为渊源的制作经验，他们以长期发

展应用的经验总结出在铁路全部质量良好的情况下，其

下沉量与速度等之间的关系。以结论来看，轮轨的锤向

动作用力是直接关联轨道自身下沉的量，并且能够随着

不断变化的机车行驶速度与自身的轴重，及簧下质量而

改变[4]。

随着人们生活对机车的需求越来越大，相关部门为

了能够更好的满足人们对于机车自身的功率、速度或是

轴重等实现固定的数值参数，可以完美的实现在垂向动

作用力处于固定速度与固定轴重的状态，并且能够达到

通过合理设置悬挂方式缩小簧下质量，还能够有效的缩

小轮锤向动作用力受力质量的减少。所以相关的工作人

员，在设置之处充分的其考虑在内，减小对线路自身的

动力，并能够实现良好的减低线路建设所U型要的成本，

并最大程度实现驱动装置良好的工作条件，就需要相关

铁路机车能够合理可行的进行驱动装置悬挂方式的设

计，并能够在不断丰富积累的过程中落实这项原理。

3 驱动装置悬挂方式的主要结构形式及运用状况

以通常情况下来看，机车的驱动装置悬挂方式基本

可以分为两种类别，一是：抱轴式悬挂；二是：全悬

挂，其中包括架悬挂与体悬挂这两大类别。具体有以下

区分：

驱动装置抱轴式半悬挂

半轴式半悬挂，是常见驱动装置中的一种，也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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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命名为轴悬式，这种与众不同的方式，需要将大齿轮

与车轴之间进行良好连接，以牵引机电中，一侧的支

撑，通过抱轴式的悬挂形式，能够实现车轴的正常运

转。而牵引机电的另一侧，则需要将吊杆良好的固定在

转向架的横梁上，实现悬挂结构的完成。驱动装置抱轴

式版悬挂，能够让整个驱动装饰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质量

完全处于簧下，就能够科学的将整个机体中其与质量，

布设与一系与二系的悬挂弹簧之中。这种驱动装置自身

具有良好的简洁性，不仅在安装组建阶段能够实现快速

的配置，在日后的检修维护中，也能便于工作人员对其

开展维护，它优秀的便捷拆装及生产投入成本低廉，成

为了广泛受到使用与追捧的方式。而它自身也存在着一

定的缺陷，例如，这种驱动装置一端需要与机车的车轴

进行直接连接，直接加剧了簧下质量的储蓄，直接增加

了轮轨垂向的动作用力，且钢轨的冲击震动会直接传递

驱动装置内部，导致其振动速度及力度也直线上升，为

其工作的环境提出了挑战。

当前多数的机车其设定的速度通常不会过高，采用

驱动装置抱轴式半悬挂的结构设计，例如各种货运机

车、8K机车等等。它们最高时速设定为每小时一百二是

千米，当前众多高铁在设计时也采用了滚动轴承抱轴的

半悬挂方式进行驱动装置悬挂使设计，例如和谐1号，和

谐2号1和谐3号等。

当机车在速度设定为一百二十千米每小时的情况

下，能够成为设计人员首选的是抱轴式半悬挂的方式，

可以说它非常适用此类机车；不仅如此，它在面对较小

功率电机或是较轻轮径车轮的设计时，同样能够显著减

小簧下质量，以此来满足一百四十千米每小时的机车使

用需求[5]。综上所述，抱轴式的悬挂形式，因为其自身的

局限性及功效性，使其不能广泛的适用于多数车辆，而

针对没有较高速度要求的动力转向架时，它能够不负众

望的发挥出自身的功效。

驱动装置全悬挂

驱动装置的全悬挂，如果将其进行细分，大致上可以

为分两类，意识架悬式，二是体悬式。架悬式通常也被成

为架承式，它主要的应用群体，是当前世界给的的告诉机

车与动车，有部分重载货车也是它门下的常客。以传统的

架悬式驱动装置来看，需要将驱动装置通过各种方式的固

定将或者将其与转向架结构进行直接的连接，以此来实现

驱动装置与轮对能够保持良好的适应各项运动的弹性传

递，并能够保证联轴器实现科学的联结。

根据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中间，全部真实的资料

记载来分析，在距今一百五十多年前，国外便已经出现

了架悬式技术，并得到了良好的发展，到上世纪八十年

代起，通过交流改革步入了全新的时代，国外名为120系

列的机车，相关专业的设计人员便充分的利用了空心轴

转动方式，构建驱动装置实现科学的运行。也在发展额

过程中成为了成熟的结构。而真正迈向驱动装置不断优

化与创新的时代，才刚刚开始[6]。

我国最早研发机车的架悬式技术，较国外落后了很

长一段时间，在距今四十年前，才算真正意义上起步研

究，与发达国家产生了较大的差距。但同样也是采用了

轮对空心轴时的悬架技术设计。这种结构的方式，是将

驱动装置的一段使用托臂跨越整个车轴来实现在构架的

横梁上进行良好的支撑，而另一侧需要以两个支撑点来

实现构架的固定，也是以此来连接另一侧梁端。在设计

的初期，相关工作人员通过螺栓将其进行固定，而在发

展的过程中，有部分机车的设计，便采用橡胶关节来进

行固定。电机实现输出的扭矩，也是需要以联轴器与空

心轴之间到轮对的传递来实现。当前我国在多种需要进

行提速的机车上便采用了转向架驱动装置的架悬结构设

置，例如SS7D、或是SS7E等机车。

体悬式悬挂通常情况下可以分为半体悬式悬挂与全

体悬式悬挂。这样的悬挂方式还会在单元与车体之间进

行横向耦合的减震器械装置。从而帮助单元的驱动力矩

与空心轴及两端的六连杆之间轴盘进行传递到轮对的方

式。在面对每小时二百及以上速度等级的机车上时，就

一定需要进行驱动装置的半体悬挂方式或是全体悬挂方

式。例如，德国有名的ICE动车，其转向架的驱动装置便

良好的采用了半体悬挂式，以此来实现单元的质量大概

有三分之二左右都有机车车体来承担，而另一种全体悬

挂方式，我们不妨可以参观法国的TGV动力转向架，它

机车的驱动装置便完全运用了全体悬挂方式，实现了单

元的质量全部有机车车体来进行承担。

全悬挂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真正做到了缩小簧

下及簧间质量的压力，还很大程度额优化了驱动装置自

身的工作环境，其自身种种的优点，真正实现了减少投

入成本，满足高速及重载铁路对于机车运输的需求。

结束语：机车的悬挂方式，虽然对其发展起步都较

晚，但通过各种方式间的不断优化与完善，不断创新与

突破，从青涩的技术发展到今天较为成熟的成果，这漫

长且优质的发展进程，做到了减轻簧下质量这一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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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也为轮轨动力作用带来了良好的影响，能够帮助

当机车速度需要达到高速或是有特殊运载需求，能够满

足机车自身具备良好的条件。也随着驱动装置从较为单

一，性能不足，自身性能较弱的悬挂方式真正转变为具

有良好科学性、合理性、高水平及高质量的演变，其自

身悬挂的特点及性能也从最开始刚性的悬挂实现了弹性

悬挂的良好状态，可以说为相关行业的工作人员实现研

究弹性悬挂，促进机车横向动力学性能提供了良好的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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