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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１条　为满足铁路运输安全生产的需要，加强和规范信号设备的
维护管理、专业技术管理，提高信号设备维护质量，确保铁路信号设备的

正常运用，特制订本规则。

第２条　铁路信号设备是指挥列车运行，保证行车安全，提高运输效
率，改善行车组织方式，实现行车指挥现代化的关键设施。电务部门必须

贯彻国家有关政策、行业标准，坚持以运输生产为中心，做好维护管理工

作，保证信号设备处于良好运用状态。

第３条　铁路信号维护工作是铁路运输安全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直接涉及运输安全，信号维护工作必须严格执行国家铁路有关法规及中

国铁路总公司（简称“铁路总公司”）相关规定，牢固树立安全生产法制观

念，认真执行标准化作业，保证行车安全、设备安全及人身安全。

第４条　信号工是铁路主要行车工种，各级电务部门必须加强对职
工的安全、技术业务知识培训，不断提高电务职工队伍素质。新职工必须

经过专业技能培训和安全培训，考试合格后方能上岗工作。

第５条　信号维护工作必须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贯
彻预防与整修相结合的原则，确保信号设备运用状态良好。铁路信号设

备技术密集、科技含量高，具有点多线长、设置分散、布局成网、不间断运

用、结合部多、易受外界影响等特点，因此要积极采用新技术、新器材、新

工艺，提高信号设备的可靠性、可用性和安全性；深化修程修制改革，推行

设备分等级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实行全面质量管理，采用先进技术手

段，提高维护管理水平。

第６条　信号维护工作应落实安全风险管理要求，强化电务安全基
础管理、过程控制和应急处置，构建电务系统安全风险控制体系，做好安

全风险的超前防范，持续推进标准化工作，全面提升电务系统安全管理

水平。

第７条　电务系统应根据铁路总公司要求，结合电务专业管理分工
·１·



和现场工作实际，以设备标准化、作业标准化和管理标准化为核心，构建

电务系统安全标准化体系。

第８条　《普速铁路信号维护规则》是做好信号设备维护工作的基
本规则，电务及有关部门制定的细则、标准、办法等，必须符合本规则的

规定。

第９条　本规则适用于２００ｋｍ／ｈ以下（仅运行动车组列车的铁路除
外）国家铁路信号维护管理工作。

·２·



第二章　管　　理

第一节　通　　则

第１０条　铁路信号设备维护工作由维修、中修、大修三部分组成，测
试工作是信号设备维护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包含在维修、中修、大修之中。

第１１条　铁路信号设备维护工作坚持以安全和质量为主的原则，依
据设备寿命、技术状态、变化规律和磨损程度，做好更新改造、大修、中修

和维修工作，保证信号设备符合技术标准、性能良好、质量稳定、安全可靠

的运用。

第１２条　铁路信号设备维护工作应在提高设备可靠性的基础上，积
极采用先进成熟的检测、监测系统和设备，实现状态修、计划修相结合的

维修模式，不断推进修程修制改革，逐步实现以状态修为主的维修模式。

各铁路局修程修制改革试点工作须报铁路总公司运输局电务部备案。

第１３条　铁路信号设备维护工作应实行安全生产责任制、岗位责任
制和质量验收制，以安全管理为核心，以计划管理、质量管理、技术管理、

设备管理和成本管理为重点，采用先进管理手段，形成科学的管理体系，

安全、优质、高效地组织生产。

第１４条　铁路信号维护工作必须树立全程全网的观念，实行统一指
挥、分级管理、分工负责、密切协作的制度，全面做好各项基础工作，不断

提高维护管理水平。

第１５条　电务部门应加强安全基础建设，强化专业技术管理，严格
执行规章制度、技术标准和操作规程，认真落实标准化作业程序，保证行

车、设备及人身安全。

第１６条　电务部门要加强维护经验交流、推广工作，不断提高信号
设备运用质量，提升信号维护工作水平。

第１７条　铁路局（公司）（以下简称铁路局）应制定信号维修及中修
定额，作为电务预算管理的基础。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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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信
号
维
护
工
作
指
标
体
系
表

项 目

顺 号
指
标
名
称

单
位

统
计
范
围
与
周
期

总
公
司
局

段
计
算
方
法

任 务

１ ２

　
中
修
、
维
修
计
划
与
完
成

率
（
指
器
材
入
所
修
，
车
站
、

区
间
等
设
备
中
修
）

　
Ⅱ
级
测
试
计
划
率
与
完

成
率

％ ％

— —

由
铁
路

局
制
定

　
单
项
计
划
率
＝
（
计
划
中
修
、
维
修
数
量
／应
中
修
、
维
修
数
量
）
×
１０
０

　
单
项
完
成
率
＝
（
实
际
完
成
中
修
、
维
修
数
量
／计
划
中
修
、
维
修
数
量
）
×
１０
０

　
中
修
、
维
修
计
划
率
与
完
成
率
为
各
单
项
计
划
率
与
完
成
率
的
平
均
值

　
单
项
计
划
率
＝
（
计
划
测
试
数
量
／应
测
试
数
量
）
×
１０
０

　
单
项
完
成
率
＝
（
实
际
完
成
测
试
数
量
／计
划
测
试
数
量
）
×
１０
０

　
Ⅱ
级
测
试
计
划
与
完
成
率
为
各
单
项
计
划
率
与
完
成
率
的
平
均
值

质 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地
面
信
号
显
示
合
格
率

　
机
车
信
号
显
示
正
确
率

其
中
：

１
机
车
信
号
运
用
正
确
率

２
添
乘
检
查
正
确
率

联
锁
关
系
不
正
确

　
信
号
设
备
综
合
合
格
率

其
中
：
单
项
设
备
合
格
率

　
入
所
修
设
备
、器
材
返
修
率

　
入
所
修
设
备
、
器
材
一
次

验
收
合
格
率

　
中
修
优
质
率

％ ％ 件 ％ ％ ％ ％

年

半
年

年 年 — — —

由
铁
路

局
制
定

　
［
（
信
号
机
架
数
－
显
示
不
合
格
架
数
）
／信
号
机
架
数
］
×
１０
０

　
［
（
机
车
运
用
台
次
－
机
车
运
用
故
障
台
次
）
／机
车
运
用
台
次
］
×
１０
０

　
［
（
添
乘
检
查
分
区
数
－
故
障
分
区
数
）
／添
乘
检
查
分
区
数
］
×
１０
０

　
在
统
计
时
间
内
按
件
累
计

　
（
单
项
设
备
合
格
及
良
好
数
量
之
和
／单
项
设
备
总
数
量
）
×
１０
０

　
综
合
合
格
率
为
各
单
项
设
备
合
格
率
的
平
均
值

　
（
返
修
数
量
／统
计
时
间
内
检
查
出
所
数
量
）
×
１０
０

　
（
一
次
验
收
合
格
数
／检
修
器
材
总
数
）
×
１０
０

　
［
站
（
区
间
）
验
收
优
质
数
量
／站
（
区
间
）
中
修
数
量
］
×
１０
０

综 合 管 理

１
　
信
号
维
修
劳
动
生
产
率

换
算
道

岔
组
／人

—
由
铁
路

局
制
定

　
信
号
换
算
道
岔
总
数
／维
修
人
员
平
均
人
数
（
按
总
公
司
有
关
文
件
统
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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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８条　信号设备设计研发、生产制造、招标采购应坚持有利于安
全可靠运用，有利于现场维护管理，有利于电务技术进步的原则，严格执

行电务技术装备政策，做到制式统一、标准统一、接口统一，以实现互联互

通、信息共享和统一管理。

第１９条　结合部管理直接影响信号设备的运用质量。铁路局电务
部门应制定与车务、机务、工务、供电、车辆、信息、房建等部门相关联设备

的结合部管理规定，明确分工，落实责任，联合整治，加强考核。

第２０条　电务部门应加强与相关铁路局、电务段沟通协调，做好跨
局、跨段设备的维护管理工作。

第２１条　信号维护工作指标体系见表１。

第二节　机构与职责

第２２条　铁路信号设备维护工作实行铁路局、电务段分级管理。电
务段实行段、车间、工区三级管理。

第２３条　铁路局电务处、电务段应根据铁路总公司、路局有关规定
及专业管理需要设置专业科室。

第２４条　电务段根据维护工作需要合理设置现场车间、专业车间。
车间设置原则：

１现场车间应按照管理跨度适度、人员数量适中、设备数量适当、有
利于现场控制和故障处理，并兼顾生产、生活设施配备的原则设置。

复线区段管辖里程一般应在１００ｋｍ左右；单线区段管辖里程一般应
在１５０ｋｍ左右；枢纽地区车间设置以设备数量为依据，管辖设备数量一
般应不少于１２００组换算道岔；路网性和区域性编组站，可单独设立驼峰
车间。

２电务段根据维护工作需要和管理区域实际情况可设信号检修、信
号中修、电子设备和车载设备等专业车间，实现信号设备检修专业化、规

模化。

３车间设主任、副主任以及负责维修、施工、安全、技术、联锁（数据）
及监测分析等专业技术人员。

４车间应配置必要的交通工具、应急抢修器材、测试仪器仪表、检修
工装机具等。

·５·



第２５条　电务段根据维护工作需要和管理区域在车间管内设信号
工区、专业工区。有条件的车站可分设值班工区和检修工区，实行值班与

检修分开。

第２６条　电务处是铁路局电务专业管理的主管部门，其铁路信号管
理的主要职责：

１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行业标准和铁路总公司规章制度、
技术政策、技术标准，结合铁路局实际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管理办法、技

术管理标准、设备质量标准和维护作业标准，认真落实各项安全和专业规

章制度。

２负责对本系统实施专业监督、检查和指导，定期检查管内信号设
备运用状态、考核评价电务段安全生产情况。

３负责本系统安全生产管理，制定安全生产措施和电务应急处置
预案并监督实施，组织指挥设备故障处理和应急处置；参与电务事故调

查处理，对影响安全的突出问题及时组织专项整治。

４负责信号设备维修、中修、大修和更新改造管理，并结合维修、中
修、大修和更新改造积极推广应用新技术、新器材、新工艺和先进的检测、

监测手段。

５参与电务安全技术装备开发、研制、试验、评审工作，并组织安排
上道试验工作。

６负责信号联锁、电气特性和数据管理，负责电务检修基地建设和
信号技术设备履历簿管理。

７负责电务安全生产调度指挥及信息管理工作。实时掌握安全生
产情况，做到信息畅通，反应迅速；定期进行故障信息统计分析，通报安全

生产情况。

８参与铁路工程建设信号技术方案论证、审查及竣工验收工作，并
提出设备配置需求。

９负责电务施工安全管理，审核施工计划和施工安全措施，加强施
工检查指导，实施有效监控。

１０按照国家铁路运输生产企业审批、铁路总公司 ＣＲＣＣ认证及有
关规定，建立健全设备使用监督、检查和评价制度，把好产品上道关。

１１负责组织新技术培训，指导电务段技术业务培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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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参与涉及本系统安全监察、计划、财务、劳资、人事、建设、物资、
职工教育等业务工作，向有关部门提出意见和建议，沟通协调、解决本系

统安全生产问题。

１３协调解决专业间结合部存在的问题。
第２７条　电务段信号工作主要职责：
１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铁路总公司和铁路局有关规章制

度、技术标准、管理办法，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管理细则等，认真落实各

项安全和专业规章制度。

２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加强信号设备维护管理，严格
实行岗位责任制和质量验收制度，全面完成维修、中修、大修和更新改造

及测试任务，提高设备运用质量。合理运用维修费用，保证设备投入，防

止设备失修。减少设备故障，压缩故障延时，提高设备运用质量，保证安

全可靠运用。

３建立健全段、车间、工区三级安全责任体系，落实各项安全生产制
度和作业纪律，加强安全基础建设，强化现场作业控制，杜绝违章作业，确

保行车、设备和人身安全。

４以规章制度和典型事故案例为重点，对干部职工进行安全教育，
增强干部职工遵章守纪和安全生产的法制观念，提高职工安全作业互控、

自控能力。

５落实段、车间、工区三级设备检查制度，及时发现安全隐患，解决
存在的问题。

６负责安全生产信息管理工作，加强电务调度指挥平台建设，实行
调度昼夜值班制度，随时掌握安全生产信息和设备运用状况，定期进行故

障信息统计和安全生产分析，对存在的问题及时制定整改措施并组织

解决。

７制定应急处置预案，建立应急处置组织并定期进行演练，组织指
挥事故抢险及故障处理。

８落实施工安全有关规定，对所承担的施工安全负直接责任，对其
他施工单位在管内的施工负监管责任。

９负责信号联锁管理、数据管理、电气特性管理和信号技术设备履
历簿编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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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规范和加强车间专业技术管理，配齐专业技术人员，充分发挥车
间管理作用，建设标准化车间。

１１加强工区管理，严格落实标准化作业程序和安全卡控措施，建设
标准化班组。

１２负责职工培训和教育工作，加强培训基地建设，有针对性地开展
以应知应会、实作技能、标准化作业程序和故障处理等为重点的实用性培

训，不断提高职工技术业务素质和应急处理能力。

１３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制定科室、车间、班组考核办法。定期组
织开展管内设备质量互检活动，总结交流维护经验，促进设备质量和管理

水平的提高。

第２８条　车间、工区职责由铁路局、电务段制定明确。

第三节　规 章 制 度

第２９条　规章制度按照分层管理、逐级负责的原则，实行行政领导、
总工程师负责制，主管部门归口管理；规章制度应定期进行清理和修订，

并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３０条　基本规章和管理制度的制定、审批、颁布及修改、补充、废
止应严格按权限和程序办理。下级单位、部门制定的各类规章和管理制

度不得与上级有关规定相抵触。

第３１条　铁路局应建立以下基本规章和管理制度：
１信号维修管理；
２信号联锁管理；
３信号大修管理；
４信号中修管理；
５电气特性测试管理；
６电务施工管理；
７结合部管理；
８电务安全质量考核评价；
９信号设备检修标准化作业程序；
１０应急抢险预案。
第３２条　电务处应根据铁路总公司、铁路局有关规章和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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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电务段结合实际制定相应的实施办法和管理制度。

第四节　计 划 管 理

第３３条　计划管理是信号设备维护工作的基础，应按照分级管理、
责权对应的原则，切实做好计划的编制、审批、执行、检查、考核等各环节

管理工作。

第３４条　计划编制应科学合理，结合实际，保证重点，体现发展。
第３５条　维护工作应编制下列计划：
１年（月）度维修工作计划；
２年度信号中修工作计划；
３年度信号大修工作计划；
４施工及天窗修计划；
５年度生产财务计划。
第３６条　电务段每年应根据设备质量状况、年度重点工作、维修天

窗作业计划和上级工作要求，组织编制年（月）度维修工作计划表（简称

计表，电信维表１１、电信维表１２）和年度信号器材入所修计划表（电信
维表２２）。年（月）度维修工作计划、轮修工作计划经主管科室审核，段
长批准后执行。

第３７条　年（月）度维修工作计划表编制的基本要求：
１根据管内设备类型、分布及人员技术水平等情况，合理分工，做到

每项设备（包括备用）均有人负责。

２应充分利用天窗时间，合理安排集中检修作业项目，并考虑配合
中修、测试和临时性工作项目。

３工时定额按铁路局规定执行，未确定工时定额的项目，由电务段
自定。为适应天窗检修需要，可实行弹性工作制。

４信号工长应掌握管内全部信号设备的运用状况，合理编制年（月
度）维修工作计划表。

５工区生产会议、技术业务学习以及其他管理工时按铁路局规定
执行。

第３８条　电务段应按规定的信号中修周期，结合管内设备质量状态
和运输生产需要编制信号中修周期计划表（电信中表１），经段长审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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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局批准后执行。

第３９条　电务段组织信号中修车间、工区根据信号中修周期计划
表编制年（月）度信号中修工作计划表（电信中表２、电信中表４），年度
中修工作计划经主管科室审核，段长批准后执行。根据年度信号中修

工作计划表和信号中修工作量调查表（附件４），编制中修预算（电信中
表６）、信号中修工作明细表（电信中表３），经段长审核，报铁路局批准
后执行。

第４０条　中修工作计划编制原则：
１根据中修周期、设备质量状况，按站（场）、区间、台（机车）、处（道

口）等编制中修周期计划表，做到年度工作量平衡。

２年度中修工作计划表应严格按中修周期计划表编制，做到月度工
作量平衡。

３信号中修相关工时定额按有关标准执行。
第４１条　年度信号大修工作计划是进行信号大修的主要依据。电

务段应根据大修工作规定，向铁路局提报次年信号大修建议计划，由铁路

局统筹安排。

第４２条　电务段应按照铁路总公司、铁路局施工、天窗修管理规定，
根据年（月）度信号维修工作计划、中修工作计划和其他生产任务等内

容，组织编制天窗维修作业计划、提报施工计划。

第４３条　电务段应组织专业车间根据信号器材入所修、更换周期编
制信号设备器材入所修周期计划（电信维表２１）。

第４４条　计划一经批准下达，应认真执行，不得擅自变更。如需变
更，应按以下审批程序报批：

１维修工作计划执行日期月内变更时，由车间批准；跨月变更时由
电务段批准。

２中修计划项目变更须经铁路局电务处批准。
３大修计划项目变更须经铁路局批准。
第４５条　信号工区应严格按照计划组织生产，建立《工作日志》（电

信维表３）及相关生产台账，其他台账由铁路局自定。铁路局、电务段应
及时掌握大修、更新改造、中修和维修工作计划完成情况和质量状况，定

期统计分析，加强监督检查，及时解决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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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质 量 管 理

第４６条　质量管理是围绕信号设备质量而开展的组织、计划、实施、
检查和监督等活动的总和。各级组织应运用系统的管理理念、先进的管

理手段、科学的管理方法，通过持续的管理活动，不断提高设备质量、工作

质量和运用质量。

第４７条　设备质量是指设备及电路达到应具备的技术条件和质量
标准；工作质量是指维修人员在生产活动中具有的技术水平、工作态度的

反映和执行作业标准的认真程度；运用质量是指信号设备在使用过程中

应具有的效果。设备质量、工作质量是运用质量的基础；运用质量是设备

质量与工作质量的综合反映。

第４８条　定期进行质量检查和质量分析是保证设备质量、工作质
量、运用质量稳定受控、持续改进的重要手段。电务处、电务段应建立设

备质量检查及分析制度，定期开展质量检查活动，分析设备运用状况，并

充分发挥检（监）测系统的作用，提高设备检（监）测水平。

１电务处应每年组织电务段进行春季设备质量检查和秋季设备质
量鉴定工作。

２电务处、电务段、车间应有计划地开展设备质量互检活动。电务
处每年、电务段每半年、车间每季不少于一次。

３电务处、电务段应定期添乘机车，重点检查信号显示、车载设备、
电缆径路、各种信号标志、沿线施工情况等。

４电务段每半年、车间每季对信号机、联锁道岔、轨道电路、机车信
号、驼峰设备、道口信号和电缆线路等主要行车设备的运用质量与工作质

量进行全面检查。

５电务段应建立设备监测信息分析制度，加强监测信息分析，实时
掌握设备运用状态，及时解决设备存在的问题。

第４９条　动态检查是掌握设备运用质量的有效手段。铁路局应定
期用电务检测车对管内信号设备运用状态进行检查。

第５０条　加强信号设备质量源头控制，建立设备召回制度和赔偿办
法。存在制造缺陷的设备由生产厂家召回；保修期内出现质量问题，由供

应商（生产厂家）负责更换或维修。并应按铁路总公司有关规定，在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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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予以明确。

第５１条　建立信号产品供应商（生产厂家）信用（信誉）评价办法。
电务处、电务段每年对主要信号产品供应商在产品质量、运用安全、技术

支持和售后服务等方面进行一次全面评价，将评价结果和相关要求通告

产品供应商，并可依据评价结果向铁路局相关部门提出信号产品运用的

意见、建议。

第５２条　建立产品质量通报制度。电务处、电务段应及时统计分析
电务设备、器材质量问题并逐级上报。铁路总公司运输局每半年对信号

产品质量进行通报。

第５３条　信号设备质量鉴定是对信号维护工作进行综合评定的主
要手段，是制定信号设备大修、中修、维修计划和专项整治的重要依据。

信号设备质量鉴定有关规定如下：

１铁路局应参照本规则附件２制定“信号设备质量鉴定细目表”。
２铁路局组织电务段每年进行一次信号设备质量鉴定。
３质量评定办法：以单项设备为单位，按电信鉴表内容逐条对标，

不符合标准的填入扣分数，按扣分总数给出单项设备质量评语。累计

扣分零分的为良好；累计扣分小于或等于９分（联锁道岔小于或等于１４
分）的为合格；累计扣分大于或等于１０分（联锁道岔大于或等于１５分）
的为不合格。

４质量鉴定结束后，电务段应对鉴定结果进行汇总分析，填写信号
设备质量鉴定报告表（电信统表１）、信号联锁关系试验报告表（电信统
表２）及信号显示报告表（电信统表３１、３２）。质量鉴定综合合格率按
信号维护工作指标体系表（表１）中的公式计算。
５电务段于１１月底前将质量鉴定结果上报电务处，电务处于年底

前汇总上报铁路总公司运输局电务部。

第５４条　广泛开展质量管理活动。针对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制定活
动计划，开展攻关活动。

第六节　技 术 管 理

第５５条　电务部门应认真贯彻执行《铁路安全管理条例》、《铁路技
术管理规程》、国家和铁路总公司有关技术标准及规章制度。

·２１·



第５６条　信号联锁管理是信号技术管理的重点，信号设备维护及各
类工程改造，必须严格执行联锁管理有关规定，严禁擅自改变电路结构、

变更联锁软件、修改基础数据等。设备开通前，必须按规定进行彻底试

验，试验正确后，方可投入使用。

第５７条　信号设计、施工必须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承担。设计文
件须经有关部门审查或鉴定。设计单位变更设计，应提供完整的设计图

纸。施工单位应根据设计文件进行施工。

第５８条　纳入国家铁路运输生产企业行政许可和铁路总公司铁路
专用产品认证采信目录的产品、器材，须取得相应的证书后，方可上道

使用。

第５９条　电务安全技术装备开发、研制以及上道试验，必须执行国
家、铁路总公司有关规定，新设备、新器材必须经过上道试验，按管理权限

获得批准后，方可正式上道使用。

未经铁路总公司批准，不得在信号安全设备上添装其他设备。

第６０条　各种信号设备、器材均应设置相应的标识，以满足设备检
修、测试、故障处理识别需要。标识的设置应符合行业标准、铁路总公司

有关规定，铁路总公司未规定的，由铁路局确定。

第６１条　器材投入使用前，电务段必须按标准对产品技术性能、技
术指标及外观等进行检查、测试，合格的方可使用。

第６２条　提高信号设备雷电防护能力是保证信号设备安全运用的
基础工作，应严格执行国家、铁路总公司有关铁路信号设备雷电及电磁兼

容综合防护的规定，定期对防雷装置、元件进行检查、测试和整治。

第６３条　产品和系统投入使用前，供应商应向设备维护管理单位
和使用单位提供正式的维护手册、使用手册、说明书等技术资料，数量

不少于６份。技术资料应规范、完整并装订成册。施工单位应向设备
维护管理单位提供成套竣工图纸，数量不少于６份。

第６４条　电务部门各级机构应建立健全设备管理台账和技术档案，
及时修订技术资料和图纸，保证图纸完整、图实相符，并积极采用计算机技

术进行管理。现场信号技术图纸、设备台账、履历簿、基础数据应适时更新。

第６５条　电务部门各级机构应具备的技术图表及资料见表２。图
表资料应与实际设备相符，并妥善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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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信号技术资料及图表

顺号 资料及图表名称
应备单位及数量

工区 车间 段 局
备　　注

１ 联锁图表 １ １ ２ １ 铁路局档案馆存

２ 信号电路图 １ １ ２ １ 铁路局档案馆存

３ 信号配线图 １ １ ２

４ 信号楼设备平面示意图 １ １ ２

５ 站场平面设备示意图 １ １ ２ １

６ 双线轨道电路示意图 １ １ ２

７ 信号电缆径路图 １ １ ２

８ 信号联锁闭塞装置示意图 １ １ ２ １ 绘制管内示意图

９ 自动闭塞区段信号设备示意图 １ １ ２ １ 成段绘制管内示意图

１０ 信号设备管辖示意图 １ ２ １ 绘制管内示意图

１１ 信号设备建筑限界 １ １ ２ １ 见电信维表５

１２ 信号设备台账 １ １ ２ 见电信维表６

１３ 道口信号示意图 １ ２ １ 绘制管内示意图

１４ 网络拓扑结构示意图 １ １ ２ １ 绘制管内示意图

１５ 网络通道示意图 ２ １

１６ 软件（数据）管理台账 １ １

第七节　设 备 管 理

第６６条　信号设备、器材以及为保证维护需要所配备的检测车、仪
器仪表、工装设备、交通工具等是电务部门的重要资产，必须依据有关法

规、规章进行实物资产的严格管理。各级应建立设备管理制度，采用现代

管理手段，加强设备管理，保证其正常使用。

第６７条　信号系统、设备器材保修期内质量出现问题，供应商和生
产厂家应提供维修或更换。

第６８条　受工装设备和技术限制，铁路局设备管理单位无检修能力
的信号设备、器材，可委托相应的设备厂家（设备供应商）进行维修。

１铁路局电务处是委托维修管理的专业主管部门，负责制定相关
管理办法，确定委托维修主要内容、项目及采取的维修方式，提出维修

·４１·



费用计划并组织相关部门、设备管理单位确定委托维修单位和付费标

准，组织签订委托维修合同，定期检查、考核委托维修工作质量和设备

质量，负责设备故障的定性定责及责任追究。

２铁路局财务处负责落实委托维修费用，参与确定维修单位和付费
标准，下达维修费用计划，监督检查费用的实施。

３设备管理单位是执行委托维修工作的主体，对委托维修设备质
量、安全负责。按照签订的委托维修协议，管理委托维修设备，验收维修

质量，做好各种保养工作。

４委托维修设备发生设备故障和行车事故，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和铁路局相关管理办法定性定责和责任追究，相关损失由责任单位承担。

第６９条　信号设备、器材必须建立台账。设备台账应准确反映设备
类型、数量、安装位置、使用年限、更换时间、生产厂商、出厂时间及编号等

信息。

第７０条　铁路信号技术设备履历簿是全面反映铁路信号设备、器材
状况的基础台账。铁路局、电务段应指定专人负责铁路信号技术设备履

历簿管理工作，设备变化后应及时修正，保证准确完整。铁路信号技术设

备履历簿应妥善保管。

铁路信号技术设备履历簿及有关图表每年修订一次。电务段于１月
底前编制一式两份报电务处，电务处审核、汇总后，于２月底前报铁路总
公司运输局电务部。

第７１条　为保证信号设备轮修（互换修）的正常进行和满足应急抢
修的需要，必须针对管内运用设备情况，在电务段、车间、工区备用适量的

信号设备和器材（含高价互换配件）。

备用数量规定如下：

１轮修（互换修）的设备、器材，按其运用设备、器材总数的５％备用；
驼峰道岔转换设备按运用数量的３０％备用。
２实行故障修和入厂修的器材，按其运用器材总数的５％备用；机车

信号主机、ＧＹＫ主机备用量为运用总数的１０％～２０％。
３现场应急备用设备、器材每站每种型号备用量应不少于１个；道

岔转换设备应急备用量，现场车间每种型号备用１台（套），修配车间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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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型号应至少备用１台（套）。
４ＣＴＣ／ＴＤＣＳ、计算机联锁、集中监测等系统关键板卡、模块等备用量

按运用总量１０％配备。
５特殊道岔转换设备、电源屏、车辆减速器等大型信号设备，电务段

应至少备用１套。
６其他未明确的、运用数量较少的设备、器材，其应急和备用数量由

铁路局规定。

７各类工程新增设备及器材时，应按本条规定配备设备和器材。
第７２条　应急设备、器材按运用设备维护管理，应建立应急设备、器

材管理制度，明确备用型号及数量、存放地点及位置等，定期进行检查，保

证其处于良好状态。

返厂修理的设备、器材，修理时间不得超过 １个月，修理时间超过
１个月的，生产厂家应提供相应倒替备品。返厂修复的设备、器材质量由
生产厂家保证。

第７３条　各种机械、动力、起重、消防设备和压力容器等特殊设备的
管理应严格执行国家和铁路总公司的有关规定。

第７４条　电务段应根据设备、器材在维修中的技术、工艺规定要求，
配齐维修工作所必需的仪器仪表和工具设备，并按下列规定进行管理：

１配备的仪器仪表和工具设备，其性能、精度等应与设备技术、工艺
要求相匹配，并在作业中严格按操作规程执行。

２建立仪器仪表、工具设备保管制度。
３对于纳入计量管理的仪器、仪表，应按规定定期进行计量检定和

校准工作，检定、校准应有详细记录。

第７５条　铁路总公司、铁路局配备的电务检测车，电务段配备的检
修作业车、应急抢修车、器材取送车以及各种检修机具和仪器仪表等，均

应精心维护，保持良好的运用状态。

第７６条　信号设备、器材实行使用寿命管理，超过使用寿命期限的
设备、器材原则上不得继续上道使用。经铁路局专项评估后，信号设备、

器材寿命期可适当延长使用。

第７７条　铁路局应加强报废信号器材管理，防止废弃器材流入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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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市场。报废继电器按规定统一回收、集中销毁，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

得随意处理。

第７８条　信号固定资产的启用、调拨、移设、封存、报废由铁路局负
责，调拨的固定资产应保持完整，有关附属设备、备件及技术资料应一并

调拨，不得拆用。

第７９条　高价互换配件的管理、报废、更新和补充按照财务有关规
定执行。

第八节　成 本 管 理

第８０条　成本管理是生产经营管理和设备维修的重要组成部分。
合理的成本投入是保证铁路信号设备处于良好运用状态的必要条件。

第８１条　电务段应按照铁路总公司和铁路局有关规定进行成本
核算。

第８２条　信号设备维护成本应实行全面预算管理。大修按件名实
行预算管理；中修、维修按批准的年度财务预算进行管理。

第８３条　铁路局应根据信号设备使用状况，科学合理安排维修费
用，保证信号设备维修正常开展和专项整治工作的顺利实施。

第８４条　铁路局应按规定的周期合理安排信号设备中修费用，以保
证信号设备能够按周期实施中修。信号设备中修费以年度中修工作量为

依据计算。

第８５条　铁路局是维修成本管理的主体，电务处作为业务主管部门
应制定维修、中修主要工作项目及入所修项目的材料消耗定额。

第８６条　电务段应建立以全面预算管理为核心的经济核算体系和
段、车间、工区经济责任考核机制，发挥主要职能科室的作用，加强成本核

算，严格成本管理。

第８７条　电务段应定期召开经济活动分析会，检查成本费用情况，
分析超支原因，提出整改措施。

第８８条　电务段应大力开展技术革新活动，努力降低能源、材料消
耗，实现成本管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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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维　　修

第一节　通　　则

第８９条　信号维修是对信号设备进行的日常养护和集中检修，通过
维修，保持设备性能，预防设备故障，使设备经常处于良好的运用状态。

第９０条　现场维修实行计划性维修和状态修相结合的模式，积极推
行设备分等级维修。

第９１条　计划性维修是根据规定的维修周期和内容有计划地实行
日常养护、集中检修和入所修。

第９２条　状态修是根据设备特性变化状态有针对性地进行维修。
实行状态修的基本条件是该设备具备有效的自检、监测、报警、冗余等功

能和手段，能够随时掌握该设备工作状态及变化趋势，预防可能出现的

故障。

第９３条　根据设备和运输组织特点合理划分设备维修等级，针对不
同等级设备制定相应的维修标准和周期。

设备维修等级划分原则：繁忙干线、高速铁路设备及电子设备为一

级，其他线设备为二级。

第９４条　现场可替换的设备、器材实行入所修；可更换电路板、模块
的信号电子设备采用故障换板、块修；具备系统冗余或状态监测可靠的设

备可实行状态修。

第９５条　应充分发挥各种监测设备的作用，指导维修工作，增强维
修工作针对性、有效性。

第９６条　车站、区间信号设备检修实行天窗修；驼峰设备检修实行
停轮修。

第９７条　加强防洪、防汛等季节性工作，建立雨中和雨后设备的巡
视制度，发现异常及时处理。

第９８条　信号设备维修工作内容及周期、入所修信号设备器材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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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及检修工时定额由铁路局分别参照本规则附件５和附件６制定。

第二节　维 修 组 织

第９９条　电务段是信号设备维护管理的主体，应建立健全维修组
织，强化职能科室和车间管理，加强工区建设，适应维修生产需要。

第１００条　现场车间是负责信号设备维修工作的基层生产管理组
织。负有安全、技术、维修、施工、质量、设备及综合等管理职责，实行昼夜

值班制度，直接组织、指挥现场安全生产、应急处置和管辖范围内的各项

管理工作。

第１０１条　专业车间是负责信号设备、车载信号设备入所检修、修配
等工作的基层生产管理组织。负有安全、技术、质量、施工及设备等管理

职责，并对周期内设备检修质量负责。

第１０２条　信号工区是负责现场信号设备维修工作的基本生产组
织，承担管内信号设备日常养护、集中检修工作，实行昼夜值班制度，及时

处理设备故障。

第１０３条　专业工区是负责信号设备、车载信号设备、器材入所修工
作、信号设备集中整修的基本生产单位，承担管内信号设备、器材入所检

修工作和专业设备检修工作。

第１０４条　车间、工区维修工作职责和工作范围由铁路局、电务段制
定明确。

第三节　天　窗　修

第１０５条　天窗是指铁路列车运行图中不铺划列车运行线或调整、
抽减列车运行线为施工和维修作业预留的时间。

第１０６条　凡影响营业线行车的维修作业均应纳入天窗，不准利用
列车间隔进行。天窗内无法完成的维修作业，必须纳入铁路局月度施工

计划。

第１０７条　信号设备天窗点内、点外维修作业项目按照铁路总公司、
铁路局有关规定执行。

第１０８条　电务段应根据天窗作业特点，按照优化维修劳动组织、改
进作业方法和维修手段、提高天窗利用效率的原则，加强对天窗修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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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管理，保质保量完成天窗修任务。

第１０９条　电务处、电务段和车间应设专（兼）职人员负责天窗修管
理工作。按时提报天窗修计划，协调解决天窗修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做好天窗兑现率、利用率的总结、统计、分析工作。电务段应在每月３日
前将上月天窗修统计表（电信统表６）报电务处。

第１１０条　电务处、电务段天窗修主管工程师应定期参加管内天窗
维修作业，了解和掌握天窗修执行情况，不断改进天窗修管理工作。

第四节　入　所　修

第１１１条　入所修是指对设备、器材进行的入所检修。入所修工作
由信号检修车间、电子设备车间负责。

第１１２条　各专业车间必须严格按照国家、铁路行业标准及产品质
量要求，建立质量保证体系，严格入所修质量控制管理。经入所修的设

备、器材的电气特性和机械强度必须达到相关技术标准的要求。

第１１３条　入所修的设备、器材检修和修配完成后，必须逐台验收，
合格后方可出所。质量验收实行检修人员自验、工长抽验、质量验收员全

验制度。车间主任和工程师（技术员）每月应进行抽样检查。

第１１４条　入所修的设备、器材应实行定置管理和寿命管理。凡周
期轮修、故障入所修的设备、器材应实行跟踪管理，准确掌握设备、器材安

装位置、检修时间和次数等。

第１１５条　信号设备、器材入所修更换周期及检修工时定额由铁路
局制定。

第１１６条　入所修的设备、器材检修质量在规定的周期内由相关专
业车间负责。

第五节　管 理 制 度

第１１７条　维修工作计划应根据信号设备维修工作内容及周期表、
信号设备器材入所修更换周期及检修工时定额表规定的内容和周期及维

修天窗作业计划编制。

第１１８条　维修计划项目及周期变更，属于电务段掌握的，须经电务
段批准；属于铁路局掌握的，须经铁路局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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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１９条　现场车间专业管理人员应定期参加工区天窗修作业，监
督检查工区检修工作质量，盯控安全生产关键环节，指导工区做好天窗修

工作。

第１２０条　工区应实行岗位责任制。职工对分管的设备质量与安全
负责，并应遵守各项规章制度，严格执行标准化作业程序，杜绝违章作业。

第１２１条　车间、工区应认真做好基础管理工作，按月掌握任务、安
全、质量完成情况，及时上报相关资料。

第１２２条　工区应定期检查地面信号显示状态，及时调整显示距离
不合格的信号机。

第１２３条　车间、工区应备有下列业务管理资料：
１铁路技术管理规程；
２铁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规则；
３信号维护规则；
４铁路电务安全规则；
５行车组织规则；
６“信号设备图册”及设备使用说明；
７管内各种道岔“安装装置及外锁闭装置图册”（车间）；
８电缆径路图；
９信号设备建筑接近限界资料（保存１年）；
１０信号显示距离资料（保存１年）；
１１设备质量鉴定资料（保存１年）；
１２电气特性测试资料（保存２年）；
１３信号设备检修标准化作业程序；
１４信号事故、故障原始记录资料（保存２年）；
１５上级颁发的规章制度、命令、标准及其他技术资料。

·１２·



第四章　中　　修

第一节　通　　则

第１２４条　信号中修是铁路信号维护工作的重要修程，应坚持“整
修、补强、恢复、改善”的原则。通过中修，使现场信号设备电气特性和机

械强度符合技术标准，安全可靠地使用到下一轮中修或大修。

第１２５条　信号中修应针对设备薄弱环节，积极采用“五防”（防松、
防锈、防断、防卡、防雷）和“三新一化”（新技术、新器材、新工艺及冗余

化）等措施，提高信号设备的可靠性。

第１２６条　信号中修应统筹安排，与铁路总公司、铁路局重点整修项
目相结合，与基建、更新改造工程相结合，与更换淘汰设备和器材相结合，

与创建信号标准站相结合，并根据不同等级设备实际状况，确定具体的中

修项目和内容。

第１２７条　电务处、电务段应有专人主管信号中修工作。
第１２８条　中修工作范围：
１更换到期的轮修设备和器材，更换淘汰的设备。
２整修轨道电路，更换各种不良引接线（跳线、连接线）、电容。
３更换或整修强度不足的道岔转换设备、安装装置、外锁装置及各

种杆件。

４修理、补强或更换信号机（标志牌）及其部件。
５更换腐蚀、不良的箱盒及损伤的基础，整理、更换箱盒内部配线。
６整修控制台、组合架、电源屏、分线盘、人工解锁盘以及更换不良

配件。

７更换室内不良显示器、不间断电源（ＵＰＳ）、电池组（电源模块）及
其他计算机输入输出设备、关键板件等。

８更换整治强度不足的车辆减速器制动钳、制动轨、连接杆、销轴等
部件及风（油）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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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电缆径路、标桩、警示牌整治。
１０综合防雷系统、地线等修理、补强整治。
１１在“五防”的基础上，根据需要采用防盗、防尘、防寒、防蚁、防鼠

等措施。

１２整治设备、器材铭牌标识，信号设备油饰及书写代号。
１３整治其他不符合标准的信号设备，积极推广使用“三新一化”

项目。

第１２９条　信号中修项目及标准由铁路局参照本规则附件３制定。
第１３０条　信号中修严格按照预算管理，铁路局应制定“信号中修工

时定额标准”、“信号中修材料消耗定额标准”作为编制信号中修预算的

依据。

第１３１条　信号中修应推广和采用先进的机具和检测手段，配备必
要的交通工具，提高中修作业机械化水平和预制水平，改善现场作业条件

和生活设施。

第二节　管 理 制 度

第１３２条　信号设备中修应按周期进行，中修周期规定如下：
１车站、区间、道口设备及驼峰电气设备中修在每个大修周期内进

行一次。

２根据使用频繁程度，驼峰车辆减速器中修周期为２～５年。
３ＣＴＣ／ＴＤＣＳ、集中监测系统设备中修周期为５年。
４驼峰动力设备中修周期由铁路局制定。
第１３３条　中修费用规定：
１信号中修费用是指中修所需的材料费和设备的修理费用。
２铁路局在下达年度财务预算时，中修费用应在预算中单独列示。
３电务段应按铁路局批准的中修工作量和费用，保证财力、物力投

入，不得随意挤占中修费用。

第１３４条　中修预算编制要求：
１中修预算应按站（场）、区间分别编制并汇总（电信中表６），并附

编制说明。

２按“信号中修工作量调查表”（附件４）和“中修工时定额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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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修材料消耗定额标准”编制。

３材料费标准按铁路局及生产厂家现行目录价格执行，询估价格应
在预算中注明。

４根据工作需要，可适当聘用部分劳力，辅助工费可比照工程预算
标准编制。

５相关设备单位有实体工作量时，应一并纳入预算。
第１３５条　中修预算由电务段主管科室审核，段长签认后，一式三份

报铁路局，经批准后方可实施。

第１３６条　中修质量评定规定：
１通过中修的信号设备，电气特性和机械强度必须达到相关技术标

准的规定。

２设备质量评定项目包括：信号机、道岔转换设备、轨道电路、机械
室、控制台、电缆线路、闭塞、道口以及驼峰减速器、液压、风压、测速及测

长等设备。

３设备质量评定方法按本规则年度设备质量鉴定有关规定执行，其
中未列项目、设备的评定标准由铁路局制定。

４中修车站（场）、区间质量验收评语分为：优质、合格。
（１）优质：道岔转换设备、轨道电路、信号机良好率不低于８０％，其他

设备良好率不低于７０％。
（２）合格：合格率达到１００％。
５中修优质车站（区间）数量不得少于当年中修车站（区间）总数

的８０％。
第１３７条　隐蔽工程应在中修车站（区间）所在信号工区配合下进

行，并办理质量签认手续，其质量在验交后半年内由担当中修任务的车间

负责。

第１３８条　中修施工期间的设备质量、安全责任及交接办法由铁路
局制定。

第１３９条　中修施工应严格执行作业标准。
１严格执行铁路总公司营业线施工安全管理规定和铁路电务安全

规则相关规定。

２凡变更设备现状应按有关规定上报，经批准后方可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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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４０条　中修后的车站（区间）应及时修改各种图纸、标识和建筑
接近限界，做到正确、清晰、完整，与实际相符。

第１４１条　中修车间应建立以车站（场）、区间为单位的中修技术档
案。技术档案应包括：调查记录、中修预算、施工方案、安全措施、验收报

告、竣工资料等，并保管至下一轮中修或大修。

第１４２条　铁路局、电务段应及时掌握中修进度（电信统表４）和中
修质量，解决存在问题。

第１４３条　信号中修验收规定：
１中修实行三级验收制。中修车间对中修设备质量进行全面自验；

电务段组织中修车间和相关车间进行全面验收交接；铁路局对电务段中

修工作进行检查抽验。

２中修工作完成后，经中修车间自验，确认具备全面验收条件时，向
电务段提出验收报告。报告内容应包括：中修验收报告表、工时与工作量

对照表、材料消耗表、财务分析统计表、隐蔽工程施工记录、施工图纸和设

备、器材回收清单等。

３电务段组织对中修车间自验合格的中修车站（场）、区间进行全面
验收，并填写中修验收报告表（电信中表７）上报路局申请验收。
４铁路局抽验数量应不少于当年中修车站（场）、区间数量的１／５。
５中修车间应对验收中发现的不合格设备和问题及时组织返工、

整改。

第１４４条　中修车站验交后，由中修车间提供中修竣工资料一式三
份，现场工区、中修车间、段信号技术科各一份。中修竣工资料应包括：联

锁试验检查表、电气特性测试记录、新增或变更部分的图纸、验收资料以

及铁路局确定的其他资料。

第１４５条　中修备用用料、工具、仪表应满足中修需要。中修车间应
设置专用库房，专用库房管理应符合铁路物资管理的规定。

第１４６条　中修车间应有以下规章制度和技术资料：
１铁路技术管理规程；
２信号维护规则；
３铁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规则；
４行车组织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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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铁路信号设计规范；
６铁路信号施工标准；
７设备安装图纸、图册；
８上级颁发的规章制度、命令、标准及其他技术资料。

·６２·



第五章　大　　修

第一节　通　　则

第１４７条　为恢复、改善和提高信号设备质量，保证既有设备安全、
可靠地正常使用，保证运输生产的正常进行，有计划地对相关设备进行大

修和更新改造。

第１４８条　更新改造时，设备技术制式应符合铁路主要技术政策及
铁路发展规划。

第１４９条　铁路信号设备大修及更新改造应按规定的周期进行。
第１５０条　信号设备大修及更新改造应以不断提高系统、设备可靠

性和安全性等技术指标为目标，积极采用新技术、新器材、新工艺和冗余

技术。

第１５１条　信号设备大修及更新改造工作由铁路局管理。电务处应
于每年年底向铁路总公司运输局电务部报告年度更新改造计划及完成情

况（电信统表５）。
第１５２条　更新改造计划与年度大修计划是实施更新改造及信号设

备大修的主要依据。铁路局在编制信号设备更新改造计划与年度大修计

划时，应按运输需要、设备耗损规律和实际质量状况，优先考虑，综合平

衡，统筹安排。如与邻局发生关联，应相互协调，尽量同步进行更新改造。

第１５３条　信号设备更新改造工程设计，应按照批准的计划进行，必
须符合铁路总公司有关规定。

第１５４条　更新改造工程质量评定办法由铁路局参照国家、铁路总
公司相关验收标准制定。

第１５５条　更新改造工程竣工后，应认真按标准组织验交，不符合标
准的不能通过验收。

第二节　周期、条件和范围

第１５６条　普速铁路信号系统设备寿命周期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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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一般信号设备寿命周期为１５年；安全冗余型计算机联锁设备、区
间闭塞设备寿命周期为１５年，双机热备型计算机联锁、ＴＤＣＳ、ＣＴＣ、集中
监测、驼峰自动化等电子系统设备寿命周期为１０年。
３车辆减速器属于驼峰自动化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寿命周期应根

据解编作业量及设备状态确定，间隔制动位为５～８年；目的制动位为
８～１０年。

第１５７条　普速铁路信号系统设备大修周期一般为１０年；更新改造
周期为规定的信号系统设备寿命周期。在评估质量状态良好的基础上，

可依据评估结果延期使用，延长使用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信号设备寿命周

期５年。
第１５８条　信号设备更新改造建议计划中未纳入次年计划任务实施

的，应对急需解决的信号设备安全隐患制定安全控制措施，并须安排进行

相关设备的整治补强。

第１５９条　信号设备大修应根据系统、设备现状，分别采取整体大修
方式和局部大修方式进行。

信号大修工作范围：

１为恢复系统功能而更换达到大修期的部件和器材。
２更换其他地面不良信号设备部件。
３设备在使用中磨耗、老化已不能保证行车安全和正常使用时，可

提前进行大修。

４．中修工作内容。
第１６０条　更新改造工作范围：
１更新已到寿命周期的普速铁路信号系统设备。
２为提升整体系统功能和性能的设备更换。
３遇下列情况之一，可提前进行更新改造：
（１）系统不能满足运输扩能和安全保证需求时。
（２）属于淘汰的系统设备、器材或维修配件没有供应来源，不能保证

使用时。

第三节　管理制度

第１６１条　信号设备大修及更新改造实行专业负责，归口管理。铁
·８２·



路局应按铁路总公司有关规定，明确大修及更新改造职责分工、工作程序

和技术标准，规范大修及更新改造管理。

第１６２条　铁路局应制定信号设备更新改造评估管理办法，从设备
质量、运用质量等方面对信号设备更新改造进行综合评估。

第１６３条　铁路局组织相关处室、电务专业技术人员组成信号设备
更新改造评估小组，履行信号设备更新改造的评估工作。

１评估工作在信号设备达到设备寿命周期的前一年进行。
２电务段于每年７月份前，向铁路局提报次年信号设备更新改造申

请，铁路局评估小组制定评估计划，参照附件９《计算机联锁设备评估鉴
定表》、《继电联锁设备评估鉴定表》项目，组织信号设备更新改造评估工

作，逐站现场调查核实、形成评估报告。

３评估完成后，电务处依据评估报告，提出信号设备更新改造建议，
并报局主管部门或主管局长。

４对于急需解决的隐患问题，要制定控制措施，并落实设备补强。
第１６４条　信号设备需要更新改造时，按有关规定编制计划任务书，

并报铁路局审批。计划任务书是确定更新改造工程项目、编制设计文件

的依据，其主要内容为：工程件名、更新改造理由、更新改造范围、投资估

算和经济指标等。

第１６５条　更新改造计划任务书批准后，应按规定确定设计单位和
施工单位，并签订设计、施工合同。更新改造工程应由有资质的设计、施

工单位承担。

第四节　施工与验交

第１６６条　必须认真执行铁路总公司营业线施工安全管理规定和铁
路电务安全规则相关规定。

凡影响设备正常使用和行车安全的施工作业必须安排在天窗内

进行。

第１６７条　施工单位提报的施工计划、安全协议书所包含的内容应
符合相关文件规定；未签订施工安全协议及施工安全协议未经审查的严

禁施工。

第１６８条　更新改造开工前，应组织有关单位和部门进行技术交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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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６９条　更新改造施工要成立相应的施工领导小组，按有关规定
落实施工领导小组的职责，维护施工期间的运输秩序和施工秩序，及时协

调解决相关部门、专业之间遇到的问题。

第１７０条　更新改造施工中严禁擅自变动运用中的设备。如需变
动，设计或施工单位提出施工过渡方案、安全措施，经审查批准后方可进

行施工。遇有设备配线、编号变动时，必须在过渡工程施工图、开通施工

图上作出明确标识，防止发生施工错误。

第１７１条　更新改造工程必须通过严格的开通试验和联锁试验后方
可开通使用。

第１７２条　应建立信号设备更新改造监理制度，监督施工单位按设
计标准和有关规范、规定进行施工。

第１７３条　施工单位应认真落实施工质量责任制，建立施工检查制
度，做好自检、自验工作，及时解决施工质量问题。

第１７４条　电务处应组织电务段和有关部门定期对工程质量及实施
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及时协调解决有关问题。

第１７５条　电务段要加强对更新改造工程质量的监督检查，发现质
量问题应责令施工单位立即纠正。

第１７６条　更新改造工程质量要逐步健全质量保证期、责任追究和
赔偿制度。

第１７７条　施工单位在进行隐蔽工程施工前，应通知电务段派员配
合，掌握和监督隐蔽工程质量，填写隐蔽工程质量检查记录，并履行签认

手续，作为工程验交资料。

第１７８条　工程竣工后，施工单位必须确认工程已按设计工作量完
成，质量符合规定的技术标准，并提供完整的竣工文件，经施工单位自验、

电务段初验合格后，请求验收。

第１７９条　工程验收和交接，必须在专业主管处室组织下进行。
第１８０条　与信号工程件名相关的线路、水电、房建、消防及通信工

程应全部完成，一次验交。

第１８１条　工程竣工文件应包括下列内容：
１竣工数量详表；
２图实相符的竣工图；
·０３·



３工程检查记录（包括隐蔽工程）；
４信号联锁试验检查表及联锁试验报告；
５主要设备电气性能测试记录；
６设备和器材许可证、认证证书复印件以及合格证及技术资料；
７信号设备建筑接近限界资料；
８竣工验收交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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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测　　试

第一节　通　　则

第１８２条　测试是信号设备维护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测试，掌
握和分析设备运用状态，指导维护工作，预防设备故障，保证设备正常

运用。

第１８３条　铁路总公司、铁路局、电务段的电务试验室，承担相应的
测试、试验和管理任务。

第１８４条　信号设备电气特性测试项目和周期由铁路局参照本规则
附件７制定。

第１８５条　测试分为Ⅰ级测试、Ⅱ级测试和动态检测。Ⅰ、Ⅱ级测试
和动态检测项目及周期按铁路局制定的“信号设备测试项目及周期表”

执行。

第１８６条　Ⅰ级测试由信号工区负责；Ⅱ级测试由电务段的电务试
验室负责；动态检测由铁路局的电务试验室负责。

第１８７条　由集中监测设备完成的测试项目，不再进行人工测试。
未纳入集中监测的或集中监测设备故障时，进行人工测试。

第１８８条　基建、更新改造、大修、中修验交及设备检修时应按规定
项目进行人工测试，有关测试记录纳入验收资料。

第１８９条　铁路总公司、铁路局应配备电务检测车，检测车构造速度
应适应动态测试要求。电务检测车自动检测系统应符合有关技术条件。

第１９０条　电务段应建立地面信号设备、行车控制设备监测数据和
报警、预警信息分析平台，安排专职人员进行浏览、分析，对监测数据异

常、报警、预警信息，及时组织处置。

第１９１条　电务段应根据信号设备电气特性测试项目及周期表的规
定以及重点工作，编制年（月）度工作计划，配备满足测试工作需要的仪

器仪表，加强测试工作组织，确保测试数据真实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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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工 作 职 责

第１９２条　总公司电务试验室职责：
１负责全路电务设备测试管理工作，指导和检查铁路局电务试验室

工作。

２提出年度全路电务设备测试重点工作项目和要求，并监督检查落
实情况。

３负责全路电务设备动态检测管理工作，运用电务检测车定期检查
主要干线电务设备运用质量。

４组织制定和改进电务设备测试项目及测试方法。
５参加新技术、新设备以及铁路总公司科研项目的试验、测试及协

调配合工作。

６参与信号设备疑难故障的调查处理，研究解决关键技术问题。
第１９３条　铁路局电务检测所电务试验室职责：
１负责全局电务设备测试管理工作，指导和检查段电务试验室

工作。

２根据上级有关要求和重点工作，编制年度工作计划，提出年度全
局电务设备测试重点工作项目和要求，并监督检查落实情况。

３负责电务设备动态检测工作，运用电务检测车定期检查、考核管
内电务设备运用质量。

４指导和检查电务段Ⅰ、Ⅱ级测试工作，针对存在问题，提出改进
意见。

５负责全局信号集中监测管理工作，掌握系统运行和使用情况，分
析监测数据和报警信息，了解信号设备运用质量，提出维修工作指导意

见，指导电务段做好集中监测数据分析工作。

６参与新技术、新设备以及科研、革新项目试验、测试等工作。
７参加信号设备疑难故障的分析，参与解决联锁电路中存在的主要

技术问题。

８负责电务检测车管理工作，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和岗位责任制。
第１９４条　电务段电务试验室职责：
１负责全段电务设备测试管理工作，指导和检查Ⅰ级测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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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根据信号设备测试项目及周期表的规定和上级要求，编制年（月）
度工作计划，完成Ⅱ级测试任务。
３负责集中监测数据分析管理工作，掌握系统运行和使用情况，分

析监测数据和报警、信息，提出维修工作建议，指导车间、工区集中监测数

据分析工作。

４负责全段防雷工作。
５统计汇总全段测试资料并组织分析，提出分析报告。
６参加信号设备疑难故障的查找和分析，解决设备存在的技术

问题。

７完成基建、更新改造、大修、中修工程验交时的设备测试任务。
第１９５条　车间、工区测试工作职责由铁路局、电务段明确。

第三节　管 理 制 度

第１９６条　铁路局、电务段电气特性管理人员应熟悉管内设备结构、
性能、原理、技术标准、测试方法及相应规章制度，严格执行有关技术标

准、测试方法和规定。

第１９７条　铁路总公司、铁路局电务试验室应定期运用电务试验车
对信号、无线设备进行动态检测，通报检测结果。检测周期为：

１铁路总公司：繁忙干线每半年１次，其他干线抽测。
２铁路局：管内干线每季１次，其他线路由铁路局规定。
第１９８条　电气特性分析制度：
１信号工区每月对Ⅰ级测试数据进行一次分析，分析结果报车间。
２现场车间每季对管内Ⅰ级测试进行一次分析，分析结果报段电务

试验室。

３段电务试验室每半年组织对全段Ⅰ、Ⅱ级测试进行一次分析，分
析结果报段主管科室。

４电务段主管副段长（总工程师）每年１０月组织召开特性测试分析
会议，全面分析信号设备特性测试工作，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措施

及解决办法。

５电务处主管副处长（总工程师）每年１２月组织召开特性测试分析
会议，重点分析各段信号设备特性测试工作及局动态检测情况，研究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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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问题。

第１９９条　电气特性测试报告制度：
１电务段于每年１１月底前向铁路局电务处提报年度信号设备特性

测试分析报告。

２电务处于每年１２月底前向铁路总公司运输局电务部提报年度信
号设备特性测试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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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联　　锁

第一节　通　　则

第２００条　联锁是指通过技术方法，使信号、道岔和进路必须按照一
定程序并满足一定条件，才能动作或建立起来的相互关系。确保联锁关

系正确是信号设备设计、制造、施工、维护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信号设备

机械强度和电气特性是保证联锁关系正确的基本条件。

第２０１条　信号联锁是信号技术管理的重要内容，贯穿于信号大修、
中修、维修及工程的全过程之中。联锁错误或失效将直接危及行车安全，

各级电务部门必须高度重视联锁管理工作，全体信号工作人员都必须严

格执行联锁纪律，杜绝违章封连电气接点等破坏联锁关系的行为。

第２０２条　信号联锁设备必须符合“故障—安全”原则，必须满足铁
路技术管理规程、信号设计规范以及铁路有关行业标准、铁路总公司相关

要求。

第２０３条　信号联锁管理工作主要包括：日常联锁管理、工程验交联
锁管理、联锁关系（电路）变更、信号联锁软件变更以及科研项目试验的

联锁管理等。

第２０４条　信号联锁管理实行铁路总公司、铁路局、电务段分级管
理。铁路局电务处设联锁管理工程师，电务段设联锁主任（工程师），车

间设联锁工程师，负责信号设备的联锁管理工作，实行岗位责任制。

第２０５条　信号联锁管理人员和试验人员须经联锁试验资格培训。
车间联锁工程师及联锁试验人员由电务段负责培训；电务段联锁主任由

铁路局负责培训、电务处联锁工程师由铁路总公司负责培训。

第２０６条　电务段应建立联锁档案，联锁档案应包括联锁电路图、联
锁进路表、工程开通联锁试验记录、联锁修改申请及批复等有关技术资

料，以及侵限绝缘、带动道岔、防护道岔、延续进路和技术设备维护过程中

的注意事项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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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建、工程、更新改造工作，凡涉及联锁关系变化的，联锁档案应及时

进行修订。

信号联锁设备供应商也应建立相应的联锁档案。

第二节　岗 位 职 责

第２０７条　电务处联锁管理工程师职责：
贯彻执行铁路总公司联锁管理有关规定，负责铁路局联锁管理工作，

指导、监督和检查电务段联锁管理；解决联锁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掌握联

锁设备运用状态，提出联锁设备更新改造及重点整治建议；按规定的程序

和权限审核联锁设备软、硬件变更及联锁关系和电路图的变更。

第２０８条　电务段联锁主任（工程师）职责：
贯彻执行铁路总公司、铁路局联锁管理有关规定，负责电务段联锁管

理工作，指导检查车间联锁管理；组织工程施工联锁试验和年度联锁试验工

作；掌握管内联锁设备运用状态，处理联锁电路疑难故障，反映和解决联锁

中存在的问题；按规定的程序和权限审核联锁设备软、硬件修改申请，审核

施工联锁关系检查试验方案；组织信号设备电路图、配线图核对工作；及时

报告联锁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联锁电路修改方案并组织实施。

第２０９条　车间联锁工程师职责：
贯彻执行上级联锁管理有关规定，负责车间联锁管理工作；负责管

内年度联锁关系检查试验和车间组织的施工联锁关系检查试验，参加

车间管内基建、大修、更新改造、中修工程联锁关系检查试验工作，掌握

管内联锁设备运用状态，参加联锁电路疑难故障处理，完成上级下达的

联锁电路修改任务；负责管内联锁设备档案和联锁资料修订核对，负责

管内信号设备电路图、配线图核对。

第２１０条　信号工长及信号工职责：
参加年度联锁关系检查试验和各类工程施工联锁试验，按规定访问

使用人员。

第三节　联 锁 纪 律

第２１１条　在信号设备上进行试验、变更联锁图表及软件、电路图、
信号显示方式及器材规格时按下列规定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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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改变主要器材规格、变更信号显示方式、改变铁路总公司颁布的
标准设计，须经铁路总公司批准。

２变更信号设备联锁关系、修改电路图及联锁软件，由铁路局批准。
３计算机联锁软件功能超出制式检测范围时，应重新进行联锁软件

检测。

４变更接点组（不改变联锁条件）、配线图由电务段批准。
５电路修改后，电务段应及时修改图纸并存档。
第２１２条　信号设备联锁关系的临时变更或停止使用，须经铁路局

批准。

第２１３条　各种监测、报警电路等必须与联锁电路安全隔离，不得影
响设备的正常使用。

第２１４条　严禁在信号联锁设备上使用无关软件；严禁与其他网络
和非专用计算机相连；严禁使用非专用储存介质进行数据导入导出；严禁

未经铁路总公司批准擅自扩大用户范围及接入其他系统。

第２１５条　铁路局、电务段应建立审批、试验和开通把关制度，未经
规定程序审批，不准进行信号电路修改和各类信号软件变更。

第２１６条　防止联锁失效关键：
１防止联锁试验不彻底，造成的联锁失效。
２防止尚未纳入联锁的设备与既有联锁设备连接，造成的道岔错误

转动、信号错误开放。

３防止道岔配线错误，造成道岔错误表示。
４防止挤切销非正常折断，造成道岔机械锁闭失效。
５防止信号电缆绝缘不良，造成接地、混线。
６防止室内外设备状态（位置）表示不一致。
７防止电源对地漏电流超标。
８防止轨道电路调整不当导致分路残压超标。
９防止分路不良管理制度不落实，造成联锁失效。
１０防止软件（数据）版本不一致或错误使用，造成联锁失效。
第２１７条　发现联锁电路和联锁软件存在问题，电务段应书面通知

设计单位和设备供应商，并向电务处报告，重大问题电务处应及时向铁路

总公司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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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１８条　铁路局应加强轨道电路分路不良区段管理，坚持定期测
试、登记制度，制定严格的卡控措施，落实轨道电路分路不良区段整治工

作，确保行车安全。

第２１９条　营业线站场改造工程中，凡所接入或移设道岔，必须按
信号过渡工程设计、施工，将道岔表示纳入车站联锁后方可开放相应的

信号机。严禁进路有关道岔未纳入联锁时开放信号。

第２２０条　既有设备改造时，相关图纸必须及时修改，确保图纸正
确，图实相符。

第２２１条　对信号电路图进行修改时，应在修改处加盖图纸修改专
用章，注明修改文号、修改人、修改日期等内容。

第２２２条　信号机械室内拆、改、配线须执行以下规定：
１信号机械室内拆、改、配线作业必须在施工点内或天窗点内进行。
２拆、改、配线作业必须由车间及以上技术人员组织，严禁工区擅自

实施。

３拆、改、配线作业必须实行双人卡控、一人作业、一人监控（复核）。
４拆、改、配线作业前必须进行图纸、设备核对，作业后必须进行联

锁试验和电气特性测试。

５拆、改、配线作业必须按审核批准的施工图纸实施。图纸应由电
务段及以上或有相应资质设计部门编制，并经电务段审核批准。

６故障处理需在信号机械室内拆、改、配线作业时，必须经电务段调
度指挥中心同意，由电务段值班干部盯控。

第四节　联 锁 试 验

第２２３条　联锁关系检查试验（以下简称联锁试验）分为施工联锁关
系检查试验、年度联锁关系检查试验和日常维修联锁关系检查试验。

施工联锁试验由电务段、车间负责；年度联锁试验由车间负责，电务

段重点参加联锁关系复杂的年度联锁试验；日常维修联锁试验由工区或

车间负责。

第２２４条　铁路局应在联锁管理办法中明确试验分工、试验程序、试
验方法、试验标准用语及注意事项等。

第２２５条　联锁试验应按《车站联锁设备维护管理办法》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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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试验负责人，并严格执行专人指挥、专人操作、专人监督的试验制度。

第２２６条　电务段负责的联锁试验，试验方案由段联锁主任（工程
师）制订，经主管副段长组织审核并批准后实施；车间负责的联锁试验，试

验方案由车间联锁工程师制定，经段联锁主任（工程师）审批后实施。

第２２７条　联锁试验必须在天窗内进行。同时影响上、下行正线的
联锁试验，必须在垂直天窗内进行。

第２２８条　计算机联锁系统应在双套（系）设备同步的情况下进行联
锁试验，并应进行同步故障倒机及人工切换试验。

第２２９条　联锁试验时应按照《车站联锁设备维护管理办法》规定
填写试验记录。试验结束后，有关人员应在试验记录上签字。

第２３０条　试验中发现的问题应及时解决，无权处理的问题应及时
上报，危及安全的应及时采取措施。

第２３１条　施工联锁试验有关规定：
１设备开通使用前，施工单位应对联锁电路进行导通试验，达到设

备与图纸相符、确认联锁关系无误后，方可交电务段复查试验。

２电务段在施工单位完成联锁试验的基础上，应首先对配线进行全
面核对，做到图实相符，并进行全面的模拟联锁试验；与设备连接后，应进

行完整的联锁核对试验。驼峰联锁试验还应包括模拟溜放和实车溜放

试验。

３车站信联闭设备施工，必须进行全面的联锁试验，确认联锁关系
无误后方可开通使用，涉及列车进路使用的设备严禁利用列车间隔进行

联锁试验。严禁以施工单位的联锁试验代替电务段的联锁试验。

４施工验交联锁试验由电务段联锁主任（工程师）负责，按联锁设备
维护管理规定要求逐一进行彻底的试验，并认真填写记录资料。

第２３２条　年度联锁试验有关规定：
１电务段每年应组织进行年度联锁试验、检查核对，并认真做好记

录。年度联锁试验资料一式二份，由电务段、车间统一保管。

２年度联锁试验内容除允许结合列车运行观察记录的项目外，其他
项目必须按联锁试验的相关规定在天窗内进行。

３车间应按联锁试验方案和项目进行试验，试验结果应及时汇总
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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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年度联锁试验除按有关规定做好试验资料统计上报外，电务段、
车间还应填报信号联锁试验汇总表（电信维表４）。

第２３３条　日常维修联锁试验有关规定：
故障处理、设备损坏修复、设备冗余补强、新技术设备器材上道使用、

单项设备整治、更换配线后，涉及联锁电路和联锁关系的项目应进行联锁

试验。

第五节　计算机联锁

第２３４条　计算机联锁系统供应商应对联锁软件的安全性终身负
责，保证软件联锁关系、数据参数的正确性；铁路局负责现场的运行维护

管理。

第２３５条　计算机联锁在现场模拟联锁试验之前，电务段应进行全
面的联锁仿真试验，并认真做好试验记录。

第２３６条　信号联锁软件变更申请应由供应商向设备所属铁路局提
出，变更申请材料应符合铁路总公司有关规定。供应商拟定修改方案，说

明修改原因、修改内容、影响范围、联锁试验要求等，经电务处批准后方可

实施。

第２３７条　在信号联锁软件变更实施前，由供应商组织评定等级，并
按照评定等级进行管理。

第２３８条　供应商应对提供现场的软件与经过测试、评估确认后发
布的软件一致性负责。

第２３９条　软件修改后应根据需要进行全站仿真试验，并对修改所
涉及的部分进行联锁试验，认真做好试验记录，试验结果须经供应商和电

务段双方签认。

第２４０条　供应商和电务段均应备份软件并加强软件版本信息的动
态管理，备份软件须标注明显的版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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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其 他 设 备

第一节　驼 峰 信 号

第２４１条　自动化驼峰控制系统是实现对驼峰推送进路和驼峰调车
进路的联锁控制、驼峰溜放进路和驼峰溜放速度的自动控制以及推峰机

车速度遥控的系统。由控制设备及雷达、车轮传感器、测长、测重等测量

设备组成。

车辆减速器是编组（区段）站驼峰调车场车辆溜放调速设备，包括间

隔制动位和目的制动位。

编组站综合自动化信号控制系统由自动化驼峰控制系统、计算机联

锁系统、驼峰推峰机车遥控等系统集成构成，从而实现了编组站溜放车辆

的自动控制。

第２４２条　自动化驼峰控制系统及编组站综合自动化信号控制系统
的相关设备状态、故障报警、运行数据等应能在电务维护终端记录、回放、

查询、统计。主要信息应纳入信号集中监测。

第２４３条　自动化驼峰控制系统、编组站综合自动化信号控制系统
和车辆减速器设备实行日常维修、中修、大修修程。

第二节　列车调度指挥系统（ＴＤＣＳ）、
调度集中系统（ＣＴＣ）

　　第２４４条　ＴＤＣＳ、ＣＴＣ是全路各级调度指挥的基础装备，是重要的
行车设备，由铁路总公司、铁路局、车站三级构成。

第２４５条　ＴＤＣＳ、ＣＴＣ维护管理实行铁路总公司、铁路局、电务段三
级管理。

第２４６条　ＴＤＣＳ、ＣＴＣ直接涉及行车安全，必须自成体系，单独成
网，独立运行，严禁与其他系统直接联网。

第２４７条　ＴＤＣＳ、ＣＴＣ软、硬件变更应按规定程序办理。系统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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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容和局部改造时，应由铁路局组织系统供应商、设计等单位进行方案

审查。

第２４８条　ＴＤＣＳ、ＣＴＣ实行预防修和故障修的维修方式，系统核心
设备可实行委托修。

第２４９条　ＴＤＣＳ、ＣＴＣ设备及器材实行寿命管理。
第２５０条　ＴＤＣＳ、ＣＴＣ软件由系统供应商提供，并负责终身维护。
第２５１条　ＴＤＣＳ、ＣＴＣ软件日常维护以系统供应商提供的软件维护

手册为依据。

第２５２条　ＴＤＣＳ／ＣＴＣ维护机构、电务段应具备 ＴＤＣＳ／ＣＴＣ软件管
理资料，包括软件名称、版本号、来源、日期和用途等内容。

第２５３条　ＴＤＣＳ、ＣＴＣ应采用网络安全技术，构建由安全管理中心
支持下的计算环境安全、区域边界安全、通信网络安全构成的三重防护体

系结构。

第２５４条　ＴＤＣＳ、ＣＴＣ在与其他系统交换信息时，应采用安全可靠
的网络隔离设备和措施，确保系统网络安全和信息安全。

第２５５条　ＴＤＣＳ、ＣＴＣ应采用物理方式断开光驱、软驱，屏蔽 ＵＳＢ
接口。

第三节　信号集中监测系统

第２５６条　信号集中监测系统是监测信号设备运用状态的必要设
备，应充分利用信号集中监测系统实时监测、超限报警、存储再现、过程监

督、远程监视等功能，发挥信号集中监测系统在信号设备日常维修及故障

处理中的重要作用，指导维修工作，及时发现信号设备隐患，预防设备故

障，保证设备正常运用。

第２５７条　信号集中监测系统维护管理实行铁路总公司、铁路局、电
务段三级管理。

第２５８条　凡信号设备基建、更新改造时，信号集中监测系统应同步
设计、同步施工、同步开通。

第２５９条　信号集中监测网络是独立封闭运行的网络，严禁擅自扩
展监测网络、加设终端和安装无关软件。

第２６０条　信号集中监测系统软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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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集中监测软件及数据维护以监测厂家提供的软件维护手册为依
据，日常维护由电务段负责。

２系统运行环境与软件开发测试环境应分开管理，严禁在运行系统
中直接进行软件调试。

３信号集中监测系统软件程序和数据配置文件应由厂家向电务段提
供在用版本的备份２套。电务段应妥善保存软件程序和数据配置文件的备
份，并及时更新。保存的有效软件必须标明软件的使用地点、设备名称、路

径、设备中软件版本号、更新日期等信息。

４监测厂家应建立软件版本管理制度，保证提供的备份软件与现场
实际使用一致。

５现场需要更换信号集中监测系统软件时，应按管理权限进行软件
变更审批，方可实施。

第２６１条　防病毒软件是信号集中监测系统的信息安全设施，必须
保证其良好运用，每月进行病毒库升级。

第２６２条　信号集中监测数据是信号设备故障分析的重要依据，各
级集中监测设备使用和维护人员应对集中监测数据进行保密，不得删除、

泄露数据。

第２６３条　信号集中监测一、二级报警信息及相关数据应在电务段
中心服务器自动保存１年。信号设备故障时的集中监测数据应保存５
年，并做好故障现象说明。

第２６４条　铁路局应制定信号集中监测系统运用维护管理办法。明
确工作职责，规范运用管理，管好、用好信号集中监测系统。信号集中监

测信息分析内容及周期由铁路局参照附件８制定。
第２６５条　凡信号集中监测系统能完成的测试项目，可不再进行人

工测试；未纳入监测的测试项目，仍进行人工测试；当信号集中监测系统

发生故障时应按相关要求进行人工测试。

第２６６条　信号集中监测系统实行预防修、故障修和关键设备委托
修的维修方式，保证设备正常运用。车站站机、段调度指挥平台终端应

２４小时不间断开机运行。
第２６７条　信号集中监测系统维护、故障处理、软件升级时，应及时

备份信号集中监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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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无线调车机车信号和监控系统

第２６８条　无线调车机车信号和监控系统（简称ＳＴＰ）是调车安全防护
的辅助设备，地面和车载采用无线通信方式传送信息，将获取的调车作业相

关信号、道岔、轨道电路区段信息进行处理，通过列车运行监控装置（ＬＫＪ），实
现对调车机车信号显示和车列速度监控。

第２６９条　铁路局电务处是铁路局 ＳＴＰ设备的技术和维护主管部
门，运输处、机务处是运用管理的主管部门。电务段是ＳＴＰ设备维护管理
主体，车务、机务站段是运用管理主体。

第２７０条　ＳＴＰ设备实行资质准入管理，其功能、性能、结构须符合
铁路行业标准及铁路总公司相关标准。

第２７１条　ＳＴＰ无线通信设备及其技术指标必须满足铁路行业的无
线电管理有关要求及标准。ＳＴＰ无线通信设备启用前须向无线电管理部
门提出书面申请，按规定办理无线电台站执照后启用。

软、硬件变更应符合铁路总公司相关规定。

第２７２条　与 ＳＴＰ相关的 ＬＫＪ调车监控基本控制参数设置、车载数
据换装、车载运行记录数据下载分析、设备管理等按ＬＫＪ相关规定执行。

第２７３条　ＳＴＰ地面设备实行维修、中修、大修修程；车载设备参照
ＬＫＪ实行Ⅰ、Ⅱ、Ⅲ级修程，与ＬＫＪ同步实施。

第２７４条　ＳＴＰ车载设备检测结合 ＬＫＪ同步进行，经检测技术状态
良好，电务检测人员向机车运用部门出具合格证。

第２７５条　铁路局电务、机务处根据 ＳＴＰ车、地设备装用和配置情
况，公布装用ＳＴＰ车载设备的机车适用站场运用范围。

第五节　机车信号与轨道车运行控制设备

第２７６条　为保证机车信号与 ＧＹＫ设备跨局、跨段良好运用，铁路
局应做好协调工作，相关电务段应签订维修协议。

第２７７条　机车信号与 ＧＹＫ设备检修单位应具备必要的检修工具
及检测设备。

第２７８条　机车信号与ＧＹＫ设备修程
１机车信号：出入库检测、Ⅰ级修、Ⅱ级修、Ⅲ级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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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ＧＹＫ设备：Ⅰ级修、Ⅱ级修、Ⅲ级修。
第２７９条　机车信号与ＧＹＫ设备均实行寿命管理。
第２８０条　检修工作应严格按照周期、内容和设备状态，实行记名式

检修，机车信号与ＧＹＫ设备各级检修、更新、改造和故障修，经测试试验，
确认技术状态良好后，相关部门须签发专用合格证书，作为允许设备使用

凭证。

第２８１条　铁路局制定年度机车信号与ＧＹＫ设备Ⅲ级修计划，电务
段制定年度、月度机车信号与ＧＹＫ设备Ⅰ、Ⅱ级修计划，并根据铁路局下
达的Ⅲ级修计划，结合机车车辆的检修修程，均衡组织完成检修任务。

第２８２条　机车信号与 ＧＹＫ设备应逐项、逐台建立技术履历簿，准
确反映设备类型、主要技术参数、生产厂家、出厂时间、出厂时间和编号，

跟踪记载设备安装使用、技术状态、技术改造及检修等情况。

第２８３条　铁路局、电务段应定期对机车信号与ＧＹＫ设备检修任务
完成、数据换装落实、设备质量、检修成本控制、安全、生产组织等情况进

行分析总结，及时解决出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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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培　　训

第一节　通　　则

第２８４条　职工培训工作应以适应铁路现代化发展需要为目标，以
新技术和职工岗位达标培训为重点，以强化基本功训练为手段，努力提高

职工队伍整体素质，培养能够熟练掌握铁路先进技术装备、具有实际操作

技能的人才，为铁路现代化建设提供可靠的人才保证。

第２８５条　为加强职工培训的专业管理，铁路局电务处应设专（兼）
职管理人员。

第２８６条　建立铁路总公司负责组织指导，铁路局为责任主体，专业
院校为依托，研发单位和设备供应商为支持，电务段为基础，内外结合、相

互补充、分层培训、各负其责的电务职工培训体系。

第２８７条　电务职工培训基地网络由路内高铁训练段、铁路局培训
基地、委外培训单位（高校、研发单位和设备供应商等）、电务段培训基地

构成。

第２８８条　各级应强化职工的在职培训。培训内容应包括：应知应
会内容，各项管理制度，有关技术标准，新技术、新设备知识，基本管理知

识等，以保证在岗人员对本岗位工作的持续胜任能力。

第２８９条　电务处、电务段应结合本系统专业技术特点，制定本系
统、本单位职工培训规划以及年度职工教育培训计划并组织实施。

第２９０条　电务段应建立和落实段、车间、工区三级培训责任制。
１电务段负责实施岗位适应性培训以及部分资格性培训。
２车间负责落实段下达的培训计划，并定期组织开展岗位练兵

活动。

３工区负责组织职工日常业务学习和岗位练兵。
第２９１条　电务段应加强对职工培训工作的管理，妥善保存职工技

术业务培训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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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９２条　新职、转岗、晋升人员须由铁路局或电务段依据培训规
范，进行岗前资格性培训，考核合格并取得《铁路岗位培训合格证书》，方

可上岗作业。

第２９３条　普速铁路信号工任职基本条件：
１文化程度：不低于高职（中专）水平。
２职业资格：符合《国家职业标准》有关要求，经职业技能机构鉴定

合格，取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

３技术水平：了解所管设备构造，掌握工作原理及相应的基础理论
知识；熟悉作业程序、技术标准和质量控制要求，具有实际操作能力，能够

分析、处理故障。

４工作经历：本岗位实习满１年。
第２９４条　铁路局或电务段应集中组织对班组长每２年进行一次班

组管理知识的轮训，培训时间每次不少于３０学时。
第２９５条　电务段应对职工定期进行适应性培训和评价，使其岗位

技能水平能适应本岗位要求。

第二节　培训基地建设

第２９６条　培训基地是进行职工教育培训的重要基础。铁路局、电
务段应重视职工培训基地建设，保证资金投入，建好职工培训基地。

１铁路局应建设电务培训基地。基地应能满足全局（公司）新技术
培训、技术管理干部和技术骨干培训以及技术比武等需要。

２电务段应建好本单位职工培训基地。基地应能满足职工脱产培
训、实作技能培训以及段技术比武的需要。

３车间应配备必要的设施，满足岗位练兵的需要。
第２９７条　培训基地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１多媒体教室、教具模型室、图书室、室内外设备演练场地满足培训

的需要。

２具备满足培训需要的计算机联锁、继电联锁、轨道电路、外锁闭道
岔、普通电动道岔、色灯信号机、自动闭塞等信号设备。

３必要的教学模型、多媒体设备及教学课件。
４必需的生活设施和活动场地。
·８４·



第２９８条　培训基地应设置精干的专职培训师资，并根据需要聘请
部分兼职师资。

第２９９条　职工培训基地所配备的教学设备应根据现场设备变化及
时更新，以适应新技术培训的需要。

第３００条　培训基地应做好教学设备日常维护和管理工作，保证教
学设备处于良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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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检查与考核

第一节　基 本 要 求

第３０１条　检查与考核是促进管理责任落实的有效手段，应贯穿于
管理的全过程。不仅要重视对结果的考核，更要注重对过程的监督和控

制，将日常监督检查和综合考核有机地结合起来，建立动态与静态相结

合、过程与目标相统一、工作绩效与经济利益相挂钩的考核机制。

第３０２条　检查与考核应以安全管理和设备质量为重点，充分体现
有利于落实各项安全和专业管理制度，有利于促进管理水平和设备质量

的提高，有利于调动干部职工积极性的原则。

第３０３条　电务部门应建立安全质量检查考核体系，制定安全质量
检查考核办法，明确检查考核期限、内容、程序和标准，加强日常监督检

查，定期进行综合考核。

第３０４条　信号设备故障考核应体现“重在分析，贵在防范，宽严适
度，抓小防大”的原则，防止因考核过重诱发职工违章作业。

第３０５条　违章指挥、违章作业、原因不明重复发生及处理延时的设
备故障，铁路局、电务段必须严格考核。

第３０６条　信号设备故障按故障率考核；行车责任一般 Ｄ类事故按
事故率考核；行车一般Ｃ类及以上事故按件数考核。具体考核办法由铁
路局制定。

第二节　考核内容及指标

第３０７条　主要生产及质量指标：
１信号设备联锁关系正确率：１００％。
２联锁道岔转换设备合格率：≥９８％；良好率：≥７０％。
３轨道电路合格率：１００％；良好率：≥７０％。
４信号机合格率：≥９８％；良好率：≥７０％。
·０５·



５地面信号显示合格率：≥９８％。
６机车信号显示正确率：≥９９％。
７信号设备综合合格率：≥９０％。
８天窗利用率：≥９５％。
９出所设备返修率：
道岔转换设备返修率：≤１％；
器材返修率：≤０２％。

１０中修完成率：１００％。
１１信号设备大修兑现率：≥９５％。
１２总公司重点任务完成率：１００％。
第３０８条　管理内容：
１安全责任制落实情况。
２干部检查安全、质量执行情况。
３干部添乘检查情况。
４天窗修管理及执行情况。
５安全专项整治落实情况。
６安全信息管理情况。
７安全例会制度落实情况。
８劳动安全管理情况。
９基本规章制度及作业纪律执行情况。
１０设备台账、技术资料和图纸管理情况。
１１施工管理及监督检查情况。
１２职工培训情况。
１３车间、班组建设情况。

第三节　检查考核方式

第３０９条　考核采取日常检查和综合考核相结合的方式。日常检查
包括设备质量检查、检测车动态检测、安全专项检查等。综合考核应按考

核办法规定的内容和指标定期进行，日常检查的情况应纳入综合考核。

１铁路总公司运输局电务部每年进行电务系统专业考核评价，考核
评价采取定量考核和定性考核相结合的方式，定量考核主要包括安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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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指标，定性考核主要包括日常管理和生产任务完成情况。

２铁路局电务处每半年对电务段安全生产、设备质量和管理进行一
次综合考核并通报，考核结果应纳入铁路局统一考核。

３电务段每月将安全生产、设备质量和管理纳入经济责任制进行
考核。

第３１０条　电务处、电务段应制定检查考核管理办法，明确各级干部
现场检查指导工作量化标准，规范添乘检查工作制度，强化日常检查和综

合考核工作落实。

第３１１条　各级检查中发现的主要问题应以书面形式通知有关责
任单位，限期整改并及时反馈整改情况，形成问题闭环管理。

第３１２条　检测车动态检测按本规则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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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附　　则

第３１３条　原铁道部印发的《铁路信号维护规则》（铁运〔２００６〕１２７
号）、《铁路信号维护规则修订内容》（铁运〔２００８〕１４２号）同时停止执行。

第３１４条　本规则由铁路总公司运输局负责解释。
第３１５条　本规则自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１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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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信号设备维护报表

（除电信统表外，其他可参照本附件，由铁路局制定）

信号设备质量鉴定报告表 电信统表１
填报单位： 　　　年　　月　　日

名称 单位
数
量

色灯信号机（架）

数
量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数
量

％ 数
量

％ 数
量

％

电动（液、空）联锁道岔（组）

数
量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数
量

％ 数
量

％ 数
量

％

计算机联锁 站／场

继电集中联锁 站／场

色灯电锁器 站

驼　　峰 场

自动闭塞 分区

道口信号 处

机车信号 台

ＧＹＫ设备 台

其他设备 站

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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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电信统表１

名　称

机械联锁道岔（组）

数
量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数
量

％ 数
量

％ 数
量

％

轨道电路（区段）

数
量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数
量

％ 数
量

％ 数
量

％

计算机联锁

继电集中联锁

色灯电锁器

驼　　峰

自动闭塞

道口信号

机车信号

ＧＹＫ设备

其他设备

合　　计

续电信统表１

名　称

控制台、鼠标操纵台（台）

数
量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数
量

％ 数
量

％ 数
量

％

电源屏（面）

数
量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数
量

％ 数
量

％ 数
量

％

计算机联锁

继电集中联锁

色灯电锁器

驼　　峰

自动闭塞

道口信号

机车信号

ＧＹＫ设备

其他设备

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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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电信统表１

名　称

组合架（柜）、机柜（个）

数
量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数
量

％ 数
量

％ 数
量

％

电缆（条）

数
量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数
量

％ 数
量

％ 数
量

％

计算机联锁

继电集中联锁

色灯电锁器

驼　　峰

自动闭塞

道口信号

机车信号

ＧＹＫ设备

其他设备

合　　计

续电信统表１

名称

机车信号

地面设备（处）

数
量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数
量

％ 数
量

％ 数
量

％

车上设备（套）

数
量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数
量

％ 数
量

％ 数
量

％

计算机联锁

继电集中联锁

色灯电锁器

驼　　峰

自动闭塞

道口信号

机车信号

ＧＹＫ设备

其他设备

合　　计
总评：良好　　％　　　合格　　％　　　不合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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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电信统表１

名称

ＧＹＫ设备

车上设备（套）

数量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数量 ％ 数量 ％ 数量 ％

计算机联锁

继电集中联锁

色灯电锁器

驼　　峰
自动闭塞

道口信号

机车信号

ＧＹＫ设备
其他设备

合　　计
总评：良好　　％　　　合格　　％　　　不合格　　％

续电信统表１

名　称

驼峰专用设备

车辆减速器（台）

数
量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数
量

％ 数
量

％ 数
量

％

风（液）输送设备（套）

数
量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数
量

％ 数
量

％ 数
量

％

计算机联锁

继电集中联锁

色灯电锁器

驼　　峰

自动闭塞

道口信号

机车信号

ＧＹＫ设备

其他设备

合　　计
总评：良好　　％　　　合格　　％　　　不合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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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电信统表１

名　称

驼峰专用设备

液压传动系统（台）

数
量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数
量

％ 数
量

％ 数
量

％

空气压缩机（台）

数
量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数
量

％ 数
量

％ 数
量

％

计算机联锁

继电集中联锁

色灯电锁器

驼　　峰
自动闭塞

道口信号

机车信号

ＧＹＫ设备
其他设备

合　　计

续电信统表１

名　称

驼峰专用设备

空压电机（台）

数
量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数
量

％ 数
量

％ 数
量

％

循环冷却水设备（台）

数
量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数
量

％ 数
量

％ 数
量

％

计算机联锁

继电集中联锁

色灯电锁器

驼　　峰
自动闭塞

道口信号

机车信号

ＧＹＫ设备
其他设备

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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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电信统表１

名　称

驼峰专用设备

半自动控制机（套）

数
量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数
量

％ 数
量

％ 数
量

％

雷达天线（台）

数
量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数
量

％ 数
量

％ 数
量

％

计算机联锁

继电集中联锁

色灯电锁器

驼　　峰
自动闭塞

道口信号

机车信号

ＧＹＫ设备
其他设备

合　　计

续电信统表１

名　称

驼峰专用设备

测长（个）

数
量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数
量

％ 数
量

％ 数
量

％

其他设备

系统（机柜）服务器（台）

数
量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数
量

％ 数
量

％ 数
量

％

计算机联锁

继电集中联锁

色灯电锁器

驼　　峰
自动闭塞

道口信号

机车信号

ＧＹＫ设备
其他设备

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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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电信统表１

名　称

其他设备

系统采集（控制）机（台）

数
量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数
量

％ 数
量

％ 数
量

％

系统站机（台）

数
量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数
量

％ 数
量

％ 数
量

％

计算机联锁

继电集中联锁

色灯电锁器

驼　　峰
自动闭塞

道口信号

机车信号

ＧＹＫ设备
其他设备

合　　计
总评：良好　　％　　　合格　　％　　　不合格　　％

续电信统表１

名　称

其他设备

系统终端、分机（台）

数
量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数
量

％ 数
量

％ 数
量

％

电源设备（套）

数
量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数
量

％ 数
量

％ 数
量

％

计算机联锁

继电集中联锁

色灯电锁器

驼　　峰
自动闭塞

道口信号

机车信号

ＧＹＫ设备
其他设备

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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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电信统表１

名　称

其他设备

数
量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数
量

％ 数
量

％ 数
量

％

各单项设备率的

平均值合计（％）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计算机联锁

继电集中联锁

色灯电锁器

驼　　峰

自动闭塞

道口信号

机车信号

ＧＹＫ设备

其他设备

合　　计
综合合格率：　　％

编制人： 　　审核人： 　　单位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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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信
号
联
锁
关
系
试
验
报
告
表

电
信
统
表
２

填
报
单
位
：

　
　
　
年
　
　
月
　
　
日

单
位
名
称

自
动
闭
塞

三
显
示

四
显
示

试
验
分
区
数

年
计
划
完
成

联
锁
关
系

不
正
确
数

试
验
分
区
数

年
计
划
完
成

联
锁
关
系

不
正
确
数

集
中
联
锁

试
验
站
（
场
）
数

年
计
划
完
成

联
锁
关
系

不
正
确
数

非
集
中
联
锁

试
验
站
（
场
）
数

年
计
划
完
成

联
锁
关
系

不
正
确
数

驼
峰
　
峰
尾

试
验
场
数

年
计
划
完
成

联
锁
关
系

不
正
确
数

合
计

联
锁
关
系
不
正
确
原
因
：

编
制
人
：

　
　
　
　
审
核
人
：

　
　
　
　
单
位
负
责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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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信
号
显
示
报
告
表

电
信
统
表
３
１

填
报
单
位
：

　
　
　
年
　
　
月
　
　
日

信
号
机

类
别

规
定
显

示
距
离

（
ｍ
）

直
　
　
线

１２
００

以
上

１０
００
至 １２
００

８０
０
至 １０
００

４０
０
至 ８０
０

２０
０
至 ４０
０

不
足
２０
０

曲
　
　
线

１０
００

以
上

８０
０
至 １０
００

４０
０
至 ８０
０

２０
０
至 ４０
０

不
足
２０
０

合
　
　
计

总
架
数
合
格
数

％

预
告
信
号
机

４０
０

正
方
向
进
站

１０
００

反
方
向
进
站

１０
００

接
近
信
号
机

１０
００

通
过
信
号
机

１０
００

遮
断
信
号
机

１０
００

驼
峰
信
号
机

４０
０

进
路

高
柱

８０
０

矮
型

２０
０

出
站

高
柱

８０
０

矮
型

２０
０

列
车

复
示

高
柱

２０
０

矮
型

２０
０

调
车

高
柱

２０
０

矮
型

２０
０

调
车

复
示

高
柱

２０
０

矮
型

２０
０

表
示
器

高
柱

２０
０

矮
型

２０
０

合
计
：１

进
站
通
过
信
号
机
直
线
总
数
　
　
架
，
其
中
显
示
１０
００
ｍ
以
上
　
　
架
，
占
　
　
％
；

２
进
站
通
过
信
号
机
曲
线
总
数
　
　
架
，
其
中
连
续
显
示
１０
００
ｍ
以
上
　
　
架
，
占
　
　
％
。

编
制
人
：

　
　
审
核
人
：

　
　
单
位
负
责
人
：

　
　
说
明
：
出
站
兼
调
车
信
号
机
按
出
站
信
号
机
统
计
，
粗
线
框
内
架
数
为
合
格
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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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显示报告表说明 电信统表３２

信号机数量变化情况：

信号机受地形地物影响情况：

信号机显示不合格原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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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信
号
设
备
入
所
修
、
中
修
（
级
修
）
完
成
情
况
报
告
表

电
信
统
表
４

填
报
单
位
：

　
　
　
年
　
　
月
　
　
日

设
备
名
称

单
位

设
备

总
数

年
度

计
划
数
量

完
成
情
况

一
季

二
季

三
季

四
季

合
计

完
成
率
（
％
）

入 所 修

继
电
器

台

电
动
（
液
）
转
辙
机

台

电
空
转
辙
机

台

密
贴
检
查
器

台

转
换
锁
闭
器

台

道
岔
握
柄
（
带
电
锁
器
）

台

中 修

集
中
联
锁

站

非
集
中
联
锁

站

自
动
闭
塞

分
区

驼
峰
设
备

场

Ⅱ 级 修

车
载
信
号
设
备

台

ＧＹ
Ｋ
设
备

台

编
制
人
：

　
　
　
　
审
核
人
：

　
　
　
　
单
位
负
责
人
：

·５６·



书书书

信
号
设
备
年
度
更
新
改
造
完
成
情
况
报
告
表

电
信
统
表
５

填
报
单
位
：

　
　
　
年
　
　
月
　
　
日

工
　
程

件
　
名

自
动
闭
塞

投
资
完
成
情
况

工
作
量
完
成
情
况

年
度

计
划

（
万
元
）

累
计

完
成

（
万
元
）

区
间
设
备

（
ｋｍ
）

电
缆
线
路

（
ｋｍ
）

年
计
累
完
年
计
累
完

集
中
联
锁

投
资
完
成
情
况

工
作
量
完
成
情
况

年
度

计
划

（
万
元
）

累
计

完
成

（
万
元
）

道
岔
设
备
（
组
）

年
计

累
完

驼
　
　
峰

投
资
完
成
情
况

工
作
量
完
成
情
况

年
度

计
划

（
万
元
）

累
计

完
成

（
万
元
）

车
辆
减
速
器
（
节
）

年
计

累
完

·６６·



书书书

信
号
设
备
年
度
更
新
改
造
完
成
情
况
报
告
表

续
电
信
统
表
５

填
报
单
位
：

　
　
　
年
　
　
月
　
　
日

工
程

件
名

ＣＴ
Ｃ、
ＴＤ
ＣＳ
及
集
中
监
测

投
资
完
成
情
况

工
作
量
完
成
情
况

年
度

计
划

（
万
元
）

累
计

完
成

（
万
元
）

ＣＴ
Ｃ（
站
）

ＴＤ
ＣＳ
及

监
测
（
站
）

年
计
累
完
年
计
累
完

道
口
信
号
设
备

投
资
完
成
情
况

工
作
量
完
成
情
况

年
度

计
划

（
万
元
）

累
计

完
成

（
万
元
）

道
口
信
号
设
备
（
处
）

年
计

累
完

ＳＴ
Ｐ、
机
车
信
号
、
ＧＹ
Ｋ

投
资
完
成
情
况

工
作
量
完
成
情
况

年
度

计
划

（
万
元
）

累
计

完
成

（
万
元
）

机
车
设
备

（
台
）

地
面
设
备

（
站
）

年
计
累
完
年
计
累
完

编
制
人
：

　
　
　
　
审
核
人
：

　
　
　
　
单
位
负
责
人
：

·７６·



书书书

信
号
天
窗
修
申
请
及
兑
现
情
况
统
计
表

电
信
统
表
６

单
位
：

　
　
　
年
　
　
月
　
　
日

类
型

段
名

线
别

申
请
兑
现
情
况

次
数

时
间
（
ｍ
ｉｎ
）

申
请

列
入

计
划

兑
现
率

（
％
）

申
请

列
入

计
划

兑
现
率

（
％
）

计
划
兑
现
情
况

次
数

时
间
（
ｍ
ｉｎ
）

计
划

兑
现

兑
现
率

（
％
）

计
划

兑
现

兑
现
率

（
％
）

天
窗
兑
现
情
况
及

未
完
成
原
因
分
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小
计

小
计

合
计

编
制
人
：

　
　
　
　
审
核
人
：

　
　
　
　
单
位
负
责
人
：

　
　
填
表
说
明
：
天
窗
类
型
按
综
合
天
窗
和
垂
直
天
窗
分
别
填
写
，
每
月
合
计
。

·８６·



年度维修工作计划表 （年表）

电信维表１１
　　年　　月　　日批准 电务段 工区

顺
号

设备所

在处所

设备

名称

工作

内容

单
位

数
量

每年

次数

工时 工作月份

单
位

合
计

年
计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１０１１１２

合计工时

编制人： 　　审核人： 　　电务段段长：

·９６·



书书书

月
度
维
修
工
作
计
划
表
（
月
表
）

电
信
维
表
１
２

车
间
：

工
区
：

年
　
　
月
　
　
日

顺 号

设
备

所
在

处
所

设
备

名
称

检
修

工
作

项
目

单 位
数 量

每 月 次 数

工
时

维
修
日
程

单 位
合 计

月 计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合
计
工
时

编
制
人
：

　
　
审
核
人
：

　
　
批
准
：

·０７·



书书书

信
号
设
备
器
材
入
所
修
周
期
计
划
表

电
信
维
表
２
１

检
修
（
修
配
）
所

年
　
　
月
　
　
日

设
备
器
材

名
称

单 位

轮
修
周

期
（
年
）

设
备

总
数

其
中

现
场
运

用
数
量

现
场
备

用
数
量

应
急
备

用
数
量

轮
修
周

转
量

轮
修

数
量

年
轮
修
数
量

年
年

年
年

年

站
名
数
量
站
名
数
量
站
名
数
量
站
名
数
量
站
名
数
量

编
制
人
：

　
　
　
审
核
人
：

　
　
电
务
段
段
长
：

备
注
：
此
表
填
写
设
备
、
器
材
必
须
反
映
出
一
个
完
整
的
检
修
周
期
。
设
备
、
器
材
发
生
变
化
及
时
进
行
修
订
。

·１７·



书书书

年
度
信
号
器
材
入
所
修
计
划
表

电
信
维
表
２
２

年
　
　
月
　
　
日
批
准

电
务
段

所

设
备
名
称

站
（
区
间
）

数
量

月
份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总
计

编
制
人
：

　
　
审
核
人
：

　
　
电
务
段
段
长
：

·２７·



电信维表３

工　作　日　志

（　　　年　　月）

　　　　　　　　工　区

　　　　　　　　车　间

　　　　　　　　电务段

·３７·



书书书

月
份
出
勤
表

电
信
维
表
３
１

顺
号

姓
名

职
名

出
　
勤
　
情
　
况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出
勤
统
计
（
工
日
）

出 勤
事 假

病 假
公 休

加 班
夜 班

工
时
统
计

生 产

技 术 学 习

政 治 学 习

合 计 工 时

　
　
填
写
符
号
：
日
班
按
法
定
出
勤
时
间
填
写
，
倒
班
按
日
实
际
出
勤
时
间
填
写
，
事
假
填
（
事
）
，
病
假
填
（
病
）
，
节
、
假
日
、
公
休
填
（
休
）
，
半
日
工
作
量
以
斜
线
／区

分
上
下
午
。

·４７·



工 作 记 录 电信维表３２
　　月　　日　　星期 天气

访问记录 用户反映

访问人：　　　

风险研判及

安全预想

姓名 工作项目内容

工作点评

（任务、质量、安

全问题及措施）

交接班记录

交班人： 接班人：

设备运用情况

配合外单位情况

加封、计数器

工具、仪表、备品、图纸

特殊记事

　　注：风险研判及安全预想、工作点评可以录音方式存档，问题纳入设备缺点克服及待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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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缺点克服及待修记录 电信维表３３

日期 检修人
设备

地点
缺点内容

当时

克服情况

待修情况

计划

日期

实际

日期
修复人

备　　注

　　注：内容不同的缺点，另起一栏填记，以便统计件数。

·６７·



书书书

月
度
重
点
工
作
计
划
与
完
成
情
况
统
计
表

电
信
维
表
３
４

班
组 序 号

工
作
项
目

单 位
统
计

日
　
程
　
进
　
度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合
计

１
计
划

完
成

２
计
划

完
成

３
计
划

完
成

４
计
划

完
成

５
计
划

完
成

６
计
划

完
成

７
计
划

完
成

８
计
划

完
成

备
注

制
表
人
：

审
批
人
：

审
批
日
期
：
　
　
　
　
　
　

·７７·



信号联锁试验汇总表 电信维表４
单位： 　　年　　月　　日

站（场）

区间名称

联锁闭

塞类型

单
位

试验

总数

试验检查

试验

数量

合格 不合格

数量 ％ 数量 ％

备注

联锁工程师： 　　　联锁主任：

·８７·



信号设备建筑接近限界表 电信维表５１
工区： 　　 年　　月　　日

车站

或区间

设备

名称

公
里
标

距本线中

心线距离

（实测）

本线

高度

（ｍｍ）

距邻线中

心线距离

（实测）

邻线

高度

（ｍｍ）

线间距

曲线

半径

外轨

超高

曲线加宽

计算值

曲线

部分

调查人： 　　审核人：

　　填表说明：工区上报车间，车间汇总后报段，段汇总后报局，每年进行一次，日常发生变化及

时修订。

·９７·



书书书

信
号
设
备
最
小
建
筑
接
近
限
界
尺
寸
表

电
信
维
表
５
２

线
路
名
称
（
复
线
注
明
上
下
行
）
：
　
　
　
　
　
　
区
段
：
（
起
讫
站
名
）

年
　
　
月
　
　
日

最
小
线
间
距
　
左
侧
（
ｍ
ｍ
）

最
小
线
间
距
　
右
侧
（
ｍ
ｍ
）

小
于
标
准
直
线
建
筑
限
界
的
设
备
数
量

最
小
曲
线
半
径
（
ｍ
）

最
大
外
轨
超
高
（
ｍ
ｍ
）

距
轨
面

高
度

（
ｍ
ｍ
）

直
线
部
分

左
曲
线

右
曲
线

实
际
尺
寸

（
ｍ
ｍ
）

设
备
名
称
、

位
置

折
减
后
尺
寸

（
ｍ
ｍ
）

曲
线
半
径

（
ｍ
）

设
备
名
称
、

位
置

折
减
后
尺
寸

（
ｍ
ｍ
）

曲
线
半
径

（
ｍ
）

设
备
名
称
、

位
置

左
右

左
右

左
右

左
右

左
右

左
右

左
右

左
右

６５
５０

６２
００

５５
００

４９
００

４５
００

３０
００

１２
１０

１１
００

３５
０

２０
０

２５ 实
测

编
制
人
：

审
核
人
：

·０８·



书书书

信
号
设
备
台
账

电
信
维
表
６

序
号

线
别

车
间

工
区

站
名

设
备

名
称

设
备

位
置

设
备

型
号

设
备

编
号

生
产

厂
家

生
产

日
期

上
道

日
期

轮
修

周
期

更
换

记
录

备
注

·１８·



信号中修周期计划表 电信中表１
电务段 　年　　月　　日

站（区间）

名称

设备

类型

设备数量

（站、分

区、处）

中修周期安排

（　　 年至　　年）

年

换算道岔

年

换算道岔

年

换算道岔

年

换算道岔

年

换算道岔

合计

编制人： 　审核人： 　电务段段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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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信号中修工作计划表 电信中表２
电务段 　　年　　月　　日

顺
号

站名或

区间

中修

项目

单
位

数
量

年度

计划

工作月程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编制人： 　　审核人： 　　电务段段长：

·３８·



信号中修工作明细表 电信中表３
电务段 年　　月　　日

年度中修

计划

站 分区 道口 年度中修换

算道岔组

年度中修

计划费用

年度中

修工时

站名或

区　间

设备

类型
单位 数量

换算道

岔组

计划

费用

完成

工时

计划开工

日　期

计划竣工

日　期

合　　计

编制人： 　　审核人： 　　电务段段长：

·４８·



书书书

月
信
号
中
修
工
作
计
划
表
（
月
表
）

电
信
中
表
４

电
务
段
：

　
　
工
区
：

顺 号
站
区
间
名
称

中
修
工

作
项
目

单 位
数 量

工
时

信
号
设
备
中
修
日
程

合 计
月 计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编
制
人
：

　
　
车
间
负
责
人
：

·５８·



信号中修计划变更审批表 电信中表５
单位：

原计划站 换算道岔 中修日期

现计划站 换算道岔 中修日期

计划变更原因

电务段意见

年　　 月　　 日

局审批意见

年　　月　　 日

·６８·



电信中表６

信 号 中 修 预（清）算
（　　　年度）

编制单位：　　　　　　　　　　　
编 制 人：　　　　　　　　　　　
审 核 人：　　　　　　　　　　　
编制日期：　　　　　　　　　　　
路局批准：　　　　　　　　　　　
批准日期：　　　　　　　　　　　

·７８·



信号中修预算汇总表 电信中表６１
单位：

顺号 类别 单位
中修站（场）、区间、道口、驼峰名称

合计

１ 换算道岔 组

２ 任务进度 月

３ 工时 小时

４ 材料费 百元

５ 人工费 百元

６ 运杂费 百元

７ 差宿费 百元

８
工具

仪表费
百元

９ 费用合计 百元

审核部门 段长
技术科长

（主任）

财务科长

（主任）

材料科长

（主任）
车间主任

签字（章）

·８８·



信号中修单项预（清）算表 电信中表６２
中修站名：

顺号 工作项目 单位 数量
单价

（元）

金额

（元）

单位

工时

合计

工时
备　　注

·９８·



信号中修竣工验收报告表 电信中表７

单位名称 开工日期 验收日期

站名 交工日期 实际工日 （天）

实际道岔数 换算道岔数

验收小组报告：

路局验收意见

各
项
支
出
金
额

预算费用

实际费用

材料费

人工费

运杂费

差宿费

单
项
设
备
合
格
率
︵％
︶

道岔

轨道电路

信号机

控制台

电源屏

组合架

合计 综合合格率

单
项
设
备
良
好
率
︵％
︶

验收人员： 验收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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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信号设备质量鉴定细目表

（供参考，由铁路局制定）

色灯信号机鉴定细目表 电信鉴表１
站（区间）： 工区： 鉴定日期　　年　　月　　日

项
目

顺
号

鉴定项目
规定

扣分

设备编号
备注

设
备
质
量

１ 　设备侵入建筑限界 １０

２ 　信号机机件不符合标准 ５

３ 　信号机（包括继电器箱）安设位置不符合规定 ５

４ 　信号机基础培土、防水不良 ３

５ 　信号机机柱倾斜超限 ５

６ 　信号机机柱弯曲、裂纹超限 １０

７ 　信号机机柱孔漏水 ２

８ 　信号机构蛇管坏 ２

９ 　机柱内引入线腐蚀 ２

１０ 　透镜破损、裂纹 １０

１１ 　梯子安装不符合规定 ２

１２ 　电缆盒及其蛇管坏 ２

１３ 　继电器箱、变压器箱破损，腐蚀严重 ５

１４ 　箱门、箱盖关闭不严，防尘不良 ５

１５ 　机件破损、裂纹、不齐全 １０

１６ 　防雷设备不齐全，安装不符合标准 ５

运
用
质
量

１ 　信号显示距离达不到标准 １０

２ 　两个黄色灯光显示不一致 ５

３ 　灯光显示、配列不符合《铁路技术管理规程》规定 １０

４ 　机构装置或透镜有反光，可造成误认 １０

５ 　灯室间串光 １０

６ 　列车信号未装双灯丝自动转换装置 ５

７ 　灯丝转换报警装置作用不良 ５

８ 　点灯电压调整不符合规定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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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电信鉴表１

项
目

顺
号

鉴定项目
规定

扣分

设备编号
备注

工
作
质
量

１ 　加锁装置不完备或未加锁 ２

２ 　熔丝容量不符合规定 ５

３ 　机构及箱内不整洁 ２

４ 　箱内无配线图，器材无标牌 ２

５ 　测试记录不正确，记载不及时 ２

６ 　油饰不良，号码不明 ２

７ 　各紧固螺栓、螺丝松动 １

８ 　有超期使用的器材 ２

电动（液）道岔转辙设备（含融雪装置）鉴定细目表 电信鉴表２

站（区间）： 工区： 鉴定日期　　年　　月　　日

项
目

顺
号

鉴定项目
规定

扣分

设备编号
备注

设
备
质
量

１ 　道岔不方正 ２

２ 　角钢及配件不符合标准 ５

３ 　转辙机和外锁闭器（含密检器、各部导管）安装与标
准图不符

３

４ 　转辙机和外锁闭器（含密检器、各部导管）安装状态
不符合标准

２

５ 　各杆销子与销子孔旷动超限 ２

６ 　各杆裂纹、磨耗超限，腐蚀严重 １５

７ 　启动箱、盒及基础安装不符合标准 ２

８ 　蛇管坏 ２

９ 　引入线腐蚀 ２

１０ 　电动（液）转辙机启动箱、盒、融雪柜破损、裂纹 １５

１１ 　箱、盒盖关闭不严 ５

１２ 　动作杆传动、锁闭齿锁闭不符合规定 ５

１３ 　表示杆或检查柱相互动作关系不良 ５

１４ 　移位器安装不良，挤岔功能失灵 ５

１５ 　自动开闭器接点接触深度不符合规定 ５

１６ 　齿轮旷动超限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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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电信鉴表２

项
目

顺
号

鉴定项目
规定
扣分

设备编号
备注

设
备
质
量

１７ 　摩擦联结器安装不符合规定 ３

１８ 　减速器噪声过大 ５

１９ 　遮断器安装及作用不符合规定 ２

２０ 　机件破损、裂纹、不齐全 １０

２１ 　油管胶皮老化 １０

２２ 　融雪电加热元件、轨温传感器安装、固定状态不符合
规定

５

运
用
质
量

１ 　扳动试验，动作状态不良 １０

２ 　道岔有４ｍｍ间隙能开放信号 １０

３ 　道岔锁闭，尖轨有缝隙 １０

４ 　道岔连接杆调整状态不符合规定 ２

５ 　密贴调整杆螺栓松动，无防松措施 ５

６ 　摩擦电流不符合规定、油压不达标 ５

７ 　工作电压、电流不符合规定 １０

８ 　电机绝缘性能不良 １０

９ 　融雪装置通电试验状态不良 ５

工
作
质
量

１ 　加锁装置不完备或未加锁 ２

２ 　二极管电阻不符合规定 ５

３ 　熔丝容量不符合规定 ５

４ 　固定设备不牢靠，防震性能不良 ３

５ 　机内、箱内配线不整洁 ２

６ 　箱内无配线图，器材无标牌 ２

７ 　测试记录不正确，记载不及时 ２

８ 　清扫、注油不良 ２

９ 　油饰不良，号码不明 ２

１０ 　各紧固螺栓、螺丝松动 １ 每处

１１ 　各部开口销缺少、断裂或代用 １０

１２ 　有超期使用器材 ２

１３ 　转辙设备外部油路有渗漏、油管固定不良，有磨损 ５

１４ 　油箱内油位不符合标准 ２

１５ 　各部防护罩安装不牢固，无防掀措施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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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电路鉴定细目表 电信鉴表３
站（区间）： 工区： 鉴定日期　　年　　月　　日

项
目

顺
号

鉴定项目
规定

扣分

设备编号
备注

设
备
质
量

１ 　送、受电端轨道箱盒安装不符合规定 ５

２ 　送、受电端轨道箱盒安装状态不良 ５

３ 　送、受电端轨道箱盒裂纹、损伤 ５

４ 　送、受电端轨道箱盒关闭不严，防尘不良 ５

５ 　送、受电端使用非标电气器件 ５

６ 　钢包铜引接线、安装固定不符合规定 ５

７
　钢包铜引接线塞钉头固定螺帽松动、冷压铜端头
裂纹

５

８ 　塞钉头、冷压铜端头接触电阻超标 ５

９ 　补偿电容安装不符合规定 ５

１０
　钢丝绳缺少、脱落、断股超限、腐蚀严重、防混防护
不良

２

１１ 　过道钢丝绳防护不良 ３

１２ 　接续线缺少、脱落、断股 １ 每处

１３ 　钢轨绝缘安设位置不符合规定 １０

１４ 　钢轨绝缘破损、漏电 ５

１５ 　钢轨绝缘处两轨头不平，轨缝不符合规定 １ 每处

１６ 　道岔各杆件绝缘不良 ５

１７ 　两相邻轨道电路死区间超过规定 １０
经批准

可不计

运
用
质
量

１ 　极性交叉及绝缘破损防护不符合规定 ５

２ 　轨道电路调整不符合规定 １０

３ 　轨道电路工作状态不良 １０

４ 　限流电阻调整不标准 ３

５ 　轨道继电器电压或电流调整不符合规定 ５

６ 　轨道电路雨天调整状态不良 １０

７ 　轨道继电器残压不符合规定 ５

８ 　局部钢轨接续线得不到检查 １０
渡线

除外

９ 　机车信号入口端电流不符合规定 １０

１０ 　地线接地电阻不达标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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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电信鉴表３

项
目

顺
号

鉴定项目
规定

扣分

设备编号
备注

工
作
质
量

１ 　加锁装置不完备或未加锁 ２

２ 　熔丝容量不符合规定 ５

３ 　固定设备不牢靠，防震性能不良 ３

４ 　箱内配线不良 ２

５ 　箱内无配线图，器材无标牌 ２

６ 　测试记录不正确，记载不及时 ２

７ 　清扫、注油不良 ２

８ 　油饰不良，号码不明 ２

９ 　各紧固螺栓、螺丝松动 １ 每处

１０ 　有超期使用器材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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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室控制台、鼠标操纵台鉴定细目表 电信鉴表４
站（区间）： 工区： 鉴定日期　　年　　月　　日

项
目

顺
号

鉴定项目
规定

扣分

设备编号
备注

设
备
质
量

１ 　控制台（包括按钮盘）操纵台、安装状态不良 ２

２ 　控制台、操纵台内部配线不整洁 ２

３ 　控制台盘面不规整，显示器灰度超标 ５

４ 　电缆槽路不良 ２

５ 　控制台操纵台、关闭不严，防尘不良 ５

运
用
质
量

１ 　按钮和手柄动作及鼠标（数字化仪）作用不良 ５

２ 　按钮和手柄接点接断状态及键盘按键不良 ５

３ 　表示灯灭灯、光带颜色褪色到不符合规定 ２

４ 　显示器灰度超标，站场显示不清晰 ５

５ 　盘面标牌失落，号码不明 ５

６ 　音响设备不良 ５

７ 　控制台电源接地，信息传输线不良 １０

８ 　绝缘不良 ５

工
作
质
量

１ 　加锁装置不完备或未加锁 ２

２ 　应加封的设备未加封或加封不及时 ５

３ 　固定设备不牢靠，防震性能不良 ３

４ 　灯泡安装不良 ５

５ 　清扫不良 ２

６ 　油饰不良 ２

７ 　各紧固螺栓、螺丝松动 １ 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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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室电源屏鉴定细目表 电信鉴表５
站（区间）： 工区： 鉴定日期　　年　　月　　日

项
目

顺
号

鉴定项目
规定

扣分

设备编号
备注

设
备
质
量

１ 　电源屏安装状态不良 ２

２ 　电源屏容量与使用负荷不匹配 １０

３ 　电源屏引入线不良 ２

４ 　引线槽路不良 ２

运
用
质
量

１ 　电源屏外线引入自动倒换失灵或时间不符合标准 ５

２ 　交、直流电源无备用屏 ５

３ 　自动稳压装置功能不良 ５

４ 　转换设备失灵或失效 ５

５ 　屏内器件温升超限 ３

６ 　监视灯、表、音响失灵或失效 １ 每处

７ 　交、直流电源接地电流超限 １０

８ 　防雷器材（元件）不良，地线接地电阻不达标 ５

工
作
质
量

１ 　加锁装置不完备或未加锁 ２

２ 　熔丝容量不符合规定 ５

３ 　固定设备不牢靠 ３

４ 　无配线图，器材无标牌 ２

５ 　值班记录和测试记录不正确，记载不及时 ２

６ 　内外部清扫不良 ２

７ 　油饰脱落 ２

８ 　各紧固螺栓、螺丝松动 １ 每处

９ 　有超期使用器材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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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室组合架（柜）、设备机柜鉴定细目表 电信鉴表６
站（区间）： 工区： 鉴定日期　　年　　月　　日

项
目

顺
号

鉴定项目
规定

扣分

设备编号
备注

设
备
质
量

１ 　组合架、联锁机柜、分线盘、安装状态不良 ２

２ 　机柜配线、走线架和电缆沟防护不良 ３

３ 　侧面引入线不良 ３

４ 　板块、器材、继电器安装不牢 ５

５ 　继电器插座不符合规定 ３

６ 　计算机、继电电路附属配件安装不牢靠 ２

７ 　各机件破损、裂纹 １０

８ 　地线不良 ３

９ 　机柜温控监控失去作用，风扇不转 ３

１０ 　ＵＰＳ电源不良 ５

运
用
质
量

１ 　插接器材不良、焊点不良或脱焊 ３

２ 　熔丝、灯丝、轨道等监测设备失灵或失效 ３

３ 　联锁关系不符合规定 １０

４ 　电气器材电气特性不符合规定 ５

５ 　主、备机转换不良或不同步 １０

６ 　盘面表示灯不良 ２

７ 　防震设备不良或不齐全 ２

工
作
质
量

１ 　加锁装置不完备或未加锁 ２

２ 　应加封的设备未加封 ２

３ 　熔丝容量不符合规定 ３

４ 　机柜、组合架、分线盘配线不良 ２

５ 　固定设备不牢靠 ３

６ 　系统维护机工作不良 ５

７ 　测试记录不正确，记载不及时 ２

８ 　机柜，组合架、分线盘清扫不良 ２

９ 　油饰脱落，标牌，号码不明 ２

１０ 　无防鼠措施 ２

１１ 　各紧固螺栓、螺丝松动 １ 每处

１２ 　有超期使用器材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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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电缆线路鉴定细目表 电信鉴表７
站（区间）： 工区： 鉴定日期　　年　　月　　日

项
目

顺
号

鉴定项目
规定

扣分

设备编号
备注

设
备
质
量

１ 　电缆盒安装不符合标准 ５

２ 　电缆盒破损、裂纹 １０

３ 　电缆盒盖关闭不严，防尘不良 ５

４ 　电缆盒培土、防水不良 ３

５ 　电缆埋深不符合规定 ３

６ 　电缆无埋设标，埋设不符合规定 ２ 每个

７ 　电缆无备用芯线或备用芯线不够 ２

８ 　备用芯线使用不符合规定 １０

９ 　电缆头灌注不良 ３

运
用
质
量

１ 　电缆带电测试，全程对地绝缘不符合标准 １０

２ 　备用芯线不良 ５

工
作
质
量

１ 　电缆盒内部配线不良 ２

２ 　电缆盒内无配线图 ２

３ 　电缆去向无标记 ５

４ 　清扫不良 ２

５ 　电缆盒油饰不良 ２

６ 　各紧固螺栓，螺丝松动或缺少 １ 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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驼峰道岔电空转辙设备鉴定细目表 电信鉴表８
站（区间）： 工区： 鉴定日期　　年　　月　　日

项
目

顺
号

鉴定项目
规定

扣分

设备编号
备注

设
备
质
量

１ 　道岔不方正 ２
２ 　设备安装不符合标准 １０
３ 　各杆销子、销子孔旷动 ３
４ 　杆件裂纹、磨耗、腐蚀 １５
５ 　调整块磨耗 ５
６ 　电缆盒安装不良、破损裂纹 ５
７ 　蛇管破损，引入线腐蚀 ５
８ 　转辙机破损裂纹 １５
９ 　设备关闭不严，防水、防尘不良 ５
１０ 　风压表破损，指示不正确 １０
１１ 　机内部件漏风、漏油 １５
１２ 　调压器状态不良 １５
１３ 　油雾器工作不正常 ５
１４ 　动接点旷动 １０
１５ 　动、静接点配合不良 １０
１６ 　锁闭子有磨卡迹象 １０
１７ 　遮断器安装及作用不符合规定 ２
１８ 　机内部件破损裂纹 １０
１９ 　电气部件绝缘不良 １０

运
用
质
量

１ 　道岔动作时不符合规定 １５
２ 　工作风压不符合规定 １５
３ 　锁闭、解锁风压不符合规定 １５
４ 　电空阀工作电压不符合规定 ５
５ 　道岔锁闭，尖轨有缝隙 １５

工
作
质
量

１ 　加锁装置不完备或未加锁 ２
２ 　配线不整洁 ２
３ 　测试记录不正确，未按期测试 ２
４ 　清扫、注油不良 ２
５ 　油饰不良，名称不清，书写不规范 ２
６ 　各紧固螺栓、螺丝松动 １０ 每处

７ 　各部开口销缺少、断裂或代用 ２
８ 　有超期使用器材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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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重力式车辆减速器鉴定细目表 电信鉴表９
站（区间）： 工区： 鉴定日期　　年　　月　　日

项
目

顺
号

鉴定项目
规定

扣分

设备编号
备注

设
备
质
量

１ 　制动轨开口不符合规定 ２ 每处

２ 　两制动轨内侧轨顶距离不符合规定 １０

３ 　制动轨顶至基本轨顶距离不符合规定 １０

４ 　钢轨承座与基本轨底间隙不符合规定 ８

５ 　各曲拐、滚轮、磨耗板、轴、套、孔、销磨耗量超限 １ 每处

６ 　制动钳、承座、连杆裂纹、变形 ３

７ 　制动轨裂纹、轨高不符合要求 １０

８ 　各类绝缘不符合规定 １ 每处

９
　电液（空）阀电气特性不符合标准，动作不灵活、渗油

（或漏气）
５

１０
　工作油（风）缸、活塞杆行程不符合标准，有明显损

伤，动作卡阻，渗油（或漏气）
５

１１
　行程开关接点位置与减速器装置不一致，动作有卡

阻，不到位
５

运
用
质
量

１ 　全制动、全缓解时间超过标准 ５

２ 　采用自动、半自动控制时缓解时间超过标准 １

３ 　制动能高，对溜放车辆实测不合格，超过１０％ １０

工
作
质
量

１ 　减速器机体油饰不良，周围场地有杂物 ３

２ 　各机械转动部位有卡阻，动作不灵活 ３ 每处

３
　各开口销、轴、垫圈、弹簧、卡圈发现缺失，安装不

规则
１ 每处

４ 　各螺栓短缺松动 １ 每处

５ 　控制箱安装不良，箱内不洁，无防水、防尘措施，无锁 ２

６ 　电气配线不整齐，端子松动 ２

７ 　高压胶管老化，安装松动扭曲、渗油（或漏气） ３

８
　油风管路、接头、支架锈蚀、油饰不良，渗油（或漏

气），安装不良
５

９ 　风动快排阀动作不良、漏气 １

·１０１·



风（液）输送设备鉴定细目表 电信鉴表１０
站（区间）： 工区： 鉴定日期　　年　　月　　日

项
目

顺
号

鉴定项目
规定

扣分

设备编号
备注

设
备
质
量

１ 　管路严重腐蚀 ５

２ 　管路基础破损、倾斜 ２

３ 　管路不平顺 ２

４ 　阀门关闭不严 ３

５ 　横过道管路没有防护管 １０

６ 　地沟盖板破损严重 ３

７ 　储风（油）缸基础破裂 ５

８ 　储风（油）缸入孔胶垫老化 ５

９ 　储风（油）缸体有砂眼、裂纹 １０

１０ 　安全阀失灵 １０

１１ 　储风（油）缸内锈蚀严重 ５

１２ 　防寒设备不良 ３

运
用
质
量

１ 　管路向排水方向坡度不够 ５

２ 　过道管距钢轨底面距离过小 ３

３ 　管路接触地面 ２

４ 　各类阀门开关不灵活 ３

５ 　风（油）压力表固定不牢，有漏风（油） ５

６ 　法兰盘接头松动，密封不严 ５

７ 　自动排污设备失灵 ５

工
作
质
量

１ 　管路周围有杂草 ３

２ 　地沟内不清洁 ２

３ 　各螺栓、螺丝锈蚀严重 ５

４ 　各螺栓、螺丝紧固不良 ３

５ 　管路油饰不良 ５

６ 　储风（油）缸涂银粉不均匀 ３

７ 　安全阀、风（油）压表运用超期 ５

８ 　储风缸水压试验超期 １０

９ 　手动排污不及时 ３

１０ 　储风缸没加锁 ５

·２０１·



液压传动系统鉴定细目表 电信鉴表１１
站（区间）： 工区： 鉴定日期　　年　　月　　日

项
目

顺
号

鉴定项目
规定
扣分

设备编号
备注

设
备
质
量

１ 　油箱渗、漏油，滤油器失效 ３

２ 　蓄压器技术指标不符合国家标准，各连接管接头等
密封不良，漏气、漏油

１０

３ 　各部油位指示器不准确，需报警部分不能自动报警 ５

４ 　各类压力表不准，指针严重抖动 ５

５ 　自耦减压启动器的启动、工作电流及电动机绝缘不
符合规定

５

６ 　油泵出口压力、流量不满足要求，油泵渗漏油，有异
常噪声，轴承及泵壳的温升超过规定

５

７ 　机械油含水及杂质超过指标，黏度及化学稳定性不
符合指标要求

１０

８ 　空气压缩机工作有异常声响，空气压力流量及机件
温升不符合要求

８

９ 　溢流阀控制电磁铁、可控单向阀、直通单向阀、截止阀
动作不灵活，有阻滞，渗油成滴，电气特性不符合指标

８

１０ 　油管沟、盖板开裂、损坏，油管路、接头、支架锈蚀及
渗漏油

５

运
用
质
量

１ 　压力低于安全下限值或高于安全上限值，不符合技
术要求

１０

２ 　电动机主副机倒换、停止、启动、控制功能不正常 ５

３ 　在规定压力降范围内减速器动作次数达不到要求 ８

４ 　系统泄漏量超过指标 ８

工
作
质
量

１ 　油箱油位低于油箱１／２高度，油温超过６０℃，有过多
杂质

５

２ 　蓄压器油饰不良，基础管撑、管卡松动，铭牌编号及
阀门启闭位置标志不明

３

３ 　蓄压器补气油位调整不符合规定 ８

４ 　各类压力表安装不良，未实现定期计量校验 ８

５ 　电动机配线不整齐，端子松动防护管不良 ３

·３０１·



续电信鉴表１１

项
目

顺
号

鉴定项目
规定
扣分

设备编号
备注

工
作
质
量

６ 　油泵各部螺栓不紧固，防护管失效，外观不洁，油饰
不良，编号不明

３

７ 　机械油未定期滤油，检验记录不全 ３

８ 　空压机外观不洁，缺润滑油，冷却水管道不畅通，阀
门动作不灵活，开关位置不正确

５

９ 　各阀类外观不洁，安装不良，编号不清，截止阀关启
位置不正确，无标志

２

１０ 　机械溢流阀封印不完整 ８

１１ 　动力配电柜表头卡阻，开关、按钮、指示灯不良，熔丝
容量不符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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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压机鉴定细目表 电信鉴表１２
站（区间）： 工区： 鉴定日期　　年　　月　　日

项
目

顺
号

鉴定项目
规定

扣分

设备编号
备注

设
备
质
量

１ 　空压机机体有裂纹 １０
２ 　空压机基础裂纹 ５
３ 　过滤器、过滤元件堵塞 ５

４ 　油泵管路堵塞或破裂 ５
５ 　阀座变形、阀片扭曲 ５
６ 　排气压力不稳定 ５

７ 　活塞环泄漏 ５
８ 　密封填料箱泄漏 ５

９ 　空气滤清气堵塞 ５
１０ 　吸排气阀行程达不到标准 ５
１１ 　冷却芯子漏水 ５

１２ 　安全阀失灵 １０
１３ 　气量调节机构失灵 １０
１４ 　活塞润滑道有划伤痕迹 ５

１５ 　空压机外壳脱漆 ５

运
用
质
量

１ 　运动部分有异常音响 ５

２ 　主要摩擦部位的温度超标 ５

３ 　一、二级缸风压不符合标准 ５

４ 　油表压力不符合标准 ５

５ 　冷却水温不符合标准 ３

６ 　输出压缩空气温度不符合标准 ２

７ 　润滑油温度超标 ５

工
作
质
量

１ 　空压机安装不牢固 １０

２ 　各紧固螺栓、螺丝松动 ５

３ 　安全阀、压力表超期使用 １０

４ 　机身的润滑油不够或使用牌号不对 ５

５ 　注油器油位低于刻度或使用油的牌号不对 ５

６ 　空压机、后冷却器不能及时排污 ３

７ 　值班记录不正确，记载不及时 ２

·５０１·



空压电机鉴定细目表 电信鉴表１３
站（区间）： 工区： 鉴定日期　　年　　月　　日

项
目

顺
号

鉴定项目
规定

扣分

设备编号
备注

设
备
质
量

１ 　电机轴与空压机轴不平行 １０

２ 　电机与空压机调整距离不够 ５

３ 　电机底座不平 ５

４ 　电机外壳有裂纹 １０

５ 　电机地线不良 ５

６ 　电机绝缘不良 ５

７ 　电机炭刷质量不好 ５

８ 　电机轴旷动 １０

９ 　电机油漆不良 ５

运
用
质
量

１ 　炭刷与滑环间有火花 ５

２ 　电机运转有异音 ５

３ 　炭刷压力不均匀 ５

４ 　轴承过热 ５

５ 　工作电流超标 ５

６ 　三相电流不平衡 ５

工
作
质
量

１ 　电机配线不良 ３

２ 　各紧固螺丝松动 ３

３ 　清扫注油不良 ５

４ 　端子缺备帽垫圈 ２

５ 　轴润滑油漏油 ２

·６０１·



循环冷却水设备鉴定细目表 电信鉴表１４
站（区间）： 工区： 鉴定日期　　年　　月　　日

项
目

顺
号

鉴定项目
规定

扣分

设备编号
备注

设
备
质
量

１ 　电机与水泵不一条线 １０

２ 　电机绝缘不良 ５

３ 　电机地线不良 ５

４ 　电机轴旷量大 ５

５ 　水泵轴承与主轴配合不紧密 ５

６ 　水泵挡水圈不严，漏水 ３

７ 　水泵密封环不严使油外溢 ２

８ 　截止阀关闭不严 ５

９ 　管路腐蚀严重 ５

１０ 　法兰盘密封不严，漏水 ３

１１ 　凉水塔锈蚀严重 ３

１２ 　凉水池裂缝，漏水 ５

１３ 　阀门开关不灵活 ２

运
用
质
量

１ 　电机运行有异音 ５

２ 　电机配线不整洁 ３

３ 　电机运转过热 ５

４ 　水泵工作有异音 ５

５ 　上水表压力过低 ２

工
作
质
量

１ 　各部螺栓、螺丝松动 ３

２ 　电机清扫、注油不良 ３

３ 　水泵清扫、注油不良 ３

４ 　凉水池内有杂物 ２

５ 　熔丝容量不符合规定 ５

６ 　软化水设备失灵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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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测长鉴定细目表 电信鉴表１５
站（区间）： 工区： 鉴定日期　　年　　月　　日

项
目

顺
号

鉴定项目
规定

扣分

设备编号
备注

设
备
质
量

１ 　机柜面板及盖板关闭不良，油漆脱落，柜体锈蚀变形 ３

２ 　机柜配线老化，绝缘不良，线把绑扎零乱 ５

３ 　印刷电路板铜箔脱落，焊点不良，脏污漏电，元器件
虚焊

５

４ 　零层端子排断裂、损坏、老化、绝缘不良 ８

５ 　各类插孔、插头、插座及印刷板接插件接触不良或
失效

５

６ 　各类按钮开关、波段开关、扳动开关、电位器动作不
良或失效

５

７ 　各类电压、电流表卡阻，数显表、指示灯显示不良 ５

８ 　ＪＲ继电器、小型继电器接点簧片、线圈绝缘不良，动
作不正常

５

９ 　机柜接地不符合规定，防雷元件失效 ５
１０ 　机柜电源散热片温升异常，纹波电压不符合规定 ５

１１
　各电路板发送、接收、交直流变换信号的幅度、失真
度、频率线性度、通频带、工频抑制比、放大量等指标不

符合规定

８

１２ 　音频轨道电路漏泄电阻小于１Ω／ｋｍ ５ 工区

整修

运
用
质
量

１ 　测长误差大于规定标准，输出长度值不稳定 １０
２ 　相加板逻辑运算功能不符合规定 ８
３ 　主振板、机柜电源故障后自动切换功能失效 ５
４ 　空闲鉴别电路变压器、电阻器不良或失效 ８

工
作
质
量

１ 　机柜各电路插件、电源安放混乱，编号不清 ３
２ 　备用插件、电源未通电老化 ３
３ 　各插件、电源的电特性指标调整不良，不符合规定 ５
４ 　熔丝容量不符，无编号标志 ５
５ 　轮修器材超周期 ２
６ 　机柜及插件脏污、多灰，清扫不良 ２
７ 　机柜各部紧固螺丝、垫片缺少、松动、锈蚀 １ 每处

８ 　测长区段长度标志、书写不清或缺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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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速雷达天线鉴定细目表 电信鉴表１６
站（区间）： 工区： 鉴定日期　　年　　月　　日

项
目

顺
号

鉴定项目
规定

扣分

设备编号
备注

设
备
质
量

１
　天线箱顶部尺寸不符合规定，天线箱前有妨碍雷达
工作的障碍物

１０
工务

配合

２ 　天线箱不饱和聚酯玻璃钢面板损坏，老化变形 ３

３ 　天线箱双层箱盖脱焊、石棉板损坏或隔热不良 ３

４
　天线箱体破损、裂纹、锈蚀严重，箱盖连接件及搭
扣坏

５

５ 　天线箱密封胶垫缺少、脱落、防尘不良 ３

６ 　天线箱高度调节丝扣损坏 ３

７ 　天线水泥基础开裂，渗漏水 ５

８ 　减振器防震性能不良 ５

９
　天线插座、插头接触片氧化脏污、簧片无弹性，接触
不良

５

１０ 　测试板塞孔、扳键接触不良，绝缘下降 ５

１１
　天线喇叭及波导元件氧化受蚀，环形器磁钢和铁氧
体脱落，发射功率小

５

１２
　体效应振荡器起振慢，晶流表减量调节不良，驻波
比大

５

１３ 　混频管特性不对称，放大器杂音大 ５

１４
　室外电源表头、指示灯、开关、测试孔损坏，电气特性
不良

５

１５ 　连接配线及屏蔽电缆老化，绝缘不良 ５

１６
　永磁车轮传感器磁钢磁性下降，线圈绝缘不良，安装
卡具锈蚀

５

运
用
质
量

１ 　天线作用距离小于５０ｍ １０

２ 　对单钩溜放车测速晃动值大于２ｋｍ／ｈ，测速误差大 ８

３ 　永磁车轮传感器计轴不准或丢失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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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电信鉴表１６

项
目

顺
号

鉴定项目
规定

扣分

设备编号
备注

工
作
质
量

１ 　天线减振器安装不牢固，引出线把与箱体内壁接触 ８
工务

配合

２ 　各部紧固螺丝或接插件松动，放大板挂钩弹簧脱落 ３

３
　天线基座无安装方向刻度，波束中心偏离轨道中心，
天线安装高度不良

５

４ 　天线密封箱、上套箱与石砟、枕木相接触 ５
工务

配合

５
　天线发射功率、频率、晶流、电源电压调整不良，超出
标准

８

６
　测速天线前方有杂草及障碍物，积雪超过发射窗口
１／３

５

７ 　天线箱、电源箱内潮湿、多灰，玻璃钢发射窗脏污 ３

８
　轮修器材超周期、无标牌、少配线图，熔丝容量不符，
无标志

３

９
　永磁传感器安装尺寸不符标准，引接线、防护管固定
不良

５

·０１１·



机车信号设备鉴定细目表 电信鉴表１７
车间： 工区： 鉴定日期　　年　　月　　日

项
目

顺
号

鉴定项目
规定

扣分

设备编号
备注

设
备
质
量

１ 　机车信号设备安装不符合标准 ５

２ 　机车信号设备安装状态不良 ５

３ 　机车信号设备绝缘性能不符合规定 １０

４ 　车上感应线圈安装不符合规定 ５

５ 　机车信号设备在允许电压波动范围内动作不良 １０

６ 　主机、信号机防尘不良 ５

７ 　方向开关、接线盒、信号机不良 ５ 每个

运
用
质
量

１ 　机车信号显示不符合规定 １０

２ 　机车信号接收灵敏度不标准 ５

３ 　机车信号报警音响装置不良 ５

４ 　机车信号设备与监控仪结合作用不良 １０

５ 　电缆绝缘不良 ５

６ 　方向开关作用不良 ２

７ 　信号机显示亮度不够 ２

工
作
质
量

１ 　加锁装置不完备或未加锁 ２

２ 　熔丝容量不符合规定 ５

３ 　固定设备不牢靠，防震性能不良 ３

４ 　箱内配线不整洁 ２

５ 　测试记录不正确，记载不明 ２

６ 　清扫、注油不良 ２

７ 　油饰不良，号码不明 ２

８ 　各紧固螺栓、螺丝松动 １ 每处

９ 　有超期使用器材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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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ＹＫ设备鉴定细目表 电信鉴表１８
机车： 工区： 鉴定日期　　年　　月　　日

项
目

顺
号

鉴定项目
规定

扣分

设备编号
备注

设
备
质
量

１ 　ＧＹＫ设备安装不符合标准 ５

２ 　ＧＹＫ设备安装状态不良 ５

３ 　ＧＹＫ设备绝缘性能不符合标准 １０

４ 　感应器线圈安装距轨面高度不符合规定 ５

５
　ＧＹＫ主机、显示器、接线盒、压力传感器、速度传感器

不良
５

６ 　参数设置或执行参数不符合规定 ５

７ 　ＧＹＫ设备防水、防尘不良 ５

运
用
质
量

１ 　控制软件或基本数据版本不符合规定 １０

２ 　功能试验不符合要求 １０

３ 　显示器（ＤＭＩ）显示、语音提示、按键作用不良 ５

４ 　主机各板件、指示灯不良 ５

５ 　各辅助设备作用不良 ３

６ 　各类插座插头不良 ３ 每处

７ 　电缆绝缘不良 ３

工
作
质
量

１ 　软件版本标识、设备标识、线缆标识不清 ５

２ 　固定设备不牢靠，防震性能不良 ３

３ 　配线不规范、不整洁、不良 ３

４ 　设备清扫不良 ３

５ 　各紧固螺栓、螺丝松动 １ 每处

６ 　有超期使用器材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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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口信号设备鉴定细目表 电信鉴表１９
地点： 工区： 鉴定日期　　年　　月　　日

项
目

顺
号

鉴定项目
规定

扣分

设备编号
备注

设
备
质
量

１ 　轨道电路按电信鉴表３计算平均分

２ 　道口信号机按电信鉴表１计算平均分

３ 　道口房电缆引入防护不良 ２

４ 　道口柜装设位置不当，固定不牢 ５

５ 　道口柜（盘）关闭不严，防尘不良 ５

６ 　电源不符合标准 １０

７ 　室外音响安装不当，引线防护、固定不良 ５

８ 　继电器架按电信鉴表６计算平均分

运
用
质
量

１ 　盘面按钮动作不良 ５

２ 　表示灯褪色，不能点亮 ５

３ 　盘面铭牌缺失，字迹不清 ２

４ 　道口柜内配线接壳 １０

５ 　自动通知时间不符合规定 １０

６ 　报警解除时机不符合规定 １０

７ 　闪光器电气特性不符合标准 ３

８ 　音响器电气特性不符合标准 ３

工
作
质
量

１ 　加封加锁装置不完备或未加锁 ２

２ 　熔丝容量不符合规定 ５

３ 　检修记录不正确、不及时 ２

４ 　清扫不良，箱、盒、柜内不整洁 ２

５ 　油饰不良，名称不明，书写不规范 ２

６ 　各紧固螺栓、螺丝松动 １ 每处

７ 　有超期使用器材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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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机柜）鉴定细目表 电信鉴表２０
站（区间）： 工区： 鉴定日期　　年　　月　　日

项
目

顺
号

鉴定项目
规定

扣分

设备名称
备注

设
备
质
量

１ 　安装状态不良 ２

２ 　各种连接线、电源插座连接不良 ２
包括

网线

３ 　路由器、交换机、防火墙状态不良 ５

４ 　显示器特性不达标 ２

５ 　服务器、路由器、交换机、防火墙工作不良 １０

６ 　各类插孔、插头不良 ２

７ 　其他网络设备工作不良 ５

８ 　机柜温控监控失去作用，风扇不转 ２

运
用
质
量

１ 　主、备服务器转换不良或不同步 １０

２ 　表示盘显示不良 ５

３ 　键盘、鼠标状态不良 １

４ 　应用软件失效 １０

５ 　单项功能失效 ５

６ 　时钟不同步 ２

７ 　软件检测结果有病毒 ２

８ 　ＵＰＳ输出电特性不符合标准 ５

９ 　ＵＰＳ蓄电池充放电不符合标准 ５

１０ 　各类指示灯不良 １

１１ 　按钮、开关使用不良 ２

１２ 　信息传输通道传输速率不达标 ３

工
作
质
量

１ 　各接线端子松动 ２

２ 　计算机软驱、光驱、ＵＳＢ口加封加锁措施不良 ２

３ 　无网络拓扑图 ２

４ 　内、外部清扫不良，计算机防尘不良 １

５ 　地线不良 ５

６ 　机壳外部有损伤 １

７ 　未按规定进行数据整理 ２

８ 　螺丝缺损或松动 １ 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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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终端（分机）机鉴定细目表 电信鉴表２１
站（区间）： 工区： 鉴定日期　　年　　月　　日

项
目

顺
号

鉴定项目
规定

扣分

设备名称
备注

设
备
质
量

１ 　安装状态不良 ２

２ 　各种连接线不良 ２

３ 　电源插座连接状态不良 ５

４ 　显示器特性不达标，打印机工作状态不良 ２

５ 　终端机、分机工作不良 １０

６ 　各类插孔、插头不良 ２

７ 　网络设备工作不良 ５

８ 　电源性能不良 ２

运
用
质
量

１ 　双机切换不良，双机不同步，时钟不同步 ２

２ 　模拟量、开关量不正确 ２

３ 　键盘、鼠标状态不良 １

４ 　应用软件失效，单项功能失效 １０

５ 　按钮、开关使用不良，盘面、板各种指示灯失效 ５

６ 　器件温升超限，机柜温度检测设备失效 ２

７ 　软件检测结果有病毒 ２

８ 　转换器、集线器、路由器特性不良 １

９ 　信息传输通道传输速率不达标 ２

１０ 　防雷元件失效，地线接地电阻不达标 ３

工
作
质
量

１ 　各接线端子松动 ２

２ 　计算机软驱、光驱、ＵＳＢ口加封加锁措施不良 ２

３ 　无网络拓扑图，无配线图，器材无标牌 ２

４ 　内、外部清扫不良 １

５ 　计算机防尘不良 １

６ 　机壳外部有损伤 １

７ 　未按规定进行数据整理 ２

８ 　螺丝缺损或松动 １ 每处

９ 　巡视检查，使用分析记录不正确，记载不及时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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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站机鉴定细目表 电信鉴表２２
站（区间）： 工区： 鉴定日期　　年　　月　　日

项
目

顺
号

鉴定项目
规定

扣分

设备名称
备注

设
备
质
量

１ 　安装状态不良 ２

２ 　电源插座连接状态不良 ５

３ 　显示器特性不达标 ２

４ 　工控机工作不良，打印机不良 ５

５ 　各类插孔、插头不良 ２

运
用
质
量

１ 　开关量信息错误，模拟量显示错误 １

２ 　模拟量精度不达标 ２

３ 　模拟量上下限设置错误 ２

４ 　键盘、鼠标状态不良 １

５ 　应用软件失效 １０

６ 　单项功能失效，驱动失去作用 ５

７ 　双机切换不良，时钟不同步 ５

８ 　软件检测结果有病毒 ２

９ 　按钮、开关使用不良 ２

１０ 　各种指示灯失效 １

１１ 　信息传输通道传输速率不达标 ３

工
作
质
量

１ 　各接线端子松动 ２

２ 　机箱门不密闭，加锁装置失效 ２

３ 　无网络拓扑图 ２

４ 　内、外部清扫不良 １

５ 　计算机防尘不良 １

６ 　计算机软驱、光驱、ＵＳＢ口加封加锁措施不良 ２

７ 　机壳外部有损伤 １

８ 　未按规定进行数据整理 ２

９ 　螺丝缺损或松动 １ 每处

１０ 　使用分析记录不正确，记载不及时 ２ 每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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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控制）机鉴定细目表 电信鉴表２３
站（区间）： 工区： 鉴定日期　　年　　月　　日

项
目

顺
号

鉴定项目
规定

扣分

设备名称
备注

设
备
质
量

１ 　安装状态不良 ２

２ 　采集、控制线不良，各种连线不良 ２

３ 　采集、控制线不符合标准，网线不良 ２

４ 　机柜温控监控失去作用，风扇不转 ５

运
用
质
量

１ 　各类插座、插头不良 １

２ 　各种指示灯失效 ２

３ 　器件温升超限 １

４ 　采样模块或隔离单元损坏 ５

５ 　采集板、控制板、电源板工作不良 ５

６ 　ＣＰＵ板工作不良 ２

７ 　其余板件工作不良 ３

８ 　采集（控制）电路错 ５

９ 　插板、插座插接状态不良 １

１０ 　主、备转换不良 ５

１１ 　熔断器容量不符合规定 ３

１２ 　地线接地电阻不达标 ３

１３ 　绝缘不良 ２

工
作
质
量

１ 　按钮、开关使用不良 ２

２ 　各接线端子松动 １

３ 　采样线脱焊 ２

４ 　门不密闭，加锁装置失效 ２

５ 　无配线图 １

６ 　器材无标牌 １

７ 　内、外部清扫不良 １

８ 　紧固螺栓、螺丝缺损或松动 １ 每处

９ 　油饰脱落 ２

１０ 　有超期使用器材 ２

１１ 　各配线不整洁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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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设备鉴定细目表 电信鉴表２４
站（区间）： 工区： 鉴定日期　　年　　月　　日

项
目

顺
号

鉴定项目
规定

扣分

设备名称
备注

设
备
质
量

１ 　安装状态不良 ２

２ 　容量与使用负荷不匹配 ５

３ 　引入线不良 ２

４ 　引线槽路不良 ２

运
用
质
量

１ 　外线引入自动倒换失灵或时间不符合标准 ５

２ 　稳压装置功能不良 ５

３ 　转换设备失灵或失效 ５

４ 　器件温升超限 ３

５ 　监视灯、表失灵或失效 １

６ 　ＵＰＳ输出电特性不符合标准 ５

７ 　ＵＰＳ蓄电池充放电不符合标准 ５

８ 　断路器特性不良 ５

９ 　转换开关失效 ５

１０ 　防雷元件失效 ２

１１ 　地线接地电阻不达标 ３

工
作
质
量

１ 　断路器容量不符合规定 ２

２ 　各接线端子松动 １

３ 　门不密闭，加锁装置失效 ２

４ 　无配线图，器材无标牌 ２

５ 　内、外部清扫不良 １

６ 　螺栓、螺丝缺损或松动 １ 每处

７ 　油饰脱落 ２

８ 　有超期使用器材 ２

９ 　测试记录不正确，记载不及时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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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附
件
３

信
号
中
修
项
目
及
要
求

（
供
参
考
，
铁
路
局
制
定
）

集
中
联
锁
设
备
中
修
内
容
及
标
准

中
表
１

中
修

设
备

中
修

项
目

中
修
内
容

质
量
要
求

工
艺
要
求

备
注

通
用

电
缆

径
路

整
治

　
１．
干
线
电
缆
检

查
；

　
２．
更
换
局
部
不
良

电
缆

　
１．
电
缆
埋
设
深
度
不
少
于
０．
８
～
１．
２
ｍ
，
过
道
或
过
桥
时
应
用
槽
管

防
护
并
涂
黑
白
相
间
斑
马
纹
，
弯
曲
半
径
不
得
小
于
电
缆
外
径
的
１５

倍
，
电
缆
两
端
要
有
２
ｍ
余
量
，
室
内
应
有
５
ｍ
余
量
；

　
２．
干
线
电
缆
备
用
芯
线
全
程
贯
通
１
～
２
对
，
并
在
配
线
图
表
中
标
明

方
向
，
图
实
相
符
；

　
３．
控
制
台
与
机
械
室
之
间
要
采
用
电
缆
连
接
，
在
地
沟
封
沟
之
前
应

适
当
放
置
备
用
电
缆
及
电
源
线

　
１．
电
缆
引
入
孔
灌
胶
封
堵
；

　
２．
将
芯
线
剥
切
出
绕
瓷
端
子
一
周

的
长
度

　
３．
室
内
电
缆
沟
整

治
处
理

　
１．
室
内
电
缆
沟
必
须
全
部
封
闭
，
符
合
防
火
、
防
水
、
防
鼠
的
要
求
，
地

沟
表
面
铺
瓷
砖
，
并
做
到
与
地
面
平
齐
吻
合
；

　
２．
室
外
电
缆
引
入
孔
必
须
密
封
，
房
间
和
竖
井
电
缆
必
须
采
用
防
火

封
堵
并
涂
防
火
涂
料
，
木
制
竖
井
内
壁
及
电
缆
全

!

，
电
缆
出
入
口
端
不

得
少
于
５０
０
ｍ
ｍ
；

　
３．
控
制
台
、
电
源
屏
与
电
缆
沟
连
接
处
进
行
封
堵
，
灌
蜡
密
封
，
防
尘
、

防
鼠
、
防
火
良
好

　
１．
防
火
包
堆
码
整
齐
；

　
２．
防
火
泥
平
整
、
无
缝
隙
；

　
３．
灌
蜡
平
整
、
无
明
显
气
泡
；

　
４．
防
火
涂
料
涂
刷
均
匀

　
４．
室
外
电
缆
沟
整

治
处
理

　
１．
干
线
电
缆
标
埋
设
：
区
间
百
米
标
、
站
内
５０
米
标
、
分
向
标
、
接
续

标
、
地
线
标
等
齐
全
，
无
破
损
，
顶
部
标
明
电
缆
走
向
，
面
向
线
路
标
明

“
信
号
”
字
样
及
“
埋
深
”
。
接
续
标
在
方
向
箭
头
中
心
打
“
ｏ”
标
记
，
地

线
标
打
地
线
标
记
符
号
；

　
２．
电
缆
上
、
下
敷
设
１０
０
ｍ
ｍ
软
土
，
槽
内
清
理
；

　
３．
不
得
与
电
力
电
缆
同
沟
；

　
４．
区
间
电
缆
径
路
培
土
并
夯
实

　
１．
盖
板
平
整
齐
全
；

　
２．
各
种
标
桩
无
破
损
，
粉
饰
均
匀
，

标
实
清
晰
；

　
３．
过
桥
、
过
涵
电
缆
防
护
管
固
定

良
好
，
无
缺
损
，
入
地
处
电
缆
不
得
外

露
；

　
４．
径
路
培
土
高
度
不
得
小
于
３０
０ｍ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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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续
中
表
１

中
修

设
备

中
修

项
目

中
修
内
容

质
量
要
求

工
艺
要
求

备
注

通
用

整
治

不
符

合
技

术
标

准
的

配
线

　
１．
检
查
各
部
配

线
；

　
２．
对
不
符
合
技
术

标
准
的
配
线
进
行
整

理
或
更
换

　
１．
引
入
线
及
配
线
不
破
皮
、
不
老
化
，
绑
扎
良
好
，
留
有
余
量
；

　
２．
采
用
无
腐
蚀
焊
接
剂
，
防
止
焊
点
氧
化
，
线
头
无
伤
痕
、
无
腐
蚀
、
无

假
焊
；

　
３．
多
股
线
与
端
子
连
接
时
线
头
采
用
爪
型
线
环
或
扎
成
环
状
，
并
有

垫
片
隔
开
，
线
头
根
部
套
塑
料
管
；

　
４．
一
个
端
子
柱
上
，
允
许
最
多
上
三
个
线
头
，
并
用
垫
片
隔
开
，
端
子

柱
上
应
用
两
个
螺
帽
紧
固
；
弹
簧
接
线
端
子
应
一
孔
一
线
；

　
５．
引
入
、
出
口
处
要
堵
塞
良
好
，
保
持
清
洁
；

　
６．
各
种
配
线
符
合
线
径
要
求

　
１．
引
入
线
在
引
入
口
处
，
应
进
行

防
护
，
用
绑
线
绑
扎
，
线
条
不
得
交

叉
，
配
线
美
观
，
线
把
顺
直
、
走
向
合

理
；

　
２．
配
线
套
管
松
紧
适
宜
；

　
３．
线
环
制
作
大
小
适
当
，
绕
制
紧

密
并
有
防
脱
措
施

变
压

器
箱
、

盒
整

治

　
１．
整
修
更
换
破

损
、
裂
纹
、
锈
蚀
箱
、

盒
及
基
础
；

　
２．
箱
、
盒
内
配
线

整
治
；

　
３．
箱
、
盒
整
正
；

　
４．
采
用
分
体
式
带

通
气
孔
的
箱
、
盒
；

　
５．
防
尘
、防
潮
整
治
；

　
６．
配
线
采
用
预
配

方
式
；

　
７．
箱
盒
油
饰

　
１．
破
损
、
裂
纹
、
锈
蚀
箱
、
盒
及
基
础
进
行
更
换
整
修
，
保
持
完
好
，
无

破
损
；
同
一
地
点
、
同
一
类
型
的
箱
、
盒
在
同
一
水
平
面
上
；

　
２．
箱
、
盒
一
、
二
次
防
尘
措
施
齐
全
，
防
尘
、
防
潮
良
好
；

　
３．
箱
、
盒
内
各
端
子
螺
帽
齐
全
，
紧
固
，
无
锈
蚀
；
防
松
帽
齐
全
，１
号
端

子
有
明
显
标
记
；
器
材
无
破
损
，
固
定
安
装
牢
固
，
器
材
高
度
统
一
，
端
子

有
号
码
标
识
；

　
４．
配
线
整
齐
、
长
度
适
当
，
绑
扎
良
好
，
备
用
电
缆
芯
线
易
于
区
分
；

　
５．
箱
、
盒
内
壁
加
隔
板
，
底
部
加
底
板

　
１．
箱
、
盒
油
饰
无
脱
皮
、
返
锈
、
鼓

泡
现
象
，
外
观
平
整
光
洁
；

　
２．
进
站
信
号
机
变
压
器
箱
内
配
线

按
灯
光
颜
色
区
分
；

　
３．
电
缆
入
口
处
灌
胶
，
胶
面
高
度

一
致
，
标
准
为
６０
～
７０
ｍ
ｍ
；

　
４．
箱
、
盒
的
安
装
符
合
信
号
施
工

标
准
要
求

更
换

器
材

器
件

　
１．
更
换
各
种
到
期

的
轮
修
器
材
；

　
２．
更
换
淘
汰
设
备

　
１．
按
器
材
轮
修
周
期
，
更
换
各
种
到
期
的
器
材
；

　
２．
更
换
淘
汰
设
备
，
积
极
采
用
总
公
司
、
铁
路
局
审
查
推
广
的
“
三
新

一
化
”
设
备

　
器
材
、
器
件
不
超
周
期
使
用
，
符
合

器
材
、
器
件
电
气
、
机
械
性
能
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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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续
中
表
１

中
修

设
备

中
修

项
目

中
修
内
容

质
量
要
求

工
艺
要
求

备
注

通
用

熔
断

器
整
治
、

安
装

断
路
器

　
１．
熔
丝
整
治
；

　
２．
加
装
断
路
器
及

报
警
设
备

　
１．
熔
丝
管
粘
贴
（
涂
刷
）
白
色
背
景
，
标
明
容
量
、
名
称
、
出
所
日
期
；

　
２．
电
源
屏
断
路
器
改
为
液
压
断
路
器
；

　
３．
交
流
电
源
入
口
装
设
带
防
雷
单
元
的
液
压
断
路
器
；

　
４．
组
合
架
、
控
制
台
、
分
线
盘
、
人
工
解
锁
盘
的
熔
断
器
更
换
为
液
压

断
路
器
，
或
安
装
多
功
能
熔
丝
转
换
报
警
装
置
；

　
５．
室
外
变
压
器
箱
熔
断
器
更
换
为
断
路
器

　
１．
熔
断
器
、
断
路
器
安
装
牢
固
接

触
良
好
；

　
２．
核
对
容
量
，
符
合
设
计
规
定

地
线

装
置

整
治

　
１．
整
治
接
地
装

置
；

　
２．
更
换
不
良
防
雷

单
元
；

　
３．
不
良
地
线
整
治

　
１．
采
用
高
效
降
阻
剂
整
治
各
种
接
地
装
置
，
接
地
电
阻
符
合
《
普
速
铁

路
信
号
维
护
规
则
　
技
术
标
准
》
并
标
明
用
途
；

　
２．
根
据
雷
电
及
牵
引
电
流
分
布
情
况
和
电
子
设
备
特
点
，
积
极
采
用

系
统
防
雷
方
案
；

　
３．
积
极
采
用
先
进
的
防
雷
元
器
件
；

　
４．
定
期
检
测
，
更
换
不
良
元
器
件

　
１．
防
雷
元
件
安
装
应
牢
固
可
靠
，

便
于
检
测
；

　
２．
防
雷
元
器
件
，
符
合
设
计
要
求
；

　
３．
地
线
电
阻
符
合
《
普
速
铁
路
信

号
维
护
规
则
　
技
术
标
准
》
要
求
；

　
４．
机
械
室
必
须
埋
设
地
线
标
桩
；

　
５．
电
化
区
段
的
屏
蔽
地
线
不
得
与

箱
体
接
触

室
内

外
图
纸
、

图
表

核
对

整
理

　
１．
核
对
和
修
订
室

内
、
外
图
纸
和
图
板
；

　
２．
核
实
并
加
装
室

外
箱
、
盒
配
线
图
表

　
１．
室
、
内
外
图
纸
和
配
线
图
表
准
确
、
齐
全
，
图
实
相
符
；

　
２．
各
种
箱
、
盒
和
转
辙
机
配
线
及
原
理
图
必
须
准
确

　
１．
室
外
箱
、盒
配
线
图
表
齐
全
，
并
统

一
用
计
算
机
打
印
、过
塑
，图
实
相
符
；

　
２．
及
时
修
订
，
更
新
图
纸
、
图
表
；

　
３．
联
锁
图
纸
分
册
装
订
，整
齐
、美
观

油
饰

编
号

　
１．
室
内
、
外
信
号

设
备
油
饰
、
粉
饰
整

治
；

　
２．
书
写
、
补
充
设

备
编
号
和
符
号

　
１．
信
号
设
备
除
摩
擦
面
、
滑
动
面
、
丝
扣
部
分
、
表
面
镀
层
部
分
、
手
握

部
分
外
进
行
油
饰
，
信
号
机
机
柱
从
基
础
面
到
１．
２
ｍ
高
处
涂
白
色
涂

料
，
并
涂
红
圈
；

　
２．
设
备
代
号
、
限
界
字
号
、
大
小
按
《
普
速
铁
路
信
号
维
护
规
则
　
技

术
标
准
》
标
准
进
行
书
写
；

　
３．
积
极
采
用
新
型
的
喷
涂
技
术

　
１．
设
备
油
饰
均
匀
，完
整
良
好
，
无
剥

落
现
象
，同
类
设
备
油
饰
颜
色
一
致
，油

漆
颜
色
符
合
《
普
速
铁
路
信
号
维
护
规

则
　
技
术
标
准
》
要
求
；

　
２．
室
外
设
备
按
《
普
速
铁
路
信
号
维

护
规
则
　
技
术
标
准
》
要
求
书
写
；

　
３．
机
柱
、
基
础
粉
饰
必
须
采
用
新

型
防
水
涂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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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续
中
表
１

中
修

设
备

中
修

项
目

中
修
内
容

质
量
要
求

工
艺
要
求

备
注

通
用

测
试

和
调

整

　
１．
测
试
和
调
整
各

种
设
备
的
电
气
特
性

和
机
械
性
能
；

　
２．
集
中
监
测
测
试

精
度
、
报
警
等
功
能

校
核
和
试
验

　
１．
电
气
、
机
械
特
性
符
合
标
准
；

　
２．
测
试
资
料
齐
全
；

　
３．
集
中
监
测
各
项
功
能
良
好

　
１．
测
试
记
录
书
写
整
齐
，
规
范
；

　
２．
按
站
分
类
建
立
中
修
测
试
台
账

地
面

硬
化

　
各
种
信
号
设
备
基

础
面
硬
化

　
共
同
要
求

　
１．
硬
化
面
与
本
线
路
钢
轨
底
部
水
平
，
距
线
路
较
远
的
各
种
箱
盒
视

现
场
情
况
自
定
。

　
２．
硬
化
面
距
箱
盒
底
部
１０
０
～
１５
０
ｍ
ｍ
。

　
３．
各
种
设
备
硬
化
面
几
何
外
形
为
正
方
体
或
长
方
体
并
与
线
路
平

行
。
边
缘
与
枕
木
头
距
离
满
足
线
路
大
机
维
修
需
要
。

　
４．
两
个
硬
化
面
间
隔
小
于
４０
０
ｍ
ｍ
时
，
要
集
中
硬
化
。
间
隔
１５
００
ｍ
ｍ

左
右
时
，
两
个
硬
化
面
应
在
同
一
水
平
面
上
。

　
５．
硬
面
化
排
水
整
治

　
道
岔

　
１．
硬
化
面
与
转
辙
机
底
部
水
平
。

　
２．
转
辙
机
底
部
硬
化
面
内
高
外
低
，
以
防
积
水

　
１．
硬
化
面
为
混
凝
土
结
构
，
水
泥
、

石
头
、
沙
子
比
例
为
１∶
２∶
３，
沙
子
必

须
采
用
河
沙
或
水
洗
沙
，
严
禁
采
用

土
沙
，
石
头
大
小
均
匀
，
水
泥
标
号
达

到
４２
５
号
以
上
；

　
２．
硬
化
面
光
洁
、
无
裂
纹
，
整
体
美

观
，
大
小
便
于
维
修
；

　
３．
硬
面
化
须
排
水
良
好

道
岔

转
辙

装
置

道
岔

方
正

整
治

　
１．
检
查
、
调
整
道

岔
方
正
；

　
２．
电
动
转
辙
机
按

《
普
速
铁
路
信
号
维

护
规
则
　
技
术
标
准
》

执
行
　

　
各
种
类
型
转
辙
机
外
壳
纵
侧
面
的
两
端
或
中
分
线
与
基
本
轨
垂
直
距

离
的
偏
差
不
大
于
５
ｍ
ｍ

　
道
岔
应
方
正
、
平
顺

·２２１·



书书书

续
中
表
１

中
修

设
备

中
修

项
目

中
修
内
容

质
量
要
求

工
艺
要
求

备
注

道
岔

转
辙

装
置

电
动

转
辙

机

　
１．
引
入
、
引
出
线

及
端
子
整
治
；

　
２．
转
辙
机
盖
加
装

支
撑
架
；

　
３．
移
位
接
触
器
加

装
恢
复
按
钮
；

　
４．
加
装
表
示
杆
缺

口
位
移
监
视
装
置
；

　
５．
采
用
高
强
度
接

点
组
；

　
６．
表
示
电
路
中
二

极
管
整
治
；

　
７．
挤
切
销
、
连
接

销
检
查
及
更
换
；

　
８．
摩
擦
带
、
直
流

电
机
检
查
整
治
；

　
９．
防
尘
、防
潮
整
治
；

　
１０

更
换
部
分
易

损
件
；

　
１１
．
更
换
到
期
转

辙
机
；

　
１２
．
转
辙
机
安
装

防
护
罩
；

　
１３
．
采
用
新
型
蛇

管
连
接
头
；

　
１４
．自
动
开
闭
器
采

用
新
型
防
旷
拐
肘
；

　
１５
．
更
换
防
断
线

直
流
电
机
；

　
１６
．
转
辙
机
内
部

放
置
注
油
图
表
；

　
１７
．
采
用
合
金
材

料
的
炭
刷

　
１．
引
入
、
引
出
线
及
端
子
加
装
防
错
标
记
，
标
记
清
晰
；

　
２．
转
辙
机
盖
焊
直
径
８
ｍ
ｍ
圆
钢
的
支
撑
架
；

　
３．
移
位
接
触
器
作
用
良
好
，
恢
复
按
钮
功
能
良
好
；

　
４．
表
示
杆
缺
口
位
移
监
视
装
置
，
标
志
正
确
清
晰
；

　
５．
更
换
高
强
度
接
点
组
；

　
６．
更
换
防
错
半
波
整
流
匣
；

　
７．
挤
切
销
、
连
接
销
的
使
用
符
合
《
普
速
铁
路
信
号
维
护
规
则
技
术

标
准
》
，
不
超
周
期
使
用
，
连
接
销
磨
耗
不
超
限
；

　
８．
积
极
采
用
改
进
型
的
摩
擦
带
；

　
９．
更
换
为
防
断
线
直
流
电
机
；

　
１０
．转
辙
机
内
，
配
线
端
子
采
用
防
松
措
施

　
１．
道
岔
引
入
启
动
线
用
线
色
区

分
，
保
证
管
内
统
一
；

　
２．
更
换
和
加
装
设
备
电
气
特
性
和

机
械
性
能
符
合
设
计
和
《
普
速
铁
路

信
号
维
护
规
则
　
技
术
标
准
》
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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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续
中
表
１

中
修

设
备

中
修

项
目

中
修
内
容

质
量
要
求

工
艺
要
求

备
注

道
岔

转
辙

装
置

提
速

道
岔

转
辙

设
备

整
治

　
１．
沙
尔
特
堡
接
点

改
用
新
型
接
点
组
；

　
２．
加
装
防
护
罩
并

加
装
防
跳
装
置
；

　
３．
手
摇
把
齿
轮
改

为
自
润
滑
结
构
；

　
４．
遮
断
开
关
轴
加

衬
套
；

　
５．
更
换
部
分
易
损

件
；

　
６．
Ｓ７
００
Ｋ
表
示
杆

安
装
托
架

　
１．
改
用
新
型
接
点
组
；

　
２．
防
跳
支
架
作
用
良
好
；

　
３．
表
示
杆
托
架
，
灵
活
、
不
卡
阻
，
作
用
良
好

　
防
跳
装
置
结
构
合
理
，
安
装
位
置

便
于
操
作

三
杆

整
治

　
１．
更
换
不
符
合
标
准

或
强
度
不
足
的
杆
件
；

　
２．
采
用
新
型
防
旷

微
调
镀
锌
杆
件
；

　
３．
加
装
防
砟
装
置
；

　
４．
调
整
和
检
查
防

松
螺
母
及
其
他
紧
固
件

　
１．
各
部
安
装
符
合
《
普
速
铁
路
信
号
维
护
规
则
　
技
术
标
准
》
的
有
关

技
术
要
求
；

　
２．
各
种
紧
固
件
必
须
采
用
防
松
装
置
；

　
３．
附
有
绝
缘
的
密
贴
杆
、
尖
端
杆
、
分
动
道
岔
中
的
锁
闭
杆
和
带
绝
缘

的
销
孔
等
，
绝
缘
装
置
完
整
，
无
破
损
，
性
能
良
好

　
硬
化
面
与
安
装
装
置
，
采
用
三
角

挡
砟
砖
，
中
间
安
装
挡
砟
板

安
装

装
置

整
修

　
１．
更
换
不
符
合
标

准
或
强
度
不
足
的
安

装
装
置
；

　
２．
分
解
检
查
安
装

装
置
绝
缘
；

　
３．
紧
固
件
检
查
、

整
治
；

　
４．
复
式
交
分
道
岔

安
装
装
置
检
查
、
整

治
；

　
５．
Ｌ
铁
检
查
、
整
治

　
１．
更
换
镀
锌
安
装
装
置
角
钢
，
道
岔
为
Ｐ６
０
ｋｇ
／ｍ
及
其
以
上
道
岔
时

安
装
装
置
应
采
用
１２
５
ｍ
ｍ
×
８０
ｍ
ｍ
×
１２
ｍ
ｍ
角
钢
；

　
２．
采
用
高
强
度
绝
缘
；

　
３．
复
式
交
分
道
岔
安
装
装
置
按
总
公
司
方
案
改
造
；

　
４．
Ｌ
铁
与
基
本
轨
必
须
吻
合
无
缝
隙
，
螺
栓
良
好
、
无
损
伤
，
或
更
换
为

高
强
度
螺
栓
，
绝
缘
垫
片
性
能
良
好
；

　
５．
安
装
装
置
采
用
防
松
螺
母

　
１．
安
装
装
置
眼
孔
与
角
钢
面
垂

直
，
上
下
孔
沿
不
得
有
毛
刺
；

　
２．
各
部
丝
扣
光
滑
、
油
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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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中
表
１

中
修

设
备

中
修

项
目

中
修
内
容

质
量
要
求

工
艺
要
求

备
注

道
岔

转
辙

装
置

道
岔

病
害

整
治

　
配
合
工
务
消
除
影

响
道
岔
特
性
及
安
装

标
准
的
道
岔
病
害

　
按
车
、
工
、
电
联
合
检
查
整
治
标
准
进
行
检
查
整
治

色
灯

信
号
机

整
治

机
柱
、

梯
子
、

基
础

　
１．
整
修
或
更
换
不

符
合
标
准
的
机
柱
、

梯
子
、
基
础
；

　
２．
逐
步
更
换
镀
锌

梯
子

　
１．
机
柱
顶
端
及
引
入
孔
须
封
堵
，
水
泥
机
柱
不
得
有
裂
通
圆
周
的
裂

纹
，
钢
筋
不
得
外
露
，
高
柱
信
号
机
机
柱
倾
斜
不
超
标
；

　
２．
埋
设
深
度
为
柱
长
的
２０
％
，
但
不
得
大
于
２
ｍ
，
设
在
边
坡
处
时
应

砌
石
加
固
；

　
３．
梯
子
安
装
状
况
符
合
标
准
，
基
础
露
出
硬
化
面
１０
０
ｍ
ｍ
左
右

　
１．
基
础
或
支
持
物
无
影
响
强
度
的

裂
纹
，
安
设
稳
固
；

　
２．
信
号
机
梯
子
安
设
牢
固
，
各
部

螺
丝
紧
固
，
支
架
水
平
，
无
弯
曲

整
治

机
构
、

调
整

显
示

距
离

　
１．
机
构
防
尘
、
防

潮
检
查
整
治
；

　
２．
显
示
距
离
调

整
；

　
３．
信
号
机
限
界
测

量
；

　
４．
高
柱
列
车
信
号

机
逐
步
更
换
为
铝
合

金
机
构
；

　
５．
更
换
不
良
透
镜

组

　
１．
机
构
门
、
箱
盖
要
严
密
，
防
尘
、
防
水
作
用
良
好
；

　
２．
透
镜
组
安
装
密
封
良
好
，
玻
璃
清
洁
无
破
损
，
不
良
更
换
；

　
３．
信
号
显
示
距
离
、
灯
光
颜
色
、
方
向
应
符
合
《
普
速
铁
路
信
号
维
护

规
则
　
技
术
标
准
》
；

　
４．
信
号
机
构
透
视
孔
完
好
，
灯
室
之
间
不
窜
光
，
不
因
外
光
反
射
造
成

错
误
显
示
；

　
５．
机
构
的
各
种
透
镜
、
偏
散
镜
不
得
有
裂
纹
和
影
响
显
示
的
缺
损
；

　
６．
信
号
机
不
侵
入
限
界
，
符
合
《
普
速
铁
路
信
号
维
护
规
则
　
技
术
标

准
》
；

　
７．
逐
步
推
广
使
用
新
型
ＬＥ
Ｄ
型
机
构

　
１．
机
构
密
封
，
采
用
新
型
材
料
密

封
工
艺
符
合
标
准
；

　
２．
更
换
的
透
镜
组
必
须
经
灯
光
调

仪
调
整
后
更
换
；

　
３．
信
号
机
限
界
书
写
格
式
如
下
：

　
高
度
用
Ｈ
、
本
线
限
界
用
Ｗ
、
邻
线

限
界
用
Ｌ
表
示
，
采
用
大
号
红
字
，
限

界
数
据
在
字
母
后
用
小
号
红
色
数
字

标
记
，
轨
面
基
准
线
用
长
１５
０
～

２０
０
ｍ
ｍ
、
宽
８
～
１０
ｍ
ｍ
红
色
横
线
标

记
，
轨
面
有
落
差
时
，
以
地
轨
为
基
准

面

双
灯

丝
转

换
报

警
装

置
整
修

　
１．
更
换
不
良
灯
丝

转
换
报
警
装
置
；

　
２．
更
换
新
型
点
灯

单
元
；

　
３．
进
路
表
示
器
增

加
转
换
报
警
装
置

　
１．
灯
泡
的
自
动
转
换
设
备
，
当
主
灯
丝
断
丝
时
能
自
动
转
换
至
副
丝
，

有
断
丝
报
警
的
应
报
警
，
报
警
功
能
良
好
；

　
２．
新
型
点
灯
单
元
电
气
特
性
符
合
设
计
标
准
；

　
３．
报
警
盘
地
址
码
与
信
号
机
灯
位
报
警
显
示
一
致
，
正
确
无
误
；

　
４．
推
广
采
用
新
型
灯
泡

　
１．
点
灯
单
元
、
报
警
盘
安
装
牢
固
，

可
靠
；

　
２．
本
站
的
报
警
编
码
不
得
重
复
；

　
３．
采
用
具
有
点
对
点
报
警
，
灯
丝

衡
压
，
冷
丝
监
督
，
主
副
丝
转
换
试
验

的
点
灯
单
元
，
功
能
良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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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中
表
１

中
修

设
备

中
修

项
目

中
修
内
容

质
量
要
求

工
艺
要
求

备
注

色
灯

信
号
机

电
气

化
防
护

　
１．
整
治
电
气
化
区

段
信
号
机
接
地
防
护

装
置
；

　
２．
屏
蔽
网
、
机
构

连
接
整
治

　
１．
地
线
安
装
符
合
标
准
；

　
２．
防
护
网
、
机
构
、
梯
子
连
接
线
截
面
积
不
得
少
于
２０
ｍ
ｍ
２
，
连
接
牢

固
，
接
触
良
好
；

　
３．
梯
子
地
线
采
用
直
径
６
ｍ
ｍ
的
圆
钢
或
扁
铁
连
接

　
１．
测
量
或
加
降
阻
剂
整
治
电
化
区
段

信
号
机
接
地
防
护
装
置
，符
合
标
准
；

　
２．
梯
子
与
地
线
连
接
采
用
焊
接
方

式
，
焊
点
距
硬
化
面
２０
０
～
３０
０
ｍ
ｍ

地
线
裸
露
部
分
涂
红
漆

轨
道

电
路

整
治

接
续
线

　
整
修
或
更
换
不
良

轨
道
接
续
线

　
１．
塞
钉
式
接
续
线
采
用
双
套
化
，
无
影
响
强
度
的
伤
痕
，
焊
接
牢
固
；

　
２．
塞
钉
式
接
续
线
的
塞
钉
打
入
深
度
与
钢
轨
平
，
露
出
不
得
超
过

４
ｍ
ｍ
，
塞
钉
与
塞
钉
孔
要
全
面
接
触
，
并
涂
漆
封
闭
；
接
续
线
密
贴
钢
轨

连
接
夹
板
（
鱼
尾
板
）
，
达
到
平
、
紧
、
直
；

　
３．
焊
接
式
接
续
线
须
采
用
截
面
积
不
得
少
于
２６
ｍ
ｍ
２
的
钢
绞
线
，
焊

接
牢
固
，
焊
头
距
轨
顶
面
不
小
于
４
ｍ
ｍ
，
钢
绞
线
应
油
润
无
锈
蚀
，
断
股

不
得
超
过
１
／５

　
１．
接
续
线
安
装
采
用
模
板
从
钢
轨

外
测
钻
孔
；

　
２．
采
用
白
色
瓷
漆
封
闭
，
圆
圈
直

径
２０
ｍ
ｍ
；

　
３．
铁
线
绑
扎
或
卡
子
固
定
在
钢
轨

连
接
夹
板
（
鱼
尾
板
）
２、
５
位
螺
栓
处

整
治

轨
道

引
接
线
、

道
岔

跳
线

补
齐
、
整
修
、
更
换
不

良
引
接
线
、
道
岔
跳

线

　
１．
引
接
线
、
跳
线
均
采
用
截
面
积
满
足
要
求
的
镀
锌
钢
绞
线
，
引
接
线

和
跳
线
双
套
化
；

　
２．
钢
绞
线
应
油
润
无
锈
蚀
，
断
股
不
得
超
过
１
／５
；

　
３．
非
电
化
区
段
轨
道
电
路
过
道
长
引
接
线
采
用
过
道
电
缆
，
不
同
区

段
过
道
电
缆
应
单
独
设
置
；

　
４．
引
接
线
和
跳
线
长
度
规
格
适
当
，
并
固
定
在
枕
木
或
其
他
专
用
设

备
上
，
不
得
埋
在
道
砟
中
；

　
５．
引
接
线
和
跳
线
处
不
得
有
防
爬
器
和
轨
距
杆
等
物
，
不
得
与
可
能

造
成
短
路
的
金
属
件
接
触

　
１．
安
装
方
式
不
妨
碍
工
务
作
业
；

　
２．
长
度
适
当
，
平
、
直
；

　
３．
引
接
线
不
得
交
叉
，
应
平
行
，
并

在
硬
化
面
上
固
定
；

　
４．
过
道
跳
线
、
引
接
线
应
距
轨
底

２０
ｍ
ｍ
，
且
平
直
；

　
５．
引
接
线
、
跳
线
长
度
适
当
，
连
接

平
直
，
采
用
卡
子
固
定
，
并
进
行
过
轨

防
护

整
治

汇
流
板
、

回
流
线
、

等
位
线

　
１．
更
换
不
良
汇
流

板
、
回
流
线
、
等
位

线
；

　
２．
汇
流
板
、
回
流

线
、
等
位
线
防
混
线

措
施
整
治
；

　
３．
扼
流
中
心
连
接

线
更
换
中
心
铁
板

　
１．
整
治
更
换
不
良
汇
流
板
、
回
流
线
、
等
位
线
，
保
证
作
用
良
好
；

　
２．
汇
流
板
、
回
流
线
、
等
位
线
有
防
混
线
措
施
，
防
护
措
施
良
好
；

　
３．
中
心
铁
板
必
须
采
用
整
体
镀
锌
件
；

　
４．
跨
越
股
道
较
长
的
回
流
线
采
用
电
力
电
缆
连
接
并
埋
设

　
１．
使
用
汇
流
板
、
回
流
线
、
等
位
线

标
准
统
一
，
各
部
安
装
牢
固
，
防
混
线

措
施
良
好
；

　
２．
中
心
铁
板
与
回
流
线
连
接
线
必

须
采
用
焊
接
方
式
；

　
３．
中
心
铁
板
长
度
满
足
引
接
线
与

钢
轨
保
持
垂
直
连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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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中
表
１

中
修

设
备

中
修

项
目

中
修
内
容

质
量
要
求

工
艺
要
求

备
注

轨
道

电
路

轨
道

电
路

绝
缘

整
治

　
测
试
、
分
解
轨
道

绝
缘
，
不
良
更
换

　
１．
采
用
高
强
度
轨
道
绝
缘
和
螺
栓
，
符
合
标
准
；

　
２．
轨
端
槽
型
绝
缘
应
与
钢
轨
接
头
夹
板
（
鱼
尾
板
）
相
吻
合
，
轨
端
绝

缘
不
得
高
于
钢
轨
接
头
；

　
３
各
种
绝
缘
装
置
，
需
保
持
绝
缘
良
好

　
１．
绝
缘
、
套
管
、
垫
片
齐
全
、
无
破

损
；
各
部
螺
栓
紧
固
，
丝
扣
油
润
；

　
２．
轨
端
绝
缘
不
得
高
于
钢
轨
面
，

且
最
少
放
一
片
５
ｍ
ｍ
断
面
绝
缘
；

　
３．
钢
轨
无
肥
边

整
治

轨
道

电
路

箱
盒

　
１．
箱
盒
内
熔
断
器

设
置
检
查
整
治
；

　
２．
可
调
电
阻
检
查

整
治
；

　
３．
防
尘
整
治
；

　
４．
推
广
新
型
免
维

护
防
雷
变
压
器
；

　
５．
极
性
交
叉
测
试

检
查

　
１．
熔
断
器
改
断
路
器
；

　
２．
可
调
电
阻
更
换
为
新
型
带
防
松
措
施
的
可
调
电
阻
器
，
或
采
用
加

强
触
点
型
电
阻

　
１．
箱
、
盒
内
各
部
端
子
螺
帽
齐
全
、

紧
固
、
无
锈
蚀
，
防
松
帽
、
端
子
号
齐

全
；

　
２．
防
尘
密
封
胶
圈
美
观
，
防
尘
作

用
良
好

轨
道

病
害

整
治

　
工
、
电
联
合
整
治

轨
道
电
路
病
害

　
１．
轨
道
电
路
病
害
整
治
，
达
到
标
准
；

　
２．
轨
缝
符
合
标
准
，
端
面
不
挤
死
，
绝
缘
接
头
处
工
务
扣
件
不
碰
夹

板
，
枕
木
螺
栓
不
碰
绝
缘
夹
板
螺
栓

机
械

室

机
械

室
密

封

　
机
械
室
门
、
窗
密

封
检
查
整
治

　
１．
门
、
窗
密
封
良
好
，
防
鼠
处
理
作
用
良
好
，
窗
户
玻
璃
无
破
损
；

　
２．
二
次
防
尘
及
窗
帘
齐
全
、
干
净
，
无
破
损
；

　
３．
机
械
室
逐
步
加
装
空
调
；

　
４．
双
层
塑
钢
窗
可
不
加
装
二
次
防
尘
帘

　
窗
帘
统
一
颜
色
，
大
小
适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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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中
表
１

中
修

设
备

中
修

项
目

中
修
内
容

质
量
要
求

工
艺
要
求

备
注

机
械

室

组
合
架
、

分
线

盘
配

线
整

理
及

区
间

设
备

整
修

　
１．
组
合
架
侧
面
配

线
整
理
；

　
２．
分
线
盘
整
治
；

　
３．
图
实
核
对
；

　
４．
组
合
架
架
间
连

接
检
查
；

　
５．
移
频
柜
间
绝
缘

检
查
；

　
６．
组
合
架
间
与
墙

壁
连
接
检
查
；

　
７．
阻
容
元
件
改
插

接
件
；

　
８．
继
电
器
加
装
防

松
压
条
及
继
电
器
铭
牌

　
１．
组
合
架
、
分
线
盘
配
线
加
塑
料
线
槽
防
护
；

　
２．
配
线
焊
接
牢
固
，
各
部
螺
丝
齐
全
、
紧
固
，
绑
扎
整
齐
、
美
观
，
无
多

余
线
头
外
露
；

　
３．
器
材
插
接
件
良
好
，
不
良
整
治
；

　
４．
阻
容
插
接
件
与
继
电
器
等
高

　
１．
配
线
绑
扎
整
齐
，
无
多
余
线
头

外
露
；

　
２．
防
松
压
条
长
度
适
宜
；

　
３．
加
装
零
层
电
源
端
子
标
牌
、
组

合
架
位
置
标
牌
；

　
４．
分
线
盘
配
线
端
子
分
左
右
绑

扎
，
配
线
绑
扎
整
齐
，
无
多
余
线
头
外

露
；

　
５．
继
电
器
前
后
采
用
电
脑
刻
板
铭

牌

电
源

屏
整
修

　
１．
电
源
屏
及
其
他

用
电
设
备
整
修
；

　
２．
配
电
盘
整
修
；

　
３．
防
雷
元
件
检
查

整
修

　
１．
电
源
屏
各
部
配
件
检
查
试
验
，
符
合
标
准
；

　
２．
插
接
设
备
防
松
措
施
齐
全
，
继
电
器
加
防
松
条
；

　
３．
熔
断
器
改
断
路
器
；

　
４．
电
源
屏
电
气
特
性
符
合
标
准
；

　
５．
配
电
盘
Ⅰ
、
Ⅱ
路
电
源
及
电
源
屏
输
出
端
子
和
闸
刀
加
铭
牌
标
识
，

容
量
符
合
标
准
，
各
部
端
子
紧
固
，
接
触
良
好
；

　
６．
灯
具
齐
全
、
良
好
，
开
关
、
插
座
安
装
牢
固
、
完
整
，
作
用
良
好

　
１．
电
源
屏
安
装
牢
固
，
各
部
螺
丝

紧
固
；

　
２．
配
电
盘
内
（
主
用
为
Ⅰ
路
）
Ⅰ
、

Ⅱ
路
电
源
标
识
明
确
，
零
线
连
接
良

好
，
绝
缘
良
好
，
不
得
与
外
壳
接
触
，

电
源
屏
间
配
线
必
须
进
行
绑
扎
，
安

装
塑
料
走
线
槽

走
线

架
防

尘
和

地
面

绝
缘

防
护

　
１．
走
线
架
防
尘
整

治
；

　
２．
组
合
架
、
分
线

盘
、
移
频
架
、
电
源
屏

的
前
、
后
地
面
防
护

整
治

　
１．
分
线
盘
及
组
合
架
（
柜
）
上
部
走
线
，
平
顺
，
加
装
防
尘
罩
；

　
２．
机
械
室
设
备
前
、
后
铺
设
绝
缘
胶
皮
防
护

　
１．
防
尘
罩
齐
全
、
完
整
无
破
损
，
长

度
适
宜
，
与
组
合
架
相
吻
合
，
美
观
、

整
齐
；

　
２．
电
源
屏
、
组
合
架
的
前
后
铺
设

绝
缘
胶
皮
，
平
整
、
大
小
适
中
、
无
破

损

墙
板

贴
图
　
各
种
图
表
上
墙

　
１．
机
械
室
适
当
位
置
贴
（
挂
）
醒
目
的
站
场
平
面
图
、
组
合
位
置
图
、
分

线
盘
配
线
图
、
电
源
屏
转
换
闸
刀
投
向
用
途
图
及
其
他
关
键
电
路
图
；

　
２．
ＴＤ
ＣＳ
、
集
中
监
测
机
房
贴
（
挂
）
网
络
拓
扑
图
、
基
层
网
示
意
图
、
电

源
网
络
示
意
图

　
挂
图
齐
全
，
制
作
精
美
，
悬
挂
处
所

适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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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中
表
１

中
修

设
备

中
修

项
目

中
修
内
容

质
量
要
求

工
艺
要
求

备
注

机 械 室

集
中

监
测
、

ＴＤ
ＣＳ

系
统

及
测

试
盘

整
修

　
１．
测
试
盘
整
修
；

　
２．
集
中
监
测
、Ｔ
ＤＣ
Ｓ

设
备
整
修
、
信
息
核

对
；
　
３．
不
良
设
备
、
器

材
更
换
；

　
４．
ＴＤ
ＣＳ
引
入
电

源
分
设
；

　
５．
机
柜
内
各
种
电

源
插
接
板
改
端
子
连

接
；

　
６．
系
统
数
据
处
理

　
１．
各
种
测
试
盘
完
整
，
测
试
功
能
齐
全
，
测
试
精
度
准
确
；

　
２．
灯
丝
断
丝
报
警
测
试
盘
改
新
型
测
试
仪
，
加
装
显
示
屏
，
编
制
报
警

地
址
码
；

　
３．
集
中
监
测
、
ＴＤ
ＣＳ
系
统
信
息
采
集
，
检
查
核
对
，
报
警
信
息
准
确
，

显
示
与
控
制
台
一
致
，
模
拟
量
测
试
准
确
，
各
种
统
计
数
据
、
码
位
正
确
；

　
４．
传
输
通
道
、
接
口
采
集
线
检
查
整
治
；

　
５．
地
线
电
阻
符
合
标
准
；

　
６．
集
中
监
测
、
ＴＤ
ＣＳ
中
修
项
目
及
质
量
要
求
执
行
《
集
中
监
测
、

ＴＤ
ＣＳ
系
统
维
护
管
理
办
法
》

　
１．
ＴＤ
ＣＳ
、
集
中
监
测
机
柜
配
线
绑

扎
，
整
齐
、
美
观
；

　
２．
各
种
器
材
、
端
子
排
加
铭
牌
，
标

识
清
楚

继
电
器

　
轮
修
更
换
到
期
的

各
种
器
材

　
更
换
的
器
材
电
气
特
性
、
机
械
特
性
符
合
规
定
的
标
准

控
制
台

控
制

台
体
、

人
解
盘
、

应
急

盘
整
修

　
１．
控
制
台
及
人
解

盘
、
应
急
盘
防
尘
整

治
；

　
２．
控
制
台
及
人
工

解
锁
盘
、
应
急
盘
的

门
、
盖
及
底
部
防
尘

整
修

　
１．
控
制
台
、
人
解
盘
、
应
急
盘
安
装
牢
固
，
外
壳
油
饰
完
好
；

　
２．
控
制
台
、
人
解
盘
、
应
急
盘
前
、
后
密
封
作
用
良
好
，
各
部
电
气
端
子

与
按
钮
上
、
下
隔
离
；

　
３．
控
制
台
及
人
工
解
锁
盘
、
应
急
盘
的
门
盖
及
底
部
灌
蜡
封
堵
，
平
整

光
洁
，
防
尘
作
用
良
好

　
１．
安
装
牢
固
，
各
部
螺
丝
紧
固
，
台

体
无
大
片
油
漆
脱
落
，
且
清
洁
干
净
；

　
２．
二
次
防
尘
作
用
良
好
，
防
尘
帘

大
小
适
宜
，
无
破
损
，
加
封
加
锁
完

整
，
门
锁
作
用
良
好

单
元
块
、

电
流
表
、

表
示

灯
整
修

　
１．
校
验
更
换
电
流

表
，
更
换
不
良
单
元

块
、
表
示
灯
；

　
２．
熔
断
器
改
断
路

器

　
１．
各
种
铭
牌
、
按
钮
、
单
元
块
齐
全
，
无
破
损
；

　
２．
表
示
灯
采
用
ＬＥ
Ｄ
型
，
作
用
良
好
，
光
带
显
示
完
整
，
声
光
报
警
作

用
良
好
；

　
３．
电
流
表
读
数
准
确

　
各
种
铭
牌
、
按
钮
、
单
元
块
齐
全
，

无
破
损
，
拆
除
多
余
按
钮
及
单
元
块

·９２１·



书书书

道
口
信
号
设
备
中
修
内
容
及
标
准

中
表
２

中
修

设
备

中
修

项
目

中
修
内
容

质
量
要
求

工
艺
要
求

备
注

道
口

道
口

柜
检

查
整
治

　
１．
检
查
安
装
继
电
器
防
松
条
；

　
２．
各
部
端
子
、配
线
检
查
整
治
；

　
３．
面
板
检
查
、
试
验
、
整
治

　
１．
道
口
柜
安
装
位
置
合
理
、
密
封
；

　
２．
箱
内
器
材
、
元
件
安
装
牢
固
；

　
３．
面
板
光
带
、
按
钮
、
音
响
、
表
示
灯
、
计
数
器
、
铅
封
齐
全
、
正
确

　
防
松
条
长
度
适
宜

道
口

信
号
机

　
信
号
机
安
装
梯
子
、
显
示
、
限

界
测
量
、
整
治

　
１．
机
柱
高
为
５５
００
ｍ
ｍ
，
埋
深
１
２０
０
ｍ
ｍ
，
红
色
灯
光
中
心
距
路
面
高
度
应

为
３１
２０
ｍ
ｍ
±
１０
０
ｍ
ｍ
。
月
白
色
灯
光
距
路
面
高
度
应
不
低
于
２５
００
ｍ
ｍ
。

　
２．
道
口
信
号
机
梯
子
应
整
体
调
直
滑
动
梯
子
应
能
沿
固
定
梯
子
灵
活
滑
动
。

　
３．
红
色
灯
光
直
线
显
示
距
离
不
得
少
于
１０
０
ｍ
ｍ
；
月
白
色
灯
光
的
直
线
显

示
距
离
不
得
少
于
５０
ｍ
ｍ
，
偏
散
角
不
小
于
４０
°。

　
４．
告
示
板
、
交
叉
板
的
字
迹
完
整
清
晰
。

　
５．
同
（
中
表
１）
信
号
机
质
量
要
求

　
同
（
中
表
１）
信
号
机

中
修
工
艺
要
求

遮
断

信
号
机

　
１．
控
制
盘
检
查
整
修
更
换
；

　
２．
同
（
中
表
１）
信
号
机
中
修

内
容

　
１．
遮
断
信
号
机
主
灯
丝
监
督
功
能
良
好
；

　
２．
表
示
灯
、
报
警
音
响
按
钮
、
铅
封
、
计
数
器
齐
全
；

　
３．
同
（
中
表
１）
信
号
机
质
量
要
求

　
同
（
中
表
１）
信
号
机

中
修
工
艺
要
求

道
口

箱
盒
　
同
（
中
表
１）
箱
、
盒
中
修
内

容
　
同
（
中
表
１）
箱
、
盒
中
修
质
量
要
求

　
同
（
中
表
１）
箱
、
盒

中
修
工
艺
要
求

接
近

轨
道

电
路

　
１．
接
近
区
段
长
度
检
查
整
体

达
标
；

　
２．
同
（
中
表
１）
轨
道
电
路
中

修
内
容

　
１．
接
近
轨
道
电
路
作
用
距
离
满
足
规
定
标
准
；

　
２．
接
近
通
知
时
间
及
接
近
区
段
长
度
应
根
据
计
算
确
定
，
但
不
得
小
于

４０
ｓ，
不
大
于
９０
ｓ；

　
３．
同
（
中
表
１）
轨
道
电
路
中
修
质
量
要
求

　
同
（
中
表
１）
轨
道
电

路
中
修
工
艺
要
求

其
他

　
１．
电
缆
径
路
；

　
２．
各
种
器
材
检
查
更
换
；

　
３．
电
源
测
试
及
更
换
不
良
防

雷
元
件
；

　
４．
道
口
引
入
电
源
整
治

　
１．
同
（
中
表
１）
电
缆
径
路
质
量
要
求
；

　
２．
继
电
器
、
控
制
器
、
音
响
声
、
闪
光
器
、
稳
压
电
源
、
蓄
电
池
，
符
合
《
普
速

铁
路
信
号
维
护
规
则
　
技
术
标
准
》
；

　
３．
防
雷
功
能
良
好
；

　
４．
设
备
电
源
与
其
他
电
源
分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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驼
峰
专
用
设
备
中
修
内
容
及
要
求

中
表
３

设
备
名
称

中
修
项
目

中
修
内
容
及
质
量
要
求

备
　
注

车 辆 减 速 器

通 用 部 分

　
控
制
箱
整
治

　
１
箱
体
安
装
牢
固
，
无
锈
蚀
；

　
２
箱
盖
密
封
良
好
；

　
３
内
部
配
线
整
齐
，
无
损
伤
，
线
头
牢
固

　
减
速
器
基
础
及
工
作
地
面
整
治

　
１
整
治
减
速
器
基
础
，
方
正
稳
固
，
不
移
位
；

　
２
减
速
器
工
作
地
面
铺
水
泥
方
砖
；

　
３
Ｔ·
ＪＫ
减
速
器
制
动
钳
与
支
撑
架
之
间
地
面
铺
设
水
泥
方
砖

　
螺
栓

　
１
检
查
各
部
螺
栓
，
不
良
更
换
，
螺
栓
齐
全
、
油
润
、
紧
固
；

　
２
制
动
轨
固
定
螺
栓
更
换
为
防
松
螺
栓
或
加
装
防
松
装
置

　
各
部
轴
、
销
套
、
滚
轮

　
１
检
查
轴
、
销
套
、
滚
轮
，
应
无
裂
纹
、
无
锈
蚀
，
动
作
自
如
，
磨
耗
不
超
限
；

　
２
更
换
尼
龙
套
，
更
换
不
良
的
轴
、
销
套
、
滚
轮
等
部
件

　
风
、
油
软
管

　
１
检
查
风
、
油
软
管
，
应
连
接
牢
固
，
无
裂
纹
，
无
漏
泄
；

　
２
更
换
不
良
风
、
油
软
管

　
内
部
管
路
整
修

　
１
管
路
无
漏
泄
；

　
２
管
路
、
支
架
、
管
卡
齐
全
，
安
装
牢
固
，
排
列
整
齐

　
制
动
夹
板
或
制
动
轨

　
更
换
制
动
夹
板
或
制
动
轨
，
制
动
夹
板
或
制
动
轨
与
制
动
钳
密
贴
，
螺
栓
紧
固
，
夹
板
磨
耗
面
平

整
，
在
车
辆
进
入
方
向
不
得
出
现
台
阶

　
电
气
绝
缘
整
修

　
更
换
不
良
电
气
绝
缘
件
，
各
部
绝
缘
齐
全
完
整
、
无
破
损

　
更
换
、
淘
汰
非
标
及
劣
质
配
件
　
积
极
采
用
新
技
术
、
新
工
艺
、
新
产
品

　
油
饰

　
１
减
速
器
及
内
部
管
路
除
锈
彻
底
，
设
备
无
裂
纹
，
油
饰
均
匀
，
无
漏
涂
现
象
；

　
２
减
速
器
主
要
部
件
外
露
非
活
动
部
分
涂
耐
酸
碱
的
环
氧
类
底
漆
和
面
漆
，
面
漆
为
黑
色
；

　
３
控
制
箱
、
管
路
等
油
饰
良
好

　
测
量
、
测
试

　
１
测
量
减
速
器
安
装
尺
寸
和
开
口
尺
寸
，
符
合
标
准
；

　
２
测
试
制
动
时
间
和
缓
解
时
间
，
符
合
标
准
；

　
３
减
速
器
两
基
本
轨
间
绝
缘
电
阻
不
得
小
于
５０
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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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中
表
３

设
备
名
称

中
修
项
目

中
修
内
容
及
质
量
要
求

备
注

车 辆 减 速 器

控 制 设 备

　
电
空
阀

　
１
更
换
不
良
电
空
阀
，
安
装
牢
固
，
线
圈
铁
芯
轴
、
工
作
阀
动
作
灵
活
，
无
卡
阻
；

　
２
铁
芯
轴
动
程
和
活
塞
杆
工
作
动
程
符
合
标
准
；

　
３
在
各
级
风
压
下
，
电
空
阀
动
作
正
确
，
无
跳
动
及
蝉
鸣
现
象
，
不
漏
气

　
风
压
调
整
器

　
１
更
换
不
良
风
压
调
整
器
，
安
装
牢
固
，
动
作
正
确
，
接
点
清
洁
并
接
触
良
好
；

　
２
铜
管
无
急
弯
、
无
损
伤
、
无
漏
气
；

　
３
压
力
表
读
数
正
确
，
铅
封
完
整

　
电
磁
阀

　
更
换
电
磁
阀
，
电
磁
阀
动
作
灵
活
，
电
气
性
能
符
合
标
准

　
更
换
换
向
阀

　
气
动
或
液
动
换
向
阀
安
装
牢
固
，
阀
心
动
作
灵
活
，
无
卡
阻
，
不
漏
泄

　
空
气
滤
清
器
、
油
雾
器

　
１
检
修
空
气
滤
清
器
、
油
雾
器
，
不
良
的
更
换
；

　
２
滤
清
器
、
油
雾
器
应
安
装
牢
固
，
不
漏
气
，
作
用
良
好
，
油
雾
器
注
油
适
当

　
电
热
器

　
更
换
电
热
器
，
安
装
牢
固
，
作
用
良
好
，
线
头
无
假
焊

　
电
源
屏

　
整
修
电
源
屏
闸
刀
，
安
装
牢
固
，
配
线
整
齐
，
线
头
无
松
动

重 力 式 减 速 器

　
分
解
检
修
、
更
换
风
缸
或
油

缸

　
１
安
装
牢
固
，
活
塞
动
作
灵
活
，
缸
内
光
滑
无
拉
伤
痕
迹
，
伸
出
、
拉
入
无
别
劲
；

　
２
密
封
良
好
，
不
漏
气
，
不
漏
油
；

　
３
活
塞
行
程
符
合
标
准

　
更
换
磨
耗
板

　
磨
耗
板
表
面
光
滑
，
无
裂
纹
，
无
破
损
，
磨
耗
不
得
超
过
２
ｍ
ｍ

　
更
换
曲
拐
、
滚
轮
、
小
轴
及
套

　
１
各
部
件
完
好
，
无
裂
纹
，
无
破
损
；

　
２
滚
轮
滚
动
灵
活
，
无
锈
蚀
，
磨
耗
不
超
限
；

　
３
曲
拐
转
动
灵
活
，
偏
心
尺
寸
符
合
标
准

　
更
换
风
压
减
速
器
快
排
阀

　
安
装
牢
固
，
动
作
灵
活
无
卡
阻
，
气
密
性
良
好

　
整
修
表
示
系
统

　
１
接
点
盒
安
装
牢
固
，
连
接
可
靠
；

　
２
接
点
清
洁
，
接
触
良
好
，
动
作
可
靠
、
正
确
；

　
３
磁
钢
相
对
接
点
盒
的
距
离
应
符
合
标
准
；

　
４
接
点
盒
防
尘
、
防
潮
良
好
；

　
５
接
线
柱
对
外
壳
绝
缘
电
阻
应
符
合
标
准

　
整
修
整
体
道
床

　
１
整
体
道
床
稳
固
，
不
下
沉
，
基
础
螺
旋
道
钉
铆
固
牢
靠
，
无
严
重
裂
纹
，
道
床
电
阻
符
合
标
准
；

　
２
对
开
裂
、
破
损
的
道
床
进
行
补
强
修
复
，
对
松
动
的
螺
旋
道
钉
重
新
铆
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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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中
表
３

设
备
名
称

中
修
项
目

中
修
内
容
及
质
量
要
求

备
注

液
压

动
力

控
制

室
及

液
压

传
动

系
统

　
更
换
齿
轮
油
泵
及
电
动
机
组

的
不
良
部
件

　
１
齿
轮
油
泵
密
封
良
好
，
渗
漏
不
超
标
，
外
部
用
银
粉
漆
油
饰
，
编
号
齐
全
；

　
２
油
泵
各
部
螺
栓
紧
固
，
与
电
机
连
接
同
心
度
良
好
，
运
转
无
异
常
噪
声
，
泵
壳
温
升
小
于
６０
℃
；

　
３
油
泵
泵
油
效
率
符
合
标
准
；

　
４
机
配
线
整
齐
，
结
线
端
子
紧
固
不
松
动
，
对
地
绝
缘
、
工
作
电
流
符
合
标
准

　
更
换
不
良
的
直
通
单
向
阀
、

可
控
单
向
阀
、
电
磁
阀
、
机
械
溢

流
阀
及
截
止
阀

　
１
可
控
单
向
阀
、
电
磁
阀
、
溢
流
阀
换
向
控
制
性
能
良
好
，
动
作
不
卡
阻
；

　
２
机
械
溢
流
阀
开
启
压
力
符
合
规
定
，
封
印
完
整
；

　
３
各
截
止
阀
开
启
灵
活
，
开
闭
标
记
齐
全
；

　
４
各
种
阀
类
外
观
无
渗
漏
油
，
安
装
及
密
封
良
好
，
内
泄
漏
符
合
标
准

　
更
换
损
坏
的
滤
油
器
及
油
箱

滤
油
网

　
１
各
高
低
压
滤
油
器
接
头
无
渗
漏
油
，
密
封
良
好
，
滤
芯
无
损
坏
、
堵
塞
，
传
输
压
力
符
合
标
准
；

　
２
滤
油
网
清
洁
无
杂
物
堵
塞
，
滤
网
吸
油
侧
与
回
油
侧
两
端
油
位
差
小
于
１０
０
ｍ
ｍ

　
更
换
不
符
合
标
准
的
机
械
油

　
１
２０
号
机
械
油
黏
度
指
标
符
合
标
准
；

　
２
２０
号
机
械
油
杂
质
应
不
大
于
０．
０５
‰
；

　
３
２０
号
机
械
油
水
分
应
不
大
于
０．
２５
‰

　
校
验
或
计
量
电
接
点
压
力

表
、
油
位
指
示
器

　
１．
压
力
表
误
差
小
于
±
１５
％
，
各
压
力
表
间
的
刻
度
不
一
致
性
小
于
０．
３
Ｍ
Ｐａ
；

　
２．
各
压
力
表
指
针
无
较
大
抖
动
，
连
接
头
安
装
良
好
，
无
渗
漏
油
；

　
３．
磁
钢
感
应
式
油
位
指
示
器
油
液
面
高
度
指
示
正
确
，
达
到
上
、
下
限
油
位
时
能
正
确
报
警
，
并

动
作
可
控
单
向
阀
或
机
械
溢
流
阀

　
清
洗
、
探
伤
检
验
、
整
修
蓄
压

器

　
１．
蓄
压
器
外
观
几
何
尺
寸
无
变
形
、
鼓
包
，
内
部
无
缺
陷
损
伤
，
壁
厚
符
合
标
准
；

　
２．
探
伤
检
查
蓄
压
器
焊
缝
、
各
紧
固
螺
栓
，
无
损
伤
，
无
裂
纹
；

　
３．
各
外
部
连
接
管
路
接
头
及
顶
盖
密
封
良
好
，
无
漏
气
、
漏
油

　
更
换
空
压
机
组
及
阀
门
、
管

道
的
不
良
部
件

　
１．
空
压
机
运
转
良
好
，
无
异
常
声
响
，
电
机
温
升
不
超
标
，
工
作
电
流
符
合
标
准
；

　
２．
空
压
机
内
部
油
路
不
堵
塞
，
润
滑
良
好
，
冷
却
水
道
畅
通
，
阀
门
动
作
灵
活
；

　
３．
空
压
机
排
气
量
及
输
出
气
压
符
合
标
准
，
安
全
阀
门
良
好

　
整
修
、
更
换
锈
蚀
及
渗
油
的

油
管
路
、
管
路
接
头
、
法
兰
接
头

和
管
卡

　
１
油
管
路
内
外
壁
表
面
锈
蚀
凹
坑
小
于
壁
厚
的
２０
％
～
３０
％
，
内
部
无
铁
屑
物
；

　
２
管
路
接
头
无
渗
漏
油
，
油
饰
良
好
；

　
３
各
管
路
、
支
架
及
管
卡
安
装
牢
固
，
高
度
保
持
同
一
水
平
，
无
锈
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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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中
表
３

设
备
名
称

中
修
项
目

中
修
内
容
及
质
量
要
求

备
注

液
压

动
力

控
制

室
及

液
压

传
动

系
统

　
修
复
开
裂
、
坍
塌
、
损
坏
的
油

管
沟
、
管
沟
和
阀
门
盖
板

　
１
油
管
沟
内
壁
无
裂
缝
，
无
坍
塌
，
管
沟
内
排
水
性
能
良
好
；

　
２
油
管
沟
及
阀
门
盖
板
不
缺
损
，
无
开
裂

　
更
换
动
力
配
电
屏
不
良
的
电

流
表
、
电
压
表
、
互
感
器
、
开
关
、

指
示
灯
、
按
钮
及
自
耦
减
压
启

动
器

　
１
各
电
压
表
、
电
流
表
指
示
正
确
，
表
针
不
卡
阻
，
各
指
示
灯
良
好
；

　
２
各
闸
刀
开
关
、
按
钮
动
作
灵
活
，
切
换
功
能
良
好
；

　
３
自
耦
减
压
启
动
器
启
动
、
运
转
、
停
止
功
能
符
合
标
准
；

　
４
配
电
屏
配
线
整
齐
，
无
老
化
不
良
，
箱
体
无
锈
蚀
，
防
尘
良
好
，
对
地
绝
缘
、
输
出
容
量
等
电
气

指
标
符
合
标
准

　
整
治
液
压
动
力
室
工
作
地
面

　
动
力
室
的
地
面
应
有
防
滑
措
施

空
气

压
缩
机

空
气

压
缩

电
机

　
吸
、
排
气
阀

　
拆
卸
吸
、
排
气
阀
，
清
除
积
垢
；
检
查
阀
座
和
阀
片
无
严
重
磨
耗
、
擦
伤
；
更
换
不
良
部
件

　
活
塞
、
活
塞
环
和
气
缸
整
治

　
清
洗
活
塞
、
活
塞
环
和
气
缸
，
检
查
磨
损
情
况
，
活
塞
环
不
应
有
裂
纹
、
擦
伤
和
磨
损
超
限
，
活
塞

表
面
与
活
塞
环
槽
内
应
光
滑
，
无
裂
纹
，
必
要
时
更
换

　
水
套
及
冷
却
器
整
治

　
清
洗
水
套
及
所
有
冷
却
器
，
检
查
冷
却
芯
子
无
严
重
锈
蚀
，
不
漏
泄
，
不
良
更
换

　
十
字
头
整
修

　
检
查
十
字
头
，
十
字
头
销
外
圆
，
表
面
应
无
磨
伤
和
裂
纹
；
清
洗
曲
轴
至
十
字
头
各
传
动
机
构
的

油
孔
；
更
换
不
良
的
销
轴
、
滑
板

　
油
池
及
油
管
路
整
治

　
清
洗
油
池
及
所
有
油
管
、
油
泵
、
注
油
器
和
滤
油
器
；
更
换
空
压
机
油
池
内
的
润
滑
油
；

　
更
换
不
良
部
件
。
各
油
管
应
安
装
牢
固
，
不
漏
油
，
油
路
不
堵
塞
，
注
油
量
适
当
，
油
泵
作
用
良
好

　
传
动
系
统
整
修

　
检
查
连
杆
螺
母
、
曲
轴
平
衡
铁
及
全
部
传
动
系
统
的
紧
固
情
况
。
各
部
安
装
牢
固
，
各
部
螺
丝
紧

固
良
好

　
摩
擦
面
的
配
合
间
隙

　
测
量
各
摩
擦
面
的
配
合
间
隙
，
应
不
超
限
；
当
超
过
使
用
极
限
时
即
修
理
或
更
换

　
安
全
阀
等
整
修

　
检
查
安
全
阀
、
减
荷
阀
和
压
力
调
整
器
，
应
作
用
良
好
，
不
超
期

　
压
力
表
及
其
阀
门

　
检
查
压
力
表
工
作
正
常
，
不
超
期
；
检
查
各
阀
门
开
、
关
灵
活
，
不
漏
泄
；
吹
洗
管
路
，
无
严
重
锈
蚀

　
分
解
、
检
查
电
动
机

　
１．
清
洗
电
机
的
部
件
和
零
件
；

　
２．
检
查
定
子
及
转
子
线
圈
，
安
装
牢
固
，
表
面
清
洁
，
绑
扎
无
松
散
，
引
线
无
破
损
；
在
不
更
换
线

圈
的
情
况
下
消
除
线
圈
个
别
缺
陷
；
线
圈
绝
缘
良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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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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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备
名
称

中
修
项
目

中
修
内
容
及
质
量
要
求

备
注

空 气 压 缩 电 机

　
轴
及
轴
承

　
检
查
轴
及
轴
承
，
转
动
灵
活
，
声
音
正
常
，
不
过
热
，
油
润
良
好
，
不
磨
耗
，
无
裂
纹
，
无
旷
动
；
更
换

不
良
的
轴
、
轴
承

　
滑
环
及
刷
握

　
１．
修
理
滑
环
及
刷
握
，
安
装
牢
固
，
表
面
清
洁
圆
滑
；

　
２．
各
炭
刷
压
力
均
匀
、
适
当
，
与
滑
环
接
触
良
好

　
电
机
皮
带

　
更
换
电
机
皮
带
，
皮
带
调
整
适
当
，
作
用
良
好
；
皮
带
防
护
罩
完
好

　
整
流
子
接
线
整
修

　
熔
焊
部
分
整
流
子
接
线
，
接
线
端
子
焊
接
良
好

　
运
转
试
验

　
１．
进
行
空
载
和
带
负
荷
的
运
转
试
验
，
启
动
无
冲
击
，
运
转
平
稳
无
噪
声
；

　
２．
炭
刷
与
滑
环
间
无
火
花
，
电
机
不
过
热
控
制
柜

　
控
制
柜

　
整
修
控
制
柜
，
柜
内
设
备
完
好
，
工
作
正
常

循 环 冷 却 水 设 备

　
水
泵
整
修

　
１．
检
查
水
泵
，
应
安
装
牢
固
，
密
封
良
好
，
运
转
无
异
音
；

　
２．
清
洗
转
子
和
泵
的
内
部
，
更
换
损
坏
部
件
，
必
要
时
更
换
水
泵

　
水
泵
电
机
整
修

　
１．
检
查
定
子
、
转
子
线
圈
，
应
紧
固
，
无
伤
痕
，
轴
承
完
好
，
不
旷
动
；

　
２．
电
机
运
行
无
异
音
，
不
过
热
；

　
３．
更
换
不
良
部
件

　
各
类
法
兰
盘
和
阀
门

　
１．
检
查
法
兰
盘
和
阀
门
，
应
安
装
牢
固
，
不
漏
泄
，
阀
门
开
关
灵
活
；

　
２．
更
换
不
良
法
兰
盘
和
阀
门

　
水
管
路
整
治

　
１．
检
查
管
路
，
安
装
牢
固
，
密
封
良
好
；

　
２．
清
除
水
管
路
内
污
垢
，
更
换
锈
蚀
严
重
的
水
管
路

　
凉
水
塔
整
修

　
整
修
凉
水
塔
，
应
清
洁
，
无
污
垢
，
无
严
重
锈
蚀

　
凉
水
池
整
修

　
清
理
凉
水
池
污
垢
，
应
清
洁
，
无
漏
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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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续
中
表
３

设
备
名
称

中
修
项
目

中
修
内
容
及
质
量
要
求

备
注

供 风 管 路

　
管
路

　
１．
检
查
管
路
无
锈
蚀
、
损
伤
斑
痕
，
油
饰
均
匀
，
无
脱
皮
；

　
２．
更
换
锈
蚀
严
重
或
损
伤
的
管
路

　
整
修
管
路
基
础

　
１．
检
查
管
路
基
础
，
应
完
整
、
稳
固
、
无
裂
纹
，
无
倾
斜
；

　
２．
更
换
不
良
管
路
基
础
、
管
卡
及
橡
胶
衬
垫

　
各
种
阀
门
、
法
兰
盘

　
１．
检
查
阀
门
及
法
兰
盘
，
应
安
装
牢
固
，
不
漏
气
，
阀
门
开
关
灵
活
，
作
用
良
好
；

　
２．
更
换
不
良
阀
门
及
法
兰
盘

　
地
沟
整
治

　
整
治
不
良
地
沟
，
清
除
地
沟
杂
物
，
补
齐
地
沟
盖
板
，
地
沟
应
清
洁
，
无
杂
物
，
盖
板
齐
全
，
无
损
伤

　
自
动
排
污
放
水
及
防
寒
设
备

　
整
修
自
动
排
污
放
水
设
备
和
防
寒
设
施
，
更
换
不
良
部
件
，
排
污
放
水
及
防
寒
作
用
良
好

　
储
风
缸
整
治

　
１．
检
查
储
风
缸
安
装
牢
固
、
不
漏
气
、
安
全
阀
不
超
期
、
动
作
灵
敏
，
压
力
试
验
合
格
；

　
２．
储
风
缸
内
部
清
洗
并
防
锈
处
理
，
外
部
涂
银
粉
，
涂
刷
均
匀

雷 达 控 制 机

　
更
换
不
良
的
天
线
减
震
器
及

天
线
基
础

　
１
减
震
器
防
震
性
能
良
好
；

　
２
更
换
开
裂
、
破
损
的
天
线
基
础
；

　
３
天
线
基
础
内
、
外
壁
涂
沥
青
或
清
漆
，
以
提
高
其
防
水
、
防
潮
性
能

　
分
解
、
除
锈
、
油
饰
雷
达
天
线

可
调
式
箱
体
及
密
封
箱

　
１
清
理
箱
体
与
枕
木
间
的
石
砟
，
减
少
震
动
；

　
２
更
换
不
良
的
密
封
胶
垫
、
插
座
及
脏
污
变
形
的
玻
璃
钢
面
板
，
保
持
箱
体
防
水
、
防
潮
、
防
尘
性

能
良
好
；

　
３
可
调
式
箱
体
连
接
件
无
松
动
，
调
节
灵
活
，
天
线
箱
安
装
尺
寸
应
符
合
标
准

　
整
修
雷
达
室
外
电
源
箱
，
更

换
不
良
减
震
器
、
测
试
板
及
屏

蔽
电
缆

　
１
屏
蔽
电
缆
及
各
端
子
配
线
良
好
，
无
老
化
破
损
；

　
２
测
试
板
安
装
良
好
，
测
试
塞
孔
接
触
可
靠
，
绝
缘
符
合
标
准
；

　
３
电
源
箱
无
破
损
、
裂
纹
，
防
尘
、
防
潮
性
能
良
好
，
油
饰
均
匀
，
编
号
标
志
齐
全

　
整
修
车
轮
传
感
器
安
装
卡

具
、
引
接
线
及
防
护
管

　
１
安
装
尺
寸
符
合
标
准
，
防
护
管
及
引
接
线
固
定
良
好
；

　
２
线
圈
电
阻
、
对
地
绝
缘
、
磁
钢
磁
性
、
输
出
脉
冲
幅
度
等
各
项
指
标
符
合
标
准
；

　
３
安
装
卡
具
紧
固
良
好
，
无
锈
蚀
，
磁
钢
表
面
无
脏
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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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续
中
表
３

设
备
名
称

中
修
项
目

中
修
内
容
及
质
量
要
求

备
注

雷 达 控 制 机

　
更
换
不
良
的
雷
达
天
线
、
放

大
器
、
室
外
电
缆
，
整
修
不
良
的

表
头
、
开
关
、
指
示
灯
、
插
头
、
插

座
、
插
孔
及
其
他
电
子
元
器
件

　
１
天
线
发
射
频
率
、
晶
流
、
作
用
距
离
等
指
标
符
合
标
准
；

　
２
电
源
输
出
电
压
、
电
流
、
纹
波
电
压
等
指
标
符
合
标
准
，
面
板
表
头
、
指
示
灯
、
开
关
良
好
；

　
３
放
大
器
放
大
倍
数
、
输
出
信
号
幅
度
、
杂
音
等
指
标
符
合
标
准
，
安
装
固
定
良
好
；

　
４
天
线
、
放
大
器
、
电
源
轮
修
后
应
经
６０
℃
高
温
全
功
率
老
化

　
更
换
控
制
机
柜
绝
缘
不
良
的

插
头
、
插
座
、
接
线
端
子
排
和
老

化
的
配
线

　
１
机
柜
配
线
整
齐
，
无
老
化
，
绝
缘
符
合
标
准
；

　
２
零
层
端
子
插
座
及
印
刷
板
接
插
件
接
触
良
好
，
无
锈
蚀
氧
化
；

　
３
机
柜
盖
板
密
封
，
防
尘
良
好
，
各
紧
固
件
无
松
动
，
无
锈
蚀
，
油
漆
无
脱
落
；

　
４
各
插
件
面
板
无
破
损
，
罩
壳
无
损
坏
，
电
压
表
、
指
示
灯
开
关
良
好
，
编
号
标
志
齐
全

　
整
治
、
增
设
各
类
防
雷
、
故
障

报
警
及
其
他
冗
余
、
监
督
装
置

　
１
控
制
台
显
示
器
交
流
２２
０
Ｖ
电
源
应
有
防
雷
装
置
；

　
２
逐
步
增
设
雷
达
天
线
自
检
装
置
及
半
自
动
调
速
集
中
监
测
装
置

　
整
修
、
更
换
半
自
动
机
房
内

各
类
不
良
的
稳
压
电
源
、
隔
离

变
压
器
、
综
合
测
试
仪
及
测
试

台

　
１
测
试
仪
表
专
用
交
流
稳
压
器
的
电
压
稳
定
度
、
输
出
电
压
电
流
指
标
符
合
标
准
；

　
２
综
合
测
试
仪
、
示
波
器
、
数
字
电
压
表
、
信
号
发
生
器
等
仪
器
按
周
期
计
量
校
验
；
综
合
测
试
仪

各
项
功
能
应
符
合
“
驼
峰
雷
达
综
合
测
试
仪
”
技
术
要
求

音 频 测 长 器

　
测
长
器
轨
道
电
路
整
修

　
１
符
合
轨
道
电
路
技
术
标
准
；

　
２
更
换
不
良
的
空
闲
鉴
别
变
压
器
或
电
阻
器
；

　
３
更
换
不
良
的
零
米
或
终
端
长
度
检
测
继
电
器

　
整
修
振
荡
器
等
电
路
板

　
１
更
换
不
良
的
振
荡
器
、
功
率
放
大
器
、
选
频
放
大
器
、
交
直
流
变
换
器
、
逻
辑
相
加
运
算
器
等

电
路
板
；

　
２
整
修
不
良
的
插
孔
、
插
座
、
开
关
及
其
他
电
子
元
器
件

　
整
修
振
荡
电
源
等
设
备

　
更
换
不
良
的
振
荡
电
源
、
故
障
检
测
报
警
板
、
自
动
切
换
继
电
器
及
机
柜
稳
压
电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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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续
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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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备
名
称

中
修
项
目

中
修
内
容
及
质
量
要
求

备
注

音 频 测 长 器

　
测
长
机
柜
整
修

　
１
整
治
机
柜
配
线
，
配
线
整
齐
，
无
老
化
，
绝
缘
符
合
标
准
；

　
２
更
换
绝
缘
不
良
的
零
层
端
子
排
、
插
头
、
插
座
、
波
段
开
关
长
度
数
字
显
示
器
等
；

　
３
整
修
机
柜
防
尘
密
封
装
置
，
并
油
漆
无
脱
落
，
各
紧
固
件
无
松
动
，
无
锈
蚀
；

　
４
整
修
插
件
面
板
无
破
损
，
编
号
铭
牌
标
志
齐
全
，
电
压
表
、
指
示
灯
、
开
关
良
好
；
接
插
件
接
触

良
好
，
无
锈
蚀
，
无
氧
化

　
防
雷
装
置
及
测
试
台
整
治

　
１
整
治
音
频
测
长
发
送
、
接
收
及
电
源
防
雷
元
件
，
更
换
不
良
防
雷
元
件
，
其
型
号
规
格
及
安
装

应
符
合
标
准
；

　
２
音
频
测
长
测
试
台
各
项
检
测
功
能
应
符
合
“
音
频
测
长
综
合
测
试
台
”
技
术
要
求

·８３１·



附件４

信号中修工作量调查表

（供参考，由铁路局制定）

信号中修工作量调查表

站（场） 调查表１

分类 项目 单位 数量 单位工时 合计工时 备注

信
号
机
械
室

　整理组合配线 架

　安装阻容插接件 个

　更换超期器材 台

　更换插座保险 个

　安装轨道（电缆）测试盘 台

　更换继电器插座 块

　轨道电路防雷改造 处

　熔丝断丝报警 个

　信号开放报警 台

　组合架电气螺丝紧固打标 面

　走线架防尘盖 ｍ

　分线盘密封防尘 处

　设备、器材铭牌、标签 站

　室内密封防尘 室

　电缆沟盖板整治 ｍ

　电缆沟防鼠 处

　整治不良地线 处

合计

主要问题：

调查人： 　调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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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中修工作量调查表

站（场） 调查表２

分类 项目 单位 数量 单位工时 合计工时 备注

电
源
屏

　更换熔丝管 个

　更换主要器材 台

　更换整理不良配线 ｍ

　电源引入防雷改造 处

　电气螺丝紧固打标 面

　配线整理 面

　加防鼠设施 处

　设备器材铭牌、标签 处

　保险更换断路器 个

控
制
台

　更换按钮、单元块 个

　盘面防尘打蜡 面

　整理配线 面

　电气螺丝紧固打标 面

　加设报警装置 处

　加计数器 个

　加防鼠设施 处

　密封防尘 处

　层间加隔板 块

　电缆沟盖板整治 ｍ

　人工解锁盘密封防尘 处

　设备器材铭牌、标签

　保险更换断路器

合计

主要问题：

调查人： 　调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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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中修工作量调查表

站（场） 调查表３

分类 项目 单位 数量 单位工时 合计工时 备注

电
动
道
岔

　更换安装装置 组

　角钢防腐 组

　电动转辙机油饰、书写编号 组

　更换电动转辙机 台

　更换插接件 组

　更换蛇管 根

　密贴调整杆加防松卡 个

　二极管改冗余方式 个

　配合工务整治道岔 组

　加配线图 个

　硬面化 处

合计

主要问题：

调查人： 　调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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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中修工作量调查表

站（场） 调查表４

分类 项目 单位 数量 单位工时 合计工时 备注

机
械
道
岔

　更换安装装置 组

　更换电锁器 台

　整修握柄 根

　更换转换锁闭器 台

　更换不良导管 ｍ

　更换蛇管 根

　更换调整器 台

　更换不良标志板 块

　马蹬铁加防松螺丝 组

　整治导管基础 个

　整治标志灯 个

　整治导管调整器基础 个

　整治导管径路 ｍ

　密贴调整杆螺母防松 个

　整理配线 组

　配合工务整治道岔 组

　硬面化 组

　油饰、书写编号 组

合计

主要问题：

调查人： 　调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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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中修工作量调查表

站（场） 调查表５

分类 项目 单位 数量 单位工时 合计工时 备注

色
灯
信
号
机

　高柱信号机扶正捣固 架

　轮修透镜组 组

　更换机内配线 处

　更换变压器 台

　更换高柱信号机柱 根

　机构防水、防尘 处

　更换箱内配线 处

　打印建筑限界 处

　整修或更换梯子 架

　改装定焦盘灯座 个

　更换蛇管 根

　油饰、书写编号 处

　加配线图 块

　基础硬面化 处

　电气螺丝紧固打标 处

　硬面化 处

　

合计

主要问题：

调查人： 　调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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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中修工作量调查表

站（场） 调查表６

分类 项目 单位 数量 单位工时 合计工时 备注

轨
道
电
路

　加钢丝绳 根

　加小枕木 个

　抬高基础 个

　更换变压器箱 个

　更换防雷元件 个

　加接续线 根

　更换保险插座 个

　更换电缆盒 个

　更换绝缘 处

　长钢丝绳改电缆 处

　箱盒密封化 个

　整治箱盒配线 处

　加配线图 块

　箱盒基础硬面化 处

　油饰、书写编号 处

合计

主要问题：

调查人： 　调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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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中修工作量调查表

站（场） 调查表７

分类 项目 单位 数量 单位工时 合计工时 备注

车
辆
减
速
器

　更换制动钳 组

　更换制动钳轴及轴套 组

　更换限位块 块

　更换钢轨撑座 块

　更换磨耗板或修补制动钳支撑面 块／处

　更换油缸支撑座 个

　更换油拐支撑座 个

　更换支撑轴及轴套 组

　更换滚轮及滚轮套 组

　更换小轴及小轴套 组

　更换曲拐 个

　更换连杆及绝缘套 组

　更换高压软管 根

　更换油缸（或风缸） 个

　更换电液（气）换向阀 台

　更换制动轨 根

　更换制动轨螺栓 个

　更换风动快排阀 台

　更换空气滤气器、油雾器 组

　更换电热器 个

合计

主要问题：

调查人： 　调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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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中修工作量调查表

站（场） 调查表８

分类 项目 单位 数量 单位工时 合计工时 备注

液
压
传
动
系
统
及
动
力
控
制
室

　更换直通单向阀 个

　更换可控单向阀 个

　更换机械溢流阀 个

　更换电磁溢流阀 个

　更换截止阀 个

　更换油位指示器 处

　更换齿轮油泵 个

　更换电动机组及配线 台

　更换滤油器及滤油网 处

　更换机械油 ｔ

　整修空气压缩机组 台

　整修渗漏油的管路接头 处

　整修锈蚀不良的油管路 ｍ

　整修不良管箍 处

　整修开裂、坍塌的油管沟 ｍ

　更换油管沟盖板 块

　更换阀门盖板 处

　更换、校验、计量压力表 个

　蓄压器检验、探伤、整修 台

　更换动力配电柜表头、互感器 只

　更换动力配电柜自耦减压启动器 台

合计

主要问题：

调查人： 　调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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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中修工作量调查表

站（场） 调查表９

分类 项目 单位 数量 单位工时 合计工时 备注

测
速
雷
达
天
线

　整治、更换天线基础 处

　更换减震器 只

　整治、更换天线密封箱 只

　整治、更换天线可调式箱体 只

　更换天线密封箱胶垫 处

　更换天线与室外电源的屏蔽电缆 条

　更换车轮传感器 只

　更换车轮传感器卡具及防护管 处

　轮修、更换雷达天线 台

　轮修、更换雷达室外电源 台

　轮修、更换控制机各插接件电路板 台

　轮修、更换ＪＲ电码继电器 台

　更换控制机柜子端排、插座 处

　整治、更换控制机柜老化配线 处

　轮修、更换控制台数显表头 只

　整修综合测试仪及各类测试台 台

　整修各类机房稳压电源 台

合计

主要问题：

调查人： 　调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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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中修工作量调查表

站（场） 调查表１０

分类 项目 单位 数量 单位工时 合计工时 备注

测
长
设
备

　补写测长长度标志 处

　更换空闲鉴别变压器或电阻器 只

　更换长度检测继电器 只

　轮修、更换振荡器 块

　轮修、更换功率放大器 块

　轮修、更换选频放大器 块

　轮修、更换交直流变换器 块

　轮修、更换逻辑运算器 块

　轮修、更换报警器 块

　轮修、更换机柜电源 块

　更换机柜电路板插头 只

　更换波段开关 只

　更换长度数字显示器 只

　更换不良配线 处

　更换不良配线端子 处

　整修机柜密封防尘 项

　更换防雷元件 只

　整修测试台及配件 项

合计

主要问题：

调查人： 　调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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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中修工作量调查表

站（场） 调查表１１

分类 项目 单位 数量 单位工时 合计工时 备注

空
压
机
电
机

　检查炭刷盒，更换不良弹簧 个

　更换炭刷 个

　分解电动机，内部清扫、注油 台

　更换电机皮带 条

　电机地线整治 条

　熔焊部分整流子 处

　检修、更换空气开关 个

　检修接触器，更换不良部件 个

　检修频敏变阻器，更换不良部件 个

　整理控制柜配线 台

合计

主要问题：

调查人： 　调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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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中修工作量调查表

站（场） 调查表１２

分类 项目 单位 数量 单位工时 合计工时 备注

循
环
冷
却
水
设
备

　整理电机配线 处

　分解检查电机，清扫内部 台

　更换电机轴承 盘

　分解检修水泵，清扫内部 台

　更换裂纹泵件 个

　更换水泵叶轮 个

　更换水泵密封环、填料环、挡水

圈、密封圈
个

　更换水泵轴、轴套 根

　更换锈蚀严重水管路 ｍ

　分解检查法兰盘，更换不良部件 个

　更换不良阀门 个

　整治软化水设备 台

　清理凉水池 处

　整修凉水塔 台

合计

主要问题：

调查人： 　调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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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中修工作量调查表

站（场） 调查表１３

分类 项目 单位 数量 单位工时 合计工时 备注

空
气
压
缩
机

　更换机身油池内润滑油 ｋｇ

　清洗注油器、油泵，更换油轮网套、

油泵齿轮等不良部件
个

　清洗、更换不良油管路 ｍ

　清洗检修活塞、活塞环，更换不良

活塞、活塞环
个

　更换填料箱内密封环、专用螺

丝等
个

　分解检修吸、排气阀，更换阀片弹

簧、阀座
个

　清洗曲轴、轴泵，更换不良的曲

轴、轴泵
个

　分解气缸，更换缸垫 个

　检查十字头、连杆部件，更换十字

头销
个

　清洗冷却器，更换冷却芯子 个

　冷却芯子水压试验 个

　更换不良减荷阀 个

　更换、清洗空气滤清器 个

　检查压力表、安全阀、电接点压

力表
块

合计

主要问题：

调查人： 　调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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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中修工作量调查表

站（场） 调查表１４

分类 项目 单位 数量 单位工时 合计工时 备注

供
风
管
路

　更换破损、裂纹的管路基础 块

　调整管路基础 块

　更换腐蚀严重的管路 ｍ

　更换腐蚀、损坏的过道防护管 处

　管路除锈，刷防锈漆，刷灰漆 ｍ

　分解更换法兰盘石棉垫、螺丝 个

　更换不良阀 个

　清理管路 根

　更换地沟盖板 块

　整修地沟不良地段 ｍ

　更换储风缸入口胶垫 处

　储风缸内部除锈，涂防锈漆及外
部涂银粉

个

　储风缸水压试验 个

　整修储风缸遮棚 处

　整治储风缸基础 处

　整理自动排污设备配线 处

　箱、盒密封，清扫内部 个

　整治电热装置 处

　分解检查电磁阀，更换不良部件 个

　检验风压表

　检验安全阀

　检验电接点压力表

合计

主要问题：

调查人： 　调查日期：　　年　　月　　日

·２５１·



附件５

信号设备维修工作内容及周期表

（供参考，由铁路局制定）

色灯信号机（标志牌）维修工作内容、周期及工时表　　维表１

修程 工作内容 单位
工时
（ｍｉｎ） 周期 备注

日
常
养
护

　１检查机构、机柱外观完好，基础稳
固，粉饰良好，限界标记清晰，机构加
锁良好

　２标志牌齐全、完好，标示清晰、正
确，支架稳固无歪斜

　３检查梯子有无损伤

　４检查箱盒有无损伤、漏水

　５检查箱盒加锁良好

　６基础面清扫、保证清洁

　７主丝转副丝时更换灯泡并记录和
试验

架
（高单）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５

每月
１次

　多机构为１０ｍｉｎ
　矮机构为５ｍｉｎ

　带主、副丝转换的
列车信号机

集
中
检
修

　１Ⅰ级测试

　２试验灯泡主、副灯丝转换及报警

　３螺栓紧固，检查开口销是否齐全，
劈开角度是否标准

　４箱盒、机构内部检查、清扫、防尘、
防水是否良好

　５．标志牌检查、清洁、整治

　６测量建筑限界

　７测试引入线全程对地绝缘

　８检查、调整信号显示距离

　９地线测试、整治

　１０检查机构、机柱及梯子机械强度

　１１箱盒、机构外部油饰、书写代号

　１２配合中修

　１３地面硬化不良整修，基础稳固，
机柱整正

架
（高单）

１０

５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６０

１２０

６０

１２０

按需

按需

每年
１次

２年
１次

按计划

每年
１次

　多机构加 １０ｍｉｎ
（站内）

　矮单为６０ｍｉｎ；矮
双为９０ｍ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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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液）道岔转辙设备维修工作内容、周期及工时表 维表２

修程 工作内容 单位
工时
（ｍｉｎ） 周期 备注

日
常
养
护

　１检查道岔密贴和飞边情况，尖轨
爬行是否超标记

　２检查转辙机及安装装置有无损
伤；各种绝缘外观是否良好

　３检查表示杆缺口标记有无变化

　４检查设备有无外界干扰，检查加
锁装置是否良好

　５检查电液转辙机外部油路无渗漏，
油管无破损，固定、防护良好

　６检查箱盒有无破损、漏水；防尘罩
安装良好

　７检查基础无破损，粉饰良好

　８检查外部螺栓是否松动，开口销
是否齐全、标准；蛇管安装良好

　９基础面、设备外部清扫、注油

组 ２０

每月
不少
于２
次

　复交加５ｍｉｎ。
　双机牵引道岔，
每牵引点为１组。
　安装有缺口监测
装置的道岔，不再
进行缺口标记的人
工检查

集
中
检
修

　１检查转辙机内部机件无松动、断
裂、损坏和异状，防尘良好、无漏水情
况，各部螺丝紧固

　２检查速动爪和速动片间隙，动接
点与静接点座间隙，动静接点片接触
深度符合标准

　３试验观察整机动作有无异状，检
查炭刷无松动、无过大火花

　４检查配线良好，核对标牌、图表齐
全、准确

　５检查表示缺口符合标准，不良
调整

　６机内清扫、注油

　７扳动试验２ｍｍ锁闭、４ｍｍ不锁
闭，确认道岔表示

　８基础面、设备外部清扫、注油

组

１０

５

５

５

５

５

５

１０

每２～
３月
１次

　双机每牵引点为
一组。
　含杆件及安装装
置。　
　复式交分道岔加
６０ｍｉｎ

·４５１·



续维表２

修程 工作内容 单位
工时

（ｍｉｎ）
周期 备注

集
中
检
修

　９安装装置及各连接杆绝缘检查测
试，不良分解检查、更换

　１０检查移位接触器动作

　１１电液转辙机检查油量及管路

　１２启动箱检查、清扫，防尘设施
整修

　１３更换挤切销

　１４配合工务整治道岔

　１５箱盒、安装装置油饰，书写代号

　１６联锁试验

　１７电气特性Ⅰ级测试

　１８配合电气特性Ⅱ级测试

　１９配合中修

组

２０

５

５

１０

１０

１２０

１２０

３０

１０

５

按需

每２～
３月
１次

按周期

按需要

２年
１次

每年

１次

按周期

按周期

按计划

　双机每牵引点为
一组。

　含杆件及安装装
置。　
　复式交分道岔加
６０ｍｉｎ

·５５１·



外锁闭道岔转辙设备（含融雪装置）维修工作内容、周期及工时表

维表３

修程 工作内容 单位
工时

（ｍｉｎ）
周期 备注

日
常
养
护

　１设备有无外界干扰和异状，斥离
轨和基本轨间无异物，各部件无破损

　２道岔密贴状态良好，尖轨、基本
轨、心轨、翼轨竖切部分无飞边

　３尖轨爬行不超标，心轨表示拉杆
接头不碰钢轨，并有１０ｍｍ以上间隙

　４道床平整，列车过道时，转换设备
上、下起伏不大于１０ｍｍ

　５固定尖轨、心轨第一、第二拉板的
防松螺栓齐全、紧固、无松动

　６安装装置和外锁闭装置的紧固
件、开口销、连接销、连接轴压板、表示

杆和动作防松螺母，无脱落、不松动

　７表示杆螺栓紧固、不松动

　８转辙机动作杆、表示杆、密贴检查
器表示杆伸出端，外锁闭机构及安装

装置的各连接销、摩擦面应油润

　９锁闭框两侧导向销应有效插入锁
闭杆两侧导向槽内，不得脱落

　１０锁钩与锁闭杆接触面及动作范
围内无砂石、杂物等

　１１锁钩、锁钩连接轴、锁闭杆及锁
闭铁应保持清洁、油润无锈蚀，锁钩与

锁钩连接轴横向滑动良好

　１２防尘罩、防跳装置安装良好，检
测杆支架安装平顺无磨卡

　１３检查转辙机外部油路无渗漏，油
管无破损，固定、防护良好

　１４融雪电加热元件、轨温传感器等
安装牢固，卡具作用良好

　１５基础面、设备外部清扫、注油

组 ２０
每月

不少于

２次

　１多机每机加
１０ｍｉｎ。
　２外锁闭装置上
道初期（１个月左
右）应适当增加巡

视次数，以克服和

预防因道床不稳而

造成的早期故障，

直至稳定。

　转辙机上道初期
（１个月内）应适当
增加检查次数，检

查机内机械工作无

异状。检查机内机

械工作无异状，液

压件无渗漏。

　３访问车务人
员，了解转辙设备

运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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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维表３

修程 工作内容 单位
工时

（ｍｉｎ）
周期 备注

集
中
检
修

　１各连接头之间旷量符合标准

　２尖轨各牵引点（含心轨）的开口
量和锁闭量应符合提速道岔及转换设

备铺设安装验收技术条件的要求，定、

反位应均匀，其误差符合标准

　３扳动进行密贴检查试验（按照道岔
转换设备技术条件和道岔类型）

　４机内无积水、无积土、不锈蚀；动作
灵活、稳定无异状；机内配线无破损；机内

零部件动作正常、无损坏

　５表示缺口指示标对中，左右偏差
小于０．５ｍｍ

　６液压件无漏现象；油箱的油量在
标尺上、下刻度内

　７．油管路检查、整修

　８滑动或转动部分适当注油或均匀
涂润滑油

　９电气特性Ⅰ级测试

　１０更换锈蚀的紧固件、防护件

　１１测试道岔转换力

　１２检查、测试钢枕固定螺栓绝缘、
外锁闭装置和各种杆件的绝缘性能

　１３．整修融雪柜内设备及外部加热
元件、轨温传感器、卡具等，不良更换；

联合车务、供电通电试验

　１４安装装置、外锁闭装置、密贴检查
器及箱、盒除锈、油饰、书写代号

　１５按工厂保修周期更换到期的易
损件和绝缘

　１６配合工务整治道岔

　１７检查各种电气接点接触良好，不
旷动，接点无损伤

　１８配合厂家调整定力保持器

　１９配合中修

组

５

５

１０

１０

５

５

１０

１０

１０

３０

５０

２０

６０

１２０

６０

１５０

１０

２０

按需

每２～
３月
１次

按周期

每年

１次

每年

不少

于１次

２年
１次

按需

按计划

　配合工务整治
道岔。

　多机每牵引点为
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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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电路维修工作内容、周期及工时表 维表４

修程 工作内容 单位
工时

（ｍｉｎ）
周期 备注

日
常
养
护

　１检查钢轨绝缘外观良好，轨缝
标准

　２轨距杆、道岔连接杆、连接板及安
装装置绝缘外观检查

　３检查送、受端引线，轨端接续、道
岔跳线完好，防混措施良好

　４检查外界对设备的干扰，发现问
题及时处理

　５检查箱盒有无破损、漏水，加锁装
置良好

　６检查箱盒外部螺栓良好

　７访问车站值班员，了解运用情况

　８基础面及设备外部清扫、注油

　９更换不良绝缘

　１０更换断股导接线、钢丝绳，对缺
油钢丝绳补油

区段

百米

百米

百米

个

个

站

处

处

个

１５

１５

１５

１５

１５

１５

１５

１５

１５

３０

站内每

月不少

于２次。
区间每

月不少

于１次

按需

集
中
检
修

　１检查、测试轨道绝缘，更换不良绝
缘、导线及部件

　２检查、测试轨距杆绝缘，不良更换

　３检查送、受端箱盒通风、防尘状
况，不良整修

　４钢丝绳除锈、涂油、整修

　５检查、补齐、整修引接线、接续线、
道岔跳线、扼流变压器中心连接板

（线）

　６基础面及设备外部清扫、注油

　７分路测试试验

　８液压断路器检查、试验

　９极性交叉校核和绝缘破损试验

　１０电气化区段扼流变压器开盖检查

组

根

个

区段

区段

处

区段

处

区段

个

３０

５

１０

３０

３０

１０

１０

５

１０

２０

每半年

１次

　 含 除 ＺＰＷ２０００
外其他制式自动闭

塞的轨道电路

·８５１·



续维表４

修程 工作内容 单位
工时

（ｍｉｎ）
周期 备注

集
中
检
修

　１１电气特性Ⅰ级测试

　１２配合电气特性Ⅱ级测试

　１３配合更换器材及试验

　１４．测试防雷元件，不良更换

　１５箱、盒清扫、油饰，书写代号

　１６检查、更换熔断器，核对容量

　１７配合轨道电路标调

　１８配合中修

　１９配合工务更换绝缘和不良轨
距杆

区段

区段

区段

个

个

个

区段

区段

根

２０

１０

３０

５

３０

５

６０

６０

３０

按周期

每年

１次

２年
１次

按计划

按需

　 含 除 ＺＰＷ２０００
外其他制式自动闭

塞的轨道电路

　更换器材应及时
标调

·９５１·



电缆线路维修工作内容、周期及工时表 维表５

修程 工作内容 单位
工时

（ｍｉｎ）
周期 备注

日
常
养
护

　１电缆径路及电缆盒外观检查

（重点检查电缆径路电缆标、地下

接头标、警示牌，过桥、过涵电缆防

护、施工及其他外界干扰）

　２检查箱盒有无破损，基础有无

破损、裂纹

　３检查电缆埋设标是否齐全

完好

　４外部安装螺栓检查紧固

　５基础面、箱盒外部清扫

　６室内电缆沟（槽）封堵检查

站

（小站）

１５０

（大站）

２４０

区间

按照

实际

情况

核定

每月

１次

　２５组及以上联锁道

岔的车站为大站。

　区间自闭电缆线路

每月不少于１次

集
中
检
修

　１箱盒、基础整修

　２检查、核对各种标牌、图表齐

全正确

　３闭塞线环阻测试

　４各种箱盒开盖检查，检查、整

修箱盒内部配线；防尘、防潮良好

　５电气特性Ⅰ级测试

　６电缆盒油饰、书写代号

　７配合中修

　８电缆绝缘不良查找及处理

　９补齐电缆埋设标

个

个

区间

个

条

处

个

处

处

３０

１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按需

２０

每年

１次

按周期

２年

１次

按计划

按需要

·０６１·



电源屏维修工作内容、周期及工时表 维表６

修程 工作内容 单位
工时

（ｍｉｎ）
周期 备注

日
常
养
护

　１检查熔断器、电源线、变压器、
接触器、中间继电器安装状态，有无

过热现象、不正常噪声及异味

　２调压屏手动、自动位检查

　３盘面显示状态检查及屏内外
部清扫

　４智能电源屏监测信息检查
分析

　５电气特性测试

　６定期切换主（Ａ）、备（Ｂ）屏
运用

站

２０
（小站）

４０
（大站）

１０

１０

５

每日

１次

按周期

每月

１次

　无人值班车站每月
２次

　单月主（Ａ）屏，双
月备（Ｂ）屏。“Ｎ＋
１”系统定期进行切换
试验

集
中
检
修

　１屏内各部检查，紧固配线端子

　２主、副屏倒机试验，两路电源
的相序检查

　３检查、测试地线及防雷元件，
不良整修或更换

　４检查并按周期更换屏内熔
断器

　５屏内、外部及电源线沟槽清
扫，检查防鼠措施

　６配合更换电源屏器材及仪表
校核

　７屏内主要元器件检查测试，不
良更换

　８电气特性测试

站

３０

１０

３０

１０

３０

按需

５０

５０

２～３年
１次

按周期

·１６１·



控制台、人解盘维修工作内容、周期及工时表 维表７

修程 工作内容 单位
工时

（ｍｉｎ）
周期 备注

日
常
养
护

　１检查铅封、计数器号码变化并登

记，检查破封登记情况，及时补封

　２检查表示灯及按钮帽，不良更换

　３检查鼠标，显示器显示

　４访问车站值班员，了解设备运用

情况

台 １０
每日

１次

　无人值班的车站

每月２次

集
中
检
修

　１检查按钮、手柄接点的断接情

况，清扫、调整，更换不良配件

　２检查清扫配线，紧固端子螺丝

　３检查、整修防尘、防鼠设施

　４检查清扫显示器，机柜内部检查

　５联锁试验

　６更换故障表示灯

　７检查并按期更换熔断器

台

进路

台

１０

１０

１０

２０

３０

５

５

每年

１次

按需要

２年

１次

　指非双熔丝熔

断器

·２６１·



机械室组合架、综合架、分线盘维修工作内容、周期及工时表 维表８

修程 工作内容 单位
工时

（ｍｉｎ）
周期 备注

日
常
养
护

　１观察检查各种器材运用状态，

无异常现象，器材安装牢固，插接

良好

　２检查各种熔断器、阻容元件、

防雷元件无过热现象

　３各种标牌齐全，防松措施良好

　４室内环境卫生清扫

站

１０

５

５

１０

每日

１次

　无人值班车站每月

２次

集
中
检
修

　１逐台检查各种器材类型是否

正确，有无超期，内部有无异物，继

电器接点状态是否良好

　２检查清扫组合架、综合架、走

线架、分线盘及电缆沟槽

　３检查测试地线，不良整修

　４检查测试防雷单元，不良更换

　５检查整修防尘、防鼠设施

　６阻容元件、二极管检查、测试，

不良更换

　７双熔丝转换及熔丝报警试验；

熔丝容量核对，插座检查

　８绝缘不良查找及处理

　９按周期更换器材

架

个

架

个

站

站

个

站

站

５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每年

１次

按需

按周期

·３６１·



驼峰道岔电空转辙设备维修工作内容、周期及工时表 维表９

修程 工作内容 单位
工时

（ｍｉｎ）
周期 备注

日
常
养
护

　１检查道岔密贴情况

　２检查各部螺栓是否松动，开口
销、铁绑线齐全，作用良好

　３检查气动二联件工作是否正
常，油杯注油、排污是否符合标准

　４动作试验，检查整机工作是否
良好

　５安装装置、电空转辙机各部件
齐全，无裂纹和损伤，加锁良好

组 ２０
每日

１次

集
中
检
修

　１检查外部机件，紧固螺栓，清
扫、注油

　２开盖检查转辙机内部机件有
无松动、断裂、损坏和异状，机盖防

尘是否良好

　３检查配线端子有无松动

　４检查遮断器接点接触是否良
好，测试接点压力并按标准调整

　５检查气动二联件，调整注油量

　６检查活塞杆、表示杆无磨卡

　７检查锁闭阀锁闭可靠

　８检查调整解锁、锁闭值

　９检查压力表、压力表开关是否
正常

　１０动作试验整机无卡阻、无漏
风现象

　１１电气特性Ⅰ级测试

　１２配合电气特性Ⅱ级测试

　１３箱盒油饰、书写代号

组

５

５

５

５

１０

１０

５

５

１０

５

５

５

１２０

每月

１次

按周期

按周期

２年
１次

·４６１·



计轴传感器维修工作内容、周期及工时表 维表１０

修程 工作内容 单位
工时

（ｍｉｎ）
周期 备注

日
常
养
护

　１检查机械装置螺栓有无松动、

裂缝及损伤

　２检查距轨面距离是否超限

　３检查磁头状态

　４检查清扫踏面铁屑

处 ２０
每日

１次

集
中
检
修

　１同“日常养护”工作内容

　２电子盒检查、调整、清扫

　３安装尺寸检查、调整

　４油饰

处

２０

２０

１０

４５

每２～３

月１次

２年

１次

·５６１·



车辆减速器维修工作内容、周期及工时表 维表１１

修程 工作内容 单位
工时

（ｍｉｎ）
周期 备注

日
常
养
护

　１检查、紧固各部螺栓

　２检查各部有无裂纹、破损

　３检查销、轴调整良好

　４检查调整器片无脱出

　５缸、阀无漏卡、卡滞现象

　６风、油管无漏泄

组

（小缓）

３０
（大缓）

６０

每日

１次

集
中
检
修

　１检查、紧固各部螺栓，更换不
良螺栓

　２检查轴承、支座及各开口销是
否齐全完好

　３检查制动风（油）缸，更换不良
风（油）缸

　４风缸注油（Ｔ·ＪＫ减速器）

　５检查测量制动夹板安装情况，
按周期更换

　６检查各部配件，不良更换

　７测量、调整制动位、缓解位开
口尺寸

　８检查、调整、清洁表示杆接点
装置

　９检查控制盒、控制阀和风压调
整器，并清扫、调整（Ｔ·ＪＫ）

　１０检查复轨器、护轮轨等设备

　１１清扫机体和各部螺栓，转动、
活动部分注油

　１２油饰

组

３０

３０

６０

１２０

６０

３０

３０

１０

６０

１０

１０

１２０

每月

１次

２年
１次

·６６１·



雷达天线维修工作内容、周期及工时表 维表１２

修程 工作内容 单位
工时

（ｍｉｎ）
周期 备注

日
常
养
护

　１检查天线箱是否受外界干扰，
有无破损

　２擦拭天线发射口玻璃板

　３清除天线作用距离内的障
碍物

　４检查加锁装置是否良好

台 １５
每日

１次

集
中
检
修

　１测试雷达天线及电源参数是
否符合标准，不良调整

　２检查雷达天线在天线箱、电源
箱的配线端子有无松动，防尘、防潮

设施是否损坏

　３检查并紧固各部安装螺栓

　４整修防寒设施

　５油饰

台

５０

１０

１０

２０

４５

每季

１次

每年

１次

２年
１次

·７６１·



测长设备维修工作内容、周期及工时表 维表１３

修程 工作内容 单位
工时

（ｍｉｎ）
周期 备注

日
常
养
护

　１外观整洁，加锁良好

　２箱体无裂纹，不破损

　３测长核对（空闲股道）

　４过轨线防护固定良好

台 １５
每日

１次

集
中
检
修

　１检查箱内端子紧固，配线整理

　２检查轨道连接线良好

　３检查尾部短路线良好

　４测长校正

　５油饰

台

１０

５０

１０

２０

每季

１次

２年

１次

·８６１·



测重设备维修工作内容、周期及工时表 维表１４

修程 工作内容 单位
工时

（ｍｉｎ）
周期 备注

日
常
养
护

　１检查机械装置螺栓有无松动、

裂缝及损伤

　２检查接头接触良好，无锈蚀

　３检查清扫传感器表面铁屑、

杂物

处 ２０
每日

１次

集
中
检
修

　１同“日常养护”工作内容

　２测重数据与车辆实际重量

核对

　３安装状态检查、调整

　４油饰

处

２０

２０

１０

４５

每季

１次

２年

１次

·９６１·



风（液）输送设备维修工作内容、周期及工时表 维表１５

修程 工作内容 单位
工时

（ｍｉｎ）
周期 备注

日
常
养
护

　１检查风油管路密封，无渗漏

　２检查储风缸内压指示器是否

正常

　３检查油水分离器排污是否

正常

　４清除径路上障碍物

　５检查自动排水装置、风压调整

器，更换不良配件

　６风管路排污

　７压力报警试验

百米

处

处

３０

５

１０

每日

１次

每周

１次

集
中
检
修

　１检查调整各部阀门开启、关闭

是否灵活、可靠

　２检查管路安装是否牢固，各部

螺栓无松动，管接头紧固良好

　３检查高压胶管破裂、老化、开

胶情况，更换不良胶管

　４管路基础整修、除草，更换风

油管沟不良盖板

　５压力表更换送检

　６安全阀更换送检

　７整修防寒设施

　８油饰

个

百米

个

处

块

个

百米

套

５

１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２４０

１９２０

每季

１次

按周期

按周期

每年

１次

２年

１次

·０７１·



液压动力设备维修工作内容、周期及工时表 维表１６

修程 工作内容 单位
工时

（ｍｉｎ）
周期 备注

日
常
养
护

　１检查油位指示器、电接点压力

表示工作正常，符合标准

　２检查电机油泵有无异状

　３检查溢流阀，控制阀工作可靠

　４检查液压件、管接头无松动、

漏油

　５清扫

处 ６０
每班

２次
　工时是指单位工时

集
中
检
修

　１检修电机油泵连接装置是否

完好

　２检查调整油箱油位，检查油压

报警是否可靠

　３检查溢流阀、单向阀等运行

状态

　４检查清扫空压机

　５检查油管路，更换不良密封垫

　６蓄压器状态检查

　７压力表更换送检

　８油饰

处

块

２０

１０

１０

２０

４０

２０

３０

１２０

每月

１次

按周期

２年

１次

·１７１·



空压动力设备维修工作内容、周期及工时表 维表１７

修程 工作内容 单位
工时

（ｍｉｎ）
周期 备注

日
常
养
护

　１检查空压机、电机、无过热、无

异常噪声、无异常气味，不漏风

　２检查控制柜内各电器件无松

动、无过热、无异常杂音

　３检查空压机各级风温、风压、

油温、油压

　４检查油池、油杯油位

　５空压机机构体排污

　６空压报警装置状态检查

　７储风缸、压力表状态检查

处 ９０
每班

２次

集
中
检
修

　１滤网清洗

　２油池油标检查、加油

　３压力表、电接点压力表检查

　４检查各级阀件无异常，更换不

良阀件

　５电机、空压机机体清扫

　６电机、控制柜绝缘测试

　７控制柜清扫，接线端子紧固

　８储风缸、截止阀、止回阀状态

检查

　９清洗空气滤清器

　１０检查紧固地脚螺栓

　１１配电屏检查养护

　１２管路、储风缸除锈、油饰

　１３储风缸（罐）定期检验

　１４压力表更换校验

　１５安全阀更换校验

　１６空压机定期更换器材，换油

处

１０

３０

６０

按需

６０

３０

６０

３０

６０

３０

６０

３０

３０

每月

１次

２年

１次

按规定

按周期

按周期

按需

　空压动力设备修程

另还执行国家有关空

压机的中、小修修程

规定

·２７１·



继电器箱维修工作内容、周期及工时表 维表１８

修程 工作内容 单位
工时

（ｍｉｎ）
周期 备注

日
常
养
护

　１检查箱体是否完好无损

　２检查基础是否稳固

　３检查加锁装置是否良好

　４检查螺栓有无松动

个 １５

区间每

月１次。

站内每

月２次

　更换器材和调整电

压时测试并做记录

集
中
检
修

　１箱内设备状态检查、清扫

　２观察继电器等安装是否牢固，

插接是否良好，动作是否正常

　３检查配线有无破皮、端子是否

紧固

　４测试各部电压

　５电源接地，电缆对地绝缘电阻

　６整修箱子防尘、防水、防晒、防

震设施

　７整正继电器箱基础、培土捣固

　８检查测试防雷元件，不良更换

　９检查、更换熔断器

　１０箱体油饰

　１１按周期更换器材

个

１０

５

５

１０

１０

２０

２０

按需

５

６０

每半年

１次

每年

１次

２年

１次

按需

·３７１·



地线维修工作内容、周期及工时表 维表１９

修程 工作内容 单位
工时

（ｍｉｎ）
周期 备注

日
常
养
护

　检查地线与设备的连接处，应连

接牢固，接触良好
处 １０

每半年

１次

集
中
检
修

　１测试地线电阻并做记录

　２整修不合标准的地线

　３地线的地面部分防腐涂油

处

１０

按需

１０

每年

１次

·４７１·



道口设备维修工作内容、周期及工时表 维表２０

修程 工作内容 单位
工时

（ｍｉｎ）
周期 备注

日
常
养
护

　１检查箱盒、控制盘完好无破

损，加封加锁装置良好

　２检查道口轨道箱引接线是否

损伤，是否油润，防混措施是否

良好

　３访问道口值班人员，了解设

备运用情况

　４检查信号机显示、音响报警

是否正常

处 ３０

　站内每月

不少于２次。

　区间每月

不少于１次

集
中
检
修

　１检查继电器箱（柜）内器材

安装是否稳固，插接是否良好

　２检查配线有无破皮、端子是

否松动

　３检查信号机显示、音响报警

是否正常

　４检修道口通知轨道电路设备

　５电气特性Ⅰ级测试

　６测试防雷元件，不良更换

　７检查整修道口控制盘、信号

机、轨道电路设备

　８整修箱盒防尘、防水、防寒、

防晒、防震设施

　９整修箱盒基础、培土捣固

　１０功能试验

　１１检查更换熔断器

　１２设备外部油饰

　１３按周期更换器材

处

５

５

５

５

１０

２０

１０

１０

２０

６０

１０

６０

每季

１次

每年

１次

２年

１次

按需

　更换器材和调整

电压时测试并做记录

·５７１·



计算机联锁设备维修工作内容、周期及工时表 维表２１

修程 工作内容 单位
工时
（ｍｉｎ） 周期 备注

日
常
养
护

　１检查系统主机（机柜上的各种运
行指示灯显示状态）、各种电路板及接
插件、熔断器插接状态、电源、控制台
（显示器）工作状态，无异常现象

　２检查室内继电器件工作状态，无
异常现象

　３检查风扇运行情况，保持机箱通
风良好

　４检查维护机有关报警信息，无异
常现象

　５应急操纵盘等加封加锁设备检查

站

６０

２０

２５

３０

１５

每日
１次
无人值
班车站
每月不
少于
２次

　将采集信息、工作状态
报警、通信、同步、接收、
发送等显示状态全部对
位列表，放于显著位置，
作为日巡视必须检查核
对的内容

集
中
检
修

　１设备清扫，接插件及各部螺丝检
查、紧固

　２清理计算机、ＵＰＳ通风防尘网

　３设备地线、防雷地线、防雷单元测
试，各部配线检查

　４电源设备检查测试

　５阻容元件、二极管检查、测试，不良
更换

　６时钟精度校核

　７双机热备系统定期切换主（Ａ）、
备（Ｂ）机（含电源）运用

　８定期进行系统复位重启，并进行
联锁机通信板至维修机的通信口切换
和联锁机主、备用电源板、ＣＰＵ板、采
集板、驱动板切换

　９检查整修防尘、防鼠设施

　１０电气特性Ⅰ级测试

　１１熔丝容量核对、测试、检查、整
修、更换；熔丝座检查

　１２按周期更换轮修器材

　１３不良器材更换

站

１２０

４０

６０

１０

１０

５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５０

每年
１次

每月
１次

按周期

两年
１次

按周期

按需要

　系统能自动进行时钟
精度校核时，不再做人工
校核

　单月使用主（Ａ）机，双
月备（Ｂ）机；切换手柄或
按钮平时应处于“自动切
换”位

·６７１·



ＴＤＣＳ、ＣＴＣ、集中监测设备维修工作内容、周期及工时表 维表２２

修程 工作内容 单位
工时

（ｍｉｎ）
周期 备注

日
常
养
护

　１检查 ＴＤＣＳ、ＣＴＣ系统主机、
电源、表示盘工作状态，无异常

现象

　２检查 ＴＤＣＳ、ＣＴＣ系统分机
（采集机、控制机）各部分工作状

态，无异常现象

　３检查集中监测系统站机工
作状态，无异常现象

　４检查风扇运行情况，保持机
箱通风良好

　５各种电路板及接插件、熔断
器插接状态、电源、控制台（显示

器）工作状态，无异常现象

　６检查车站分机、车站值班员
终端、打印机、路由器、ＵＰＳ电源
等ＴＤＣＳ设备

　７各种配线整齐，走线平顺，
绑扎良好

　８定期切换主（Ａ）、备（Ｂ）机
运用

　９带有误码检测的维护终端
进行各站误码统计分析

　１０表示信息的重点核对

　１１网管设备检查

站

２０

１０

１０

５

１０

３０

５

５

６０

１２０

１２０

每日

１次
无人值

班车站

每月

２次

每月

１次

　将采集信息、工作状
态报警、通信、同步、接

收、发送等显示状态全

部对位列表，放于显著

位置，作为日巡视必须

检查核对的内容

　单月主（Ａ）机，双月备
（Ｂ）机

集
中
检
修

　１ＴＤＣＳ、ＣＴＣ系统分机（采集
机）、集中监测站机及附属设备

清扫，接插件及各部螺丝检查、

紧固

　２ＴＤＣＳ、ＣＴＣ系统、电源及表
示盘、集中监测监视机、监测机、

车间机及附属设备清扫，接插件

及各部螺丝检查、紧固

站

１２０

２４０

每半年

１次

　系统能自动进行时钟
精度校核时，不再做人

工校核

·７７１·



续维表２２

修程 工作内容 单位
工时

（ｍｉｎ）
周期 备注

集
中
检
修

　３设备地线、防雷地线、各部
配线测试

　４清理计算机、ＵＰＳ通风防
尘网

　５电源设备检查测试

　６开关量采集信息校核

　７模拟量测试数据精度校核

　８存储文件整理，释放存储
空间

　９时钟精度校核

　１０不良器材更换

　１１熔断器装置测试、检查、更
换、整修

　１２配合通信进行通道干线及
引入线测试

站

６０

２０

１０

９０

１２０

５０

５

按需

５０

按需

每半年

１次

每年

１次

　系统能自动进行时钟
精度校核时，不再做人

工校核

·８７１·



ＺＰＷ２０００维修工作内容、周期及工时表 维表２３

设备

名称
修程 工作内容 单位

工时

（ｍｉｎ）
周期 备注

轨
道
电
路

日
常
养
护

集
中
检
修

　１检查调谐区 ＢＡ、ＢＰ及平衡线圈

的钢包铜引接线完好

　２检查补偿电容及卡具完好

　３检查防护盒外观及加锁完好

　４检查钢轨接续线完好，补齐缺损

的接续线

　５检查轨道电路有无受外界干扰

　１检查钢包铜引接线的安装及固

定是否符合要求，不良整治

　２检查塞钉头上的固定螺帽是否

松动，冷压铜端头与轨面间接触电阻

是否超标，冷压铜端头根部是否有裂

纹，不良整治或更换

　３防护盒开盖检查、内部清扫、端

子螺丝紧固、不良设备整修。电缆固

定牢固

　４检查补偿电容的安装和固定是

否符合要求，不良整治。补偿电容引

线断股是否超标

　５检查钢轨接续线是否符合要求，

不良更换或整修

　６分路残压测试

　７轨道电路送受电端调谐区设备

电气特性在线测试并记录

　８补偿电容阻抗在线测试并记录

　９绝缘轨距杆漏电流阻抗测试

　１０防护盒防水整修

分区

分区

局定

局定

每月不

少于

１次

每年

１次

·９７１·



续维表２３

设备

名称
修程 工作内容 单位

工时

（ｍｉｎ）
周期 备注

轨
道
电
路

信
号
机

电
缆
箱
盒
及
电
缆
线
路

室

内

集
中
检
修

日

常

养

护

集

中

维

修

日
常
养
护

集
中
检
修

　１１对防护盒上字迹不清的名称及
电容防护罩上自己不清的编号用白色
调和漆重新刷写

　１２各箱盒地线测试，不良整治

　１３防护盒界限测量

　１４线路道床检查

　１５设备基础桩油漆、扶正；硬面化修补

　内容同集中联锁信号机、电缆线路
（维表１、维表５）

　１器材无过热现象；日常测试

　２检查温控单元是否设定在规定范
围内，散热单元、温控单元是否正常工作

　３观察维护机告警、预警信息

　４检查站内防雷元件、区间防雷元
件劣化窗显示绿色

　１轨出１（主接入）电压、轨出２（调
接入）电压分析

　２发送器、功放器、发送器（站内）、
站内功放器电气参数在线测试并记录

　３接收器轨道继电器电压测试

　４电缆模拟单元电气参数在线测
试并记录

　５衰耗滤波器电气参数在线测试
并记录

　６电缆绝缘测试

　７检查贯通地线，不良整修

　８其他内容同维表８要求一致

分区

处

局定

同
维表１、
维表５

局定

每年
１次

２年１次

同
维表１、
维表５

每班
１次，
无人值
班站每
月２次

每月
１次

每年
１次

·０８１·



附件６

信号器材入所修、更换周期及检修工时定额表

（供参考，由铁路局制定）

设备

名称

顺
号

器材名称 型号
周期

（年）

寿命

管理

（年）

工时定额（工）

每工数

量（台）

每台

工日

继
电
器

１ 无极继电器 ＪＷＸＣ 故障修 １５ ４ ０．２５

２ 偏极继电器 ＪＰＸＣ 故障修 １５ ４ ０．２５

３ 整流继电器 ＪＺＸＣ 故障修 １５ ３ ０．３３

４ 无极加强接点继电器 ＪＷＪＸＣ ３ １５ ３ ０．３３

５ 有极加强接点继电器 ＪＹＪＸＣ ２～３ １５ ２ ０．５

６ 时间继电器 ＪＳＢＸＣ８５０ ３ １５ ２ ０．５

７ 有极继电器 ＪＹＸＣ ５ １５ ３ ０．３３

８

９
电源屏用继电器

ＪＺＪＸＣ

ＪＺＸＣ２００００

２～３

２～３

１５

１５

３

３

０３３

０３３

１０ 交流继电器 ＪＪＸＣ、ＪＪＪＣ ２～３ １５ ２ ０．５

移
频

１ 电源盒 故障修 １５ １ １

２ 发送器（盘） 故障修 １５ １ １

３ 接收器（盘） 故障修 １５ １ １

４ 检测器（盘） 故障修 １５ １ １

５ 控制器（盘） 故障修 １５ ２ ０．５

６ 衰耗滤波器（盘） 故障修 １５ ２ ０．５

７ 电缆模拟单元 故障修 １５ １ １

８ 闭环监测盘 故障修 １５ １ １

９ 调谐、匹配单元 故障修 １５ １ １

１０ 空芯线圈 故障修 １５ １ １

１１ 补偿电容 故障更换 ８

·１８１·



续上表

设备

名称

顺
号

器材名称 型号
周期

（年）

寿命

管理

（年）

工时定额（工）

每工数

量（台）

每台

工日

机
车
信
号

１ 主体机车信号主机 ＪＴ１ＣＺ２０００ 故障、厂修同步 ８ ０．３３ ３

２ 接线盒 故障、厂修同步 ８ ０．３３ ３

３ 接收线圈 故障、厂修同步 １５ ２ ０．５

４ 信号机 故障、厂修同步 ８ ２ ０．５

５ 方向开关 故障、厂修同步 ８ ２ ０．５

ＧＹＫ

１ 主机
故障、Ⅲ级修

同步
６ ０．１ １０

２ ＤＭＩ
故障、Ⅲ级修

同步
６ ０．２ ５

３ 隔离装置
故障、Ⅲ级修

同步
６ ０．５ ２

４ 信号机
故障、Ⅲ级修

同步
６ ２ ０．５

５ 接收线圈
故障、Ⅲ级修

同步
６ ２ ０．５

６ 速度传感器
故障、Ⅲ级修

同步
６ １ １

转
辙
机

１ 电动（液）转辙机

ＺＤ６系列、

ＺＹ４、ＺＹ５、

ＺＹ６

５～１０ １５ ４（月） ５．５

２ 电动转辙机 ＺＤ７系列 ０．５～５ ８～１０ ４（月） ５．５

３ 电空转辙机
ＺＫ３、ＺＫ４

系列
同ＺＤ７ ８～１０ ４（月） ５．５

４ 外锁闭转辙机

ＺＹ（Ｊ）７、ＳＨ６

ＺＤ９（Ｊ）

Ｓ７００Ｋ

ＣＴＳ２

故障修 １５

·２８１·



续上表

设备

名称

顺
号

器材名称 型号
周期

（年）

寿命

管理

（年）

工时定额（工）

每工数

量（台）

每台

工日

转
辙
机

５ 动作杆 ＺＤ６Ｅ 更换 １０

６ 密贴检查器 ５～１０ １５ ０５ ２

电
源
设
备

１ 电源屏年检 ２～３ １５

２ 交流接触器 故障修 １５ ３ ０．３３

３ 中间继电器 故障修 １５ ３ ０．３３

４ 差动放大器 故障修 １０ ２ ０．５

５ 闪光板 故障修 １０ ２ ０．５

６ 稳压器 故障修 １５ １ １

７ 智能电源屏模块 故障修 １５ １ １

８ 电源屏其他器材 故障修 １５ ２ ０．５

９ ＵＰＳ设备
整机

电池

故障修

更换

１０

２～３

２５Ｈｚ
专用
器材

１ 交流二元继电器
ＪＲＪＣ３４５／６６

ＪＲＪＣ２４０／７０

故障修

故障修

１５

１５

２

２

０５

０５

２ 微电子相敏接收器
ＷＸＪ２５Ａ

ＷＸＪ２５Ｂ

５

故障修

１０

１０

２

２

０５

０５

３ 防护盒 ＨＦ系列 故障修 １５ ２ ０．５

４ 其他２５Ｈｚ专用器材 故障修 １５ ２ ０．５

计
算
机
及
电
子
器
材

１ 计算机联锁专用器材 故障修 １０

２ 动态继电器及驱动单元 ＪＳＤＸＣ 故障修 １０ ３ ０．３３

３ 计算机系统及网络设备 故障修 １０

４ 采集、驱动、ＣＰＵ、Ｉ／Ｏ板 故障修 １０

５ 微电子发码器 故障修 １０ ２ ０．５

６ 防错半波整流匣 故障更换 １５

７ 提速道岔用断相保护器 ＤＢＱ 故障修 １０ ３ ０．３３

·３８１·



续上表

设备

名称

顺
号

器材名称 型号
周期

（年）

寿命

管理

（年）

工时定额（工）

每工数

量（台）

每台

工日

计
算
机
及
电
子
器
材

８
双熔丝转换及

报警装置
双套转换 故障更换 １５

９ 熔断器（单套）
室内

室外

５

３

１５

１５

１０ 断路器 故障更换 １５

１１ 雷达、测重、测长设备 故障修 １０ １ １

１２ 阻容插接件 故障修（换）

１３ 信号其他电子设备 故障修（换） １０

１４ 防雷元器件检查测试
串联型

并联型

故障更换

１

１５

１５

其

他

１ 继电半自动组匣 故障修 １５ ０２ ５

２ 道口专用器材 故障修 １５ ０２ ５

３ 灯丝转换器 晶闸管 故障修 １５ ４ ０２５

４ 灯丝转换继电器 ＪＺＣＪ型 ５ １５ ４ ０２５

５ 智能点灯单元 故障更换 １５

６ ＬＥＤ点灯器材 故障修 １５

７ 整流器 故障修 １５ １ １

８ 变压器 故障修 １５ ２ ０５

９ 脉动器材 ０５～１ １５ ２ ０５

１０ 高压脉冲器材 故障修 １５

１１ ３Ｖ化器材 故障修 １５

１２
握柄电锁器、

道岔表示器
５ １５ ４（月） ５５

１３ 色灯信号机透镜组 不良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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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设备

名称

顺
号

器材名称 型号
周期

（年）

寿命

管理

（年）

工时定额（工）

每工数

量（台）

每台

工日

其

他

１４ 挤切销

正线

转辙机

其他

转辙机

主销３ｔ

副销３ｔ

主销３ｔ

副销３ｔ

０．５

不良更换

１

不良更换

１５ 连接销 ５ｔ、９ｔ 入所换

１６ 信号灯泡

双丝转换

带报警

双丝转换

无报警

调车信号

报警更换

０．５

故障换

１７ 控制台表示灯 故障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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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附
件
７

信
号
设
备
电
气
特
性
测
试
项
目
及
周
期
表

（
供
参
考
，
由
铁
路
局
制
定
）

序
号

设
备

名
称

测
试
项
目

测
试
周
期

Ⅰ
级

Ⅱ
级

备
注

１
色
灯

信
号
机

　
１
点
灯
变
压
器
Ⅰ
、
Ⅱ
次
侧
电
压

　
２
主
灯
丝
点
灯
端
电
压

　
３
副
灯
丝
点
灯
端
电
压

　
４
灯
丝
继
电
器
电
流

　
各
项
全
测
每

年
１
次
，
更
换

灯
泡
及
器
材

时
，
各
项
全
测

２

电
动

（
液
）
转

辙
机

　
１
工
作
电
流
（
工
作
压
力
）

　
２
摩
擦
电
流
（
溢
流
压
力
）

　
３
转
极
继
电
器
转
极
电
压

　
４
动
作
电
压

　
５
动
作
时
间

　
６
道
岔
表
示
继
电
器
交
、
直
流
电
压

　
第
１、
２
项

２
～３
月
１
次
；第

３、
４、
６
项
每
年
１

次

　
ＺＤ
７
型
：
每

年
１
次
，
测
试

第
３、
５、
６
项

３
电
空

转
辙
机

　
１
电
空
阀
动
作
电
压

　
２
绝
缘
电
阻

　
３
动
作
时
间

　
４
低
风
压
试
验

　
第
１、
２
项
每

月
１
次
，
第
３

项
每
季
１
次

　
每
年
１
次
各

项
全
测

　
１
安
装
集
中
监
测
设
备
的

车
站
及
计
算
机
监
测
网
的
区

段
，
日
常
测
试
由
集
中
监
测

完
成

　
２
电
缆
全
程
对
地
绝
缘
电

阻
的
Ⅰ
级
测
试
在
雨
季
应
适

当
增
加
测
试
次
数

·６８１·



书书书

续
上
表

序
号

设
备

名
称

测
试
项
目

测
试
周
期

Ⅰ
级

Ⅱ
级

备
注

４
ＪＺ
ＸＣ
４
８０

轨
道

电
路

　
１
电
源
电
压

　
２
送
电
变
压
器
Ⅰ
、
Ⅱ
次
侧
电
压

　
３
限
流
器
电
压
降

　
４
送
、
受
电
端
轨
面
电
压

　
５
受
电
变
压
器
Ⅰ
、
Ⅱ
次
侧
电
压

　
６
继
电
器
交
、
直
流
端
电
压

　
７
分
路
残
压
测
量
（
入
口
电
流
）

　
８
极
性
交
叉
检
查

　
９
电
码
化
电
码
校
验

　
１０

标
调

５

２５
Ｈ
ｚ

相
敏

轨
道

电
路

　
１
电
源
电
压

　
２
送
电
、
受
电
变
压
器
Ⅰ
、
Ⅱ
次
侧
电
压

　
３
限
流
器
电
压
降

　
４
送
、
受
电
端
轨
面
电
压

　
５
送
电
、
受
电
扼
流
变
压
器
信
号
圈
、
轨
道
圈
电

压 　
６
继
电
器
轨
道
线
圈
端
子
电
压

　
７
分
路
残
压
测
量
（
入
口
电
流
）

　
８
极
性
交
叉
检
查

　
９
电
码
化
电
码
校
验

　
１０

标
调

　
１１

轨
道
与
局
部
相
位
角
测
试

　
值
班
点
：
第

６
项
每
日
１

次
；

　
非
值
班
点
：

第
６
项
每
月

在
设
备
巡
视

检
查
时
测
试
，

每
月
不
少
于
２

次 　
值
班
点
：
第

６
项
每
日
１

次
；

　
非
值
班
点
：

第
６
项
每
月

在
设
备
巡
视

检
查
时
测
试
，

每
月
不
少
于
２

次
（
第
１１
项

安
装
相
位
测

试
表
的
２５
Ｈ
ｚ

相
位
测
试
同

第
６
项
）

　
第
１、
２、
３、

４、
５、
７
项
每
半

年
１
次
，
８、
９、

１１
项
每
年
１

次

　
第
１０
项
５

年
１
次

　
１
安
装
集
中
监
测
设
备
的

车
站
及
计
算
机
监
测
网
的
区

段
，
日
常
测
试
由
集
中
监
测

完
成

　
２
电
缆
全
程
对
地
绝
缘
电

阻
的
Ⅰ
级
测
试
在
雨
季
应
适

当
增
加
测
试
次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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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续
上
表

序
号

设
备

名
称

测
试
项
目

测
试
周
期

Ⅰ
级

Ⅱ
级

备
注

６

ＪＷ
ＸＣ


２．
３
型
轨

道
电
路

　
１
电
源
电
压

　
２
送
电
变
压
器
Ⅰ
、
Ⅱ
次
侧
电
压

　
３
限
流
器
电
压
降

　
４
送
、
受
电
端
轨
面
电
压

　
５
轨
道
继
电
器
交
直
流
工
作
电
流
或
电
压

　
６
分
路
残
流
或
残
压
测
量

　
７
轨
道
继
电
器
落
下
时
间

　
８
标
调

　
值
班
点
：
第

５
项
每
日
１
次

　
第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项
每
季

１
次

　
第
７、
８
项
每

年
１
次

　
１
安
装
集
中
监
测
设
备
的

车
站
及
计
算
机
监
测
网
的
区

段
，
日
常
测
试
由
集
中
监
测

完
成

　
２
电
缆
全
程
对
地
绝
缘
电

阻
的
Ⅰ
级
测
试
在
雨
季
应
适

当
增
加
测
试
次
数

７

移
频

轨
道

电
路

（
区
间

分
离

式
）

电
源
　
１
功
放
、
稳
压
、
接
近
、
点
灯
电
压

　
２
功
放
、
稳
压
杂
音
电
压

　
第
１
项
每
半

年
１
次

发
送

　
１
功
出
电
压

　
２
送
、
受
轨
面
电
压

　
３
低
出
频
率
、
周
期
、
电
压

　
４
移
频
频
率
、
电
压

　
５
主
振
频
率
、
电
压

　
第
１、
２
项
每

半
年
１
次

　
５
年
进
行
１

次
标
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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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续
上
表

序
号

设
备

名
称

测
试
项
目

测
试
周
期

Ⅰ
级

Ⅱ
级

备
注

７

移
频

轨
道

电
路

（
区
间

分
离

式
）

接
收

　
１
限
入
电
压

　
２
黄
、
绿
灯
继
电
器
端
电
压

　
３
分
路
状
态
下
限
入
残
压

　
４
鉴
出
频
率
、
电
压

　
５
２０
Ｈ
ｚ盒
鉴
出
频
率
、
电
压

　
６
入
口
电
流

　
第
１、
２
项
每

月
１
次

　
第
１、
２、
３
项

每
半
年
１
次

检
测
　
１
电
源
电
压

　
２
转
换
继
电
器
端
电
压

　
第
１、
２
项
每

半
年
１
次

衰
耗

隔
离

　
１
隔
入
电
压

　
２
射
出
电
压

　
３
倒
机
试
验

　
半
年
１
次
各

项
全
测

　
５
年
进
行
１

次
标
调

８
ＵＭ
７１

轨
道

电
路

室 内

　
１
接
收
器
、
发
送
器
电
源
Ｕ
Ａ
＋
Ａ
－

　
２
发
送
器
输
出
电
压
Ｕ
ｅｍ

　
３
发
送
器
输
出
电
流
Ｉ ｅ
ｍ

　
４
载
频

　
５
接
收
器
输
入
电
压
Ｕ
Ｖ１
Ｖ２

　
６
接
收
器
调
整
电
压
Ｕ
Ｒ１
Ｒ２

　
７
轨
道
继
电
器
端
电
压
Ｕ
Ｌ
＋
Ｌ
－

　
第
１、
２
项
每

月
１
次
，
第
３

项
每
季
１
次
，

４、
５
项
每
年
１

次
，
６、
７
项
每

日
１
次

　
５
年
进
行
１

次
标
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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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续
上
表

序
号

设
备

名
称

测
试
项
目

测
试
周
期

Ⅰ
级

Ⅱ
级

备
注

８
ＵＭ
７１

轨
道

电
路

室 外

　
１
发
送
端
匹
配
变
压
器
Ｅ １
、
Ｅ ２
，
Ｐ １
、
Ｐ ２
，
Ｖ
１
、

Ｖ
２
间
电
压

　
２
接
收
端
匹
配
变
压
器
Ｅ １
、
Ｅ ２
，
Ｐ １
、
Ｐ ２
，
Ｖ
１
、

Ｖ
２
间
电
压

　
３
发
送
端
轨
面
电
压
Ｕ
Ｖ
Ｅ

　
４
接
收
端
轨
面
电
压
Ｕ
Ｖ
Ｒ

　
５
入
口
电
流

　
６
发
送
端
、
接
收
端
分
路
电
压

　
第
３、
４
项
每

季
１
次
，
其
他

各
项
每
半
年
１

次

　
５
年
进
行
１

次
标
调

９

ＺＰ
Ｗ 

２０
００
轨
道

电
路

室 内

　
１
接
收
器
轨
入
、
轨
出
１、
轨
出
２（
主
接
入
、
调

接
入
）
电
压

　
２
接
收
器
、
发
送
器
电
源
电
压

　
３
发
送
器
功
出
电
压
、
移
出
电
压

　
４
模
拟
网
络
盒
电
气
参
数
测
试

　
５
衰
耗
滤
波
器
电
气
参
数
测
试

　
６
载
频

　
７
轨
道
继
电
器
端
电
压

　
值
班
点
第
１

项
每
日
１
次
；

　
非
值
班
点

１、
２
项
每
月
不

少
于
２
次

　
第
１、
２、
３、
７

项
每
月
１
次
，

第
４、
５、
６
项
每

半
年
１
次

室 外

　
１
发
送
端
匹
配
变
压
器
Ｅ １
、Ｅ
２，
Ｖ １
、Ｖ
２
间
电
压

　
２
接
收
端
匹
配
变
压
器
Ｅ １
、Ｅ
２，
Ｖ １
、Ｖ
２
间
电
压

　
３
发
送
端
轨
面
电
压

　
４
发
送
端
调
谐
单
元
ＢＡ
端
电
压

　
５
接
收
端
轨
面
电
压

　
６
入
口
电
流

　
７
发
送
端
、
接
收
端
分
路
电
压

　
８
补
偿
电
容
测
试
（
检
测
车
检
测
后
，
本
检
修

周
期
内
可
不
再
测
试
）

　
９
调
谐
单
元
、
空
芯
线
圈
、
匹
配
变
压
器
阻
抗
测

试

　
第
１
～
７
项

半
年
１
次
；
第

８、
９
项
一
年
１

次

　
５
年
进
行
１

次
标
调

　
ＺＰ
Ｗ
２
００
０
轨
道
电
路
在

上
道
使
用
时
按
照
标
准
进
行

全
面
调
整
和
测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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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续
上
表

序
号

设
备

名
称

测
试
项
目

测
试
周
期

Ⅰ
级

Ⅱ
级

备
注

１０
轨
道
电
路

参
数
测
试

　
１
钢
轨
阻
抗

　
２
抗
角

　
３
道
床
电
阻

　
按
需
要

１１
大
、
中
、
小

站
电
源
屏

　
１
交
流
输
入
电
压
、
电
流

　
２
各
路
电
源
输
出
电
压
、
电
流

　
３
各
种
电
源
接
地

　
４
自
动
调
压
精
度
（
大
站
屏
）

　
５
闪
光
频
率

　
６
温
升
检
查

　
７
轨
道
与
局
部
电
源
相
位
角
测
试

　
８
ＵＰ
Ｓ（
含
其
他
电
源
设
备
）
放
电
时
间
测
试

　
值
班
点
第

１、
２
项
每
日
１

次
；

　
非
值
班
点

１、
２
项
每
月
不

少
于
２
次

　
第
１、
２、
３
项

每
月
１
次
；
检

修
所
每
年
１

次
，
各
项
全
测

１２
电
缆

　
１
全
程
对
地
绝
缘
电
阻

　
２
芯
线
间
绝
缘
电
阻

　
３
芯
线
对
地
绝
缘
电
阻

　
４
备
用
芯
线
线
间
、
环
阻
测
试

　
第
１
项
每
季

１
次
；
第
４
项

每
年
１
次

　
第
２、
３、
４
项

在
设
备
大
修
及

更
新
时
测

１３
机
车
信
号

　
１
出
库
、
入
库
环
线
测
试

　
２
库
修
交
车
测
试

　
３
地
面
码
型
测
试

　
４
机
车
登
乘
测
试

　
第
１
项
出
入

库
机
车
全
部
测

试

　
第
２
项
按
交

车
测
试
，
第
３、
４

项
按
需
要
测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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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上
表

序
号

设
备

名
称

测
试
项
目

测
试
周
期

Ⅰ
级

Ⅱ
级

备
注

１４
ＧＹ
Ｋ

　
１
Ⅰ
级
修
测
试

　
２
交
车
测
试

　
３
地
面
码
型
测
试

　
４
轨
道
车
登
乘
测
试

　
第
１、
３、
４
项

Ⅰ
级
修
全
部
测

试

　
第
２
项
按

交
、
验
车
测
试

１５
自
动

道
口

　
１
高
频
轨
道
电
路
按
顺
序
要
求
测
试

　
２
电
源
电
压
、
点
灯
电
压
（
稳
定
值
）

　
３
闪
光
频
率
、
音
响
器
断
续
频
率
及
听
距
检
查

　
每
季
１
次
各

项
全
测

　
５
年
１
次
各

项
全
测

１６
地
线
及
防

雷
元
件

　
１
地
线
电
阻

　
２
直
流
放
电
电
压

　
３
直
流
点
火
电
压

　
４
反
向
击
穿
电
压

　
５
反
向
漏
电
流

　
６
标
称
电
压

　
并
联
型
防
雷

元
器
件
每
年
测

试
１
次
，
按
产

品
标
准
测
试
项

目
全
测
。
串
联

型
故
障
修

　
带
劣
化
指
示
防
雷
元
件
不

测
试

１７
ＣＴ
Ｃ 、
ＴＤ
ＣＳ

设
备

　
１
电
源
输
入
、
输
出
电
压

　
２
电
源
输
入
、
输
出
电
流

　
３
电
源
接
地
测
试

　
４
系
统
设
备
对
通
信
２
Ｍ
通
道
的
误
码
测
试

及
实
回
线
通
道
接
口
发
送
、
接
收
电
平
波
形
观
察

　
５
芯
线
线
间
、
对
地
绝
缘
测
试

　
６
ＵＰ
Ｓ
放
电
时
间
测
试

　
值
班
点
第
１

项
每
日
１
次
；

　
非
值
班
点
第

１、
２
项
每
月
不

少
于
２
次

　
第
１、
２、
３、
５

项
半
年
１
次

　
第
４、
６
项
每

年
１
次

１８
动
态
检
测

（
电
务
检

测
车
）

　
１
机
车
信
号
灵
敏
度

　
２
机
车
信
号
频
率
特
性

　
３
信
号
显
示
距
离

　
４
轨
道
电
路
特
性
状
态

　
５
补
偿
电
容
测
试

　
铁
路
局
电
务
检
测
车
主
要
干
线

每
季
１
次
，
一
般
干
线
每
半
年
１

次

１９
其
他
设
备

测
试

由
各
铁
路
局
制
定

·２９１·



书书书

附
件
８

信
号
集
中
监
测
信
息
分
析
内
容
及
周
期

（
供
参
考
，
由
铁
路
局
制
定
）

分 类
分
析
内
容

分
析
周
期
及
要
求

工
区

车
间

电
务
段

备
　
　
注

日 常 分 析

　
各
站
各
种
模
拟
量
日
曲
线

　
各
站
各
种
模
拟
量
月
曲
线

　
各
站
道
岔
动
作
电
流
曲
线

　
各
站
模
拟
量
日
报
表

　
模
拟
量
实
测

　
一
、
二
级
报
警

　
天
窗
、
巡
视
日
异

常
超
限
信
息
分
析

　
检
修
道
岔
前
后
分
析

　
天
窗
、
巡
视
日

　
发
生
异
常
超
限
信
息
分
析

　
管
内
３
天
分
析
一
遍

　
管
内
３
天
分
析
一
遍

　
每
天
查
看
报
警
记
录

　
发
生
异
常
超
限
信
息
分
析

　
工
作
时
间
实
时
分
析

　
抽
样
分
析

　
对
车
间
上
报

异
常
信
息
核
查

跟
踪

　
实
时
分
析

　
允
许
使
用
远
程
登
录
检
查
分
析

　
观
察
特
性
变
化
趋
势
，
发
现
异
常
重
点
关
注

并
上
报
。
每
天
工
作
量
均
衡
安
排

　
车
间
对
异
常
超
限
信
息
的
设
备
进
行
分
析

　
三
级
报
警

　
道
岔
缺
口
报
警

　
天
窗
、
巡
视
日
分

析
，
倒
班
车
站
每
班
２

次

　
无
倒
班
人
员
工
区
、
无
人

站
每
天
上
午
、
下
午
各
１
次

　
抽
样
分
析

　
对
车
间
上
报
异

常
信
息
核
查
跟
踪

　
发
现
异
常
信
息
重
点
关
注
并
上
报

　
站
机
站
场
显
示
状
态
观
察

　
站
机
站
场
显
示
与
实
际
核
对

　
天
窗
、
巡
视
日

　
每
天

　
一
年

　
记
录
主
、
副
电
源
状
态
，
站
场
采
集
显
示
异

常
状
态

　
校
核
码
位
正
确
性

　
模
拟
量
检
测
数
据
测
试
校
对

　
一
年
，
日
常

误
差
调
整

　
车
间
、
工
区
发
现
误
差
及
时
上
报
处
理

　
设
置
模
拟
量
检
测
预
警
上
、

下
限

　
一
年

　
随
季
节
变
化
等
及
时
调
整

·３９１·



书书书

续
上
表

分 类
分
析
内
容

分
析
周
期
及
要
求

工
区

车
间

电
务
段

备
　
　
注

日 常 分 析

　
时
钟
同
步
校
验

　
天
窗
、
巡
视
日
查

看
　
３
天

　
发
生
误
差
及

时
调
整

　
车
间
、
工
区
发
现
误
差
及
时
报
试
验
室

设 备 故 障

　
分
析
“
日
常
分
析
”
的
相
关
内

容 　
再
现
设
备
故
障
发
生
过
程

　
开
关
量
状
态
检
查

　
报
警
统
计
检
查

　
设
备
故
障
后
进
行
分
析

　
及
时
分
析
信

号
设
备
发
生
故

障

　
允
许
使
用
远
程
登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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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９

联锁设备评估鉴定表

（供参考，由铁路局制定）

计算机联锁设备评估鉴定表 电信评鉴表１

项目
设备
类型

设备 评估指标
标准
分数

扣分 备注

设备
质量
（７００分）

室内
设备
（４００分）

电缆 电气特性 ５０ 电气特性低于标准

电源屏 电气特性 ２５ 电气特性低于标准

系统板件 运用状态 ２５ 不良数量统计

系统机柜单独
电源模块

运用状态 ２５ 不良数量统计

ＵＰＳ电源 运用状态 ２５ 不良数量统计

系统主机 运用状态 ２５ 不良数量统计

控显机
（服务器、工作站）

运用状态 ２５ 不良数量统计

显示器 运用状态 ２０ 不良数量统计

系统各连接线 运用状态 ２０ 不良数量统计

变压器、整流器 电气特性 ２０ 电气特性低于标准

继电器 运用状态 ２０ 不良数量统计

集中监测 运用状态 ２０ 不能使用

ＴＤＣＳ设备 运用状态 ２０ 不能使用

ＵＰＳ电源 运用状态 ２０ 功能失效

防雷元件 运用状态 ２０ 防护失效

阻容元件 运用状态 １０ 老化严重

驼峰空压设备 运用状态 １０ 供风量不足

驼峰测重机 运用状态 １０ 测重精度不达标

驼峰测长控制机 运用状态 １０ 测长精度不达标

室外
设备
（３００分）

转辙机及
安装装置

电气特性、
机械特性

１００ 配件及装置老化

信号机
电气特性、
机械特性

１００ 机构、机柱老化

轨道电路 电气特性 ５０ 器材电气特性不良

扣分＝标准分
数／设备数量
×不良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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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电信评鉴表１

项目
设备
类型

设备 评估指标
标准
分数

扣分 备注

设备
质量
（７００分）

室外
设备
（３００分）

区间闭塞设备 电气特性 ５０ 器材电气特性不良

驼峰测长 电气特性 ２５ 器材电气特性不良

驼峰测重 电气特性 ２５ 器材电气特性不良

驼峰踏板 电气特性 ２５ 器材电气特性不良

驼峰雷达 电气特性 ２５ 器材电气特性不良

运用
管理
（３００分）

秋鉴
质量

单项设备
没有不
合格设备

５０ 不合格１件－５分

故障
考核

一年故障
没有倾
向性问题

５０ 每发生１件
器材问题－５分

寿命
器材

定期轮修 可靠性达标 ５０ 超寿命电气
性能不达标

配件
购置

厂家提供 有购置厂家 ５０ １种类型－１０分

集中
监测

所有设备 无隐患问题 ５０ １件－１０分

测试
记录

所有设备 无隐患问题 ５０ １件－１０分

扣分＝标准分
数／设备数量
×不良数量

评定
结果

小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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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电联锁设备评估鉴定表 电信评鉴表２

项目
设备
类型

设备 评估指标
标准
分数

扣分 备注

设备
质量
（７００分）

运用
管理
（３００分）

室内
设备
（４００分）

电缆 电气特性 １００ 电气特性低于标准

电源屏 电气特性 ２５ 电气特性低于标准

控制台 运用状态 ２５ 配件不能更换

人工解锁盘 维护质量 ２５ 配件不能更换

变压器、整流器 电气特性 ２５ 电气特性低于标准

继电器 运用状态 ２５ 电气特性低于标准

测试盘 运用状态 ２５ 功能失效

集中监测 运用状态 ２５ 功能失效

ＴＤＣＳ设备 运用状态 ２５ 不能使用

ＵＰＳ电池 运用状态 ２５ 设备失效

防雷元件 运用状态 ２５ 防护失效

阻容元件 运用状态 ５０ 老化严重

室外
设备
（３００分）

转辙机及
安装装置

电气特性、
机械特性

１００ 配件及装置老化

信号机
电气特性、
机械特性

１００ 机构、机柱老化

轨道电路 电气特性 ５０ 器材电气特性不良

区间闭塞设备 电气特性 ５０ 器材电气特性不良

秋鉴
质量

单项设备
没有不
合格设备

５０ 不合格１件－５分

故障
考核

一年故障
没有倾
向性问题

５０ 每发生１件
器材问题－５分

寿命
器材

定期轮修 可靠性达标 ５０ 超寿命电气
性能不达标

配件
购置

厂家提供 有购置厂家 ５０ １种类型－１０分

集中
监测

所有设备 无隐患问题 ５０ １件－１０分

测试
记录

所有设备 无隐患问题 ５０ １件－１０分

扣分＝标准分
数／设备数量
×不良数量

评定
结果

小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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