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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车辆转向架通用技术条件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城市轨道交通车辆转向架的术语和定义、总体要求、各部件的特性要求、落成要求、

检验方法、检验规则、质量保证、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最高运行速度不大于 160km/h的新设计、制造的城市轨道交通车辆转向架，包括：A、
B、LB型地铁车辆转向架；C-І、LC型轻轨车辆转向架；市域快线车辆转向架。其他钢轮钢轨制式的城

市轨道交通车辆转向架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46.1 标准轨距铁路限界 第 1部分：机车车辆限界

GB/T 4549.2—2004 铁道车辆词汇 第 2部分：走行装置

GB/T 5068 铁路机车、车辆车轴用钢

GB/T 5599 机车车辆动力学性能评定及试验鉴定规范

GB/T 7928—2003 地铁车辆通用技术条件

GB/T 8601 铁路用辗钢整体车轮

GB/T 14894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组装后的检查与试验规则

GB/T 37454 铁路车辆非动力车轴设计方法

GB/T 37532—2019 城市轨道交通市域快线 120km/h~160km/h车辆通用技术条件

CJJ/T 96 地铁限界标准

TB/T 449 机车车辆车轮轮缘踏面外形

TB/T 1491 机车车辆油压减振器技术条件

TB/T 1716 铁道客车轮对轴箱装置组装技术条件

TB/T 1718.2机车车辆轮对组装 第 2部分：车辆

TB/T 2211机车车辆用压缩钢制螺旋弹簧

TB/T 2235铁道车辆滚动轴承

TB/T 2395 机车车辆动力车轴设计方法

TB/T 2562 铁道客车用车轮静平衡、轮对动平衡试验方法

TB/T 2785 机车车辆低合金高强度结构焊接技术条件

TB/T 2841 铁道车辆空气弹簧

TB/T 2843 机车车辆用橡胶弹性元件通用技术条件

TB/T 2945 铁道车辆用 LZ50钢车轴及钢坯技术条件

TB/T 2949 铁道客车及动车组用高度调整装置

TB/T 2977 铁道车辆金属部件的接地保护

TB/T 2980 机车车辆用制动盘

TB/T 3104.1 机车车辆闸瓦 第 1部分：合成闸瓦

TB/T 3106 铁道车辆单元制动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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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T 3145 机车单元制动器

TB/T 3285 动车组抗侧滚扭杆

TB/T 3311 机车车辆联轴器

TB/T 3431 机车车辆制动夹钳单元

TB/T 3541.3 机车车辆盘形制动 第 3部分：合成闸片

TB/T 3548 机车车辆强度设计及试验鉴定规范 总则

TB/T 3549.1 机车车辆强度设计及试验鉴定规范 转向架 第 1部分：转向架构架

EN 13103-1 铁路设施 轮对和转向架 第 1部分：带外轴颈车轴的设计方法（Railway applications -
Wheelsets and bogies - Part 1: Design method for axles with external journals）

EN 13260 铁路应用 轮对和转向架轮对 产品要求(Railway applications-Wheelsets and
bogies-Wheelsets-Product requirements）

EN 13261铁路应用 轮对和转向架 车轴 产品要求（Railway applications-Wheelsets and bogies-Axles
Product requirements）

EN 13262 铁路应用 轮对和转向架 产品要求（Railway applications-Wheelsets and bogies Wheels
Product requirement）

EN 15085（所有部分） 铁路应用 铁路车辆及其部件的焊接（Railway applications—Welding of
railway vehicles and components）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转向架 bogie
支承车体并能相对车体回转的一种走行装置。

[来源：GB 4549.2—2004，定义 2.2，有修改]

3.2

地铁车辆 metro vehicle
在地铁线路上可编入列车中运行的单节车，可分为带司机室和不带司机室的、动车和拖车、半动车

和半拖车。

[来源：GB/T 7928—2003，定义 3.1，有修改]

3.3

轻轨车辆 light rail vehicle
适用于中运量的轨道运输系统，在轻轨线路上可编入列车中运行的车辆。C-І型轻轨车辆为单节 4

轴车，配置 2台动力转向架；LC型轻轨车辆，采用直线感应牵引电机驱动。

3.4

市域快线车辆 commuter vehicles
适用于市域内中、长距离客运交通的快速轨道交通系统的车辆，其最高运行速度为

120km/h~160km/h。
[来源：GB/T 37532—2019，定义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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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第一系悬挂装置 primary suspension device
位于轴箱和构架间，通过弹簧和油压减振器缓和轮对与构架间振动的装置。

[来源：GB/T 4549.2—2004，定义 5.8，有修改]

3.6

第二系悬挂装置 secondary suspension device
位于构架和车体间，通过弹簧和油压减振器缓和转向架与车体间振动的装置。

[来源：GB/T 4549.2—2004，定义 5.9，有修改]

3.7

轴箱定位装置 box guidance
用于保持轴箱与构架相对位置的装置。

[来源：GB/T 4549.2—2004，定义 4.10]

4 总体要求

4.1 地铁车辆转向架的环境和线路条件应符合 GB/T 7928的规定，市域快线车辆转向架的环境和线路

条件应符合 GB/T 37532规定。

4.2 除用户有特殊要求外，地铁车辆转向架应符合 CJJ/T 96限界的规定，市域快线车辆、轻轨车辆

转向架应符合相应的车辆限界规定。具有铁路回送要求时，转向架的限界还应符合 GB 146.1的规定。

4.3 转向架性能、主要尺寸应与车体、线路相互匹配，且其相关部件应在允许磨耗限度内，均能确保

列车以最高运行速度安全平稳运行。当悬挂损坏或失效时，车辆应能限速安全地运行到终点。

4.4 转向架轴距：地铁车辆 A型为 2200mm~2500mm，B型为 1900mm~2300mm，LB型为 2000mm；

轻轨车辆 C-І 型为 1800mm~2000mm；市域快线车辆 A型为 2500mm，B型为 2200mm~2300mm，D型

为 2300mm~2500mm。

4.5 在运行中有可能脱落并危及车辆运行安全的转向架悬吊件，其紧固件应有可靠的防松措施，仍存

在脱落风险时可加设防脱落装置。

4.6 转向架的结构应具有轮重差静态调节的能力。

4.7 同型号转向架及其主要零部件在相同功能的情况下应具有互换性。

4.8 易损易耗件应便于安装、拆卸和检修。

4.9 同一型号转向架的对外接口宜保持一致。

4.10 转向架应设置能够整体吊装轮对与构架、转向架与车体及单独吊运转向架的装置。

4.11 转向架与车体间应设置垂向、横向限位装置。

4.12 采用第三轨受流车辆的转向架应设置受流装置的安装位置。

4.13 转向架应设置接地装置，接地系统宜按 TB/T 2977的规定设计。

4.14 转向架应结合整车进行动力学性能计算和试验评估，应保障车辆动力学性能符合 GB/T 5599和
相关技术文件的规定。

4.15 转向架构架设计寿命不应低于 30年。

4.16 转向架的设计载荷条件应按照 TB/T 3548、TB/T 3549.1执行。

4.17 转向架应考虑避免与车体共振。

4.18 转向架紧固件防松标识宜标记在便于观察的位置。

4.19 转向架附属件安装位置及方式不应影响转向架本体的功能、性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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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 转向架应设置与不落轮镟床的接口。

4.21 转向架上金属零部件外露表面应进行防腐处理。

4.22 转向架及其零部件均应符合本文件以及经合法程序批准的产品图样、技术文件的规定。

4.23 转向架产品禁用要求、限用物质的限量要求、检测方法及禁用物质的豁免要求应符合国家和行

业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5 各部件特性要求

5.1 构架

5.1.1 构架应采用有限元法进行应力分析，并应对静强度、疲劳强度进行评估。

5.1.2 构架的焊接应符合 TB/T 2785或 EN15085的规定，供需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5.1.3 构架宜采取降低焊接内应力的措施，并应采取防腐的措施。

5.1.4 以构架作为压缩空气容积室时，内腔应做防腐处理，并应进行耐压试验，应进行内腔清扫并设

置排水堵。

5.1.5 构架等结构部件的材质、强度设计和试验应符合 TB/T 3548、TB/T3549.1和相关标准的规定。

如果是气密性结构部件，还应符合压力容器等相关规范的要求。

5.2 轴箱定位装置

5.2.1 轴箱定位装置应使轮对相对于构架在纵向和横向弹性定位。

5.2.2 A、B型地铁、市域快线车辆宜采用整体辗钢车轮，应符合 GB/T 8601或 EN 13262的规定。

地铁 LB、轻轨 Lc型车辆车轮宜采用整体辗钢车轮或弹性车轮。轻轨 C-І型车可采用弹性车轮。车轮宜

采用降噪措施。

5.2.3 A、B型地铁车辆车轮直径应为 840mm，市域快线车辆车轮直径应为 860mm 或 840mm，车轮

宜符合 GB/T 8601或 EN 13262的规定，其踏面形状宜符合 TB/T 449规定的 LM型磨耗型踏面的要求。

同一轮对两车轮直径之差不应超过 0.5mm，同一动车转向架各轮径差不应超过 1mm，同一拖车转向架

各轮径差不应超过 2mm。同一动车各转向架轮径差不应超过 2mm。转向架的轮对内侧距应为 1353mm
±2mm。

5.2.4 地铁 LB、轻轨 Lc型车辆车轮直径应分别为 730mm、660mm，踏面宜采用符合 TB/T 449规定

的 LM型踏面。新造车同轴的两轮直径之差不应超过 1mm；同转向架各车轮直径差不应超过 2mm；同

车各车轮直径之差不应超过 3 mm。轮对内侧距宜为 1353mm±2 mm。

5.2.5 轻轨 C-І型车辆车轮直径有 2种，应为 760mm 和 660mm，其踏面形状可参照 TB/T 449的要求

或专门设计。新造车同一轮对两车轮直径之差不应超过 0.5mm，同一转向架各轮径差不应超过 1mm。

轮对内侧距应为 1372mm±2mm。

5.2.6 除用户有特殊要求外，车轴钢应符合 GB/T 5068、TB/T 2945或 EN 13261的规定。动力车轴强

度计算应按 TB/T 2395或 EN 13103-1的规定执行。非动力车轴强度计算应按 GB/T 37454的规定执行。

5.2.7 轮对轴箱组装参照 TB/T 1716的规定。车轮与车轴的装配应参照 TB/T 1718.2或 EN 13260的
规定执行，可采用冷装法、热装法或油压法。退轮时应采用油压法。

5.2.8 加工完成的车轮应进行静平衡试验。速度等级为 120km/h~160km/h的车辆轮对还应进行动平

衡试验。静平衡、动平衡试验方法应按照 TB/T 2562要求执行。

5.2.9 轴箱轴承装配应符合 TB/T 2235的规定或轴承制造厂家的装配要求。

5.2.10 除自密封轴承外，轴箱应密封良好，轴箱温升不应超过 30 K。
5.2.11 市域快线车辆转向架宜设置轴箱温度监测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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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弹簧悬挂装置

5.3.1 第一系悬挂装置应采用金属橡胶弹簧或压缩钢制螺旋弹簧，可配有垂向油压减振器。

5.3.2 压缩钢制螺旋弹簧应符合 TB/T 2211的规定。

5.3.3 第二系悬挂装置应由空气弹簧、高度调整阀、高度阀调整杆等组成，可设置差压阀。附加气室

应设置排气堵或排气阀。空气弹簧应符合 TB/T 2841的规定。高度调整阀应符合 TB/T 2949的要求。空

气弹簧内应设置紧急橡胶弹簧，当空气弹簧失气时，可确保车辆能安全运行。

5.3.4 转向架应设置空气弹簧过充时的异常位移止挡。

5.3.5 转向架可加装抗侧滚扭杆装置，抗侧滚扭杆装置应符合 TB/T 3285的规定。

5.3.6 市域快线车辆速度等级为 120km/h的宜设置抗蛇行装置，速度等级为 140km/h~160km/h的应

设置抗蛇行装置。

5.3.7 第二系悬挂装置应设置横向油压减振器。

5.3.8 橡胶弹性元件应符合 TB/T 2843的规定。

5.3.9 油压减振器应符合 TB/T 1491的规定。

5.4 牵引装置

5.4.1 牵引装置应安全可靠地传递牵引力、制动力。

5.4.2 牵引装置应设有橡胶弹性元件。

5.4.3 转向架与车体连接的构件，强度应符合 TB/T 3548、TB/T 3549.1的要求。

5.4.4 牵引电机安装宜采用架悬式，应采取防脱措施。

5.4.5 构架电机吊座和齿轮箱吊座应从设计和制造工艺上保证其在寿命周期内不发生疲劳裂纹。

5.5 齿轮传动装置

5.5.1 齿轮传动装置宜采用架悬结构。

5.5.2 齿轮箱应设置安全止挡装置，在齿轮箱吊杆失效时应能保证齿轮箱安全可靠运转。

5.5.3 齿轮箱应有良好的润滑和密封性能，润滑油不应泄漏。齿轮箱应设置检查口。

5.5.4 联轴器应能满足在各种工况下电机轴与齿轮轴的相对位移要求，采用的形式应符合 TB/T 3311
的规定。

5.5.5 联轴器在性能上应能充分满足运行时牵引电机的最大转速、最大转矩要求，并应能承受列车启

动、制动以及由于轨道条件产生的振动和冲击。

5.6 基础制动装置

5.6.1 基础制动应采用踏面制动或盘形制动。采用盘形制动方式时，可同时匹配踏面清扫装置。

5.6.2 制动单元应设置闸瓦或闸片间隙自动调整装置。制动装置在缓解状态下，制动盘和闸片、车轮

和闸瓦之间的间隙应满足运用要求。合成闸瓦或制动闸片应满足制动性能，且应便于安装和更换。

5.6.3 单元制动缸应符合 TB/T 3106的规定。

5.6.4 合成闸瓦应符合TB/T 3104.1的规定；闸片应符合TB/T 3541.3的规定；制动盘应符合TB/T 2980
的规定。供需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5.6.5 制动夹钳单元应符合 TB/T 3431的规定，踏面单元制动器应符合 TB/T 3145的规定。供需双方

另有约定的除外。

5.6.6 转向架应设置停放制动装置，停放制动装置应具有自动和手动缓解功能。

5.7 管线布置

5.7.1 转向架上空气管路、电线电缆，应设置固定管卡和线卡，且应无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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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2 空气管路应采用不锈钢无缝钢管，接头宜采用无螺纹密封的不锈钢管接头。

5.7.3 组装完成后空气软管、电线电缆与其他部件的动态间隙应满足运用要求。

5.8 其它装置

5.8.1 转向架上宜设置湿式或干式轮缘润滑装置。

5.8.2 转向架应设置速度传感器的安装位置。

5.8.3 转向架宜设置走行部监测装置。

5.8.4 无人驾驶车辆转向架应设置具有障碍物和脱轨检测功能的装置。

5.8.5 转向架可设置撒砂装置。

6 落成要求

6.1 转向架落成后应对空气弹簧、单元制动缸管路系统进行密封性试验。

6.2 转向架落成后应对单元制动缸进行动作试验。

6.3 转向架落成后，应对转向架进行静态荷重试验，转向架的尺寸和组装状态应符合相关技术文件的

规定。

6.4 转向架自重见表 1。

表 1 转向架自重

车型 速度等级（km/h） 自重（t）

地铁车辆

A型车动车
120 ≤8.5

80 ≤8.0

A型车拖车
120 ≤6.5

80 ≤6.0

B型车动车
120 ≤8.2

80 ≤7.5

B型车拖车
120 ≤6.1

80 ≤5.5

市域车辆

A型车动车

-

≤9.0

A型车拖车 ≤6.6

B型车动车 ≤8.1

B型车拖车 ≤6.2

D型车动车 ≤9.0

D型车拖车 ≤7.0

7 检验方法

7.1 外观检查

应目视检查转向架各部件安装状态、紧固件防松标记、转向架外观油漆及标志。

7.2 动力学性能试验检查

在符合试验条件的线路上进行动力学性能试验时，试验方法应按照 GB/T 5599和相关技术文件的规

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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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气密性检查

7.3.1 向单元制动缸及管路充入试验压力值下的压力空气，保压 5 min，压力下降不应大于 20 kPa。
7.3.2 对于构架作为空气弹簧附加气室的转向架进行空气弹簧及其管路的气密性试验，在空气弹簧保

持设计标准高度的状态下，两侧空气弹簧及附加气室同时充入 500 kPa±10 kPa压力空气，保压 15 min，
压力下降不应大于 25 kPa，同时应用肥皂水或测漏液检查各管路及空气弹簧座平面是否有泄漏。

7.3.3 若安装湿式轮缘润滑时，从轮缘润滑软管入口处，充入试验压力值下的压力空气，保压 3 min，
并观测压力表压力，其泄漏量不应超过 10 kPa。
7.4 制动缸功能检查

转向架落成后，应向制动缸充入规定的压力空气使停放制动处于缓解状态；向制动缸充入规定的压

力空气，制动后施行缓解，制动缸的制动与缓解动作应能重复 3~5次，闸瓦或闸片间隙应符合相关规定。

7.5 尺寸与组装检查

转向架落成后，应根据不同的车型，向转向架施加相应的垂向载荷，检查转向架的尺寸和组装状态。

7.6 称重检查

转向架落成后，应使用试验台进行称重。

8 检验规则

8.1 检验规则内容

检验规则应包括例行试验和型式试验。

8.2 例行试验要求

每台转向架都应进行例行试验，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

8.3 型式试验

8.3.1 属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试验：

a) 新产品定型时；

b) 产品结构、材料、生产工艺有重大改变，可能影响其性能时；

c) 已定型产品更换生产厂地时；

d) 停产5年以上再生产时。

8.3.2 型式试验项目应按本文件规定及有关图纸和技术文件规定的要求执行。

8.4 试验项目与试验方法见表 2。

表 2 试验项目与试验方法

序号 试验项目
试验类别

本文条款及试验方法
动车 拖车

1 外观检查 例行试验 例行试验 见7.1

2 动力学性能测试 型式试验 型式试验 见7.2

3 制动缸及管路系统气密性试验 例行试验 例行试验 见7.3

4 单元制动系统动作试验 例行试验 例行试验 见7.4

5 静态荷重试验 例行试验 例行试验 见7.5

6 重量测量 例行试验 例行试验 见7.6

7 构架强度试验 型式试验 - 见5.1.5，依据TB/T 3548，3549.1

8 第一系悬挂装置弹簧试验 型式试验 型式试验 见5.3.2，依据TB/T 2211，2843

9 第二系悬挂装置空气弹簧试验 型式试验 型式试验 见5.3.3，依据TB/T 2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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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试验项目与试验方法（续）

序号 试验项目
试验类别

本文条款及试验方法
动车 拖车

10 轴箱温升试验 型式试验 型式试验
见5.2.11，依据GB/T 7928在整车型

式试验中进行

11 限界检查（AW0和AW3工况） 型式试验 型式试验
见4.2，依据CJJ/T 96和相应的车辆

限界规定在整车型式试验中进行

12 基础制动装置试验 型式试验 型式试验
见5.6，依据GB/T 14894

在整车型式试验中进行

9 质量保证

9.1 制造商应明确给出转向架主要部件的保修期限，不宜少于车辆验交后一年。在用户遵守使用维护

说明书的情况下，保证期限内确属制造质量不良而出现故障影响运行或损坏时，制造商应及时无偿地负

责修理或更换、安装调试，直至恢复运行。

9.2 对因设计或工艺缺陷而需进行整改的项目，应在完成此项整改之日起，对相关部件重新建立保证

使用期限。

10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10.1 标牌

转向架构架上应有包括制造厂名、转向架型号、生产序号、制造年月等内容的标牌。标牌应固定在

构架侧梁外侧。

10.2 交货文件

转向架交货时应随带技术履历簿和合格证。合格证应有转向架制造编号、日期、检查员印章和制造

厂名称。

10.3 标记

转向架构架、轮对、悬挂弹簧等关键部件应有可追溯并符合有关标准和图样规定的标记。

10.4 包装运输

10.4.1 总装后的转向架应存放在防雨防潮的平道上，车轮处应设置止动件。

10.4.2 空气弹簧的进气口、制动管路接口和电气接口（包括电机接线口或接线端、温度和速度传感

器接线口或接线端等）等应封闭防护，防止异物和灰尘进入。

10.4.3 转向架在单独长途运输中，联轴节应处于拆解状态，并应固定牢靠。两半联轴节端面应有封

堵。

10.4.4 转向架吊装前应将轮对轴箱与构架或其他活动件固定，防止脱落事故和其他伤害。

10.4.5 转向架在运输中车轮应固定，并应采用蓬布等覆盖防止雨淋和水浸。

10.5 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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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 转向架应存放在防雨、防水、通风、无腐蚀、无强磁场环境的轨道平台或库房内，不应露天

存放，应远离振动环境，并应采取止动措施，防止自行溜逸，并应定期检查。若发现油封失效迹象，应

彻底清理后重新油封。

10.5.2 空气弹簧的进气口和制动管路的进气口应采取措施防止水、灰尘和其他异物进入。

10.5.3 对于存放时间大于 3个月的转向架，应至少每 3个月间隔时间滚动 10 m以上的距离，防止轴

承锈蚀。


	目  次
	前  言
	1范围
	2规范性引用文件
	3术语和定义
	3.5  

	4总体要求
	4.1  地铁车辆转向架的环境和线路条件应符合GB/T 7928的规定，市域快线车辆转向架的环境和线路条件

	5各部件特性要求
	6 落成要求
	7检验方法
	8检验规则
	9质量保证     
	10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