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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列车维修及其保障技术》

前言

　　从我国铁路第六次大面积提速开始，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高速列车在我国铁路上开行，大幅度地
提高了我国铁路旅客运输的能力，取得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为了保证高速列车安全可
靠的运行，必须采用先进的技术、科学的管理对高速列车进行维修。可以说，现代高速列车的维修是
保持和提高铁路客运能力的重要因素；是铁路安全运输的重要保证；是产生效益的巨大源泉；是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环节；是铁路树立信誉、完善服务的重要手段。因此。各国铁路对高速列车的维修都给
予了高度的重视和科学的管理。　　随着愈来愈多的高速列车投入运用，如何维修、管理好这些高速
列车，使它们安全、可靠、高效、经济地运营，无疑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从而引起人们极
大的关注。面对这种形势，急需一本系统论述和全面介绍高速列车维修及其保障技术的书籍，因此作
者撰写了《高速列车维修及其保障技术》一书，对高速列车的维修理论，各国高速列车的维修实践以
及维修保障（主要指维修基地及其设施和装备等）技术进行了详细的介绍。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作
者在总结各国机车车辆维修经验和“以可靠性为中心维修（RCM）”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高速列车
“可信性维修（DCM）”的新理论和新概念。书中对这种理论、概念和方法作了介绍。并与“可靠性
为中心维修（RCM）”理论进行了对比，来说明这种理论的新发展。这种理论不仅适用于高速列车，
同样也适用于其他机车车辆和现代复杂技术装备系统的维修。作者期望.所提出的理论和观点能起到抛
砖引玉的作用，在高速列车引进技术的平台上，能够自主创新出适合于我国自己铁路运输装备的维修
理论和体系来。　　本书主要介绍200km／h及以上电动车组的维修及其保障技术。全书共分十三章。
为保持本书的完整性和独立性，第一章介绍了高速列车的基本概念及分类，高速列车的发展和各国高
速列车的概况。当然，如果想详细了解高速列车技术、高速列车工作原理与结构特点请参阅作者撰写
的另外两本有关高速列车的专著。第二章介绍了维修概论，包括维修的目的与意义，维修的基本概念
，维修类别，技术装备维修理论与发展。第三章介绍了高速列车可信性和RAMS的基本概念，分别阐
明了高速列车可靠性、维修性和测试性、可用性、安全性、保障性的定义、要求和指标。第四章介绍
了高速列车的故障及其分析，故障模式、影响及其危害度分析（FMECA），故障树分析（FTA）等。
第五章介绍了高速列车寿命与寿命管理，论述了寿命的定义及分类，寿命的确定方法，寿命管理以及
提高寿命和可靠性的措施。第六章介绍了寿命周期费用（LCC）分析，主要涉及LCC的基本概念，高
速列车常用的LCC模型以及LCC分析与评价，并以高速列车ICE3和X2000型为例说明LCC在高速列车中
的应用。第七章介绍了高速列车的技术诊断，论述了诊断的基本概念，介绍了高速列车常用的诊断技
术，诸如振动诊断、声诊断、红外线诊断、润滑油分析技术和性能趋向诊断等。第八章介绍了高速列
车的维修信息管理，论述了维修信息管理的基本概念，信息管理系统的发展、构成和应用实例。第九
章介绍了高速列车的维修制度，论述了高速列车维修制度的现状与发展，“以可靠性为中心”的维修
制度（RCM），详细介绍了作者提出的“可信性维修（DCM）”的概念、理论与特点。第十章、第
十一章和第十二章分别介绍了德国、日本和法国高速列车的维修策略、维修体制、维修基地及其维修
装备。第十三章作为总结，论述了高速列车的维修现状与发展趋势，介绍了维修的新观念和新发展，
高速列车维修制度、高速列车维修相关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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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列车维修及其保障技术》

内容概要

《高速列车维修及其保障技术》对高速列车的维修理论，各国高速列车的维修实践以及维修基地及其
设施和装备等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内容包括高速列车维修概论、高速列车可信性工程、高速列车故障
及其分析、寿命与寿命管理、高速列车技术诊断、高速列车维修管理、高速列车维修制度、维修现状
与发展趋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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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列车维修及其保障技术》

章节摘录

　　第一章　高速列车概况　　第一节　高速列车基本概念及分类　　一、高速铁路与高速列车　　
（一）高速列车与高速铁路定义　　迄今，高速铁路的定义有如下几种标准：　　1.1970年日本政府
第71号令的定义为：凡在一条铁路的主要区段上，列车的最高运行速度达到200km/h及以上的干线铁
路。　　2.1985年欧洲经济委员会在日内瓦签署的国际铁路干线协议规定：列车最高运行速度达
到300km/h及以上的客运专线或最高速度达到250km/h及以上的客货混用线。　　3.1986年国际铁路联
盟（UIC）的定义是：最高速度至少达到250km/h的专用线或最高速度达到200km/h的既有线。　　可
以看出，各个标准对高速铁路的定义不尽相同，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高速的定义还会变化。　
　目前，一般可以将铁路速度分级定义如下：　　（1）100～120km/h称为常速；　　（2）120
～160km/h称为中速；　　（3）160～200km/h称为准高速或快速；　　（4）200km/h以上称为高速。
　　因此，以最高速度200km/h以上运行的列车称为高速列车。高速列车可以是由机车牵引客车组成
的列车，但一般是指动车组组成的列车，称为高速动车组。严格地来说，高速列车的涵义更广泛，它
不但包括轮轨式列车，还应包括磁悬浮列车等。　　（二）高速铁路与既有线的衔接　　为发挥铁路
的网络作用，必然存在着高速铁路与既有线的衔接问题。目前，世界上有3种主要衔接方式。　　1.通
达方式　　高速列车由高速线下到既有线运行的通达方式。这种方式可确保高速铁路线上的列车高度
运行，因而运输效率高。这种衔接方式适用于运输密度很高的高速铁路。但是为了通达目的，需要应
用较多昂贵的高速列车，运输成本较高。　　2.跨线方式　　既有线的快速列车上到高速线运行的跨
线方式。这种方式使高速铁路上的列车以两种不同的速度运营，因而高速线上的列车运营的总对数会
相应减少。这种衔接方式适用于中等密度运营的高速铁路，从路网运输效率和列车等级合理配置等方
面综合比较，“跨线方式”比“通达方式”更为经济。　　3.换乘方式　　在高速线与既有线的连接
点枢纽站进行换乘的方式。这种方式显然在列车等级的配置上最经济，但对于乘客很不方便，整个路
网运输效率也不高。只适用于速度差较大的线路的衔接和运输组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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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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