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一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检修基地基础设施与设备 

任务一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检修基地基础设施认知 

 

检修基地是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停放、检查、维修、保养和检修的场所，列车运营结束

后要进入检修基地进行清扫、洗刷、消毒等工作。车辆检修基地根据功能和规模大小的不

同，可分为停车场和车辆段。  

检修基地以车辆检修、运用为主，由地铁系统进行统一管理，将工务、通信、信号、

机电设备等专业的维修与车辆检修基地设置在一起，这样有利于各专业检修工作进行有效

的协调管理，统一使用场地和设备，同时也有利于实现计算机网络和现代化管理。  

 

（1）能说出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检修基地和综合维修基地的功能。  

（2）能整理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检修基地的主要线路。  

（3）能复述城市轨道交通车辆运用、检修库房和车间的作用。  



  

一、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检修基地的功能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检修基地包括停车场和车辆段。 

1. 停车场 

停车场是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停放的场所，停车场有以下功能： 

（1）部分乘务运转工作； 

（2）部分配属车辆的停放； 

（3）部分配属车辆的定期洗刷工作； 

（4）部分配属车辆的临修工作； 

（5）停车场的行政、技术管理； 

（6）职工各类教育、培训工作。 

每条地铁线路按其线路长度和配属车辆的多少，设置停车场或根据需要增加设置

辅助停车场，辅助停车场一般只设置停车设施，仅承担车辆的停放、清洁工作。 

停车场配备车辆运用、整备和日常维修及配套设施，主要有停车列检库、调车机

库、临修库、不落轮镟床库和车辆自动洗刷库，以及出入段线、试车线、各种车库线、

牵出线、存车线、走行线等各种辅助线路。停车场配备的主要设备有调车机（内燃机）、

自动洗车机、不落轮镟床、车辆救援设备，以及车辆重大临修的驾车机、起重机、叉

车等。 

2. 车辆段 

车辆段除具有停车场的功能外，还是车辆进行较大维修工程的场所。 

车辆段主要有以下功能： 

（1）车辆段的行政、技术管理工作； 

（2）配属车辆的停放、列检、架修、临修等检修工作； 

（3）乘务运转工作； 

（4）配属车辆的定期洗刷工作、不落轮镟修工作； 

（5）段内设备、机具的维修和调车机车、轨道车辆的日常维修工作； 

（6）事故列车的救援工作。 

车辆段要在停车场的基础上增加车辆架修、大修的设施设备，车辆主要检修方式

为采用部件互换修。同时，根据工艺要求，要具备对车辆零部件进行检修的能力。 

车辆段的车辆检修设施主要有架修库、大修库、静调库和部件检修间，一般还设

有油漆间、熔焊间、机加工间和必要的辅助间等。车辆架修、大修的主要设备有架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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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公铁两用牵引机、移车台或车体吊装设备、内燃机车、轨道维修平板车、蓄电池

牵引车、隧道清洗车、转向架、车钩、电机、车门系统等各种部件的试验和修理设备、

车辆油漆设备、列车静态调试设备、清洗机等。材料库配备必要的运输和起重设备，

综合维修中心配备机床设备、计量和化验设备等。承担列车转向任务的车辆段还应设

置列车的回转线。 

车辆段划分为检修区和运营区，所有的检修工作集中在检修区进行，车辆的停放、

列检、乘务工作均在运营区进行。 

车辆段一般还兼有综合检修基地的功能，是保障线路各系统正常运行的保障基地

和管理部门。在停车场一般设有各系统的维修工区，属综合检修基地管辖。 

综合检修基地包括综合检修基地检修车间、材料总库、特种车辆库、办公楼等设

施。 

二、检修场地的主要线路 

1. 停车线 

停车线应为平直线路，一般设有停车库。停放车辆的同时兼作检修线，有贯通式

和尽端式两种。贯通式便于列车的灵活调度，因此尽可能采用贯通式。尽端式每线一

般停放 2 列列车，贯通式停放 2～3 列列车。 

2. 出、入段线 

供车辆出、入停车场或车辆段的线路，一般设置为双线，并避免切割正线，根据

行车和信号要求留有必要的段（场）线路与运营正线的转换长度。 

3. 牵出线 

牵出线适合段（场）内调车，牵出线的长度和数量根据列车的编组长度和调车作

业的方式和工作量确定。 

4. 静态调试线 

静态调试线（即静调线）设在静态调试库内，列车检修完毕到试车线试车之前，

要在静态调试库对列车进行静态调试，检查各部分的技术状态，对电气设备和控制回

路的逻辑动作和整定值进行测试和调整。静态调试线全长设置地沟，地沟内设置照明

光带。静态调试线为平直线路，同时设有车间牵引电力电源和有关的测试设备。 

车辆段在车辆检修后进行车辆的尺寸检查，其中要对车辆的水平度进行检查，需

要轨道高精度等标准较高的线路（称为零轨），宜设在静态调试线。 

5. 试车线 

试车线供定修、架修、大修后列车在验收前的动态调试。其长度应满足远期列车

最高运行速度性能试验、列车编组、行车安全距离的要求。试车线一般为平直线路，



线路中间要设有不小于一单元列车长度的检查坑，供列车临时检查用。试验线还设有

信号的地面装置，可进行列车车载信号装置的试验。 

试车线旁设置试车工作间，内设信号控制和试车必需的有关设备、设施和仪器。

试车线需采取隔离措施。 

6. 洗车线 

洗车线供列车停运时洗刷车辆用，其中部设有洗车库。洗刷线一般为贯通式，尽

量和停车线相近，可以减少列车行走时间，并减少对车场咽喉地区通过能力的压力。

洗车库前后需设置不小于一列车长度的直线段，以保证列车平顺进出洗车库。 

7. 检修线 

检修线为平直线路，布置在检修、定修、架修、大修库内。架修、大修线的线间

距，除根据架修作业需要外，还要综合考虑架车机等检修设备、检修平台等的布置、

检修移动设备、备件运输车辆移位，以及检修人员作业需要的空间来确定；检修线中

要有一条平直度要求较高的线路，用于精确测量车体地板高度。 

8. 临修线 

列车发生临时故障和破损时，需要在临修线上完成对车辆的临修工作，临修线长

度应能停放一列列车，并考虑列车解编的需要。 

以上是保证列车运行和检修的主要线路，除此之外，检修基地内还要按需设置临

时存车线、检修前对列车清洗的吹扫线、材料装卸专用线、特种车辆（如轨道车、接

触网架线试验车、磨轨车、隧道冲洗车等）停车线、联络线、与铁路连通的地铁专用

线等。这些线路用道岔相互连接，道岔和信号设备联锁，由设置在站场中央的调度室

对电气集中控制设备进行操作，排列和开通列车的进路，进行调车和取送车作业。 

布置车场线路，应遵循以下几点要求： 

（1）列车停车、检修、试验及其他作业的线路应为平直线，其他线路的坡度不应

大于 2%。由于在车场内是无载客运行，通过对数较少、行车速度较低，最小平面曲

线半径 R 可根据道岔的导曲线半径及车辆构造允许的最小曲线半径等因素确定，一般

以 R≥150m为宜。 

（2）除架修线、大修线外，车场内地铁列车可能到达的地方应设置接触网或接触

轨（包括接通至库内）。若采用接触轨，应有防护设施；若采用接触网，应在线路交界

处设置醒目的标志，防止列车误入无接触网区段，造成列车受电弓和接触网的损坏事

故。 

（3）在线路端部应设置车挡，防止溜车。 

（4）对各线路接触网应根据实际情况分区（段）供电，设置隔离开关，分别断、

送电，便于对列车进行各种作业。 

（5）除架修线、大修线外，其他线路的有效长度至少应保持按远期规划列车编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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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与轨道长度之和，再加上能满足司机瞭望和行车安全的距离。 

三、车辆运用检修库房和车间及其主要设备 

1. 停车列检库及其附属车间 

停车列检库兼有停车、整备、清扫、日常检查、司机出乘等多种功能。为实现这

些功能，停车列检库除设有停车线外，还设有运用车间、运转值班室、司机待班室等

司机出乘用房，以及列车和列车车载信号检修用房。停车库大都设有自动防灾报警设

备（与整个消防系统联系在一起）。架空接触网或接触轨应进库，接触轨应加防护装置，

每条库线两端和库外线之间及停车台位之间设置隔离开关，可以对每条停车线的接触

网（接触轨）独立停、送电。 

兼有列检线的停车列检库的停车线设有宽地沟，地沟应有 220V 及 24V（或 36V）

插座，地沟的长度为 

1 TL L L   

式中  L──地沟长度，m； 

L1──列车长度，m； 

LT──梯阶平面长度，m。 

地铁车辆除了由自动洗刷机洗刷和人工辅助洗刷外，每月还要对列车的室内进行

清扫、洗刷和定期消毒。这些工作在清扫库进行，清扫库一般毗邻停车库，库内应设

置上、下水及洗刷平台。 

在停车库两端应有一段平直硬化地面，作为消防、运输通道，通道应该设有可动

防护栏杆，平时封锁，必要时使用。 

2. 检修库及其辅助车间 

检修库及其辅助车间的平面布置主要取决于车辆的配属量、修程、检修方式及其

工艺流程，同时综合考虑自然地形条件、工件运输线路及安全、防火和环境要求等因

素。 

1）双周、双月检库 

双周、双月检都要在库内对列车的走行部、车体及车顶设备进行检查。线路采用

架空形式，除线路中间设置地沟外，在检修线两侧设有三层立体检修平台，底层地坪

低于库内地坪（若以轨面高程为±0.00m，其他地坪高程约为－1.00m），可以对走行

部以及车体下布置的电器箱、制动单元、蓄电池进行检查；中间平台高程约为+1.10m，

可以对车体车门进行检查作业；车顶平台高程+3.50m，可以对车辆顶部的受电弓、空

调设备进行检修，车顶平台须设有安全栏杆。 



双周、双月检库可设有悬臂吊、液压升降车、电器箱搬运车等运输车辆，对需要

进行拆、装作业的受电弓和空调设备进行吊装，还应设有受电弓、空调装置、车载信

号、试验设备等辅助工间以及备品工具间。 

2）定修库 

定修库线路采用架空形式，中间设置检修地沟，两侧设置三层检修平台，车库内

设 2t起重机。 

3）架修、大修库 

架修、大修的布置应根据车辆检修工艺流程确定。对车辆设备和零部件的检修方

式采用互换修为主，一般采用流水作业和定位修方式相结合。采用部件互换修可以减

少列车的停库时间，并且可以合理地安排计划，做到均衡生产，避免因某一部件检修

周期长，影响整列车的检修进度。联合检修厂房内设有车辆的待修、修竣部件和备用

零件的存放场地。 

架修、大修库内的主要设备有地下式架车机、移车台、桥式起重机、公铁两用牵

引车、必要的运输工具、工作平台等。 

4）辅助检修车间及其设备 

地铁车辆分解的各部件检修在辅助检修车间进行。这些辅助检修车间根据列车架

修、大修的工艺流程，大部分布置在检修主库的周围。 

（1）转向架、轮对间：通过轨道与转向架转盘、大修库相连接，主要由转向架检

修区、轮对检修区和轮对等零部件的存放区组成。 

转向架检修区对转向架进行分解，分解后的零部件送到相应检修位置进行检修，

恢复技术状态，然后进行组装。转向架检修区配置的主要设备有转向架冲洗机、转向

架转盘、转向架静载试验台、转向架综合试验台、地下式转向架托台、减振器试验台、

一系悬挂弹簧试验台等。 

轮对间主要对轮对以及轴箱、轴承进行检修，主要配置有清洗用油槽、摇动式清

洗机、轴承拆装设备、轮对压装机、立式车床、轴颈磨床和轮对车床等大型设备，还

有超声波及磁粉探伤设备。为适应互换修方式，转向架、轮对间应有足够的转向架、

轮对及其他零部件的存放场地及相应的起重设备。 

（2）电机间：是对车辆牵引电动机、空气压缩机电动机及其他车辆设备（如制动

电阻冷却风机等）的动力电动机进行检修的辅助车间。 

电机间的主要设备有牵引电动机试验台、其他电动机试验台，采用直流电动机的

还有整流器下刻机、点焊机、动平衡试验机等。 

电动机大修专业性强，检修量小，并且需要绕线、浸漆、烘干等设备，一般都委

托专业工厂进行。 

（3）电器间、电子间：电器间承担对车辆电器组件的检修作业，装备有综合电器

试验辅助逆变器试验台、高速开关试验台、主接触器试验台、速度传感器试验台及供

电气测试的各种仪器仪表。电子间主要对列车牵引、制动、空调等计算机控制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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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电子控制板进行检修工作。电子间的检修、测试对象都是精密的电子元件，因此

要求采取无尘、防静电、控制环境温度和湿度等措施，是一个对环境要求很高的车间。 

辅助车间还有车门制动、车钩、受电弓、空调检修间，相应的配备有车门试验台、

制动试验台、阀类试验台、车钩试验台、受电弓试验台、空调试验台以及必要的检修

设备。 

上述辅助车间一般都布置在架修、大修主库的周围，可以使检修工序流程合理、

紧凑、简洁，减少运输路程，提高工作效率。 

3. 其他库房及车间 

检修场地内有些库房及车间由于环境保护和劳动保护要求，检修的特殊要求等因

素，或者是由于设施和检修基地的检修共同使用，要单独设置。 

1）不落轮镟床库 

地铁车辆转向架的轮对在运行中有时会发生踏面的擦伤、剥离和轮缘磨耗等达不

到运行技术要求的问题，需要及时镟削，使用不落轮镟床可以不拆卸轮对，直接对车

辆的轮对踏面和轮缘及时地进行镟削。 

不落轮镟床需要在温度、湿度得到控制的环境使用，为减少投资，在库内为镟床

单独设置隔离的环境空间。 

不落轮镟床库及其前后一辆车辆范围的线路为平直线路，作业线的长度要满足列

车所有车辆轮对镟削的要求，列车出入库和轮对的就位一般由专门的牵引设备承担。 

2）列车洗刷库 

列车洗刷库建在洗刷线的中部，库内设有自动洗刷机，可对列车嘴部和侧面进行

化学洗涤剂和清水洗刷。在洗刷过程中，列车的行进可利用自身动力，也可用专设的

小车带动，分为水喷淋、喷化学洗涤剂、刷洗等多道工序，在寒冷地区还要有车体干

燥工序。 

为避免列车洗刷作业影响对其他线路的进路，洗刷机前后线路的长度都应不小于

一列列车的长度。 

3）蓄电池间 

蓄电池间主要对地铁车辆的碱性蓄电池进行充电和检修，另外也对各种运输车辆

的酸性蓄电池进行充电和检修。蓄电池配置相应的试验、充电设备和通风、给排水与

防腐设施。碱性和酸性蓄电池操作间要分开设置，以防止酸气进入碱性蓄电池，酸、

碱发生中和作用，影响蓄电池的质量。 

蓄电池间要单独设置，并布置在长年主导风向的下风侧，还要有防爆措施。 

4）中心仓库 

中心仓库承担城市轨道交通全线各专业所需机电设备、机具、工具、材料、备品

备件的供应工作。其主要工作包括采购、入库、仓储、发放。仓库中应有仓储及运输

等设备和设施，还应附有露天存放场和材料专用轨道线，设置专门的环控库房，以存



放对环境要求高的精密配件。对于易燃易爆物品要单独设立危险品仓库，危险品仓库

应单独设置在对周围建筑影响最小的位置，并与外界隔离，根据易爆、易燃物品的性

质，分不同房间存放，建筑物的通风、消防等要符合有关规定。 

随着现代化物流技术、计算机信息管理技术和电子商务的发展，可采取自动立体

化仓库仓储技术，建设自动化立体仓库，其主要由货物存储系统、货物存取和运输系

统、控制和管理系统三大系统，以及与之配套的供电系统、消防报警系统和网络通信

系统等组成。 

除此之外，根据需要还有调机库、消防间、污水处理站、配电站、变电站、机加

工中心、汽车库等库房，它们的车间也需要单独设置。 

4. 车库、车间建筑的一般技术要求 

（1）车库的长度根据股道作业车辆数（如停车列数、检修台位数）及横向运输、

消防通道作业要求等因素确定。 

（2）车库的宽度应根据股道数量、股道作业需要间距、检修设备布置、运输通道、

消防通道等因素综合考虑，并符合建筑设计的有关要求。 

（3）车库的高度根据车辆限界、车顶作业和车顶上部起重设备作业维修要求

确定。  

（4）厂房应有良好的通风、采光条件，对有环境要求的车间厂房应有空调设备，

在寒带地区应有采暖设施。 

（5）应设置必要的上下水、动力、照明、压缩空气的管线路及相关设施，按作业

区设置必要的水、电计量表具。 

（6）按消防要求配备必要的手携式灭火器、消防水栓、水喷淋等消防设备和设施。

防火等级要与厂房的用途相适应。 

（7）在主库的边跨布置必要的办公和生活设施。 

（8）在需设检查地沟的线路，一般设置宽地沟，地沟的深度以 1.4～1.45m 为宜。 

（9）必须设接触网（轨）的线路，以不影响其他作业区、保证设备人身安全为原

则，设置隔离开关及进行分区供电并设置必要的安全设施。 

（10）对于三废处理，废水和废渣应形成处理系统，进行集中处理为宜；废气应就

地处理，达到环保排放标准。 

（11）噪声应治理，对振动和噪声较大的设备应采取将基础隔离或采取消声设施等

措施。 

四、综合检修基地 

综合检修基地承担全线各种设备、设施的定期检修、维护和故障维修。综合检修

基地一般都和车辆检修场地设置在一起，也可以单独设置，但必须设置在车辆检修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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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紧邻地区。 

在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线路较长或者担当两条以上运营线路的设备、设施进行检修

任务时，检修任务大，可以设立综合检修中心，检修中心下可设各专业段（或车间）。

在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线路不长或在运营的初、近期阶段，检修量不大，可设立综合检

修段（所），下设各专业维修工区。 

按照专业一般可分为下述几个段（区），根据专业特点需要有相应的检查间，并配

备必要的检修设备。 

（1）通信信号段（工区）：承担全线通信和信号设备、设施的检修和维护工作，需

设立通信检修间和信号检修间。 

（2）机电段：承担全线主变电站、牵引变电站、降压变电站运行设备的维护和接

触网、车间通风、空调等环境设备的维护，以及自动扶梯、电梯、照明、防灾报警等

辅助设备的维护、检修工作，需设置机电维修间和接触网架线、试验车，以及相关的

机械加工设备。 

（3）修建段（工区）：承担全线地下隧道及建筑、高架桥梁及建筑、线路、道岔等

设备、设施的巡检、维护工作，需设有公务维修间，并配备有轨道探伤及检测设备、

磨轨机和隧道清洗车等必要的生产设施。 

在综合检修基地还要配备相应的生产设施、特种车辆存放线及车库和办公、生活

设施。综合检修基地的功能和任务如下： 

（1）承担所辖线路沿线隧道、线路和桥梁等设施的检查、保养和维修工作； 

（2）承担所辖线路车站建筑和地面建筑的保养和维修工作； 

（3）承担所辖线路变电所、接触网、供电线路和设备的运行管理、检查、保养和

维修工作； 

（4）承担所辖线路各机电系统及设备的运行管理、检查、保养和维修工作； 

（5）承担所辖线路通信、信号系统的运行管理、检查、保养和维修工作； 

（6）承担所辖线路自动售票系统和设备的运行管理、检查、保养和维修工作； 

（7）承担所辖线路防灾报警系统、设备监控系统的检查、保养和维修工作，基地

各系统和设备的大修、中修等工作； 

（8）承担所辖线路运营、检修所需的各类材料、设备、备品配件的采购、储备、

保管和发放工作。 

 



任务检查单见表 1-1。 

表 1-1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检修基地基础设施认知——任务检查单  

任务编号  1-1 任务名称  判别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检修基地基础设施  

序号  检查内容  是  否  

1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检修基地包括停车场和车辆段    

2 停车场是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停放的场所    

3 车辆段除具有停车场的功能外，还是车辆进行较大维修工程的场所    

4 
修建段（工区）承担全线地下隧道及建筑、高架桥梁及建筑、线路、

道岔等设备、设施的巡检、维护工作  
  

5 
承担所辖线路车站建筑和地面建筑的保养和维修工作属于综合检修

基地的功能和任务  
  

6 
承担所辖线路通信、信号系统的运行管理、检查、保养和维修工作属

于综合检修基地的功能和任务  
  

7 
车库的高度根据车辆限界、车顶作业和车顶上部起重设备作业维修要

求确定  
  

8 在主库的边跨布置必要的办公和生活设施    

9 
为避免列车洗刷作业影响对其他线路的进路，洗刷机前后线路的长度

都应不小于一列车的长度  
  

10 在线路端部应设置车挡，防止溜车    

11 
通信信号段（工区）承担全线通信和信号设备、设施的检修、维护工

作，需设立通信检修间和信号检修间  
  

 

1.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检修基地包括（     ）。 

A. 停车场      B. 车辆段 C. 保养场地 D. 通信室 

2. 检修场地的主要线路有（     ）。 

A. 停车线    B. 静调线 C. 洗车线 D. 检修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