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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围

自导向轮胎式车辆通用技术条件

CJ／T 366—201 1

本标准规定了自导向轮胎式车辆的使用条件、车辆技术规格、一般规定、车辆编组、车体及内装设

备、走行机构、制动系统、电气系统、空调与采暖装置、安全设施、控制与诊断系统、通信与乘客信息系统、

试验与验收、标志、运输与质量保证期限等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在地面、高架桥和隧道中专用混凝土道路上行驶的自导向轮胎式车辆(以下简称

车辆)。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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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8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 5599铁道车辆动力学性能评定和试验鉴定规范

GB／T 7928 2003地铁车辆通用技术条件

GB 14892--2006城市轨道交通列车噪声限值和测量方法

GB／T 14894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组装后的检查与试验规则

GB 18045铁路车辆用安全玻璃

TB／T 1333．1铁路应用机车车辆电气设备第1部分：一般使用条件和通用规则

TB／T 1333．2铁路应用机车车辆电气设备第2部分：电工器件通用规则

TB／T 1451机车、动车组用前窗玻璃

TB／T 1484．1铁路机车车辆电线电缆订货技术条件第1部分：额定电压3 kV及以下电缆

TB／T 1507机车电气设备布线规则

TB／T 1804 铁道客车空调机组

TB／T 2368--2005动力转向架构架强度试验方法

TB／T 2437机车车辆用电力变流器特性和试验方法

TB／T 2704铁道客车电取暖器
TB／T 2879．3铁路机车车辆涂料及涂装第3部分：金属和非金属材料表面处理技术条件

TB／T 2879．5铁路机车车辆涂料及涂装第5部分：客车和牵引动力车的防护和涂装技术

条件

TB／T 3001

TB／T 3021

TB／T 3034

TB／T 3035

TB／T 3058

3术语和定义

铁路机车车辆用电子变流器供电的交流电动机

铁道机车车辆电子装置

机车车辆电气设备电磁兼容性试验及其限值

列车通信网络

铁路应用机车车辆设备冲击和振动试验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CJ／T 366—20 11

3．1

3．2

3．3

3．4

自导向轮胎式车辆automated guideway transit tyre vehicles

运行在专用混凝土轨道上、具有特殊导向和转向机构的、由单轴橡胶轮转向架支承的电动客车。

列车train

编组成列、可以正常载客的若干车辆的完整组合。

走行轮running wheel

支承车辆在专用混凝土道路上运行的橡胶轮。

导向轮guiding wheel

运行时起导向作用的水平轮。

4使用条件

4．1环境条件

4．1．1海拔高度不宜超过1 200m。

4．1．2环境温度在一2j℃～40℃。

4．1．3最湿月，月平均最大相对湿度不大于90％(该月月平均最低温度为2j℃)。

4．1．4园有些城市所处地区不同而存在环境条件差异，用户与制造商可在合同中另外规定使用环境

条件。

4．2线路条件

4．2．1平面曲线半径：正线不小于50 rn，车辆段不小于30 ril。

4．2．2最小竖瞌线半径不小于2 000m。

4．2．3最大坡度：60‰。

4．2．4行车采用右侧行驶。

4．3供电条件

4．3．1供电方式：接触轨一受流器方式。

4．3．2额定供电电压：DC 750V。。’+

5车辆技术规格

车辆主要技术规格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车辆主要技术规格

序号 名 称 技术规格

1 车体长度／turn 8 500

2 车顶距轨面高度／ram ≤3 450

3 车体宽度／ram 2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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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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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 称 技术规格

4 车内净高／ram ≥2100

5 地板面距轨面高度／mm 1 050

6 定距／mm 5 000

7 左右走行轮中心线距／ram 1 700

8 走行轮轮胎直径／mm 940

9 轴重／t 9

10 每辆车每侧客室门数／对 1～2

11 车辆最大载客量／(人／辆) 90

12 车钩中心线距轨面高度／mm 880

6一般规定

6．1 车辆的各种零部件和设备应按经过规定程序批准的图纸和技术文件制造，并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

准的规定。

6．2车辆重量不应超过合同中规定值的3％。

6．3每个走行轮的实测轮重与该轴两走行轮的平均轮重之差不应大于该轴两走行轮的平均轮重的

士4％。

6．4车辆客室地板面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应低于站台面。

6．5列车两端车辆可设司机室。

6．6车辆宜采用侧向导向方式。

6．7车辆的牵引特性和制动特性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

6．8车辆最高运行速度应为60 km／h。

6．9在平直干燥轨道上，在额定工况下，列车起动平均加速度为：

a)从静止加速到30 km／h，不应低于0．90 m／s2；

b)从静止加速到60 km／h，不应低于0．50 m／s2。

6．10在平直干燥轨道上，在额定工况下常用制动平均减速度不应低于l m／s2。紧急制动平均减速度

不应低于1．2m／s2。

6．11列车纵向冲击率不应大于0．75 m／s3。

6．12车辆各种设备冲击振动试验宜参照TB／T 3058的规定实施。

6．13车辆运行平稳性可按GB 5599的规定方法测试，其指标不大于2．5。

6．14车辆以60 km／h速度运行时，司机室和客室噪声值不应超过75 dB(A)。

6．15车外噪声值可参照GB／T 7928的规定实施。

6．16列车在超载工况(AW3)下，在丧失1／z动力的情况时，应具有在正线起动和运行到最近车站的

能力；一列空车(AWO)应具有在正线最大坡道上牵引另一列超员载荷(AW3)的无动力车辆运行到下一

站的能力。

6．17辅助电源应具有扩展供电的功能，当列车中有一套辅助电源发生故障时，在切除部分负载后仍能

维持列车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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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8车辆的各种设备及附属设施应布置合理，安装牢固可靠，便于检查维修，同时应考虑车辆意外情

况的影响。

6．19 同一型号的零部件应具有良好的互换性。

8．20车辆内墙板、地板、座椅、装饰等结构材料应采用难燃或高阻燃材料。采用的材料及材料燃烧与

热分解时挥发的有害气体和烟密度指标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车辆上使用的电缆应符合

TB／T 1484．1的规定。

6．21车辆应具有良好的密封性，在风、沙、雨、雪气候条件下运行时，不应漏雨、进沙、渗水、进雪。在机

械清洗时，车内不应漏水、渗水。车体和电器设备箱体的密封试验应符合GB／T 14894--2005的规定。

6．22车辆涂装前的表面处理和防护涂装要求应符合TB／T 2879．3和TB／T 2879．5的规定。

6．23列车应设有接地电刷，确保车辆可靠接地。

7车辆编组

7．1车辆型式

7．1．1 动车：分为带司机室动车(M。)、动车(M)。

7．1．2拖车：分为司机室拖车(T。)、拖车(T)。

7．2列车编组

7．2．1 列车编组宜分为动拖车混合编组或全动车编组。

7．2．2动车和拖车可安装不同设备，编组应根据载客量、牵引动力配置和车下安装设备重量均衡原则

来确定。

7．3联结装置

7．3．1 司机室前端应设自动车钩，各车辆间应设半永久牵引杆。

7．3．2联结装置应有缓冲装置，缓冲装置能承受完全复原的列车最大冲击速度为5 km／h。

8车体及其内装设备

8．1车体

8．1．1 同型号车辆应具有统一的基本结构型式。

8．1．2车体应采用整体承载结构，应具有足够的刚度，在最大垂直载荷作用下车体挠度不超过两轴支

承点之间距离的1‰。

8．1．3车体结构强度应满足在使用期限内，能承受各种载荷的作用下而不产生永久变形和疲劳裂损。

应通过计算和试验证明，在车体底架上施加规定的垂向载荷，沿车钩中心水平位置施加规定的纵向载

荷，其合成应力不应超过许用应力或屈服极限。

8．1．4车体的纵向压缩载荷宜采用300 kN。

8．1．5车体的垂向载荷计算见式(1)：

1．1×(M+W3)一(Mo+M1) ⋯⋯⋯⋯⋯⋯⋯⋯⋯⋯(1)

式中：

M——车体重量包括车体结构及所属各部件质量之和(kg)；

w。——最大载客质量(kg)；

M。——车体结构质量(k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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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试验器材质量(kg)；

其中每辆车最大载客量为90人，人均体重按60 kg计算。

8．1．6车体结构设计寿命应为30年。

8．1．7车体结构的内外墙板之间及底架与地板之间应敷设吸湿性小、膨胀率低、性能稳定的防寒、隔

热、隔音的材料。

8．1．8车体结构设计应避免车体枕梁、冲击座、门口、窗口等结点处的应力集中，应避免焊缝出现在上

述部位。装设导管、线槽、可装配电气设备和辅助设备所需的各种附件应与钢结构连接牢固。

8．1．9车辆应设有架车支座、车体吊装座，并标注允许架车、起吊的位置。

8．1．10列车两端车辆的前端应设可调整的排障器，其形状应有利于排除轨道的障碍物。

8．2司机室

8．2．1 司机室应视野宽广，在运行中司机能清楚方便地嘹望到前方信号、线路、障碍物、接触轨和站台。

8．2．2 司机室前窗玻璃抗穿透性和抗冲击性应符合TB／T 1451的规定。前窗应设刮雨器与遮阳装

置。寒冷地区可采用符合TB／T 1451条件的电加热玻璃或电热吹风。

8．2．3 司机室与客室间应设连通门，门净开宽度应不小于550 mm，高度应不低1 800 mm。

8．2．4列车两端部应设紧急疏散门。

8．2．5司机室控制台的外型、结构、各种操纵装置、信息显示方式与司机座位的布置应符合人体工程学

原理，保证司机驾驶舒适，同时能方便观察到信息显示屏和前方线路。

8．2．6司机室座椅高度和前后位置可以调节。司机座椅的设计应保证在必要情况下司机能迅速离开。

8．2．7 司机室照明在地板中央的照度为3 Ix～5 1x，司机控制台面的照度为5 lx～10 1x。应另设较强照

度的照明装置，满足室内设备检查维修时的需要。

8．2．8司机台的显示器、仪表和指示灯在日光下或夜间灯光下，应在500 mm远处清楚地看见其显示

内容。

8．3客室

8．3．1 客室侧门宜采用塞拉门。客室两侧的车门应布置合理。每个门净开宽度不应小于1 100 mm，

宜为1 300 mm，高度不应小于l 800 mm。

8．3．2客室侧门的开关宜采用电气控制方式，动力为电力或压缩空气，其传动和控制应安全可靠。侧

门的开关由ATO或司机统一控制。车门功能应符合GB／T 7928--2003中8．3．2的规定。

8．3．3客室两侧车窗应采用中空玻璃，其性能应符合GB／T 18045的规定。

8．3．4客室应布置适量的座椅，座椅形状应满足人体工程学要求。

8．3．5客室内应设足够的照明灯，在距地板面高800mm处的照度平均值不低于200lx。在正常供电

中断时，备有紧急照明，其照度不应低于10 lx。

8．3．6两相连接的车厢之间宜设置贯通道。贯通道应防火、防水、密封、隔热、隔音。贯通道密封材料

应有足够的抗拉强度，安全可靠，不易老化，元异味。

8．3．7客室内应设置足够数量、牢固美观的立柱和扶手杆，可加装适量的吊环。

8．3．8每辆车应设置一处轮椅专用位置，并应有乘轮椅者适用的扶手或轮椅固定装置。

9走行机构

9．1应采用单轴转向架，其主要尺寸与轨道参数相互匹配，并保证相关部件在允许磨损限度内，仍能确

保车辆以最高运行速度安全平稳运行。即使在支承或减振系统发生故障时，也应能确保车辆在轨道上

安全运行到邻近车站，清空乘客后返回车辆段。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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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构架采用钢板焊接结构，应做消除内应力处理。

9．3单轴转向架应设车辆自导向和转向装置。

9．4走行轮宜采用带内置式辅助轮的充氮气的橡胶轮胎，并设有轮胎压力监测装置。

9．5导向轮宜采用充填聚胺脂橡胶轮或实心橡胶轮。

9．6构架上牵引电机与传动装置的安装座设计应保证在设计寿命期内不发生疲劳裂纹。

9．7在构架和车体之间应设置空气弹簧悬挂系统以及高度自动调整装置，并应设置油压减振器。

9．8车体与构架之间应采用平行连杆相连接，其中一个连杆应为扭杆弹簧。

9．9安装导向轮的构架座应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

9．10构架强度试验可参照TB／T 2368--2005和有关国家现行标准规定进行。

10制动系统

10．1列车应采用模拟式微机控制的电空联合制动系统，具有电制动、空气一液压制动、液压制动、停放

制动等制动方式。液压制动应具有相对独立的制动能力，即使在牵引供电中断或电制动故障的情况下，

也能保证液压制动发挥作用，并有足够能力使列车安全停车。

10．2制动系统应具有常用制动、紧急制动和停放制动功能，并具有根据列车重量调整制动力大小的功

能。列车在干燥平直道上实施紧急制动时，应能在规定的距离内停车。

10．3电制动与液压制动应能协调配合，常用制动应充分利用电制动。电制动和液压制动应能实现平

滑转换，在电制动力不足时由液压制动补足制动力。

10．4紧急制动采用液压制动。

10．5基础制动应采用盘形制动装置。

10．6基础制动应具有停放制动功能。保证在正线线路最大坡度、最大载荷的情况下施加停放制动的

列车不会发生溜逸，其制动力应仅通过机械方式传递，并具有缓解功能。

10．7电制动和液压制动应各自具有防滑功能。

10．8列车应配置两台型号相同的电动空气压缩机组和液压泵装置，当其中一台机组失效时，另一台仍

能继续工作。压缩机组应设干燥器和自动排水装置；压力调节器和安全闽动作应准确、可靠。主风缸的

容积还应满足压缩机停止运转后列车三次紧急制动的用风量。

10．9空气管路应采用不锈钢或铜材料，管路和储风缸安装前应做防锈、防腐和清洁处理。

10．10列车风路系统的气密性应符合GB／T 14894的规定，系统(主风缸、制动管路、风动门、空气弹

簧、电空装置)的压力值在关闭气路后5 min内下降不应超过20 kPa；制动缸及辅助风缸压力经3 min

后，降低值不超过10 kPa。

11电气系统

11．1一般要求

11．1．1 电气系统应有良好的绝缘保护。各电路应能经受耐压试验，试验电压值为受试电路中电气设

备试验电压最低者的85％，试验时间1 min。试验时应将电子器件和电气仪表加以防护或隔离，使其不

承受电路耐压试验。

11．1．2主电路、辅助电路、控制电路应有可靠的保护。各种保护的整定值、动作时间、动作程序应正确

无误。主电路的过电流保护还应与牵引变电站的过电流保护相匹配，在各种短路状态下能够可靠地分

断，并应有故障显示和故障切除装置，以维持列车故障运行。

11．1．3牵引电器应符合TB／T1333．1和TB／T1333．2的规定，电子设备应符合TB／T 3021的规定，

电力变流器应符合TB／T 2437的规定，牵引电机应符合TB／T 300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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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1．4 电气系统的电磁兼容性应符合TB／T 3034的规定。

11．1．5各电气设备保护性接地要可靠，接地线要有足够的截面积。各电路接地电阻应符合用户和制

造商的合同规定。应确保车辆中可能因故障带电的金属件及所有可触及的导电体等电位联结。

11．1．6车体应有接地点，各电路电流回馈线应独立连接到回流排上，回流排应与车体任何裸露导电部

件绝缘。电流回馈线不应危及过电流保护装置和接地装置韵可靠动作。

1 1．1．7车体外安装的需要保持内部清洁的电气设备箱应具有不低于GB 4208中规定的IP54等级的

防护性能。

11．1．8各电路的电气设备联接导线应采用多股铜芯电缆，电气耐压等级、导电性能、阻燃性能均应符

合TB／T 1484．1的规定，电缆所用材料在燃烧和热分解时不应产生有害和危险的烟气。使用光缆和通

信电缆应符合产品技术条件要求。束芯线数应有不小于10％的冗余量。

11．1．9电线电缆的敷设应合理排列汇集，主、辅、控电路的电线电缆应分开走线，满足电磁兼容性的要

求，车辆布线规则应符合TB／T 1507的规定。

11．1．10电线电缆端头与接头压接应牢固、导电良好，两接线端子间的电线不允许有接头。每根电线

电缆的两端应有清晰耐久的线号标记。

11．1．1 1 车上各种测量指示仪表的精度等级不应低于2．5级。

11．2牵引传动系统

11．2．1牵引传动系统应采用变频调压的交流传动系统。

”．2．2牵引传动系统应满足牵引特性和电制动特性的规定。

11．2．3牵引传动系统应能够充分利用轮轨粘着条件，能够按照车辆载重量自动调整牵引力或电制动

力的大小，并应具有防空转、防滑行控制功能。

1 1．2．4受流器受流状态应良好，受流时对受流器或供电设施均应无损伤或异常磨耗。受流器的接触

压力应为100 N～140 N。

11．3辅助供电系统

11．3．1辅助供电系统应由辅助逆变器、低压电源和蓄电池等组成。辅助逆变器应符合IEC 61287—1

的规定，其容量应能满足车辆各种工况下的使用需求。

11．3．2在整个输入电压范围内，应保证在规定条件下，输出电压电流稳定，不发生振荡，满足规定的输

出特性。

11．3．3辅助供电系统应有足够的过载能力，在短时间内应能承受住负载起动电流的冲击；在输入电源

及负载突变条件下，瞬间输出电压变化不应影响所有负载电机电器的正常工作。

11．3．4在蓄电池失压的情况下，辅助供电系统应具有紧急启动的能力。

11．3．5蓄电池的浮充电性能良好，其容量应能够满足车辆在故障情况下的应急照明、外部照明、车载

安全设备、广播、通讯、应急通风等系统工作的要求，其时间不应低于30 min。

12空调与采暖装置

12．1 车辆的空调制冷能力应能满足在环境温度为33℃时，车内温度不高于28℃土1℃，相对湿度不

超过65％。不同地区亦可根据当地气候条件在合同中另行规定温度要求。

12．2空调装置宜为分体式，采用集中控制方式，同步指令控制，分时顺序起动。

12．3空调机组中制冷系统的密封性能应符合TB／T 1804的规定。

12．4空调机组应有可靠的排水结构，在运用中凝结水及雨水不应渗漏或吹人到客室内。

12．5客室内采用空调系统时，其新风口和风道设置应确保制冷效果及乘客舒适性的要求，人均新风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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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少于10 m3／h(按额定载客人数计)。

12．6 司机室采用空调时，新风量不少于人均30 m3／h。

12．7用于冬季寒冷地区的车辆空调应有制热功能，当空调制热能力不足时应设取暖设备，运行时应维

持客室温度不低于12℃，司机室温度不低于14℃。

12．8对安装采暖设备部位的侧墙、地板及座椅等应进行安全隔热处理。根据TB／T 2704的规定，车

用电加热器罩板表面温度不应大于65℃。

12．9空调和采暖设备应具有相应的电气保护功能。

13安全设施

13．1 司机台应设置紧急停车操纵装置和警惕按钮。

13．2司机室内应设置客室侧门开关状态显示和车载信号显示装置，并应便于司机观察。

13．3车辆应有列车自动防护系统(ATP)以及必要的保证行车安全的通信联络保护装置。

13．4司机室前端应装设可进行远近光变换的前照灯、雾灯和红色信号灯。前照灯在车辆前端紧急制

动距离处照度不应小于2 1x。

13．5车辆应设置鸣笛装置。

13．6车辆内应有各种警告标识，包括标在司机室内的紧急制动装置、带电高压设备、消防设备及电器

箱内的操作警示标识等。

13．7客室、司机室应配置适合于电气装置与油脂类的灭火器具，安放位置应明显标识并便于取用。灭

火材料在灭火时产生的气体不应对人体产生危害。

13．8列车应具有在特殊情况下紧急疏散乘客的设施。

14控制与诊断系统

14．1 列车应通过列车线和网络实现控制、诊断和数据通信管理。与运行及安全有关的控制除由列车

通信网络进行外，还应有其他形式的冗余措施。

14．2列车通信网络应符合TB／T 3035或相关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

14．3列车通信网络应具有以下基本功能：

——列车控制、诊断系统与车辆子系统通过列车通信网络和智能化终端进行通信；

——通过列车通信网络上的标准服务接口，对联网子系统的故障信息进行下载；

——微机控制子系统能通过列车通信网络上的标准服务接口进行在线测试。

14．4列车诊断系统应具有接收车辆子系统的状态信息、故障信息等功能，并能进行评估、储存，在司机

室的显示屏上进行显示与报警。

14．5列车子系统应具有自诊断及监控功能。

14．6列车控制和诊断系统应具有行车事件记录功能。

15通信与乘客信息系统

15．1 车辆应具有司机与行车控制调度中心进行双向通信功能。

15．2车辆应设有司机或调度中心对乘客广播的装置。

15．3客室内应设置乘客手动报警和能与司机或调度中心对讲的装置。

15．4客室内应设有LCD屏和LED屏等乘客信息设施。

15．5列车两端可设置运行区段显示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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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车辆总装配完成后投入使用前，可参照GB／T 14894进行检查与试验。车辆内部噪声测量方法

应符合GB／T 14892--2006的规定。试验通过后方可进行验收。

16．2车辆在进行型式试验前，制造厂家可进行调整。在调整过程中还可做必要的修改和线路试运行。

运行的里程应按车辆的类型、最高运行速度和采用新设备、新技术的情况由用户和制造商双方协商

确定。

16．3车辆在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试验：

a)新设计制造的车辆；

b)批量生产的车辆实施重大技术改造，其性能、结构、材料、部件有较大改变者；

c)批量生产的车辆制造一定数量后，有必要重新确认其性能时，抽样进行测试；

d)制造商首次生产该型号车辆；

e)转厂后生产的车辆；

f) 国家有关质量机构提出要求时。

16．4车辆的配套设备及主要部件应经检验合格后方可装车。

16．5投入批量生产的车辆，应全部进行例行试验。例行试验结果应与该型产品型式试验结果相符。

16．6正式投入验收的车辆应有产品合格证书、型式试验报告、例行试验报告、使用维护说明书和车辆

履历簿等。

16．7车辆移交时，制造厂应向用户提供有关技术文件、维修用图纸和随车工具、备品。

16．8研究性试验仅在用户与制造商双方合同中有规定时进行。

17标志

车辆的有关信息应标注在车辆的明显位置上，其标注方法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制造商应提供

完整的资料，标志内容不应少于以下规定：

a)产品名称与型号；

b)制造商的名称；

c)车辆自重；

d)出厂编号或代码；

e)出厂日期；

f)标志应清晰、易读、不易磨损。

18运输与质量保证期限

18．1车辆应由制造商妥善防护，并负责运送至合同指定的交货地点。

18．2制造商应明确给出车辆及其主要部件的保修期限(一般不短于车辆验交后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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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部件，安装调试，恢复运行。

18．3对因设计或工艺缺陷而需进行整改的项目，应在该车完成此项整改之日起，对相关部件重新建立

保证使用期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