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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T 3082- 2003

内燃铁路起重机检查与试验方法

， 范 围

    本标准规定了以柴油机为动力、液压传动或液力传动新造伸缩臂式和定长臂式内燃铁路起重机(以

下简称铁路起重机 )制成后投人使用前的检查 与试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铁路标准轨距，最大额定起重量100 1,125 1,160 t内燃铁路起重机。其他铁路起重机

可参照本标准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 的内容 )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 ，然而，鼓励根 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 。凡是不注 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146.1 标准轨距铁路机车车辆限界

    GB/T 1804 一般公差 未注公差的线性和角度尺寸的公差

    GB/'1' 3811 起重机设计规范

    GB/T 5905 起重机试验规范和程序

    GB/T 6068.2 汽车起重机和轮胎起重机试验规范合格试验

    GB/T 6068.4 汽车起重机和轮胎起重机试验规范结构试验

    GB/T 16904.1标准轨距铁路机车车辆限界规 一般规定及机车车辆限界检查方法

    G日/T 17426 铁道特种车辆和轨行机械动力学性能评定和试验方法

    TB/T 1492 铁路客货车制动机单车试验方法

    TB/T 1802 铁道车辆漏雨试验方法

    TB/T  3081-2003 内燃铁路起重机技术条件

3 试验种类

3.， 型式试脸

    型式试验是对铁路起重机基本参数 、结构和性能是否符合设计要求所做 的全面考核 。检查 与试 验

项 目一般集中在第一 台铁路起重机上进行。

    具有下列情 况之一的新造铁路起重机应做型式试验 :

    a) 新产品试制完成时 ;

    b) 转厂生产的产品试制完成时 ;

    c) 批量生产后停产一年及以上时;

    d) 质量监督检验部门提出要求时。

    当产品的结构、性能 、工艺或材料有重大改变时 ，做相关项 目的型式试验 。

3.2 例行试验

    例行试验是对批量 生产 ，每台出厂 的铁路起重机 ，为检查其外 观、结构、性能而做的常规性检查与试

脸。

3.3 回送试验

    回送试验是铁路起重机在线路上 由机车牵 引或编组在列车 中，对其运行性能是否符合设计要求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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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T 3082- 2003

做的检查与试验 。

4 检查与试验项目

    试验按表1所示项目进行。

                            衰1 内您铁路起，机检查与试毅项目衰

序 号 项 目 名 称 检查与试验分类 与本项有关条款

1 外观和资料检查 T、5 5

2 整体结构的一般性能检查 6

2-1 限界检查 T'S 6.1

2-2 称重和轴重检查 T,S 6.2

2-3 主要外形 尺寸检查 T,S 6.3

2-4 曲线通过检查 T,S 6.4

2-5 液压 和电气系统检查 T、5 6.5

2-6 司机室、机械室、宿营室和附件检查 T,S 6.6

3 制动性能、车钩缓冲装里检查 7

3-1 手制动装!检查 T,S 7.1

3-2 基础制动装盆检查 T、5 7.2

3-3 空气制动系统检查与试验 T,5 7.3

3-4 车钩缓冲装贵枪查 T,S 7.4

4 起重性能试验 8

4-1 试验条件 Ts 8.1

4-2 空载试验 T,S 8.2

4-3 静载试验 T,S 8.3

4-4 动载试验 T,S 8.4

4-5 额定起重量标定与安全装里试验 T'S 8.5

5 稼定性试验 T 9

6 结构试验 T 10

7 液压系统试脸 T 11

8 回送试验 T,S 12

9 动力学性能试验 T 13

10 自力走行爬坡能力试验 T 14

11 试验后 的检查 T,5 15

12 回送前的整备 T,S 16

注 l:丁一一型式试验项目

注2:5一一一例行试验项目

5 外观和资料检查

6.1 检查方法

    铁路起重机整体及零部件进行不解体检查，检查时应打开在正常维护和检查时应打开的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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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检查内容

    外观检查内容如下 :

    a)检查铁路起重机所有部件组成:包括所有俐结构、动力、传动、操纵、转向架等结构的外形尺寸、

        结构形状、安装位置、规格和(或)状态是否符合设计图样要求、现行标准和有关技术规定;

    b) 检查各部螺栓、螺钉、铆钉、销钉的连接状态，应符合要求，各部件焊接部位不应有焊接缺陷;

    c)外表面是否平滑光整及油漆是否符合TB/T 3081-2003中5.1.11的要求;

    d) 在试验过程中，风、水、油各管路和元件不应有渗漏现象。

5.3 资料检查

    检查全部必备的资料、检测记录、原材料和配件的证件是否齐全、有效。

6 整体结构的一般性能检查

6.嘴 限界检查

    限界检查是检查铁路起重机的外形尺寸是否符合GB 146.1中车限一1A和车限一IB.GB/T

16904,1的规定。
    铁路起重机在回送且缓解状态下，缓行驶过安装在平直线路上的限界规。限界检查结果应符合GB

146.1和 GB/T 16904.1的规定 。

6.2 称皿检 查

6.2.1 仪器和设备要求
    铁路起重机的自重检查和轴重检查，应伸用经训量部门检定合格的仪器和设备进行称重和轴重检查。

6.2.2 自重和轴重检查
    铁路起重 机在回送状态 ，进行 自重称重 和轴重检查。

6.3 主要外形尺寸检变

    铁路起重机的主要外形尺寸，应符合TB/T 3081-2003中表A.，的要求。起重机停在平直线路

上，在回送和缓解状态下检查下列内容:

    a) 回送状态车钩中心线高度(车钩中心线至轨面的垂直距离);

    b) 上车尾部回转半径;

    c) 回送状态支腿支撑油缸活塞杆全伸时，支座底面至轨面距离;

    d) 支腿横向距离。

6.4 曲钱通过检查

    铁路起重机缓行驶过设计规定的最小半径曲线时，检查下列内容:

    a) 各部件的正常相对运动不应受到限制;

    b) 底架与转向架的连接装置(空气制动软管、制动拉杆、液压软管等)及其他各部分，不应发生碰

          撞及 损伤 ;

    c) 轨道不应发生永久变形。

6.5 液压和电气系统检查

6.6.1液压系统检查

    检查内容如下:

    a) 检查液压系统各管路、液压元件和辅 件装盆 的安装和连接状态 ，应符合 图样规定;

    b)检查各种液压元件、辅件装置的型号、结构及参数是否符合技术要求。

‘.5.2 电气系统检查

6.5.2_， 检查电气各回路的接线状态，各电气线路线号清晰，应符合设计要求。

6.52.2 检查各种电器仪表、灯具、开关、电气元件等的型号、结构及参数应符合设计要求。

6.5.2.3 电气设备的检查与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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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T 3082- 2003

    电气设备的检查与试 验如下 :

    a) 直 流回路 ，对地绝W,电阻应大于 1 M(t;

    b) 检验直流及控制回路对地绝缘电阻时，不允许采用兆欧表，应采用万用表测对地电阻;

    c) 对 于使用 220 V交流 电路的铁路起重机 ，220 V交流电路部分 ，采用 500 V兆欧表检测 ，绝缘 电

        阻应大于0.5 MCIo

6,5.2.4 电气设备主要性能检查试验

    电气设备主要性能 检查试验如下 :

    a) 铁路起重机进行各种性能试骏时，电气设备主要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b) 蓄电池组充电完毕后应装在起重机上试验(新蓄电池组在用户处进行)，应满足柴油机启动、照

        明、安全控制和其他电气设备用电;

    c)进行铁路起重机各种性能试验时，整机信号显示装置应正常，各极限保护装里动作可靠，力矩

        限制器控制与显示应准确，报警信号应正常。

6.6 司机室、机械室、宿曹蜜和附件性查

    司机室 、机械室 、宿营室和附件检查 内容如下:

    a) 司机室、宿首室在钢结构落成后，应按TB/T 1802进行漏雨试验;

    b) 检查各种车门、车窗、检修门和百叶窗等开闭应灵活、可靠。门缝、窗缝符合设计要求;

    c) 各种走台板、脚蹬、安全护栏和扶手等牢固可靠，符合设计要求。

7 制动性能、车钩级冲装t检查

7.， 手制动装t性查

    检查内容如下 :

    a)检查手制动的型式、安装位置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b) 手制动装置动作灵活，轴链紧余量应符合有关技术规定，制动和缓解作用良好。

7.2 基础制动装3检查

    基础制动装置的安装应符合设计要求 ，并检查下列各项 :

a) 制动梁、各拉杆等在组装前所作的弯曲、拉力等试验合格;

b) 进行空气制动装置单车试验 时，各基础制 动部分能准确进行工作。

7.3 空气制动系统检查与试验

7.3.1 检查空气制动系统 各7u件

    检查空气制动系统的空气压缩机 、各种 阀类 、管路、塞门等元件 的型号 、结构 、参数、安装及连接 是否

符合设计要求，作用良好，检查闸瓦间隙以及闸瓦和车轮的接触是否满足设计要求。

7.3.2 检查各仪表

    各种仪表应在检验有效期内并指示正常 。

7.3.3 单车试验

    铁路起重机落成后.应按照TB/T 1492的规定进行单车试验，试验结果应满足有关性能要求二

7.4 车钩缓冲装it检查

    检查 内容和要求如下 :

a) 检查车钩及缓冲装置的型式与组装是否符合设汁要求;

b) 检查车钩的三态(开锁、闭锁 、全 开)，作用 良好及防跳作 用可靠 。

8 起皿性能试验

日.， 试验条件

8.1.，铁路起重机整机落成后.各部件安装位置正确，牢固可靠.作用良好并符合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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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铁路起重机的自重、轴重、尾部半径、各主要尺寸及各部件经检查合格，各装置系统经调试合格

后 ，方可进行起重性 能试验 。

8.1.3 各减速器、柴油机和各油箱按规定注人油，水冷式柴油机水箱内注人冷却液符合规定要求。

8.1.4 试验场地的支腿支承面要坚固、平整。

8.1.5 在试验中使用支腿时，底架上平面应处于水平状态，其倾斜度不超过0.500

8.1.6 试 验载荷应标定准确 ，其允差对于垂直载荷为 士1%，对于水平载荷为 土3"60

8.1.7 不使用支腿试验时，应在平直线路上进行，线路两股钢轨顶面应保持同一水平，允差不大于

6 mmo

8.1.8 做各项起重性能试验时，操作应缓慢平稳控制，不允许突然加速或减速。各项工作速度应限制

在起重机正常工作范围内进行 。

8.1.9 试验 时的风速应不大于8.3 m/so

82 空载试验

8.2.， 试验评定

    在吊钩上不悬挂任何载荷情况下进行。各机构工作未见异常无异音，各限位、指示装置作用正常，

各性能指标达到设计要求 。

822 试验项 目

8.22， 吊钩升降试验(包括主钩和副钩)

    内容如下 :

    a) 吊臂为基本臂 ，在 吊钩空载 时，以最 高速度起升 ，起升 吊钩通过 2m(副钩为 10 m)行程 ，测量所

        需时间，计算空载起升速度;

    b) 吊钩从轨面升到最大高度极限位置 2次 ;

    c) 检查卷筒三圈保护装置、吊钩高度限位装置的作用是否正常及钢丝绳在卷筒上缠绕是否整齐:

    d) 吊钩限动后 ，检查铁路起重机是否停止 向不安全方向动作，允许操作铁路起重机向安全方 向动

          作。

8.2.2.2 变 幅试验

    内容如下

    a) 吊臂为基本臂，在吊钩空载时，测量吊臂以额定速度在最大上作幅度和最小工作幅度范围内全

        程起臂(落臂)所用的时间;

    b) 检查吊臂限位装置的作用是否正常，吊臂在限动后，铁路起重机是否停止向不安全方向动作，

        允许操作铁路起 重机向安全方 向动作。

8.2.2.3 吊臂伸缩试验

    内容如下 :

    a) 吊臂仰角为最大，在吊钩空载时，测量以额定速度全程伸(缩)吊臂所需时间;

    b) 进行吊臂伸缩时，检查力矩限制器显示的幅度值与实际幅度值的误差是否符合设计要求(从最

        大工作 幅度到最小工作幅度每隔 2m检查一次 )。

8.2.2.4 回转试验

    内容如下:

    a) 吊臂为基本臂，在吊钩空载时，以最高稳定回转速度回转，测量回转的圈数及相应的回转时间，

        计算 回转速度 ;

    b) 检查 吊臂在顺轨 回转角度为 1100.125或 1 300等工况下 ，限位装置的作用是否正 常。即吊臂

        分别转至左、右80一100,230-25.或28‘一30‘位置时，力矩限制器应输出信号，使铁路起重机停

        止向不安全方向继续动作，允许操作铁路起重机向安全方向动作。对于能自动控制起重性能

          曲线转换 的铁路起重机 ，可在 8.5试验的同时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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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5 自力走行速度和制动距离试验

    内容如 卜

    。)铁路起重机与吊臂平车联挂并在回送状态，在平直线路上测自力走行loom所需时间(不含加

        速和制动的距离)，计算自力走行速度;

    b) 当自力走行达到最高速度时施行制动，测量制动距离。制动距离应符合设计要求。

8一22.6 支腿动作试验

    按支腿横向跨距的规定，做各支腿展开、支承及恢复动作。观察支腿各油缸，动作应平稳无卡滞现

象

8.2.2.7 挂放活动配重试验

    做括动配重的挂放动作应平稳，两油缸应同步且无卡滞现象。

8.3 静载试验

8.3.， 静 载试验评定

    静载试验后，如各结构未见裂纹、永久变形、油漆剥落或对起重机性能与安全有影响的损坏，各连接

处没有出现松动或损坏 ，则认为本试验结果合格 。

83.2 试验载荷

    空载试验合格后方可进行静载试验。

    静载试验载荷为 1.25 倍的最大额 定起重量 。

83.3 静载试验项口

    静载试验按照口3/T6068.2一1985 中第6章的要求进行试验。吊起重物停留在离地面10Ornm 一

200:。。高度处 ，使重物至少悬空停留 10 训no

8，3.3啥基本静载试验

    铁路起重机静载试验载荷和工况如表2所示。

    各型铁路起重机按照表2中的工况1和工况2分别进行静载试验。

                              裹 2 铁路起宜机静载试验艘荷和工况衰
                    一

型 号 }〔况
                    { l

、16oX 卜万一

顺轨回转角度
支腿横向距离

          m

工作幅度
      111

额定起重量 Q
          t

静载试验载荷 尸
              t

        卯
.

6 )6t5 1印
l

          200

1 2 1 土10. 6 梦9 160 2(洲】

N弓1之5义

1

畏、
6 )5.8 125 156 25

6 妻7 125 156 25爪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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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顺轨回转角度为吊臂中心线在水平面内的投影与钢轨中心线的夹角
注 2;P=1.25Q

8.3.3.2 伸缩臂式铁路起重机吊臂全 伸静载试骏

    对伸缩臂式铁路起重机，用二节嘴全仲和三节竹全伸、使用支腿、吊臂头部在电网下时的额定起重

量Q。静载试验载荷为尸=1.25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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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动载试 骏

8.4.1 试验评定

    各部件能完成其动载试验，各机构或结构的构件作用可靠、没有损坏、连接处没有出现松动或损坏、

制动性能良好，则认为本试验结果合格〕

8.4.2 试验要求

8.4.2.1 进 行试验 时，应把加速度 和速度 限制在起 重机正常运转的范围内

8.4.2.2 试验中应包括悬挂着的载荷作空中升降、回转和变幅(对允许带载变幅的工况)动作，此时试

验载荷在任何操纵条件下均不应出现反向动作

8.4.3 试验项 目

8.4.3.1 基本臂 动载试验

    表2中各型铁路起重机在工况 I的情况下进行，其动载试验载荷F,- 1.10;

    吊臂在垂直轨道方向，吊起动载试验载荷Pi,使试验载荷的底面高出底架上平面100二 一200-

时，左右旋转360*后，旋转到顺轨方向，工作幅度变到工况2的幅度，左右各旋转到工况2额定载荷所允

许的旋转角度，再旋转到顺轨方向，工作幅度再变到工况1的幅度，继续旋转，使吊臂垂直轨道方向，试

验载荷落地，停留5 min，同时对各机构和结构进行检查。此试验过程为1个循环。按此循环，连续工作

1h，但不应少于 1个整循环。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 ，做每 I个整循环时 ，柴油机的转速为(800一1 200 )

r/min，各机构动作连续不断进行。

    在进行本试验起升和变幅的瞬间，测量司机室内任意一点的噪声不应超过85 dB(A) o

日.4.3.2 全伸臂动载试验

    对于伸缩臂式铁路起重机，在吊臂全伸、仰角最大时进行动载试验，其试验载荷P2 =1 .IQ2, Q2为

吊臂全伸、仰角最大时的额定起重量。使用支腿，吊起试验载荷P2，重物由地面起升200 mm左右，在作

业范围 内全程 回转 ，起升 到最大高度再下降到地 面

8.4.3.3 带载伸缩动载试验

    对于伸缩臂式铁路起重机，其试验载荷P3二1.旧3/3, Q3为当前伸缩区段，最长臂相对应的额定

起重量(吊臂全伸且吊臂头部在电网下时的额定起重量、。使用支腿，吊起试验载荷尸3，进行带载仲缩

试验，往返二次，不应有爬行、异音或抖动现象。

8.4.3.4 带载自力走行动载试验

    在带载走行的工况下.试验载菏Pa=1.1Q4,Q;为该工况的最大额定起重量。在相应的工作幅度

下 吊臂顺轨方向 ，吊起试验载荷 匕 ，自力走行不小于 20m。走行平稳 ，制动正常。

8.5 倾定起，皿标定与安全装iff试验

8.5.， 铁路起重机各额定起重量的标定与试验

8.6.1.1 力矩限制器安全控制显示和误差
    对力矩限制器安全控制显示和误差要求如下:

    的 当实际起重力矩达到 95%的额定起重力矩 (误差不超过 土5%)时 ，力矩限制器应发 出声光预

        警信号;当实际起重力矩超过100%的额定起重力矩(最大允许达到105%)时，力矩限制器应

        发出声光超载报誓信号，并立即使起重机停止向不安全方向继续动作，而允许司机操纵起重机

        向安全方向动作;

    b) 力矩限制器的综合误差和显示误差均不应超过士5%,其误差计算方法如下:

                        综合误差={(动作点一设定点)八受定点}x 100%

                        显示误差={《显示值一实测值冲卖测值}x 100%

8.5.，.2 额定起重量标定点(设定点)的选择

    对铁路起重机每个起重性能工况(即每条起重性能曲线)所对应的大、中、小三类额定起重量，应各

选择不少干一个点 的额定起重量 作 为额定起重量标定点 (设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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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3 额定起重量标定 、试验方法

    当铁路起重机吊钩处于某一工况标定点规定的幅度位置时，吊起规定的额定起重量，离开地面

100二 去右，停留1 min，观察力矩限制器显示的额定起重量、幅度和发出的信号，做三次取平均值。

    判断力矩限制器发出的预警信号或报警信号是否正确，同时也判断是否符合规定的显示误差和综

合误差，若某点的显示数据不正确 或误差达不到要求，调整力矩限制器后尸应重新做试验。

8.5，4 支腿油缸间缩试验

    在标定最大额定起重量时，吊起最大额定起重量 将吊臂旋转到支腿承受最大压力位置，测量距吊

臂最近的支腿支撑油缸活塞杆问缩量,10 min回缩量不允 许大于 2 nun

8.5_2 水平仪安装精度的标定试验要求

    以底架上的回转支承安装平面为基准，水平仪的安装精度应在0.5范围内。

8.5.3 对 中装置试验要求

    当起重机旋转 ，使 上车部 分的纵 向中心线与 下车部 分的纵 向中心线一 致时 (即在 同一 个垂直平面

内)，指示灯应显示

9 稳定性试验

91 试验条件

    铁路起重机的稳定性试验条件应满足 8.1的要求。

92 前倾稳定性试验

9.2， 在8.3.3.1基本静载试验中，进行工况1试验时，观察吊臂反方向支腿(即后支腿)的支座，是否

抬起 离开地面 。若没有抬起离开地面，说明起重机的前倾稳定性符合设计要求。

9.2.2 在8.3.3.1基本静载试验中，进行工况2试验时，当上车旋转到额定起重量所允许的角度时，观

察吊臂反方向支腿(即后支腿)的支座，是否抬起离开地面，若抬起离开地面距离不大于50 nun 0寸，说明

起重机的前倾稳定性符合设计要求。

9.2.3 铁路起重机 的稳定性试验按 照 GB/T 5905中 3.3.3稳定性试验的要求进行 。

9.3后翻稳定性试脸

    铁路起重机不使用支腿，使用均载油缸，吊臂全缩状态，并与钢轨成900，不挂活动配重，该工况下

的最小_L作辐度，将吊钩的动滑轮组落地。此时，观察吊臂一侧车轮(即前车轮)，是否抬起离开轨面，若

没有抬起离开轨面，起重机的后翻稳定性符合设计要求。

10 结构试骏

10.， 试验评定

    通过对铁路起重机钢结构件的强度和刚度试验 ，以确定钢结构件是否满足起重机性能和工作要求 。

应参 as GB/T 6068.4执行

10.2 钢结构强度测试

10.2.1 钢结构强度测试工况和测试点的选择

    测试工况和测试点的选择原则如下:

    劝 在起重机工作的各种工况中，以最恶劣工况测试强度和刚度;

    b) 在起重机测试强度工况中，各钢结构最大受力截面和点，作为测试截面和测试点 ;

    。) 以该机有限元计算结果的最大受力点，选择为测试点。

    根据上述原则，铁路起重机钢结构选择吊臂、底架、回转架、支腿等结构各自的最恶劣工况、最大受

力截面和点.作为测试工况和测试点。

怕.2.2 测试方法

    钢结构强度测试方法 采用电阻应变片测量，结构承受单 向应力处 ，在应力集中区内贴应变片 ，应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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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贴在高应力点L;结构承受二向应力处，用应变花测出应变，然后计算出主应力。

10.2.3 结构危险应力区划分和结构强度最小安全系数

    危险应力区包括以下二种类 型:

    a) 均匀高应力区，最小安全系数为1.5;

    b) 局部应力集中区，最小安全系数为1.2;

    c) 压杆的弹性屈曲区，最小安全系数为1.60

10.3 钢结构刚度测试

10.3.1 底架刚度测试

伯.3.，.， 测试工况

    根据设计和计算，底架侧梁中央断面的最大变形，发生在进行8.5.1标定最大额定起重量Q时，将

吊臂旋转到与钢轨成 900，吊臂 (基本臂 )工作 幅度最小 ，支腿横 向跨距最大。

10.3.1.2 测试方法

    吊起最大额定起 重量 Q，离开地面 100二 左右时 。在 吊臂一侧底架侧梁 的全长范围内取三点 :侧

梁两支腿轴心处各取一点，用钢丝拉成水平线，在该侧梁中央断面取一点，并贴上坐标纸，吊重时测量该

点 的向下位移。

10.3.1.3 测试结果和结论

    实际测试出中央断面向下位移为挠度值f，两支腿轴心距离L，其挠跨比为f/Lo

    此值一般规定:f/L C 1 /700为合格。
10.3.2 吊臂刚度测试

10.3.2.， 测试工况选择

    吊臂刚度测试选择下列各 受力恶 劣工况 :

    a) 在 TB/T 3081-2003附录 A中 ，选择 :表 A.1中的 1.2,3,4,5土况 ，表 A.2中的 1,2,3,4工

        况.表 A.3中的 1,2工况，表 A.4中的 1,2,3土况，表 A.5中的 1,2工况;

    b)伸缩臂铁路起重机:在二节臂全伸、二节臂全伸时，支腿横向距离最大，分别在最小工作幅度和

          最大工作 幅度所对应的最大额定起重量工况。

    在以上各 工况条件下 ，分别使 吊臂旋转到与钢轨成 900或 00时进行 吊臂刚度的测试 。

10.3.2.2 侧试方法

    在吊臂头部 ，以吊钩上滑轮轴 中心为坐标原点 ，贴坐标纸 ，吊起重物后 ，利用经 纬仪进行测量吊臂头

部的位移。

10.3.2.3 评定依据和结论

    依据GB/T 3811中规定的吊臂头部位移的允许值。

    测 出的 吊臂头部位移不大于允许值时 ，则认为吊臂刚度符合设计要求 。

” 液压系统试验

11.， 试验评定

    在最大额定起重量标定和合格(空载)试验情况下，测试系统的工作压力、流量、油温和温升等是否

达到设计要求。

    在油泵的出油口、马达的进出油口、平衡阀的M 口、变幅油缸的进出油口、液压油箱的系统主油路

总回油口等位置设置测压点。

，嘴.2 最大工作压力的测定

    液压系统回路设计中，系统最大工作压力设计值为厂Al.

    本项试验是在吊起最大额定起重量时 ，测试起升 、回转和变幅三个动作 的最大工作压力 ，其油泵的

出油口工作压力分别为:Pl、PZ、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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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P;镇L pj,pz<CpI,p3<[P〕时，系统最大的工作压力符合设计要求

11.3 系统压力损失的测定

    通过系统压力表(油泵的出油口)和设在系统主油路总回油口上的测压点来测量系统压力损失，液

压泵在额定工作转速(流量最大).铁路起重机处于空钩状态时，分别侧量起升回路、变幅回路和多路阀

中位时的压力损失。其压力损失分别为:bpi ,46p2和△pna

    当△p,<3 MPa,Ap2<3 MPa,,Npo<2MPa时，系统压力损失符合设计要求。
11.4 平衡阀控制口.低开启压力侧定

    平衡阀控制口的最低开启压力为:[ px] = (2 -6)MPao

    通过系统中的测压点来测量平衡阀控制口的最低开启压力，在标定最大额定起重量时，吊钩下降和

变幅降(幅度变人)时，液压泵为额定工作转速(流量最大)，测量起升回路和变幅回路中平衡阀控制口的

最低开启压力，分别为:P4和P5o

    当p;二〔P.7和P5- [P.[时，系统平衡阀控制口的最低开启压力符合设计要求。

，，.5 起升回路最大流 量的测定

    通过吊钩速度来进行测试，吊钩起升最大额定起重最Q的速度设计值为〔二，]和空载速度设计值为

1V21。实测的速度分别为v,和。2-
    当。1妻仁。，〕、处)〔二2〕时，液压系统起升回路的最大流量符合设计要求。

11.6 最大温升和工作温度试脸

    测试时，使用计量部门检定合格的点温计，在液压油箱上任取三点，测试温度取平均值。

    在进行8.4.3.1基木臂动载试验时，试验前测试温度为T,,连续工作1h后，测试温度为T2.

    则系统实测温升为△T=T2一T,o

    当A T<40 C , T2蕊80℃时，系统温升和工作温度符合设计要求。

，2 回送试验

，2 ， 厂线回送 试验

，2.，， 铁路起重机应在厂内线路卜，起重机与吊臂平车联挂处于回送状态，用机车牵引并与起重机之

间应有一辆隔离车辆。机车牵引运行速度不低于25 km/h,累计运行距离不小于20 km。并通过最小曲

线半径为 145 m 的曲线线路。

12.1.2 在曲线上检查转向架各部件的相对运动不应受到限制，检查转向架与底架之间的连接装置及

其他各部件，不应发生碰撞及损伤，检查间隙是否正常，检查转向架轴温温升△t，其温升△t镇[40C)

(或符合铁道部相关文件为合格 )

12.2 千线回送试验

    在铁路正线上进行 回送试验 ，其要求如下:

    a) 回送试验距离大于120 km;

    b) 回送试验最高速度为各型铁路起重机所允许的回送速度;

    c) 回送试验过程中和试验完成后，检查转向架各部件以及与底架之间的间隙是否正常，并检查轴

        温温升△:，其温升△t簇仁40 C](或符合铁道部相关文件为合格)。

，3 动力学性能试验

13.1 试 验评定

    按照GB/T 17426的要求，进行测定该车的运行平稳性、运行稳定性(安全性)和走行部主要部件的
动强度等动力学性能 。

13.2 厂线动力学试脸

    厂线动力学试验前，铁路起重机和吊臂平车应经过累计50 km的厂线机车牵引运行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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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厂内线路上由机车牵引分别进行小半径145 m-180 m曲线通过、9号道岔通过和直线运行通过

试验 。线路总长度为 5 krn一6 km，最高运行速度为 25 km/h。每 5 km/h-10 km/h为一个速度级。

13.3 干线动力学试验

    在工级或II级正线上进行机车牵引运行试验，试验线路长度(单方向运行)应不少于50 km，试验速

度从40 km/h，直至较回送(构造)速度高5 km/h-10 km/h，每10 km/h为一个速度级。其中曲线半径

600 m和 800 m的曲线通过 ，各不少于 5段 。分别以 60 km/h,80 km/h的速度通过。车站侧线通过不少

于 2段。以 45 km/h的速度通过 ，通过车站侧线道岔的最小号数为 9号或 12号单 开道岔 。

13.4 测试项 目和测试 方法

134 ， 测试项 目

    测试项 目如表 3所示。

                                            表 3 测试项 目表

序 号 } 测试项目 一 序 号 测 试 项 目

t 。盘垂直加速度 }} 右侧车轮横向力

2 .cl,盘水平加速度 7 左侧弹簧动侥度

3 左，。车轮垂直力 一 8 右侧弹簧动挠度

4 右侧车轮垂直力 } 9 弹簧静挠度

5 { 左侧车轮横向力 10 转向架摩擦系数

13.4.2 侧试万法

    铁路起重机动力学性能 ，按 GB/T 17426要求的试验方法进行试验 试验 中测得的各项动力学性能

数据 ，按照 GB/T 17426中的要求 ，进行数据处理和评 定

14 自力走行爬坡能 力试验

14， 试验评定

    铁路起重机 自力走行时 ，在允许坡度(13%0)的直线线路上 ，检查其 自力走行 的制动性能 、制动距离、

手制动性能、停车后再启动性能等应符合设计 要求 。

14.2 试验条件

14.2.， 铁路起重机与吊臂平车联挂，并处于回送状态。

14.2.2 具有13%0坡度的直线路，其长度)100-。坡度直线路的上端，有平直线路，长度;}}50 m。坡度

直线路的下端，有平直线路，长度妻100 mo

14.3 试验方法

14.3.1 铁路起重机与吊臂平车联挂，处于回送状态，在坡度直线路上端的平直线路上，以设计的自力

走行速度向坡度直线 路方向运行 ，当运行 到坡度直线路上时 ，操 纵制动手柄 ，使铁路起 重机连同吊臂平

车一齐在坡度直线路上停车。测量制动距离，是否符合设计要求。共做二次，取平均值

14.3.2 铁路起重机与吊臂平车联挂，处于回送状态，在坡度直线路下端的平直线路上，以设计的自力

走行速度向坡度直线路方向运行，当运行到坡度直线路上时，操纵制动手柄，使铁路起重机连同吊臂平

车一齐在坡度直线路_L停车。再操纵手制动装置(包括:铁路起重机的手制动装置和吊臂平车的手制动

装置)实施制动，最后将风制动缓解。此时观察铁路起重机和吊臂平车是否有溜车现象，若没有向下坡

方 向的溜车现象 ，说明铁路起重机和吊臂平车 的手制动装置性 能符合设计要求。做 二次。

14.3.3 观察铁路起重机和吊臂平车的溜车现象以后，先操纵走行手柄继续向上坡方向运行，后操纵手

制动装置(包括 :铁路起 重机 的手制动装置和吊臂 平车的手制动装置)缓解 ，再观察铁路起重机和吊臂平

车能否继续爬坡，若能继续爬坡 ，说 明铁路起重机在坡道上停车后再启动性能符合设计 要求 。做二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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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试验后的检查

15， 状态检查

    各项试验后，枪查各部件，技术状态应良好，各连接处连接牢靠，各管路接头处无渗漏现象。电气各
项试验后，检查各部件，技术状态应良好，各连接处连接牢靠，各管路接头处无渗漏现象。电气导线连接
和防护可靠，电气元件作用良好。

    动力学性能试验时检查起重机、吊臂平车转向架状态及各轴温升。各轴温升不大于40℃为合格

(或符合铁道部相关文件为合格)。

巧.2 盆要部件峨栓紧固

    全面检查回转支承、走行减速器、起升装置、回转减速器、柴油机寺部件的安装螺栓紧固情况，并按

规定预紧一次。

，6 回送前的整备

，6.， 更换滤芯

    更换所有滤油器和空气滤清器中的滤芯

，6.2 更换工作液

    水箱内的冷却液和油箱中的液压油放净，清洗液压油箱并按规定注人新的液压油。

16.3 全面清扫铁路起孟机，做好回送准备

    铁路起重机各部位均应清扫、攘干净。油漆和腻子脱落、划痕应补好。按照回送图的要求，做好回

送整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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