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轨道交通电客车驾驶



整备作业
任务一  静态检查作业

  任务描述
    5月22日凌晨3：50分，某市地铁1号线司机王
XX担任早3班交路，在太平车辆段完成出勤任务，
来到检修库14道A段，准备对所使用的0107车进行
出库前的整备作业。假如你是这名司机，该如何
安全、快速的完成整备作业中的静态检查作业任
务呢？ 



 整备作业
任务一  静态检查作业

    一、整备作业
1. 原则
1) 整备作业遵循 “先静态 、后动态”的原则；
2) 按照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从里到外进行检查，
严格按照整备作业标准整 备列车，避免漏检；



项目二  整备作业
任务一  静态检查作业

    一、整备作业

2. 确认要素
1) 确认股道及车号；
2) 确认两侧、前方及地沟无人且无障碍物侵限；
3) 确认电客车两端有无“禁动牌”(有的地铁是
设置的红闪灯) ；
4) 确认股道隔离开关闭合；
5) 检查电客车走行部时，必须确认电客车已降弓；
6) 整备作业时，必须携带手电筒，对电客车的重
点部位进行检查， 按相关规定做好电客车静态检
查和动、静态试验，发现故障信息及时记录并报
告给车场调度，确保电客车在投入运营前，技术
状态良好。
7）整备作业开始 、完毕均须报告信号楼值班员。



项目二  整备作业
任务一  静态检查作业

    一、整备作业

3. 作业顺序

1) 非出场端司机室静态检查；
2) 检查非出场端头部外观及右侧走行部；
3) 非出场端司机室静态检查；
4) 检查出场端头部外观及左侧走行部；
5) 非出场端司机室动态检查作业；
6) 锁闭非出场端司机室侧门及通道门， 对客室
进行检查；
7) 出场端司机室动态检查作业。



项目二  整备作业
任务一  静态检查作业

    一、整备作业



项目二  整备作业
任务一  静态检查作业

    一、整备作业

4. 手指眼看口呼
整备作业及后续各个作业过程中要求司机全程配
合手指眼看口呼， 具体要求如下:

1) 作业时司机必须确认设备状态，动车前必须确
认行车凭证 、 道岔及进路，认真执行 “ 手指
呼唤” 标准；
2) 手指呼唤必须使用普通话，要求声音洪亮 、
吐字清晰 、明朗利索；
3) 手指时应左臂直伸，左手握拳，大拇指按住无
名指，食指与中指并拢伸出，指向所确认的设备、
设施，确认后左手变为五指并拢， 同时左臂自然
放下；



项目二  整备作业
任务一  静态检查作业

    一、整备作业

4. 手指眼看口呼

4) 手指口呼应做到呼唤时机及时，时机不当不呼
唤，呼唤同时必须眼到 、心到 、手到 、口到；
5) 呼唤行车标志标识 、信号时，应掌握好准确
地点，及时呼唤， 以免造成漏呼、错呼；
6) 正线运行时，距信号机200米，距行车标志标
识30米时进行手指口呼确认，车辆段运行时，距
信号机30米，行车标志10米时进行手指呼唤确认。



项目二  整备作业
任务一  静态检查作业

    二、静态检查作业
静态检查是指电客车在未上电的情况下，司机对
电客车车体外部及内部 各设备外观进行的检查。 

(不同地铁公司略有出入)



项目二  整备作业
任务一  静态检查作业

    二、静态检查作业

1.车体外部检查标准
序号 检查内容 执行标准

 1  车体外观 (包括受电靴) 无损坏 、 变形，客车轨道交通
徽标 、 客车 编组号正确，受
流器碳滑板磨损未超限 、 无裂
纹

2 头灯 、尾灯 、 行车灯 、 终点
站显示屏

显示齐全，外观无破损

3 车钩及缓冲装置 (包括自动车钩 

、 半永久牵引杆)

无损坏 、 变形

4 转向架 无损坏 、 变形，空气弹簧无破
损，无漏风

5 电气设备箱 外罩齐全，箱盖锁闭良好
6 空气管路系统塞门 位置正确，无泄漏
7 两车间电缆 、 插座 无损坏 、 变形，锁闭良好
8 空气压缩机 工作正常，油位在两刻度之间
9 空压机启动装置，制动控制装

置
箱盖锁闭良好，无漏风

10 风缸及干燥器 (包括主风缸 、 

制动风缸)

各塞门位置正确，无漏风

11 车门关闭状态指示灯 、 制动缓
解指示灯

显示正确 、 清晰，无破损



项目二  整备作业
任务一  静态检查作业

    二、静态检查作业

2.司机室检查标准
序号 检查内容 执行标准

1 司机控制器 均在 “ 零”位，完整无缺，动作灵活无卡
滞现象，警惕按钮作用良好

2 无线电 (车载电台) 作用良好
3 ATC、 车辆显示屏 无明显损坏，信息显示清晰 、 准确
4 仪表 、 指示灯 外罩完整 、 无破裂，显示正确
5 前窗玻璃 清洁，无损坏，刮雨器完整无缺 、 状态良

好
6 司机室侧门 、 中门 锁闭良好，动作灵活，无明显卡滞现象
7 电器柜 各需要使用的电气设备电源自动开关位置

于 “ 闭合位”，旁 路开关置于 “ 断开位
”，柜门关闭良好

8 辅助设备 防护设备 、 行车备品 、 灭火器齐全，功
能良好

9 照明灯 状态良好
10 各种按钮开关 、 转

换开关
位置正确，作用良好

11 刮雨器水箱 水箱内水量充足，无泄漏



项目二  整备作业
任务一  静态检查作业

    二、静态检查作业

2.司机室检查标准



项目二  整备作业
任务一  静态检查作业

    二、静态检查作业

3.客室检查标准
序号 检查内容 执行标准

1 客室内观 (地板 、 门窗玻璃等) 清洁 、 无明显损坏
2 照明 照明良好
3 车门 车顶外罩板锁闭良好，指示灯状态良

好，应急解锁手柄位置正确，塑料盖
无脱落

4 车顶通风 通风隔栅良好

5 座椅 清洁 、 无损坏，盖板锁闭良好

6 贯通道侧墙版 、顶板 、 底板 锁闭良好，完整无损坏

7 乘客紧急报警器 无损坏，状态良好

8 灭火器 齐全
9 电气柜 各自动开关位置正确

10 安全锤 齐全，塑料盖无脱落，损坏



项目二  整备作业
任务一  静态检查作业

    二、静态检查作业

3.客室检查标准



项目二  整备作业
任务一  静态检查作业

    三、完成教材上本任务对应的一体化工作页

      四、课后作业布置



项目二  整备作业
任务一  静态检查作业

思考：

1.整备作业需要确认哪些要素？

2.车体外观的检查标准是什么？

3.静态检查作业顺序是什么？





项目二  整备作业
任务二  动态检查作业

任务描述

动态检查是指电客车在上电的情况下，司机在该
电客车两端司机室按作业标准对其出库前规定的
例行功能试验逐一进行测试和检查的过程，确保
其符合上线运营电客车技术状态要求 。(不同地
铁公司略有出入)



项目二  整备作业
任务二  动态检查作业

  一、动态检查作业

    2019年5月22日凌晨3：50分，某市地铁1号线
司机王XX担任早3班交路，在太平车辆段完成出勤
任务，来到检修库14道A段，准备对所使用的0107

车进行出库前的整备作业。假如你是这名司机，
该如何安全、快速的完成整备作业中的动态检查
作业任务呢？ 



项目二  整备作业
任务二 动态检查作业

    二、动态作业检查标准

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标准

1        激活列车 合主控钥匙，方向手柄向前，主控手柄置于快速制
动位，确认紧急制动缓解。          

2 多功能广播盒 人工广播试验正常。

3 警惕测试按钮 松开警惕按钮，按下该按钮确认紧急制动施加。

4 灯测试 按压 “ 灯测试” 按钮，确认所有指示灯显示正常。

5 司机室照明 旋转按钮，确认司机室照明灯亮。



第一章 半导体产业介绍
• 概述
          

     微电子从40年代末的第一只晶体管（Ge合金管）问世，

50年代中期出现了硅平面工艺，此工艺不仅成为硅晶体管

的基本制造工艺，也使得将多个分立晶体管制造在同在一

硅片上的集成电路成为可能，随着制造工艺水平的不断成

熟，使微电子从单只晶体管发展到今天的ULSI。

    

      回顾发展历史，微电子技术的发展不外乎包括两个方

面：制造工艺和电路设计，而这两个又是相互相成，互相

促进，共同发展。     









1.1 半导体工业的诞生

• 电信号处理工业始于上个世纪初的真空管，真空管使得收

音机、电视机和其他电子产品成为可能。它也是世界上第

一台计算机的大脑。

• 真空管的缺点是体积大、功耗大，寿命短。当时这些问题

成为许多科学家寻找真空管替代品的动力，这个努力在

1947年12月23日得以实现。

  也就是第一只Ge合金管的

  诞生。如图所示。



1.2 固态器件

• 固态器件不仅是指晶体管，还包括电阻器和电容器。

• Ge合金管的缺点是工作温度低，电性能差。

• 50年代随着硅平面制造工艺的出现，很快就出现了用硅材
料制造的晶体管。

• 由于硅材料的制造温度(熔点温度1415℃)和硅晶体管的工
作温度都优于锗(熔点温度937℃) ，加之SiO2的天然生成
使得硅晶体管很快取代了Ge晶体管。



1.3 集成电路
• 最早的集成电路仅是几个晶体管、二极管、电容器、电
阻器组成，而且是在锗材料上实现的，是由德州仪器公
司的杰克·基尔比发明的。如图所示。右图是用平面技
术制造的晶体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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