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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 1 2009《标准化工作导赌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掬和编写》的规定起草。

本标准代替 TB/T 3147-2012《铁路轨道检查仪》，与 TB/T 3147-2012 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

技术变化如下：

a) 更改了“超高掉头误差”的定义（见第 3 章，2012 年版的第 3 章）；

b) 增加了“轨顶定位轮”和“轨向定位轮”定义（见第 3 章）；

c) 更改了轨栓仪的质量要求（见 5.2.5,2012 年版的 5. 2. 5); 

d) 增加了轨距测量装置接触测量力的要求及检验方法（见 5.2.6 、6. 1. 4) ; 

e) 更改了轨检仪各内部凡何参数检测项目的采样方式要求（见 5.5.4,2012 年版的 5. 5. 4); 

f) 更改了数据文件记录格式（见 5.5.6,2012 年版的 5. 5. 6); 

g) 删除了测量轮与走行轮工作面的表面粗糙度要求及检验方法（见 2012 年版的 5. 6. 1. 3 、

6. 3. 3); 

h) 更改了走行轮和测量轮的要求（见 5. 6. 1. 3 、 5. 6. 1. 45 6. 1. 6 ,2012 年版的 5.6.1.456.1.5,

5.6.1.7); 

i) 增加了 1 级轨道检查仪线路横向偏差、垂向铺盖的示值误差要求以及外部几何参数零点的示

值稳定性要求（见 5. 7 ,5. 10); 

j) 增加了以 GNSS 作为外部几何参数测量装置的要求（见 5. 11); 

k) 增加了沙尘条件的环境适应性要求及栓验方法（见 5. 14 、6. 10); 

1) 更改了轨检仪各轨顶定位轮工作母线平面度的检验方法（见 6.3.4,2012 年版的 6. 3. 5); 

m）增加了“超高掉头误差”的计算公式（见 6. 5. 1. 1) ; 

n) 更改了标定器超高标定单元的技术要求（见 B.2.5,2012 年版的 B. 2. 5); 

o) 蹦除了标定器轨向、高低标定单元的技术要求（见 2012 年版的 B. 2. 6); 

p) 服除了直级检定台的相关内容（见 2012 年版的附录 D);

q) 更改了栓定台的外形要求（见 D. 2. 1. 1. 2 ,2012 年版的 D. 2. 1. 1. 3) ; 

r) 增加了检定台的轨肉、高假检定单元辅助工装安装接口要求（见 D. 2. 2); 

s) 更改了检定台的轨肉、高低技术要求（见 D. 2. 11 ，见 2012 年版的 D. 2.11 、D. 2. 12 ）。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科的责任。

本标准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标准计量研究所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醋有限公司标准计量研究所、江西日月明捕控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中南大学、成都四方瑞邦那控科技有眼责任公司、沈阳驰弘瑞升测控科技有限公司、四川l

金立信铁路设备有限公司、株洲时代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玉彦春、郭一诗、朱洪涛、傅勤毅、樊尚君、金立全、李社军、玉文昆。

本标准及其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2007 年首次发布 TB/T 3147-2007 ,2012 年第一

次修订，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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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轨道检查仪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铁路轨道检查仪的术语和定义，型号命名规则，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

志、随机文件、包装和储存。

本标准适用于通过移动测量或光学长弦矢距法栅量轨道静态几何参数的铁路轨道栓查仪（以下简

称轨检仪）。

2 规范性言1.m 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目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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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91 包装储运图示都志

GB/T 2423. 1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第 2 部分：试验方法试验 A：低温

GB/T 2423. 2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第 2 部分：试验方法试验 B：高温

GB/T 2423. 3 环境试验第 2 部分：试验方法试验 Cab：假定摄热试验

GB/T 2423. 37-2006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第 2 部分：试验方法试验 L沙尘试验

GB/T 2423. 38-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第 2 部分：试验方法试验 R：水试验方法和导则

GB 7247. 1-2012 激光产品的安全第 1 部分：设备分类、要求

GB/T 7247. 14-2012 激光产品的安全第 14 部分：用户指南

GB/T 18268. 1-2010 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用的电设备 电磁兼容性要求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TB 10054-2010 铁路工程卫星定位测量规范

TB 10601-2009 高速铁路工程测量规毡

JJG 100 全站型电子速11]~仪检定规程

刀G 425 水准仪检定规程

JJG 703 先电视4距仪检定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轨道内部几何参数 the inner geometry parameters of track 

轨距、超高、水平、轨向、高俄、正矢、扭曲（三角坑）、轨距变化率等轨道尺寸、形状几何参数。

3.2 

轨道外部几何参数 the outer geometry parameters of track 

轨道中线及左右轨相对于设计线位的平面（横向）、高程（垂向）偏差等轨道位置凡何参数。

3.3 

超高掉头误差 difference of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superelevation measu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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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检仪对超高的正向和反向两次测量结果的一致性，以正、反两次测量结果示值误差代数和的绝

对值表示。

3.4 

轨顶定位轮 rail top positioning wheel 

轨栓仪用于确定轨道钢轨轨顶最高点位置的工作轮。

3.5 

轨向定位轮 alignment positioning wheel 

轨检仪用于确定轨道钢轨轨顶最高点以下 16 mm 点位置的工作轮。

4 型号命名规则

型号编制按以下规则：

×-× 
I 改进尾注（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L一一一一企业标识（1～3佼英文字母）

其中，测量功能基本特征含义如下：

外部几何参数测量功能特征（可选）
功能基本特征：由、 T、 Q、 S或L)

产品ft号

一－H 型：具有左右轨双侧独立短弦弦测功能的轨检仪：

一－T 型：只具有单侧短弦弦测功能的轨栓仪；

一－Q 型：H 型、T 型以外短弦弦测功能的轨检仪；

一－s 型：不具有弦测功能的轨检仪；

一－L 型：具有光学长弦弦测功能的轨检仪。

示例：

GJY-TW－×－1 型，是指只具有单侧短弦弦测功能和外部几何参数测量功能的轨检仪。

5 技术要求

5.1 使用环境

轨检仪在下列环境下应可靠工作：

a) 环境温度：（ -20 ～ 50 ）℃； 

b) 相对温度：不大于 90%;

c) 海拔：不大于 2 500 m; 

的 电磁环境：电气化线路电磁环境。

5.2 总体要求

5.2.1 轨检仪出内部几何参数测量单元和外部凡何参数测量单元组成，内部几何参数测量单元可独

立。轨道凡何参数测量位置应保证处于轨道的同…横截面内，并与测量点记录位置指对应。

5.2.2 轨检仪分为 0 级 1 级两个准确度等级 0 级轨检仪用于测量允许速度不大于 350 km/h 的线

路， 1 级轨检仪用于捕量允许速度不大于 200 krνh 的线路。

5.2.3 移动腿量的轨检仪在行进速度不大于 8 km/h 的正常工作状态下应满足测量准确度要求。

5.2.4 以全站仪作为外部几何参数测量装置时，其测量效率（不含准备时间）为每点不大于 10 8；以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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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导航卫星系统（以下简称“GNSS”）作为外部凡何参数则量装置时，其测量效率为每点不大于 30 日；

L 型轨检仪的测量效率（不含辅助工作时闰）为每点不大于 3 s 。

5.2.5 外部几何参数测量单元的质量不应大于 10 峙。内部几何参数测量单元的质量不应大于 42 峙。

5.2.6 轨检仪轨距测量装置接触测量力宣为(10 ～ 30闷。

5.3 外观要求

5. 3.1 轨检仪表面应防锈，并在适当位置设置反光标识，其主体表面颜色宜使用黄色，不应使用红色。

5.3.2 电镀零件的表面应光滑，无斑点、凸起和漏镀现象，边缘和棱角不应有烧痕。

5.3.3 涂漆件的漆层应平整清洁，主要表团光滑，具有较好的光泽，颜色应一致，不应有裂纹、流痕、起

泡等缺陷。

5.3.4 各紧固件固定牢靠，胡接、焊接处不应松动或脱落；各活动部件应运动灵活，不应有松动或卡滞

现象。

5.3.5 开关、按钮、操作西板及显示单元应合理布局，便于使用。

5.3.6 对于采用激光装置的轨捡仪当激光出障功率大于 lmW 时应按 GB 7247. 1-2012 第 4 章、第

5 章的梧关要求设置安全警告标志按 GB/T 7247. 14 2012 第 8 章的相关要求采取危害控制措施。

5.4 电源和无线通信

5. 4.1 电池容量

轨捡仪各单元配备的电池持续工作时间不应少于 8 h 。

适用时，外部几何参数测量单元、计算机单块电池的持续工作时剖不应少于 4 h0 

5.4.2 元钱通信

适用时，无线通信应覆盖轨检仪测量时数据传输的最大距离，通信信道数不应少于 3 个。

5.5 软件界面和数据采集处理

5.5.1 数据采集与数据后处理系统的主要功能应包括数据的实时采集和存储，波形图和线路曲线图

的绘制、缩放、平移、选段以及报表生成等。软件应界面友好、便于操作、易于掌握并便于升级，升级后

应向下兼容，系列产品软件的界面总体结构和操作风格应相同。

5.5.2 轨检仪应具有轨距、超高、轨向、高低、外部几何参数等信息的检定界面，界面中数据显示分辨

力应符合表 1 规定。

表 1 轨检仪检定界面参数分辨力要求

序 号 项 目 显示分辨力

轨距、超高 三三 0. 01 mm 
1 内部几何参数

轨i句、高低 三三 0. 01 mm 

绝对位置参数 三三 0. 000 1 m 
2 外部几何参数

相对位置参数 三三 0. 01 mm 

注：轨向、高低、绝对位置参数、相对位置参数的分辨力仅指具备相应功能的主1号。

5.5.3 轨检仪应具备超限实时声光报警、运行总里程累计及显示等功能。轨检仪应有超速报警和记

录功能，并应具有便于查找超限处所的辅助定位措施。若轨检仪设置计程轮，应具有里程修正功能。

5.5.4 轨检仪各参数检测项目应采用与扣件节点位置和等间距里程点相对应的双重采样方式。按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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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位置记录测量点时，不应有遗漏测量点现象，测量点应位于轨枕轴线位置处；按理程记录跚量点时，

测量颜次每米不应少于 4 点：光学长弦静态测量每 5 m 不应少于 8 点。表达测量结果时（如超限报表

等），除描述测量点里程外，还宜提供测点与扣件节点的相对位置信息。

5.5.5 轨检仪应具有检测数据的存储功能，存储容量满足连续记录 50 km 数据的要求。存储文件名

应包含时闰、线名、上下行等信怠，文件保存的格式为文本文件，文件首行应为字段名列表。

5.5.6 数据文件记录应符合如下要求：

数据文件每条记录的各个字段以半角逗号“，”隔开，无该项检测功能或未检测该项（如外部几何参

数）时该字段为空填。数据文件每条记录至少包括的字段和格式如下：公里（ km ），米（ m），轨距（ mm),

超高（ mm），左轨向（ mm），右轨向（ mm），左高低（ mm），右高低（ mm ），扭曲（ mm ），水平（ mm），轨距变

化率（%妙， ft正矢（ mm），右lE矢（ mm) ,ft轨向 S(mm ） ，右轨肉 S(mm ） ，在高f~ S( mm），右高低S(mm),

左轨向 L(mm ） ，右轨向 L(mm ） ，左高低 L(mm ） ，右高低 L(mm ） ，中线横向偏差（ mm），中线垂向偏

差（ mm），超速标识，测量类别，扭曲基长（时，轨距变化率基长（时，轨枕号，保留字段（共 32 个），时间。

其中，“轨距”为梧对于标准轨距的偏差；“公里”为里程的整公里数，“米”为公里标之间的小里程

数，其小数点后保留位数与每米记录点数梧一致；“轨枕号”为整数；“测量类别”按表 2 规定；“超速标

识”以 1 代表超速，0 代表不超速；“时间”格式为“YYYY-MM-DD hh:mm ：“”，其余数值保留 1 位小数。

时间字段位于记录末尾，其前面可插入其他记录信息字段（如线路特征标记等信息），带参数的其他记

录信息（如带 70 m 轨向、高低等）应按照“扭曲”记录方式添加字段。

注：带有“S”标注的轨向和高低对应 30 m 或 48α（ α 为扣件节点间距，单位为米）基长，带有“L”标注的轨向和高低

对应 300 rn 或 480α 基长。

表 2 测量类别代码

类别代码含义
测量类型代码

内部几何参数测量 外部几何参数测量 左轨实测 右轨实测

A + 十 + 

B 十 十

c + + 

D + 

E + + 十 十

F + + 十

G 十 + + 

H + + 

J 十

注：“十”表示包含并满足本标准“－”表示不包含或不保证结果满足本标准。

5.5.7 数据文件字段的数据填充应符合下述规定。

4 

a) 左右轨定义：以沿增里程方向为基准。

b) 超高和水平字段数据的符号定义和填充要求如下。

1) 超高符号定义：沿增里程方向，测量点处右侧钢轨高出时，超高的符号为正，皮之为负：

2) 水平符号定义：沿增里程方向，测量点处排除超高后，右侧钢轨离出时，水平的符号为正，

反之为负 o

c) 轨向和正矢字段数据的符号定义和填充要求如下：

1) 轨向、王矢数据符号定义：沿增里程方向，测量点处钢轨向右侧弯曲时，轨向和正矢的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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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为正，反之为负；

2) 直线段内正矢数据空填。

d) 高假数据符号定义：、测量点处钢轨相对于弦则基准点向上凸起时，离低的符号为正o

e) 扭曲数据符号定义：沿增里程方向前方右侧高出为正，反之为负。

f) 以增里程方向前、后点结果之差为最终测量结果的项目，如轨距变化率、扭曲、30 m（或 48α ）

弦和 300 m（或 480α）弦的平Ji质性等，结果应填入小里程点对应记录的相应字段内。

g) 各 30 m（或 48α）弦和 300 m（或 480α）弦的平顺性数据按统一起算点和里程顺序重叠排列；重

叠区段长度为 0. 625 m（或 α），各重叠段内蹦量点数据首点归入前一段，其余归入后一段，测

量结果数据处理方法和存储要求应符合附录 A 的规定。

h) 元测量数据的字段，数据空填，不应填入“0”或空格。

。 在进行数据统计时，曲线起终点归入曲线段。

5.5.8 栅最后数据应按被测轨道的相应检修、修理或栓测规程的要求生成测量报表。

5.6 结构参数

5.6.1 轨道内部几伺参数测量装置

5. 6.1.1 各参数测量范圈应符合表 3 的规定。

表 3 轨检仪各部tl囊参数测量范围

测量范围
序 号 项 目 说 明

H 型、T 型、Q 型 L 型 S 型

1 轨距 ( 1 410 ~ 1 470) mm 

2 超高 ( -200 ~ 200) mm 

弦测法 ( -2. 5 ~ 2. 5) mm 
3 轨向、iE矢 ( -400 ~ 400) mm 

轨迹法

弦测法 ( -1. 5 ~ 1. 5) mm 
4 高低 -100 - lOO)mm 

轨迹法

5 里程 ( 0 - 9 999 ) km 系累计计算里程

5.6.1.2 轨距、轨向测量点距走行轮最f~母线的有效高度为16 ＿~3 mm ，其结构应能防止因不当装配导

致的不满足此要求。

5.6.1.3 定位轮和测量轮工作面对自身轴承转动轴线的全跳动量应符合表 4 的要求。

表 4 定位轮、走行轮和酣量轮的要求

单位为毫米

直径变化最

基本结构型式 全跳动量 走行轮（用子里程 定位轮、 弹性变形 说 明

累计的） 测最轮

H 型、T 型、 弦测法 运0.01 三三0 01 三三 0.005

Q 型 轨迹法 三三0.02
按表 5 里程要求

:;;;o. 02 三三 0. 010 

S 型、L 型 :;;;o. 03 王三 0.03 三三 0.015
不适用于无测最轮和

定位轮的 L 型轨检仪

5.6.1.4 轨检仪各轨顶定位轮工作母线应在同一个平面内，其平面度允许误差：0 级为 0. 3 mm, 1 级

为 0. 5 mm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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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5 L 型轨检仪还应符合下述规定：

a) 有效工作直线距离的上限值不应小于 100 m; 

b) 轨向和高俄测量零位的一致性不应大于 0. 15 mm。

5.6.1.6 工作轮应符合下述规定：

a) 在 150 N 压力作用下，走行轮（用手里程累计的）、定位轮和测量轮的径向弹性变形量不应大

于表 4 的规定：

b) 走行轮（用于里程累计的）、定位轮和测量轮的酣磨性均应满足正常使用 500 km 的要求；运行

达到允许寿命里程时，直径变化量不应超过表 4 的规定，定位轮和测量轮的工作面对自身转

动轴线的全跳动量不应大于表 4 规定的 1. 5 倍。

5.6.2 重复拼装的可靠性

5.6.2.1 适用时，轨检仪横梁与纵梁及外部几何参数测量装置的重复拼装复位应可靠。童装后，在测

量商围内，轨距和超高的示值变化量不应大于表 5 对该项目静态测量重复性要求的 2/30

5.6.2.2 轨道外部凡何参数测量装置梧对于轨道内部几何参数测量装置的安装位置成稳定可靠。需重复

拆装的，童装后，在测量范围内，测量装置的基准位置变化，在横向、纵向、高度方向上均不应大于 0.10 mm0 

5.7 计盖性能指标

轨检仪的主要检溅项目及其计量性能指标应符合表 5 的规定。

表 5 轨检仪主要性能指标

技术要求
序号 项 自 说 明

。级 l 级

零位正确性 土 0. 15 mm 土 0. 15 mm 适用于静态测量

适用于静态测量和线路试

最大允许误差 士 0. 30 mm 士 0. 50 mm 验；应对使用环境温度的影响
轨距 实时进行自动修正

静 关，c王,, 运0. 15 mm 运 0. 20 mm 3 次测量结果的极差
测量囊复性

线 路 罢王 0. 225 mm 罢王 0. 375 mm 

最大允许误差 土 0.02% 土 0.03% 基长为 l m 
2 轨距变化率

测最重复性 ,;;;o. 030% ,;;;o. 045% 10 次测最结果的极差

最大允许误差 土 0. 30 mm 土 0. 50 mm 适用于静态测量和线路试验

掉头误差 罢王 0. 30 mm ,;;;o. 30 mm 适用于静态测量
3 超高

静 关’但王" 罢王 0. 15 mm 三三 0. 20 mm 3 次测量结果的极差
测量重复性

线 路 运0. 225 mm 罢王 0. 375 mm 

最大允许误差 土 0. 50 mm 土 0. 70 mm 
4 扭她 适用于线路试验

测量重复性 运0. 375 mm 三三 0. 500 mm 

仅适用于 L 型轨检仪，相应

5 高低、轨向 基本误差 ±0. 3 mm ±0. 4 mm 重复性指标取允许基本误差

的绝对值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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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轨栓仪主要性能指标（续）

技术要求
序号 项 § 说 明

。级 l 级

10 m 土 0. 7 mm 土 1. 0 mm 

最大允许误差 30 m（或 48α） ±0. 7 mm 任意相邻 5 m 矢距差

300 m（或4能α） 士 3.0 mm 任意相邻 150 m 矢距差
5 高低、轨向

10 m 三三 0. 50 mm 三三 0. 75 mm 

测量重复性 30 m（或 48α） 运 0. 50 mm 适用于线路试验

300 m（或 480a) 去三 2. 25 mm 

最大允许误差 士 1. 0 mm 士 1. 0 mm 
20 m 弦（对应曲线 450 m 运

6 正矢 R~SOO m) 

测量重复性 罢王 0. 75 mm ~0. 75 mm 适用于线路试验

适用于静态测量和线路试

最大允许误差 士 3.0 mm 士 10. 0 mm 
验；以全站仪作为外部几何参

线路横向 数测最装置的，不计入控制点
7 

偏差 的绝对误差

静态 三三 1. 5 mm 运5.0 mm 3 次测量结果的极差
测最重复性

线路 三三 1. 5 mm ~5.0 mm 

适用于静态测量和线路试

最大允许误差 土 2.5 mm 土 6.0 mm 
验；以全站仪作为外部几何参

线路垂向 数测量装登的，不计人控制点
8 

偏差
的绝对误差

静态 ~l. 20 mm 罢王 3.0 mm 3 次测量结果的极差
测量重复性

线路 三三 1. 25 mm 三三 3.0 mm 

9 里程 ±0.1% 土 0. 1% 里程累计误差

5.8 安全性要求

5. 8.1 绝缘性能

轨栓仪工作轮自身及各轮之间、机架两侧之间、机架底部最突出部位之间绝缘电阻值不应小

1 Milo 轨检仪在任何姿态下都应满足轨道绝缘的要求。

5.8.2 激光功率

对于采用激光装置的轨检仪，激光出撞光功率不应大于 15 mWo 

5.9 电源适应性

当轨栓仪的电池电压在额定值的 ±10%范围内变化时，轨检仪应能正常工作。任意单元采用独立

电池时，应具有电掘电量自功提示功能。

5.10 示值稳定性

轨检仪持续工作 8 h，其轨距、超高、外部凡伺参数零点的示值变化，应符合表 6 的规定。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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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轨检仪示值稳定性要求

序号 项 目
。级

技术要求

1 级
说 明

轨距零点变化最 三三 0.05 阳m 三三 0. 07 mm 

变化量 三三 0. 05 mm 三三 0. 07 mm 
2 超高零点

刁t 值 三三 0. 15 mm 罢王 0. 15 mm 

3 外部几何参数零点 运 1. 0 mm 运2.0 mm 仅适用于相对位置的测量

5. 11 外部几何参数测量装置

以全站仪和水准仪作为外部凡何参数测量装置的，全站仪应满足 JJG 100 和 JJG 703 的要求，水准

仪应满足 JJG 425 的要求，全站仪的环境适应温度应覆盖（ -10 ～ 40 ）℃。

以 GNSS 作为外部几何参数测量装置的，应满足 TB 10054-2010 的要求，其接收机应与线路卫星

基准控制网联测。

外部几何参数拥量结果应符合表 5 的规定。

5.12 标定器

标定器可选配，其指标应符合附录 B 的规定。

5.13 线路测量要求

5.13.1 轨道内部几何参数

5.13.1.1 JY!U量重复性

采用轨检仪对附录 C 规定的试验线路进行 5 个往返的实际测量。在试验数据有效区段随机选取

50 个测量点。各点轨道内部几何参数的那量结果，与该点相应项目 5 个往返（计 10 次）测量结果乎均

值之差，符合表 5 重复性规定的结果合格率不应少于 95% 。

5.13.1.2 JY!U量正确性

按附录 C 规定选取的 50 个参考点并得到参考值，将上述捕量结果中相应项目的实际测量结果分

别与对应参考值进行比较，符合表 5 示值误差规定的结果合格率不应少于 95% 。

5.13.2 轨道外部几何参数

具有外部几何参数测最功能的轨检仪应按如下要求进仔试验。

a) 测量重复性：分别计算 10 个测量点的线路横向偏差、线路垂向偏差单次捕量结果与该点10 次

测量结果平均值之差，符合表 5 重复性规定的结果合格率不应少于 95% 。

的 测量正确性：分别计算 10 个测量点的线路横向偏差、线路垂向偏差测量结果，符合表 5 示值

误差规定的结果合格率不应少于 95%。此项不适用于轨道外部凡何参数相对测量装置。

5.14 环境适应性要求

5.14.1 整套装置分别关机放置于－20 ℃的环境条件下恒温 4 h 后轨距和超高的变化量与该点常温

时误差之代数和应符合表 5 示值误差的规定。

5.14.2 整套装置分别关机放置于＋50 ℃的环境条件下恒温 4 h 后，轨距和超高的变化量与该点常温

时误差之代数和应符合表 5 示值误差的规定。

8 



丁rB/T 3147-2020 

5.14.3 整体装置关机放置于 ÷40 ℃、93%RH 的环境条件下 2 d 后应正常工作，且绝缘性能符合

5. 8. 1 的规定。

5.14.4 轨检仪按 GB/T 2423. 38-2008 在严酷等级为（ 10 土 5)mm/h ，矶。＝ ( 1. 9 土 0. 2) mm 的雨淋条

件下，持续时间 30 min 应可靠工作（不附加外置防雨措施），且绝缘性能符合 5. 8. 1 的规定。

5.14.5 轨栓仪按 GB/T 2423. 37 2006 在严酷等级为粒子尺寸小于 150 µm、沙／尘浓度 3 g／旷、气流

速度 5 m/s 的条件下，持续时间 4 h 应无外观破损，活动部件应运动灵活，不应有卡滞现象。

5.14.6 轨捡仪的电磁兼容性应符合 GB/T 18268. 1-2010 第 6 章的表 1 外壳部分的规定。

6 检验方法

6.1 总体和外现检查

6. 1. 1 外观和功能

先目测检查外观，然后开启轨栓仪，通电井试运行，以工作状态进行检查。

6.1.2 测量效率

采用移、表检验自按下测量键至显示测量结果的时间。

6.1. 3 总体质量

采用适用的称重器具对轨检仪进行称重。

6.1.4 轨距翻量装置接触测量力

采用弹簧测力计分别将轨检仪轨距拉动或压缩至测量上、下限附近，记录此时弹簧测力计的数值，即为

柜应位置的轨检仪测量轮测量力实测值。检查轨检仪最小、最大轨距时的测量力是否符合 5.2.6 的规定。

6.2 电源和无线通信

6.2.1 电池容量

电池充电饱满后，轨检仪开机，在（20 士 10）℃状态下，测量轨检仪持续工作时间。

6.2.2 无线通信距离

将无线通信收发单元分开放置，距离不应小于最大数据传输距离，进行数据传输测试。

6.3 结构参数

6. 3.1 各内部几何参数测量范围结合其示值误差的检验进行确认。

6.3.2 用深度尺或其他最具，测量轨距、轨向测量点距轨顶定位轮最低母线的有效高度。

6.3.3 用千分表测量定位轮和测量轮t作面对自身转动轴线的全跳动量。

6.3.4 将等高块放在平板上，将轨检仪各定位轮放在等高块上，使各轨顶定位轮与等高块接触后，用

寒尺测量轨顶定位轮与等高块土平面的闰隙哉，按公式（ 1 ）计算得到实际平面度 Llx 。

Llx =2 x8" x W2/W1 
、
l

／

唱
E
A

J
，
‘
飞

. . . . . . . . . . . . . . . . . • 

式中：

Llx－实际平面度的数值，单位为毫米（ mm);

δz一一实际检测到的！可隙量的数值，单位为毫米（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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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实际问蹄量对应的“接触”长度的数值（见图 1 ），单位为毫米（ mm);

W2一一轨顶（“ 1505”）位置线到 w1两端面距离（见自 1 ）的较大值，单位为毫米（ mm ）。

w,: 
----!...l 

4 4 c 』

E一」
品

、

、

、

￥ 

2 

A 

B 

说明：

1一一轨顶定位轮；

2一一轨顶（“ 1505”）位置线；

3一一等高块（截丽）。

圈 1 轨固定位轮工作母结共面性那量区域示意

6.3.5 L 型轨检仪的检验还应满足如下要求：

a) 激光发射和测量装置有效工作距离按其标称值在测量线路或模拟装置上结合示值误差的检

验进行验证；

b) 激光发射和测量装置的一致性在 L 型轨检仪专用检定装置上进行。

6.3.6 重复拼装可靠性检验应满足以下要求：

a) 调整检定台各参数至正常工作道围内任意位置，在轨检仪重复拼装前后分别读出轨距、超高

的示值，得到变化量。检定合应符合附录 D 的规定；

b) 轨道外部凡何参数测量装置需要拆装的，在平板上将仪器进行可靠装夹后用千分表、示值误

差不大于 0. 02 mm 的测距仪器以及分度值为 0. 02 mm 的高度尺，经 5 次重复拆装和测量，得

到轨道外部几何参数据量装置基准面的横向、纵向和高度方向位置变化量。

6.4 工作轮质量

6.4.1 在走行轮（用于里程累计的）、定位轮和削量轮轴正上方加 150 N 压力，用千分表分别捕量其径

向弹性变形量。

6.4.2 走行轮（用于里程累计的）、定位轮和测量轮的使用寿命（酣磨性）按如下方法检验：先用千分

尺那量出走行轮的直径，然后将被检验轮与专用工装的标准轮（其硬度与钢轨接近）平行接触，在 150 N 

梧互挤压力的作用下相对匀速（速度约 8 km/h）滚动，持续转动至折合运行里程 500 km ，再次测量直

径；用千分表测量定位轮和测量轮对自身转动轴线的全跳动量。

6.5 计量性能

6.5.1 轨道内部凡伺参数测量装置

6. 5.1.1 在轨检仪超高测量范围内选取不少于 21 点（包括“零位”和测量上、下限测量点），利用检定

台对轨检仪各点超高的示值误差进行检测，并按公式（2）计算得到超高掉头误差 e 。

气＝ I el÷e2 I = I h1 - hw + h2 - h2。｜………......... (2) 

。
υ

’’
A 



式中：

e.一一超高掉头误莹的数值，单位为毫米（ mm);

e1一－iE向超高测量示值误差，单位为毫米（ mm);

e1 反向超高测量示值误差，单位为毫米（ mm);

hi一一轨检仪跚最正向超高测量值，单位为毫米（ mm);

h10－检定台正向超高复现值，单位为毫米（ mm);

h2一一轨检仪测量反向超高测量值，单位为毫米（ mm);

h20－检定台反向超高复现值，单位为毫米（mm）。

注： hi 、 h!O 、h2 、仇。均为带符号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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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2 在栓定台上，对表 5 中所列其他项目的静态指标进行常规检验，得到各项目（在满景范围内

均匀选取不少于 4 点及另外任意一点）的示值误差并检查其附景范围。

6.5.1.3 轨向、高低的静态示值误差不应超过实际工作中的轨向、高假和iE矢按系统的传递函数反算

的“单步误差”。

6. 5.1.4 利用检定台，在测量革围内任意一点重复测量 3 次，观测相应参数示值的极差。

6.5.1.5 对于 L 型轨检仪应满足如下要求。

a) 对于轨距和超高的检溅，至少应捡测激光发射装置的超高以及测最装置的轨距和超高；

的 将激光发射和捕量装置以正常工作的方式分别置于 L 型轨检仪专用检定装置上，两者距离为

激光发射和翻量装置的最小工作距离，采用量块在轨检仪轨向、高低的测量远围内选择 5 个

点检验其基本误差；

c) 将激光发射和测量装置以正常工作的方式和环境条件下，分别置于轨道或模拟测量装置上，

两者距离为激光发射和测量装置的最大工作距离，分别在测量装置的轨向、高低测量范围内，

选择 5 个点采用量块进行测量，其读数值（即矢距）与量块尺寸之差均不应超过表 5 规定允许

误差的 11/i倍。
注：检测前可按说明书规定的方法对轨检仪的超高“零位”进行一次标定。

6.5.2 轨道外部几何参数测量装置

6.5.2.1 相对测量装置

6. 5. 2. 1. 1 示值误差

利用检定台，分别在轨检仪横向和垂向的测量范国内任取 5 点，观测并记录轨检仪横向和垂向示

值，该示值与检定台对应点示值之差即为相应示值误差。

适用时，将轨检仪掉转 180。后再次重复上述过程。

6.5.2.1.2 翻量重复性

利用检定台，在测量起围内任意一点重复测量 3 次，观测横向偏差和垂向偏差示值，并计算极差。

6.5.2.2 绝对测量装置

适用时，全站仪按刀G 100 和 JJG 703 的规定进行；水准仪按 JJG 425 的规定进行；GNSS 接收机按

TB 10054-2010 的规定进行。

6.6 安全性指标

6.6.1 结缘性能

用 500 V 兆欧表分别对轨检仪工作轮自身及各轮之间、机架两栅之间、机架商部最突出部位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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