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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速度明显加快，面对不断扩

张的城市规模，交通拥挤问题成为都市交通的重要问题。城

市轨道交通以其运量大、速度快、污染少、运营效率高等特

点，成为大都市人们出行的首选，也是各地政府解决城市交

通拥挤问题的重要手段。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审美观念的提

高，人们对乘坐交通工具的安全性和舒适性有了更高的要

求，对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的要求亦是如此。车辆内装部分作

为乘客展示界面，其设计制造水平一直是受到旅客和运用部

门关注。

1 内装部分简述

内装系统是车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证乘客舒适性

的一部分，它一般是指车体钢结构以内到内墙板、内顶板及

地板布所包络的各部件，它不仅要求有良好的隔声、隔热的

性能，而且要求造型美观、色彩新颖，以便为乘客创造良好

的乘坐条件。另外还选用不燃、阻燃、少烟、低毒的材料，

以保证乘客的安全。它一般分为底架、侧墙、端墙、车顶等

几大部件。内装设计制造需要考虑车体结构和车内设备之间

的连接关系，进行总体优化。图 1 为某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内

装展示。

2 内装设计理念

在视觉设计上，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内装部分的设计可

以说是城市人文景观的放大，是社会空间的浓缩、社会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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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的剪影、彰显城市文化的根据地。在结构设计上，城市轨

道交通车辆内装部分的设计应当以人机工程学为理论基础，

充分遵从人性化设计，满足人们的生理和心理需求，达到乘

坐的安全性和舒适性。

3 内装各部件结构及材料简介

3.1 底架

底架部分一般由地板、地板布、支撑梁、隔声、隔热

材料和阻尼浆等组成。早期地板多采用胶合板组成，后来

为了解决防火等问题，现有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多采用铝蜂

窝夹层复合铝板制成。地板布一般由聚氯乙烯 (PVC) 制成，

厚度一般为 2 ～ 3mm，具有耐磨、防滑、防火、抗化学腐

蚀和易清洗等特点。支撑梁在早期的城市轨道交通车辆上普

遍采用木梁，现有城市轨道交通多采用防火金属材料作支撑

梁。在支撑梁与金属地板之间，铺设有橡胶制成的减震元件，

起减震和隔断热桥的作用。在地板和金属地板之间安装有超

细玻璃棉和矿渣棉等隔声、隔热材料。

3.2 侧墙与端墙

侧墙与端墙的结构相似，均由墙板、支撑梁、隔声隔

热材料和阻尼浆组成。墙板多采用非饱和聚酷玻璃钢板粘结

泡沫状密胺树脂和铝板的复合板。支撑梁采用金属梁。中间

隔声、隔热材料采用矿渣棉并用铝箔包装。金属铝墙的内表

面涂有阻尼浆。

3.3 车顶

在内装设计中，车顶是较为复杂的一个部件，因为在

该部件上需要安装风扇或空调风道及风口、灯具、立柱等设

备，因此顶板的安装应当与上述设备统一协调优化，才能收

到良好的效果。

早期的顶板是由表面涂漆钢板或铝板构成，通过纵向

木梁和木弯梁固定在钢结构上，隔热、隔声材料为超细玻璃

棉，由玻璃丝布包装后固定在涂有阻尼浆的钢顶板上。现有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设有空调，车顶的内装与早期城市轨道交

通车辆有明显的不同 ( 见图 2)，风道设置在车顶中部，由铝

合金波板制成，为了防止风道冷量的损失和结露，在整个风

道外表面涂覆隔热材料。风道的出风口在风道底部的两侧，

灯带设在风道的两侧，三排立柱上端固定在内顶板上。内顶

板由铝蜂窝夹层复合铝板制成，同时，复合铝板表面涂有涂

层。支撑梁由金属材料制成，隔热、隔声材料为矿物棉，由图 1  内装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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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箔包装而成，阻尼浆涂在铝顶板的内表面。

4 内装质量控制

4.1 影响内装质量的因素

影响城市轨道车辆内装质量的因素有很多；例如，操

作环境、操作人员、外购物料的质量、运输存储环境等；企

业过分注重经济利润率，忽视质量文化的培育等，这都容易

引发质量问题，影响车辆内装质量。

4.2 开工前审核

开工前质量、设计、工艺、采购、物流、生产等部门

共同参与，从人、机、料、法、环、测等各个环节进行审核。

审核设计图纸是否已完成，图纸版本是否正确且一致。工艺

文件是否齐全，是否覆盖了内装所有工序，文件版本是否正

确，工艺装备是否配备齐全且经过计量或校准。质量文件是

否能够实现内装产品的记录与溯源，关键尺寸参数及项点的

检验点设置是否合理。操作人员是否进行了岗前培训，成绩

是否合格，是否具备上岗资质。外购产品是否通过了首检，

货物的运输及存储环境是否符合要求。生产部门是否制定了

行之有效的内装作业计划，生产区域能否满足内装作业需求

等。

4.3 开工首件评定

由生产、设计、工艺、质量、物流、采购等部门共同参与，

对各工序的装配质量进行鉴定。主要检查工艺文件的完整正

确性以及可执行性，工序操作人员是否能够正确理解工艺文

件并能够按照工艺要求进行操作，质量记录是否完整有效，

装配质量是否能够达到设计要求。各工序均通过首件评定

后，方可进行批量生产。

4.4 批量生产阶段的质量管控

车辆内装各工序在批量生产阶段必须采用行之有效的

检验制度。内装各工序应采用过程巡检和过程检查制度，专

人在内装车间进行不间断的巡检作业和内装各工序过程检。

其次，应在内装各工序实行定期及不定期的工艺纪律检查以

及工序专项检查，对发现的问题进行系统的整改，为内装产

品质量控制提供方向。

4.5 持续改善

持续改善是质量管控不可或缺的手段之一，通过改善

设计结构、优化工艺路线、开发工装工具、作业人员调整、

制定管理条例等多方面制定改善措施，不断的提高车辆内装

质量水平。

4.6 质量文化推广

强化质量文化的推广和培训，使员工形成良好的质量

观念和质量意识。通过对质量文化不断的培训与学习，企业

内部全员形成良好的质量观念。

5 结语

随着城市轨道交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选乘城

市轨道交通列车。车辆内装是人们乘坐动车组列车时接触最

多的位置，需要重点关注。本文基于当下城市轨道交通车辆

的内装应用情况，阐述了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内装部分设计理

念、结构、材料选用、质量控制等方面的内容。希望能够对

专业工作人员有所帮助，能够更好地提升城市轨道交通车辆

内装整体的设计制造水平，更好地推动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建

设和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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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顶板 2. 侧顶板 3. 隔声、隔热材料 4. 一风道 5. 阻尼浆 6. 一支撑梁

图 2  顶板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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