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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随着我国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线路新建、改造、

提速工作的持续推进，ZYJ7 电动液压转辙机作为提

速铁路的新型道岔转换设备，在我国铁路、城市轨

道交通中应用越来越广泛，对其进行维护所需花费

的人力物力也逐渐增加。因此，研究如何进一步提

高 ZYJ7 电动液压转辙机的维护效率、减少维护成本

十分必要。

ZYJ7 电液转辙机（以单机牵引为例）组成包括

动力机构、表示锁闭机构、转换锁闭机构、手动安

全机构等。ZYJ7 电液转辙机表示锁闭 / 挤脱表示机

构是具有挤岔断表示功能且能够反映道岔状态的重

要部件，由接点组、检查柱、表示杆等部件组成。

其中，转辙机接点组作为构通道岔动作电路及表示

电路的关键电器部件 [1]，实现对道岔定位、反位及

四开状态的表示监督，如图 1 所示。

 在开通的轨道交通线路正常运营期间，道岔需

频繁转动，特别是处于折返站点的道岔。道岔在动

作时对应的转辙机需连续动作，并带动动接点组来

回拉出、打入静接点组以构通相关电路。设备维护

人员在日常检修中需要保证接点清洁、动静接点接

触深度良好，且接点压力充足、转动灵活。但是在

道岔转辙机频繁操作的过程中，动接点的磨损不可

避免。根据运营经验，动接点频繁动作会产生以下

两项隐患：

（1）动接点环磨耗导致厚度减小，进而发生接

点接触不良的问题，导致电路构通状态不稳定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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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动接点环的开口销在长时间频繁冲击下易

金属疲劳导致断裂，进而发生动接点环在动作中弹

出后无法接触静接点的情况，出现电路开路等故障。

为保障转辙机的稳定运行，运营维护部门一般会

将动接点组纳入易损件进行管理，在设备维护工作

中对其进行周期性更换，以保证动接点环磨耗程度

不大于原厚度的 1/3、开口销状态稳定，确保动接点

环与静接点片具备良好的接触面且不会弹出，能够

稳定构通电路 [3,4]。若转辙机动接点组出现故障，将

导致道岔出现无法电操、失去定位和反位表示等问

题 [5]，严重影响行车安全和效率。

本文基于 ZYJ7 电液转辙机设备结构特点，结合

日常维护经验，研制了一种提高更换 ZYJ7 电液转辙

图 1    ZYJ7 转辙机实物图

接点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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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接点效率的装置。该装置在更换道岔动接点组

时，对接点组底座进行固定，改善作业面环境，提

升更换工作的效率。该装置操作灵活、易于维护。

经现场试验对比，该装置的应用能够有效提升转辙

机动接点更换的速度、减少作业时间，有效提高作

业效率及故障处置效率，在运营部门的安全生产管

理和降本增效管理工作中有一定的价值。

2    问题分析

动接点底座（图 2）作为转辙机接点座上的一

个活动部件，由接点座底部弹簧牵拉左右两边动接

点底座，并依靠转辙机内杆件运动完成动接点与静

接点的开合动作 [6]。在维护过程中，如果需要更换

转辙机动接点组，传统的做法是先使用手摇把将道

岔摇至“四开”位置，通过转辙机内杆件运动顶起

待更换的动接点组，使其处于两静接点排中间位置。

之后，两位员工配合开展作业，一人使用活口扳手

或者其他工具夹住动接点调节螺栓，将动接点组固

定在中间位置，以确保在更换时可以方便拆卸且动

接点不干扰到静接点片，另一人再将动接点底座固

定螺丝拧松进行拆卸和安装。整个更换工作对动接

点组的安装精度有严格的要求，所以作业过程对动

接点底座的稳定性有较高要求，否则会影响动接点

组的安装精度，容易出现工艺不达标而反复返工调

整的情况，导致作业时间增加、工作效率降低。如

果动接点更换调整不到位、精度未达标，极易导致

动接点工作状态不良而加速部件磨损，造成接点损

坏，从而增加道岔故障风险。

 根据我国城市轨道交通线路运营现状，城市轨

道交通正线线路上配置的 ZYJ7 型道岔转辙机多为

双机牵引，其中主机为 ZYJ7 电液转辙机，副机为

SH6 转换锁闭器，主副机共同作用实现对道岔的控

制与位置表示。主副机分别配置动静接点组，在进

行更换动接点作业时，每组道岔需更换 4 个动接点

组，运营维护部门开展该项作业所需人员多、工时长，

作业难度大。目前转辙机动接点的拆卸更换作业没

有专用工具，一般采用活口扳手、套筒等夹具对动

接点底座进行固定，一人固定一人拆装或者单人一

手固定一手拆装，作业过程非常不便；且安装过程中

动接点底座容易不稳定导致产生误差，从而影响节

点组安装精度和工作效率。

3    动接点更换装置结构设计

针对转辙机动接点更换过程较为复杂的特点，以

及检修工作中存在的痛点，现场维护人员基于 ZYJ7
电液转辙机与 SH6 转换锁闭器的结构、接点组安装

环境，研制出了可用于提升动接点更换效率的装置。

该装置主要由连接主杆、卡槽和可调套筒组成。其中，

两端的卡槽用于将该装置固定在转辙机外壳上，连

接主杆与两端卡槽构成装置主体，可调套筒通过螺

母固定在连接主杆上，装置结构示意图如图 3 所示，

实物图如图 4 所示。

 该转辙机动接点更换装置可有效固定于转辙机

外壳，卡槽间隙与外壳厚度相匹配，卡槽对机体外

壳的夹持力使得装置有足够的刚度给可调套筒提供

可靠支撑。可调套筒用于固定动接点调节螺栓，当

图 2    ZYJ7 转辙机动接点底座结构

图 3    转辙机动接点更换装置结构图

图 4    转辙机动接点更换装置实物图

档圈、卡簧、接点调整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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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接点动作至两端静接点中间位置时，其左右两侧

动接点组的调节螺栓与两侧外壳的对应位置距离相

等，将可调套筒卡入调节螺栓，达到保持动接点底

座位置在动接点组更换作业中静止于两静接点排中

间的目的。

 
4    动接点更换装置的使用方法

动接点更换装置的尺寸是基于转辙机主副机外

壳设计的，适用于主机 ZYJ7 电液转辙机与副机 SH6
转换锁闭器。通过转换装置完成两侧动接点的更换，

使用方法均一致，实际使用效果图如图 5 所示。具

体使用步骤如下：

（1）在进行机内作业前，室外作业人员断开转

辙机安全接点，室内配合人员在组合柜断开对应道

岔的表示电源断路器及动作电源断路器，避免带电

作业；

（2）扳动待更换的转辙机动接点组调整板，使

动接点组处于水平位置，确保动接点环与两侧静接

点片可靠断开；

（3）使用动接点更换装置的可调套筒对准待更

换动接点组的调节螺栓，再将连接主杆固定在静接

点排的中间位置保持不动；

（4）确认转辙机动接点组位置保持稳定后，对

动接点组进行更换作业；

（5）完成一侧动接点组更换后，可通过手摇道

岔转换道岔位置，使另一侧动接点组可以动作，再

重复相同步骤对另一侧动接点组进行更换。

 
5    试验情况

在信号系统培训中心练兵线、试车线室外道岔

进行现场试验，组织检修人员进行测试对比。同一

组检修人员分别采用传统更换方式和采用专用工具

对 ZYJ7 电液转辙机动接点进行更换作业，分别记录

两组作业的时间进行对比，通过现场试验得出结果，

如图 6 所示。

 由试验记录的时间结果对比可知，道岔转辙机

动接点更换装置的引入使得作业开展时能迅速固定

动接点组位置；相对于采用传统检修工具进行维护，

改进后的作业方式能有效减少更换转辙机动接点的

时间。ZYJ7 转辙机主机动接点组的更换时间可以缩

短 5min 左右，完成 1 组 ZYJ7 电液转辙机主机与副

机动接点组更换的总体时间可缩短 10min 以上。相

较于原本的操作方式，改进后的作业方式可以减少

图 5    动接点更换装置实际使用效果图

图 6    常规方式以及改进后的作业时间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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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作业时间 1/3 左右，更换转辙机动接点的维护项

目效率明显提升，可达到优化转辙机维护流程、有

效节约检修和故障处理人员时间成本的目的。

6    注意事项及维护保养

（1）使用前检查动接点更换装置整体结构是否

完好，确保无松动、裂痕，可调套筒与螺帽转动灵活，

各部件连接处紧固效果良好。

（2）使用过程中应确保可调套筒与动接点调节

螺栓嵌套可靠牢固，同时确保两端卡槽已扣压紧固

于转辙机机壳上，避免出现不稳固的情况而导致动

接点组无法固定在水平面。

（3）将动接点更换装置存放于干燥阴凉处，可

调套筒固定螺栓处保持油润无锈蚀即可。

7    结语

动接点组作为转辙机内机械动作频繁的部件，

运营专业管辖部门一般会将其纳入设备易损件进行

管理，按照关键道岔半年一个周期、非关键道岔一

年一个周期，定期进行更换。与使用传统工具更换

ZYJ7 电液转辙机动接点组作业的操作过程相比，使

用新发明的转辙机动接点更换装置开展作业时，作

业面更稳定，更加便于操作人员进行动接点组的拆

卸和安装，更换速度会更快，可以有效提高作业效率，

降低动接点组故障的处置时间，提升故障处理效率，

为轨道交通运营维护的安全生产和降本增效管理工

作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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