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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务来源、起草单位、协作单位、主要起草人

根据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发布的《关于 2024 年度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团体标准申报工

作的通知》（中交协秘字〔2024〕16 号）要求，由中铁物总运维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主编

单位，负责本规程的编制工作，参编单位包含国铁集团下属各铁路局、高校、地方铁路、

城市轨道交通等单位。

主要起草人：王军平、赵向东、李应平、刘懿乐、蒋俊、李金良、崔容义、龚继军、

刘永乾、吴宵、王启明、王荣全、钟浩、姚鹏辉、李青原、张翼、杜成义、焦彬洋等。

二、制订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2.1 必要性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铁路网规模不断扩大完善，铁路运营里程逐年增加，

截至 2023 年末，我国铁路营业里程 15.9 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营业里程 4.5 万公里。

同时，铁路运营也在朝着“高速化、大运量”方向快速发展，这对铁路养护维修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道岔作为铁路轨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可将机车车辆转入或越过另一股轨道，

随着道岔上道时间的增加，其服役状态将逐渐劣化，产生疲劳裂纹、剥离掉块、异常磨

耗等病害。道岔病害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理，会不断发展恶化，并将花费高额的

养护维修成本，严重时将危及行车安全。此外，近年来由道岔钢轨廓形不良引起的高速

铁路动车组在岔区“抖车”和“晃车”问题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动车组列车的安全平

稳运行。例如，太原局候月线翼城东站上行东岔区部分道岔尖轨与基本轨磨耗严重，基

本轨存在明显的塑性流动，轨面存在严重的疲劳伤损病害，实施廓形打磨后，尖轨

35-50mm 断面间的掉块病害未有明显发展，轨面剥离掉块病害得到较好的治理与控制；

成都局渝怀线白涛车站道岔实施全覆盖廓形打磨后，岔区轮轨作用力、振动加速度均有

所减小，其中尖轨、岔心横向加速度最大减小了 40%，辙叉区轮轨作用力最大减小了 20%；

成都局成贵客专成都-乐山区间车站正线道岔高速通过时部分列车出现了车体异常抖动

现象，实施廓形打磨后，动车组构架振动幅值降低了 5倍以上，彻底解决了车体抖动问

题。武汉局汉宜线枝江北站岔区出现晃车，多次发生车辆水加报警，打磨后车载 III 级

水加报警完全消除，车载 II 级水加报警次数大幅减少，车辆通过岔区动力学指标明显

改善。

道岔廓形打磨是治理服役状态下道岔病害的有效手段，能够从根源上控制病害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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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和发展，有效延长道岔使用寿命，是解决车辆通过岔区晃车问题的重要手段。通过调

查分析发现，道岔廓形打磨领域尚无系统全面的设计标准，道岔廓形打磨效果难以保障。

2.2 意义

本标准的制订，是为了规范道岔廓形打磨设计管理，规定了道岔钢轨廓形打磨的道

岔调查、目标廓形设计、打磨方案设计、打磨作业注意事项、质量控制、安全控制等，

保障道岔廓形打磨效果。本标准适用于普速铁路道岔和高速铁路道岔打磨，城市轨道交

通道岔可参照执行。从国内相关标准调研来看，道岔廓形打磨领域尚无系统全面的设计

规范，道岔廓形打磨效果难以保障，有必要制定系统的道岔廓形打磨设计规范，以便规

范行业及市场应用，保证道岔廓形打磨工作高效开展。

三、主要工作过程

本标准在制定前充分征求了国铁集团下属各路局、各地方地铁、各城市地铁公司工

务相关部门的意见，通过收集既有工程应用经验，以及相关研究成果、试验检测结果及

使用单位反馈信息，确定了本标准编制方向。

本项目组在收集大量的资料和深入调查走访的基础上，充分运用编制单位在道岔廓

形打磨领域的技术积累，为《道岔廓形打磨技术规范》的起草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整个

起草项目的进展为：

1）立项调研阶段。2023 年 7 月-2023 年 10 月，确立编制意向，启动前期调研工作，

在全国范围内调研了国铁集团、地方铁路公司、各地铁公司关于道岔廓形打磨相关技术

现状。中铁物总运维科技有限公司组织成立了《道岔廓形打磨技术规范》团体标准起草

工作组，负责团体标准的起草工作，并就标准所包含内容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工作组先

行开展了团体标准编制工作基础的调研工作，收集了目前道岔廓形打磨领域相关成果。

以公司近年开展的道岔廓形打磨技术研究和实践经验为基础，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编

制了标准编写大纲。2023 年 10 月，中铁物总运维科技有限公司牵头，组织参编单位共

同向中国交通运输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标委会”）提交了团标申报，建

议对《道岔廓形打磨技术规范》进行立项。

2）标准起草阶段。2023 年 11 月-2023 年 12 月，团体标准起草工作组草拟标准条

目及主要内容，在此基础上完成初稿的总体框架，并且进一步讨论和编制形成了标准草

案。

3）征求意见阶段。2024 年 1 月-2024 年 5 月，召开了《道岔廓形打磨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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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标准工作大纲审查会议和《道岔廓形打磨技术规范》标准征求意见稿草案审查会议，

与会专家草案逐条进行了审查并提出了修改建议。根据审查会意见编写组对征求意见稿

草案进行了修改完善，形成本标准的征求意见稿。

4）后期工作计划。2024 年 7 月，根据专家意见，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修改完善，形

成审查稿并报请主管部门审查，召开审查稿审查会议，征求专家意见；2024 年 9 月，根

据审查稿专家意见，修改完善审查稿形成报批稿。根据协会对报批稿的意见，完善并提

交修改后的报批稿。

四、制订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制订的基本原则是以现有研究工作为基础，参照国家规范、标准，依据《工

务作业第 22 部分：钢轨、道岔打磨车作业》（TB/T 2658.22—2010）中关于道岔大机打

磨的要求，针对道岔廓形打磨技术的特点进行定义、描述和规范。

本规程编制过程中，重点查阅了下列规范、标准和技术规程：

（1）工务作业第 22部分：钢轨、道岔打磨车作业（TB/T 2658.22—2010）

现行标准对道岔打磨要求做了初步的规定，但未针对道岔廓形打磨技术规程给出详

细的标准，没有对道岔调查、目标廓形设计、打磨方案设计、打磨作业等环节给出系统

全面的要求。实际工程中道岔不同位置打磨技术要求差异较大，是道岔廓形打磨技术实

施的关键，上述内容是本项目着重解决的问题之一。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实验验证的论述

1 编制依据

为规范道岔廓形打磨作业，根据《工务作业第 22 部分：钢轨、道岔打磨车作业》（TB/T

2658.22—2010）等有关标准，制定本规范。

本文件同时为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预留后期应用的技术端口。

2 适用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道岔钢轨廓形打磨的道岔调查、目标廓形设计、打磨方案设计、打磨

作业要求、质量控制和检验等，适用于普速铁路道岔和高速铁路道岔打磨，城市轨道交

通道岔可参照执行。

3 术语

在现有规范的基础上规定了以下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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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道岔廓形打磨

采用打磨设备对道岔区钢轨廓形进行打磨修理。

3.2 大机打磨

采用大型打磨机械（如：道岔打磨车）对道岔区钢轨进行打磨的作业方式。

3.3 小机打磨

采用小型打磨机具（如：道岔打磨机）对道岔区钢轨进行打磨的作业方式。

3.4 打磨受限区域

采用大机打磨时不能正常作业的道岔区域。

3.5 组合廓形

道岔尖轨与基本轨、心轨与翼轨等组合得到的反映道岔过渡区轨顶轮廓的钢轨廓形

组合。

4 基本规定

道岔廓形打磨主要包含道岔调查、打磨目标廓形设计、打磨方案设计、打磨作业、

检验等环节。道岔廓形打磨应遵循“预防为主、防治结合、严检慎修”的指导理念；打

磨前应提前开展道岔调查，调查信息应做好记录；道岔非打磨受限区域的目标廓形应与

相邻线路钢轨目标廓形保持一致，道岔打磨受限区域的目标廓形应单独设计；道岔打磨

方案应根据道岔调查情况和打磨目标廓形进行设计；道岔打磨受限区域应采用小机打

磨，非打磨受限区域应采用大机打磨；道岔打磨作业顺序宜采用“先大机打磨、后小机

打磨”。特别的，当道岔非受限区域钢轨出现局部擦伤及掉块时，宜先用小机打磨处理

病害并做好顺坡，再通过大机打磨修理廓形提高岔区钢轨整体平顺度。

5 道岔调查

规定了道岔非打磨受限区域和打磨受限区域的调查要求。

非打磨受限区域道岔调查应满足以下要求：测量点应以岔区焊缝位置为基础，且以

岔区轨枕号为参照点，在每个焊缝前后第5根轨枕处设置测量点，距离不足5根轨枕的，

应根据实际情况设定测量点；左右股钢轨焊缝位置不一致时，应分别确定左右股测量点，

测量时各测量点位置处左右股廓形应全部测量；对于道岔钢轨病害严重区域，应记录相

应轨枕号范围，并取点测量；如遇焊缝高低、侧磨、光带异常、左右股不对称等特殊情

况，应酌情增加测量点。

打磨受限区域道岔调查应满足以下要求：调查前应提前确定道岔型号，并根据道岔

型号设计文件确定关键断面；关键断面分为三类：第一类为道岔尖轨和基本轨、心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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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轨开始共同承受车轮垂直荷载对应的断面；第二类为道岔尖轨、心轨恰好完全承受车

轮垂直荷载对应的断面；第三类为对应道岔型号设计图纸中规定的第一类和第二类之间

的断面，可根据实际情况酌情选取；现场调查时，应测量各关键断面位置处的组合廓形

和降低值。同时，应记录各关键断面最近的滑床板与尖轨的空吊值。

6 目标廓形设计

规定了道岔打磨目标廓形的设计原则，并给出了目标廓形设计流程。

首先，根据偏差值相近的原则对调查获得的道岔廓形进行分类，并选取每类的代表

廓形；根据轮缘厚度和轮缘高度相近的原则对调查获得的车轮廓形进行分组，并选取每

类的代表廓形；然后，根据各组道岔代表廓形和车轮代表廓形，通过逆向求解构建法、

现场实例构建法、理论构建法或其他方法建立道岔打磨目标廓形库；最后，建立车辆-

道岔耦合动力学模型，对廓形库中的廓形进行逐一分析，根据轮轨接触性能、动力学性

能等指标从廓形库中选择最优廓形作为打磨目标廓形。

7 打磨方案设计

规定了大机打磨方案和小机打磨方案设计要求，同时给出了大机打磨方案和小机打

磨方案的范例。

大机打磨方案应由打磨模式库和打磨明细表组成，应给定各作业区段道岔打磨车的

工艺参数，作业区段宜采用轨枕号划分。道岔小机打磨方案以“横坐标-打磨量”或“角

度-打磨量”的方式给定，其中横坐标按与轨距测量点的横向距离确定，角度按与水平

线的夹角确定。

8 打磨作业要求

规定了大机打磨作业工艺、大机打磨作业注意事项、小机打磨作业工艺、小机打磨

作业注意事项。

大机打磨作业工艺按可动心道岔、固定型道岔大机打磨作业流程给出，同时给出了

道岔大机打磨作业的注意事项。

小机打磨作业工艺按转辙部分打磨、固定型辙叉部分打磨、可动心辙叉部分打磨给

出，同时给出了道岔小机打磨作业的注意事项。

9 质量控制和检验

规定了道岔廓形打磨质量控制和检验的相关要求。道岔打磨检验项目包含但不限于

道岔廓形、打磨深度、打磨光带、打磨表面质量、打磨粗糙度等指标，并给出了各指标

的测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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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及结果

本标准制订过程中尚未发生过重大意见分歧。

七、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说明采标程度，以及与国内外同类

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未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八、作为推荐性标准建议及其理由

道岔作为铁路轨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可将机车车辆转入或越过另一股轨道。随着道

岔上道时间的增加，其服役状态将逐渐劣化，产生疲劳裂纹、剥离掉块、异常磨耗等病

害。道岔病害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理，将不断发展恶化，并花费高额的养护维修

成本，严重时将危及行车安全。道岔廓形打磨是治理服役状态下道岔病害的有效手段，

能够从根源上控制病害的产生和发展，有效延长道岔使用寿命。通过调查分析发现，道

岔廓形打磨领域尚无系统全面的技术规范，道岔廓形打磨效果难以保障。为规范道岔廓

形打磨作业，根据《工务作业第 22 部分：钢轨、道岔打磨车作业》（TB/T 2658.22—2010）

等要求制定本规范，规定了道岔钢轨廓形打磨的道岔调查、目标廓形设计、打磨方案设

计、打磨作业要求、质量控制和检验等，保障道岔廓形打磨效果。

九、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

一是精心组织安排，开展宣贯培训，对涉及的设备管理、大机打磨施工、小机打磨

施工、方案设计等单位开展标准实施培训和宣贯普及。

二是组织相关人员到施工现场参观学习，直观展示道岔大小机打磨施工效果及具体

施工工艺。

三是定期组织设备管理、打磨施工、方案设计、设备厂家等各环节人员进行技术交

流，不断对道岔廓形打磨流程和工艺进行改进，保持技术领先、打磨效果优异。

十、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本规范不涉及专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