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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铁道车辆自动驻车器技术要求》

主编单位：国能朔黄铁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参编单位：国能铁路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全路通铁道装备有限公司

中车齐齐哈尔车辆有限公司

中车长江车辆有限公司

中交协永泰（北京）轨道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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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任务来源，起草单位，协作单位，主要起草人

1.1 任务来源

本标准编制依据中国交通运输协会轨道交通安全技术专业委员

会《关于征求2023年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团体标准计划（铁路领域）

意见的函》及国家铁路局科技与法制司《关于《2023年中国交通运

输协会团体标准计划（铁路领域）》的意见回复》编制。

1.2 起草单位

本标准由国能朔黄铁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发起编制。

1.3 协作单位

本标准由国家铁路局装备设备监管管理司、国能铁路装备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全路通铁道装备有限公司、中车齐齐哈尔车辆有限

公司、中车长江车辆有限公司、中交协永泰（北京）轨道安全技术

有限公司等单位协作编制。

1.4 主要起草人

表1《铁路车辆自动驻车器技术规范》编制主要起草人及分工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分工

1 兰力 国能朔黄铁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总审核

2 孟宪洪 国能朔黄铁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审核

3 张斌 国能朔黄铁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编制组织

4 惠舒青 国能铁路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审核

5 丁春嵘 国能铁路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审核

6 王文刚 国能铁路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起草

7 范文明 国能铁路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起草

8 王水明 上海全路通铁道装备有限公司 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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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2.1 制定标准的必要性

铁路运量和运能的矛盾在我国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存在，铁路部

门大量开行了长大编组、高大运量的重载列车，以提高运输能力，

尤其是1992年大秦重载铁路开通，重载运输在线路、牵引、制动、

通信、信号等方面均采取了技术创新装备，但是在机车车辆防溜技

术措施上，仍然大量采用人工上、撤防溜铁鞋、人力制动机（拧手

闸）的劳动密集型防溜体系，大多时候需要大量工作人员现场手动

操作，不仅极大的浪费了社会劳动资源，也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制约

了铁路运输业的全面自动、智能化发展。

基于上述情况，本世纪初上海全路通铁道装备有限公司在列车

主动防溜技术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研究，于2014年联合国能朔

黄铁路发展有限公司、国能铁路装备有限公司、中车齐齐哈尔车辆

有限公司、中车长江车辆有限公司成功开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铁路车辆自动驻车器并逐步运用于国家能源集团铁路运输业务。截

至2024年1月底，国家能源集团铁路装备公司C80型货车已经安装自

动驻车器超过14500套，随着自动驻车器技术的逐渐成熟和自动驻

车器产品运用规模的不断扩大，有必要编制统一的行业技术规范，

为铁路车辆自动驻车器的设计、生产、运用、检修、维护等过程提

供技术依据和安全运行保障。

9 程果 上海全路通铁道装备有限公司 起草

10 李志刚 中车齐齐哈尔车辆有限公司 审核

11 刘严超 中车齐齐哈尔车辆有限公司 起草

12 刘凤伟 中车长江车辆有限公司 审核

13 王丽娜 中车长江车辆有限公司 起草



4

2.1 制定标准的意义

铁路车辆自动驻车器能够实现列车防溜从传统的人工防溜作

业转变为主动自动防溜作业，实现了铁路列车防溜技术的颠覆性创

新。目前国内外暂没有铁路车辆自动驻车器相关的通用技术规范，

此技术标准编制有利于统一技术要求、试验、检验规则等，并规范

铁路车辆自动驻车器的设计、生产、运用、检修、维护等过程，保

障列车运行安全、可靠。

同时本标准的制定有利于产品的推广，提升运输效率和降低运

输成本。

3 主要工作过程

3.1 预研阶段（2023.6前）

2019年，自动驻车器批量装车后，开始起草《铁路车辆自动驻

车器技术规范》企业标准，初稿完成后，该标准于2022年5月经国

能朔黄铁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内部专家、北交大姜教授等行业内专

家学者审核修订后，作为国能朔黄铁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和上海全

路通铁道装备有限公司等单位企业标准。

2023年6月，根据中国交通运输协会要求，国能朔黄铁路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团体标准编制工作组，组织相关专家技术人员收

集研究相关标准，确定本标准范围边界和架构，拟定铁路车辆自动

驻车器团体标准编制方案，并邀请行业内各主机厂、运营企业、制

造企业参加，征询行业内各主机厂、运营企业、制造企业意见，总

结和交流铁路车辆自动驻车器在结构可靠性、安装试验、运用维护

的经验。

从团体标准的适用性、技术性和经济性出发，在2023年6月到

2023年8月期间，标准编制工作组对国内铁路车辆自动驻车器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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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运营行业主要单位进行深入学习调研。标准编制工作组充分调研

了铁路车辆自动驻车器的结构可靠性、可用性和可维护性等现状，

重点关注了调研对象的试验、运用、维修经验积累、问题总结和需

求分析，对于关键的技术点和未来发展的趋势，如智能化、维护策

略和一体化平台等内容，都进行了深入的交流讨论，并达成了一定

的共识，这些成果都在标准内容上予以体现。

3.2 提案、立项阶段（2023.6~2023.12）

2023年7月，国能朔黄铁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向中国交通运输

协会提交了自动驻车器的《铁路车辆自动驻车器技术规范》草案及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团体标准项目申报书》。

3.3 起草阶段

2023年7月底-8月4日，标准起草组在经过前期的调研和讨论后

编制形成初步的标准草稿，期间邀请中国交通运输协会轨道交通安

全技术专业委员会专家进行标准编写的培训，让编写组深入了解标

准编制注意事项（四类内容、五大故障、基本参数、限制条件等）

，并就自动驻车器标准编制提出多项建议。

2023年8月10日，国能朔黄铁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科技部邀请

了中国交通运输协会轨道交通安全技术专业委员会、国能铁路装备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全路通铁道装备有限公司、中车齐齐哈尔车辆

有限公司、中车长江车辆有限公司共5家自动驻车器团体标准归口

部门、主编、参编单位的专家和领导在北京举行线下会议集中讨论，

各位专家领导就《铁路机车车辆自动驻车器团体标准草案》、《铁

路机车车辆自动驻车器团标编制说明》进行了集中热烈的审议和专

业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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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8月10日与会专家充分的审核和讨论，后期编制组成立线

上群工作交流群“自动驻车器团体标准专家群”，继续就有关的编

制问题进行梳理和沟通，经过8月11日-8月15日的线上讨论和沟通，

编制组初步形成了《铁路机车车辆自动驻车器团体标准讨论稿》，

就标准编制中的有关问题详细进行了审核讨论针对草案进行了大

量的修改和完善。

2023年8月14日中国交通运输协会轨道交通安全技术专业委员

会通知自动驻车器团体标准编制单位及相关专家《关于“铁路车辆

自动防溜器”、“铁路机车报废” 团体标准编制工作推进会议的通

知》：由专委会牵头组织“铁路车辆自动防溜器”和“铁路机 车报

废”团体标准编制项目，定于8月16日组织召开工作推进会议。

8月16日中交协组织自动驻车器编制单位起草组及铁道相关专

业专家在前期讨论稿的基础上，进一步研讨《铁路机车车辆自动防

器团体标准讨论稿》的编制细节，经过热烈的讨论和充分的交换意

见形成了《铁路车辆自动驻车器技术要求（讨论稿V3.1）》及附件

《附件一自动驻车器防溜技术性能对比》等技术文件。

3.4 征求意见和审查阶段

2023年11月，朔黄铁路上报中国交通运输协会《铁路车辆自动

驻车器技术要求编制说明》、《铁路车辆自动驻车器技术要求（讨

论稿V3.1）》、《铁路车辆自动驻车器技术要求编制工作大纲》，

2024年1月5日，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组织国能朔黄铁路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国能铁路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全路通铁道装备有限公司、

中车齐齐哈尔轨道交通有限公司、中车长江车辆有限公司于2024年

1月9日在北京讨论审查团体标准编制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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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月9日北京讨论会在中交协孙杰民主任等专家团带领

下对团表编制组提交的《铁道车辆自动驻车器技术要求编制大纲》

、《铁路车辆自动驻车器技术要求（讨论稿V3.1）》及编制说明和

附属资料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审核，一致通过了自动驻车器团标编

制大纲审查，并形成了《中国交通运输协会标准化技术文员会团体

标准会议纪要》[2024]第18期（纲审）文件。并对编制组后期的修

改工作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和指导:

(1) 标准名称修改为《铁道车辆自动驻车器技术要求》，并调

整相关内容。

(2) 按照GB/T20001.10要求调整格式。

2024年1月-2024年3月自动驻车器团标编制组按照中交协指导

文件和计划要求对《铁道车辆自动驻车器技术要求》进行了多次讨

论及修订，逐步形成《铁道车辆自动驻车器技术要求（讨论稿V4.0）

》并组织和准备相关技术资料包括实验验证报告、规范性引用文件、

汇报材料等上报文件，并按照中交协计划，于2024年4月22参加征

求意见稿审查会议。

2024年4-6月，编制组根据中交协征求意见稿审查会修改完善

了条目并修改补充了编制说明。

3.5 通过和发布阶段

待续。

3.6 复审阶段

待续。

4 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4.1 标准编制原则



8

自动驻车器作为铁路货运车辆的重要关键部件，迄今为止国内

尚未形成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团体标准予以统一指导，严重影响

着货运驻车技术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因此，依据“先进性”、“

适用性”、“经济性”的原则，编制《铁道车辆自动驻车器技术要

求》以适应市场和设计生产的需要，推动货运铁路自动驻车技术的

稳步发展。具体要求如下：

（1)符合并遵守国家、相关行业及地方的政策、法令和法规；

（2)接受行业协会指导，把握编制方向；

（3)借鉴同类先进国际标准和先进国家标准；

（4)标准具有广泛代表性，既考虑客户系统需求和运营需求，

又兼顾货运自动防溜系统供应商现状；

（5)标准结合铁路货运运营特点，既体现系统先进性，又具备

可执行性；

（6)符合《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要求；

（7)充分考虑与相关现行各级标准相协调；

（8)标准编制格式符合GB/T 1.1-2020 规定；

（9)标准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既考虑当前市场和技术现状，也

为后续市场和技术发展保留空间。

4.2 与国家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及有关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起草引用了如下国标和行业标准：

GB/T 1173 铸造铝合金

GB/T 1348 球墨铸铁件

GB/T 4357 冷拉碳素弹簧钢丝

GB/T 5600 铁道货车通用技术条件要求

GB/T 6414 铸件 尺寸公差、几何公差与机械加工余量

GB/T 6807 钢铁工件涂装前磷化处理技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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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8013.1 铝及铝合金阳极氧化膜与有机聚合物膜 第1部分

阳极氧化膜

GB/T 9438 铝合金铸件

GB/T 33239 轨道车辆用不锈钢钢板和钢带

JB/T 5000.12 重型机械通用技术条件 第12部分：涂装

TB/T 1492 铁道车辆制动机单车试验

TB/T 1900 铁道车辆储风缸

TB/T 2206 铁路货车制动系统用橡胶件

TB/T 2942.1 机车车辆用铸钢件 第1部分:技术要求及检验

TB/T 2942.2 机车车辆用铸钢件 第2部分: TB/T 3067

车辆制动管系用法兰接头

5 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实验验证的论述

主要条款内容 条款说明

4.1 机构组成

自动驻车器由连接机构、作用机构、管

压信号机构、状态显示机构、手动缓解机构

等组成

参照目前批量使用的铁道车辆自动驻车器

使用说明和图样文件所包含的铁道车辆自

动驻车系统功能组成样式。

4.2装车配套

自动驻车器装车配套组成根据车辆的车

型进行匹配设计，主要由安装座、传动件、

驻车器管路等部分组成，管路接头形式按

TB/T3067标准。

参照目前批量使用的铁道车辆自动驻车器

安装技术指导和图样文件所包含的铁道车

辆自动驻车系统功能组成样式。

铁路货车空气制动管系推荐采用不锈钢法

兰接头形式管路接头参照最新标准。

4.3功能

4.3.1 列车、车列制动停车后，操作人员按

照要求需要做防溜作业时，排空制动管压力

，自动驻车器进入自动防溜状态，自动驻车

器显示机构显示为自动驻车状态。

4.3.2 车列、车辆的自动驻车器处于自动防

参照目前批量使用的铁道车辆自动驻车器

作用原理和使用说明书。排空主管让自动驻

车器的自锁门限远离列车正常行车制动主

管压力变化作用范围，增加了自动驻车系统

的安全冗余，有利于减少自动驻车系统对于

车辆制动系统的影响。

目前充风到定压的开始缓解的压力作用门

限可根据不同的列车车辆使用工况进行设

https://www.upbz.net/subject/Std59016378.html
https://www.upbz.net/subject/Std5901637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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溜作用状态，当车列连挂机车充风，当制动

主管充风至470 kPa（定压600 kPa）压力时

，自动驻车器应自动缓解，同时自动驻车器

状态显示机构显示为缓解状态。

定。

4.3.3 自动驻车器应具有手动缓解功能，车

列、车辆的自动驻车器处于自动防溜作用状

态，当车辆进行无风调车作业，手动操作自

动驻车器缓解手柄后，自动驻车器应可手动

缓解，同时自动驻车器状态显示机构显示为

缓解状态。

明确自动驻车器需针对一些特殊作业工况

需具备人工操作的产品功能。

4.3.5 列车、车列在施加紧急制动后，自

动驻车器延时15s后进入动作状态，不应干

扰列车紧急制动作用。

明确自动驻车器针对车辆紧急制动这一特

殊工况，确保不影响列车车辆紧急制动。

5.2.5 自动驻车器手动缓解疲劳寿命不小

于1.0×104次，自动驻车器自动防溜、缓解

寿命不小于1.0×105次。

明确自动驻车器使用寿命要求。依据自动驻

车器的工作原理和实际使用工况，在重载运

输作业中，自动防溜系统手动缓解的工作频

率主要时故障工况和无风作业工况，自动驻

车器系统的运维周期内手动缓解的频率远

小于 1.0×104次，自动驻车器参与正常运

用中的工况主要是制动停车后的自动驻车

状态，使用频率根据调度数据运用工况估算

不超过1.0×10
5
次。

5.4 自动驻车器与现有车辆制动系统管路

间应具有隔离功能，自动驻车器及其管系总

容积≤ 1.5 L。

自动驻车系统和原有车辆制动系统共用一

路风源和信号，严格限制驻车系统的用气量

容积有助于减少对原有空气制动系统的影

响。

11.1.3 全部装用自动驻车器的车列，失效

数量大于20%、连续超过3辆、车列两端首辆

有失效情况下，需采取其他防溜措施；站内

停留车辆不大于10辆时，两端不得有自动防

溜失效车辆，中间不得有连续两辆自动防溜

失效车辆，否则需采取其他防溜措施。

明确自动驻车器安全使用运用的最低限度

要求。



11

6、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无。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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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国内外暂无类似标准。

8、作为推荐性标准建议及其理由

“车辆溜逸”严重危及铁路运输安全，与此关联的铁道运输重

大安全事故占比超过20%。“停放制动”始终是世界铁路运输安全

的重大技术难题。150多年来的世界主流防溜技术，至今仍停留在

地面人工作业的“被动防溜”阶段，成为严重制约铁路运维体系发

展的关键性技术短板。2017年，铁路车辆自动驻车器通过中国铁道

学会的科学技术成果鉴定，被权威专家评价为:世界铁路防溜技术

的颠覆性创新。该设备，除具有基本的安全驻车防溜功能外，还具

有无需改造中间站或区间即可安全停放2万吨列车的性能，突破6

‰不得无动力停留列车的限制，消除人工防溜措施对列车运行所带

来的安全隐患，增加列车的运行安全，大大提高铁路机车和车辆的

周转率和运输效率的优点，为重载列车的大量开行提供了强有力的

技术支撑,对解决运能和运量之间的矛盾发挥巨大的作用。

该自动驻车技术成为推荐性标准后，有利于推广该颠覆性创新

技术，有利于避免人工防溜作业的不足和不确定因数，解决现有重

载铁路运输业的防溜技术短板，有利于后续行业生产制造、运营等

单位在此标准平台基础上不断优化提升现有技术。

9、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

本标准规定了铁路货运车辆自动驻车器应采用或达到的设计

原则、技术方法、评估方式及相应定性和定量指标要求。车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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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供应商、评估机构等标准使用方，可以通过制定相应要求、设

计并证明采用特定技术方案、实施定性和定量评估等方式，采纳并

声明符合本标准。

铁道机车车辆自动防溜系统产品在其生命周期内应做好以下

四个方面的工作，以现本标准中所规定的各项内容和要求：

（1）在产品立项和开发过程中，应在产品需求中提出产品须

符合本标准的要求。

（2）在产品样机功能测试中，应对该产品功能和指标按本标

准进行全面的验证和检查。

（3）在产品定型后，对要求第三方认证的部分进行相应的认

证。

（4）在工程实施阶段，应按本标准对设计、生产、安装、调

试和验收等各个环节进行实施。

10、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附件：《铁道车辆自动驻车器技术文件汇编-2024.03》

第一篇、铁路车辆自动驻车器项目背景及项目历程

第二篇、铁路车辆自动驻车器科技成果鉴定证书

第三篇、铁路车辆自动驻车器企业标准

第四篇、铁路车辆自动驻车器使用说明书

第五篇、铁路车辆自动驻车器检修及运用技术条件

第六篇、中国铁科院铁路货车自动驻车器闸瓦压力测试

第七篇、铁路车辆自动驻车器运用考核综合试验

第八篇、中国铁科院朔黄铁路重载列车区间停车安全性能试验

第九篇、铁路车辆自动驻车器使用报告

第十篇、铁路车辆自动驻车器中交协科技成果评价

第十一篇、铁路车辆自动驻车器项目相关专利统计表

第十二篇、朔黄铁路重载列车制动主管压力波动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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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篇、轨道车自动防溜装置科技成果评审证书

第十四篇、自动驻车系统加装改造项目质量保证能力评价审查意见

第十五篇、自动驻车系统检修质量保证能力评价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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