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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济南南地地铁铁首首列列车车亮亮相相范范村村基基地地
历时480天正式“到货”，R1线2019年元旦通车

本报5月17日讯(记者 赵
夏晔 魏新丽) 5月17日上午9
点16分，济南市轨道交通R1号
线首列车接车仪式在范村车辆
基地顺利举行，标志着轨道交通
R1线距离2019年元旦通车又迈
出了重要一步，也为接下来的联
调联试和试运行奠定了基础。

据了解，济南市轨道交通
R1号线车辆从招标采购到正
式抵济，历时480余天。车辆采
用B2型电动客车，车辆每列4
节编组，额定载客量960人，平
均运行速度将达到45千米/时，
高于一般地铁线路35千米/时
的运行速度，跑完全程仅需半
个多小时。

R1线车辆具有“安全、美观、
舒适、耐用、易维护”的特点。车
辆设计美观舒适，选用济南市市
花“荷花”作为外观造型设计的
设计主题，头灯设计形似一瓣荷
花以刻画车辆头灯聚气凝神的
视觉特性，车辆前端造型特征
线、头灯、侧面美工一体化设计，
白色与丁香紫色搭配洁净、明
亮，给人清新、明快的视觉感受。

车辆玻璃钢座椅采用浅色
搭配，在符合人机工程设计原
则的前提下，为提升乘坐舒适
度，客室座椅宽度由常用的430
毫米扩大至450毫米；针对车辆
大部分为地面高架线运营情
况，客室侧窗由国内常见的
1400毫米扩大至1600毫米，提
高车辆通透性；车辆还具有绿
色节能的特点，列车采用变频

式冷暖空调，能效比可达2 . 3
以上；列车内部全部采用LED
照明，并可根据外部光照条件
自动调节亮度。车辆也十分耐
用，车辆结构设计寿命为不少于
30年。此外，车辆还具有易维护
的特性，停车列检库覆盖无线
网，列车回库后，可通过该无线
网将列车故障、事件记录等数据

自动或手动发送到地面服务
器，可节省大量登车作业时间。

车辆设计、生产过程中，对
质量把控有严格的要求，济南
轨道交通集团专门聘请车辆第
三方监造人员与集团内部车辆
专业技术人员组成监造团队，
参与车辆整个设计、生产、调
试、验收阶段，严控质量和进度

管理。车辆到达范村车辆基地
后，即将开始紧张的调试工作，
涵盖了到货检查、静调、动调、
列车上线冷热滑、列车上正线
5000公里试运行，以及一系列
整改工作和最后预验收工作，
保证车辆设计生产满足运营需
求。首列车到来后，剩余的23列
车也将陆续到达。

R1线南起工研院站，途经
长清区、市中区、槐荫区，北至
演马站，全长26 . 1公里。目前
全线11座车站全部完成主体
结构施工，2018年4月20日成
功实现全线贯通，计划今年7
月实现“轨通”，8月实现“电
通”，10月启动机电设备联调
联试工作，2019年元旦通车。

济南地铁R1号线首列车揭开“红盖头”。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首首列列车车跑跑前前要要调调试试上上千千次次
静调、动调、试跑5000公里，确保安全上线

本报记者 魏新丽 赵夏晔

接货后先静调
通电后测性能

5月17日，济南轨交R1线
的首列车已经到达了济南，不
过，距离它正式奔跑在R1线
上，还需要一段时间。在开跑
前，济南轨道交通集团的工作
人员会对它进行全方位的调
试，包括静调、动调和5000公里
试跑等，综合起来会有上千次
调试。

“调试工作从最初的到货
接车，涵盖了到货检查、静调、
动调、列车上线冷热滑、列车
5000公里考核试运行，以及一
系列整改工作和最后预验收工
作，保证车辆设计生产满足标
准和合同要求。”济南轨道交通
集团物资管理部相关负责人介
绍说。其中，车辆静调主要是针
对车辆在静止状态下各部件性
能的检查及调整。例如，电池通
电、列车准备和紧急照明、通
风、高压通电、驾驶室、司机室
照明、乘客信息系统、外部照
明、车门、通信和制动等。

以车门为例，要检查车辆
开门和关门、开门和关门障碍物
检测、紧急手柄和隔离开关等；
通信则是要检查乘客紧急通信、
驾驶室与驾驶室的内部通信、驾
驶员发布的车内播音等。

因此，通俗点讲，静调就是
车辆在静止状态下，接通电源，
对车辆的各项功能进行检查和
测试，保证状态稳定。而所有静

调项目结束并且车辆状态良好，
没有影响动调试验的相关故障
即可上试车线进行车辆动调。

拉着沙袋开跑
模拟载人运行

静调结束后，R1线首列车
就会进入动调阶段，这时候，车
辆就在轨道上迈出了第一步，
不过先是在试车线上，而不是
正线。车辆动调主要是针对车

辆运行过程中的电压、牵引、加
速度、牵引力、速度、制动数据
进行记录并分析其是否正常。

“动调首先要进行各种负
荷状态下的调试工作，包括空
载、满载、超载试验。”该负责人
说。所谓满载，是指车厢满员的
状态，超载是指车厢拥挤的状
态。车厢满载的标准是，座椅都
坐满人，另外每平方米再站6个
人，每个人体重按60公斤来计
算。不过，在调试阶段车厢里是

不准载人的，这个时候，工作人
员就会找来装满的沙袋，把它
们堆在车厢里，列车拉着这些
沙袋奔跑。

“这一过程主要测试牵引、
制动等性能，还会开始全速跑。”
另外，这一阶段还要进行故障情
况测试，如电力中断、牵引故障、
制动故障测试等。测试牵引故障
时，会模拟车辆损失了三分之一
动力、二分之一动力的情况。除
了车辆本身的性能外，还会考虑

到乘客的舒适度测试。
“这些调试，目的是保证列

车的运行是安全可靠的，即使
轻微、中等故障，也不影响载客
运营。当然也考虑了极端情况
下的应急处理措施。”物资管理
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动调后全线跑5000公里
入地点要做平稳测试

静调、动调都没有问题之
后，R1线首列车就迎来了一个
新的阶段：5000公里试跑。“一
般来说新车的状态不是很稳
定，为了发现车辆是否还留有
一些故障隐患，在所有动调项
目结束并且车辆状态良好的情
况下，我们将对首列车进行
5000公里试运行考核。”

在5000公里试跑期间，测量
要模拟正线实际运行，记录接触
网网压、车辆速度等相关数据。
如果在试跑运行过程中，列车没
有出现牵引和制动等方面的故
障，可视为车辆性能比较稳定。

R1线是由高架段和地下
段组成的，这也给测试增加了
难度。“R1线由高架转入地下
的入地点是长大坡道，距离长，
坡度高，在这一段也会做很多
测试。”在这一阶段要模拟各种
情况下做测试，车辆运行需要
达到平稳指标，让乘客乘坐舒
适，不会感觉颠簸。

车辆静调、动调、5000公里
测试全部结束后，标志着车辆
的调试告一段落，表明列车的
状态基本稳定，可以投入正线
按实际需求投入运营了。

济南轨道交通R1线首列车到达范村车辆基地之后，很快就要进入紧张的调试阶段了，通过静
调、动调和5000公里试跑等复杂细致的调试过程，对车辆各个部件和性能进行严格的测试，同时模
拟各种故障情况下车辆的运行状态和应急措施，以此保证列车整体运行状态良好，为正式开通运营
打下坚实的基础。

▲R1线首列车到达济南后，将首先进行调试。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车辆到站后，工作人员首先进行开箱检查。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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