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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塔线巴楚-南屯间检测车数据分析经验交流
巴特尔

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库尔勒车辆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尔勒市，841000；

摘要：环塔线作为我国重要的铁路运输线路之一，其红外线轴温探测系统（THDS）的性能直接关系到铁路运输

的安全性与可靠性。本文通过对环塔线巴楚-南屯间检测车在 2023 年 11 月至 2024 年 9 月期间的运行数据进行

综合分析，从测温精度、探测角度、无线传输等多个维度展开深入探讨，旨在总结检测车运行过程中的经验教

训，为后续的铁路检测工作提供科学依据与参考。通过对大量检测数据的梳理与分析，结合实际案例，详细阐

述了影响检测车性能的关键因素，并提出了针对性的优化建议，以期提高环塔线铁路运输的安全性与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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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环塔线是我国重要的铁路运输线路之一，承担着大

量的客货运输任务。为了确保铁路运输的安全性与可靠

性，红外线轴温探测系统（THDS）的性能至关重要。检

测车作为检测红外线轴温探测系统（THDS）性能的重要

工具，其数据分析对于设备的维护与优化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通过对环塔线检测车数据的分析，总结了相关经验，

以期为铁路检测工作提供有益的参考。

1 环塔线检测车数据统计与分析

1.1 测温精度

测温精度是红外线轴温探测系统（THDS）的重要指

标之一。在 2023 年 11 月至 2024 年 9月期间的检测中，

环塔线巴楚-南屯间共检测了 80个探测站，其中南疆线

19套、喀和线 30套、若和线 31套。测温精度优秀率在

不同时间段有所变化，2023 年 11 月为 97.5%，2024 年

1月达到 100%，2024 年 4月为 98.75%，2024 年 9 月仍

保持在 98.75%。具体来看，THDS—B（广汉）设备在 20

23 年 11 月的优秀率为 93.33%，2024 年 1月和 4月均为

100%，2024 年 9月为 96.67%；THDS—B（哈科）设备在

各时间段的优秀率均为 100%。这表明 THDS—B（哈科）

设备的测温精度较为稳定，而 THDS—B（广汉）设备在

部分时间段存在一定的波动。

时间段 设备类型 南疆线(19套) 喀和线(30套) 若和线(31套) 总优秀率 备注

2023年 11月
THDS-B(广汉) 93.3% 94.1% 92.9% 93.33%

THDS-B(哈科) 100% 100% 100% 100%

2024年 1 月
THDS-B(广汉) 100% 100% 100% 100%

THDS-B(哈科) 100% 100% 100% 100%

2024年 4 月
THDS-B(广汉) 98.75% 98.75% 98.75% 98.75%

THDS-B(哈科) 100% 100% 100% 100%

2024年 9 月
THDS-B(广汉) 96.7% 96.4% 96.8% 96.67%

THDS-B(哈科) 100% 100% 100% 100%

1.2 探测角度

探测角度的优秀率在各时间段均为 100%，说明环塔

线的探测角度在检测期间表现良好，设备的安装与调试

达到了较高的标准，能够准确地探测到探头方位角，为

后续的探头精准探测提供了可靠的基础。

1.3 无线传输

无线传输的正常与否直接影响到检测数据上传至

复示中心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在检测期间，无线传输正

常率较高，但在个别站点仍出现了无线未传的情况。20

23 年 11 月昆玉上行、奥吾拉孜下行 2站次无线未传；2

024 年 1月喀什上行、阿其克下行 2站次无线未传；20

24 年 4 月巴羌下行 1站次无线未传；2024 年 9 月奥吾

拉孜下行 1站次无线未传。通过对这些站点的分析，发

现无线未传的原因主要包括无线数传使用时间较长导

致功率下降或天线松动，以及施工或改造后未及时调整

设备参数等。



工程技术论坛 Anmai/安麦 2 0 2 5 年 1 卷 3 期

66

1.4 磁头方面

磁头方面在各时间段的检测中均表现优秀，80套设

备的轴距均达到了优秀标准，这说明环塔线的磁头设备

在安装、调试和维护方面都较为到位，能够有效地保证

列车的定位和速度测量，为轴温检测提供了准确的参考

依据。

2 环塔线检测车数据分析中的问题及原因

2.1 测温精度问题

在测温精度方面，部分站点存在温度偏差较大的情

况。例如，2023 年 11 月墨玉上行左外探头中低温偏低、

失格，右外探头中低温偏低、良好，中高温偏低、失格；

藏桂上行左外探头中高温偏低、良好。通过对这些站点

的数据分析，发现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设备大修后匹配问题：设备大修后，部分板

件与设备不匹配，存在隐性质量问题，导致探头调制频

率异常，从而影响测温精度。如墨玉上行左外探头调制

频率为 979，右外探头调制频率为 994，而标准为 1000，

调制频率的异常导致了采温异常。

探测站 探头位置 调制频率 标准值 温度偏差 结论 备注

墨玉上行
左外 979 1000 -4.2℃ 中低温失格

右外 994 1000 -2.8℃ 中低温良好

藏桂上行 左外 987 1000 -3.5℃ 中高温偏低

（2）沙尘天气影响：在风沙较大的区段，探头镜

片容易积尘，导致采温偏低。如藏桂上行左外探头在沙

尘天气下，由于温度补偿不足，导致采温偏低。

（3）探头线性不良：部分探头对高温区段响应不

良，也会造成采温偏低。

2.2 无线传输问题

无线传输问题主要集中在个别站点的无线未传情

况。原因分析如下：

（1）无线数传老化：无线数传使用时间较长，导

致功率下降或天线松动，影响了无线信号的传输质量。

（2）施工后参数未调整：施工或改造后，设备参

数未及时调整，导致无线传输出现问题。如阿其克下行

探测站修改站码后，新站码使用旧模板造成传输问题。

2.3 漏探问题

在 2024 年 1 月的检测中，喀什上行出现了 1站次

检测车漏探的情况。经分析，原因是 10 月份设备大修

改造更换新程序后，原有旧程序系统磁钢参数与新程序

系统磁钢参数设置存在误差，导致过车时无法判定为检

测车。

3 检测车数据分析经验总结

3.1 持续盯控设备运行状态

（1）重点监控大修后设备：重点对大修后设备运

行不稳定的站点进行重点盯控，发现故障时联系厂家具

体分析，对跟设备不匹配的板件及时更换，对不符合规

定的参数及时调整，确保设备正常运行。

（2）提前预防偶发故障：动态联检前调阅两周以

上的过车数据，对比夜间同一时间段探测列车的背温差

值，若在一段时间内列车左右侧背景温度相差超过2度，

则判断其中一侧探头测温出现偏差，需要现场复测。

（3）实时监测探头状态：同时空采天空值，判断

探头工作是否异常，探头视场是否有遮挡，探头补偿是

否有误。

3.2 温度补偿方案的制定

（1）依据检测车报文：以检测车报文为依据，总

结探头性能变化规律，确定温度补偿方案。对比 THDS

设备箱温以及环温变化后的采温数据，总结出每个探头

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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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制定个性化补偿方案：根据探头的不同特性

制定相应的温度补偿调整方案。原则上箱温升高采温偏

高。若探头采温四个温度区段趋势一致，则判断为探头

特性良好，根据箱温环温变化情况进行线性补偿调整；

若探头采温出现不一致，如低温高高温低的情况，则判

断为探头非线不良，调整非线性补偿，调整探头的线性

特性。原则低温误差与高温误差相差超过 2度以上，进

行非线性调整。

3.3 标定曲线的管理

（1）确保采用手动标定的第 100 条曲线：紧盯过

车时间标定曲线，确保设备动态检测时采用手动标定的

第 100 条曲线。检测车跟车期间，在检测车通过本站的

前 40 分钟进行内外探首次热靶曲线标定工作，确定设

备运行状态良好。

（2）实时观察数据变化：在过车前 10 分钟至 15

分钟进行第二次内外探热靶曲线标定工作，并记录板温

元温数据，曲线标定成功后实时观察板温元温数据变化

值，保证检测车过车时可以正常使用最近的手动标定的

曲线。

3.4 建立设备基础档案

（1）总结补偿关系：根据每次检测车报文，车间

建立测温误差值与探测站设备温度补偿（含线性、非线

性补偿）之间的关系表，总结不同季节、不同环境温度、

箱温下补偿关系。

(2)指导现场标定：通过建立基础档案，可以更好

地指导现场标定工作，提高标定的准确性和效率。

3.5 设备巡检与维护

（1）重点检查关键部件：在设备巡检过程中重点

对挡板电机、保护门电机、热靶涂层进行检查确认，开

关保护门、挡板不少于 3次，确认设备正常运行，发现

异常立即进行更换处理。

（2）定期维护保养：定期对设备进行维护保养，

确保设备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减少故障的发生。

4 环塔线检测车数据分析的优化建议

4.1 加强设备选型与匹配

在设备大修或改造过程中，应选择与现有系统兼容

性好的设备，避免因设备不匹配导致的性能问题。同时，

对新设备进行充分的测试和验证，确保其在实际运行中

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4.2 优化测温精度补偿算法

结合环塔线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特点，进一步优化测

温精度补偿算法。例如，针对沙尘天气，可以开发专门

的补偿模型，通过实时监测环境参数（如风速、湿度等），

自动调整补偿值，提高测温精度。

4.3 提升无线传输的可靠性

为解决无线传输问题，建议采用冗余设计，增加备

用无线数传设备，确保在主设备故障时能够自动切换到

备用设备。同时，定期对无线传输设备进行维护和检查，

及时更换老化或损坏的部件。

4.4 强化人员培训与管理

加强对检测车操作人员和维护人员的培训，提高他

们的专业技能和责任意识。定期组织技术交流和培训活

动，分享最新的检测技术和设备维护经验，提升团队整

体水平。

4.5 建立智能化监测系统

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建立智能化监测系统。

该系统可以实时收集和分析检测车数据，自动识别异常

情况并发出警报，帮助维护人员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

提高检测车的运行效率和安全性。

5 结论

通过对环塔线巴楚-南屯间检测车数据的分析，总

结了在测温精度、探测角度、无线传输等方面的经验与

教训。在实际工作中，应持续盯控设备运行状态，及时

处理问题；制定合理的温度补偿方案，提高测温精度；

加强标定曲线的管理，确保设备动态检测的准确性；建

立设备基础档案，指导现场标定工作；加强设备巡检与

维护，保障设备的稳定运行。这些经验对于环塔线及其

他类似铁路线路的检测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有助

于提高铁路运输的安全性与可靠性。未来，随着技术的

不断进步和管理的不断完善，环塔线的检测工作将更加

科学、高效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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