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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前  言

本细则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细则由国家铁路局设备监督管理司提出，由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归口。

本细则起草单位：西安通号铁路信号产品检验站有限公司。

本细则主要起草人：焦媛，刘春辉。

本细则及其所替代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本细则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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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信号计轴设备

1 范围

本细则规定了铁路信号计轴设备的工厂检查和产品抽样检验的要求。工厂检查适用于需要验证工

厂专业技术人员、生产设备工装、监视测量设备、零部件和材料等要求的检查。产品抽样检验适用于

行政许可、产品认证、监督抽查等需要验证产品与标准的符合性的检验检测，包括抽样、检验、结果

判定、报告出具等。其他目的或用途的工厂检查和产品抽样检验可参照本细则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细则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细则；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

用于本细则。

TB/T 2296-2019 铁路信号计轴设备

3 工厂检查

3.1 专业技术人员

3.1.1 具备可持续保证产品质量的专业技术人员，相应人员培训、人员资质等需满足产品质量保证需

求。生产企业专业技术人员应满足表 1的要求。

表 1 生产企业专业技术人员要求

序号 专业类别 人员要求 备注

1 专业技术工程师

信号、通信、电

子、计算机软件

类、机械、材料

15 人

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且 5年

及以上专业工作经历，或高级

专业技术职称人员不少于 5名

—

2 关键岗位人员 — 2人 — —

3.1.2 专业技术人员能力应与企业委托产品范围相一致。专业要求中，可以是所学专业并获得相应技

术职称，或者所从事专业并获得相关技术职称。专业技术人员应当是符合法律规定的适龄的注册在职

人员，由本企业缴纳社会保险。

3.1.3 专业技术人员：中级人员是指具有中级技术职称或研究生毕业工作满 2年、大学本科毕业工作

满 5 年、大专毕业工作满 7 年以及取得初级职称工作满 4 年的技术人员，高级人员是指具有高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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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称或博士研究生毕业工作满 2 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工作满 7年、大学本科毕业工作满 10 年以及取得

中级职称工作满 5 年的技术人员。关键岗位人员包含检查人员、无损检测人员等关键工序和特殊过程

的操作人员。

3.1.4 允许高级人员代中级人员。

3.2 生产设备工装和监视测量设备

具备保证产品质量的必备生产设备和检验检测设备应满足表2的要求。

表 2 生产设备和检验检测设备

序号 工艺类别 设备名称
规格

备注
设备能力/技术参数 准确度/分度值

1

生产设备

ESD 防静电工作台 — 接地电阻≤4 Ω —

2 焊接设备 — — —

3 信号发生器 — — —

4

试验仪器

设备

示波器
带宽≥25 MHz，

时基：5 ms/div～100 s/div
±0.0005% —

5 数字多用表

AC:1 V～300 V

频率：40 Hz～60 Hz

DC:1 V～100 V

频率响应满足产品检测要求

0.5 级
频率响应要求

（适用时采用）

6 绝缘电阻测试仪 DC 500 V，≥500 MΩ。 ±5% —

7 绝缘耐压测试仪 AC 50 Hz，≥3 kV。 ±5% —

8 高低温环境试验箱
温度：-45 ℃～90 ℃，

湿度：20 %RH～98 %RH。

温度：±2 ℃

湿度：±5 %RH
—

9 系统仿真测试设备 — — 系统出厂检测和现场调试

3.3 零部件和材料

关键零部件和材料应满足表 3的要求。

表 3 关键零部件和材料

产品名称 序号 零部件/材料名称 对应标准编号 控制项目

铁路信号计轴

设备

1 软件

TB/T 2296-2019

版本

2 计轴主机模块 版本、型号、制造企业

3 电源模块（电源板） 型号、制造企业

4 车轮传感器（含卡具） 型号、制造企业

5 室内设备浪涌保护器 型号规格、认证状况、制造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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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关键零部件和材料（续）

产品名称 序号 零部件/材料名称 对应标准编号 控制项目

铁路信号计轴

设备
6

车轮电子检测器浪涌保护器

（若有）
TB/T 2296-2019 型号规格、认证状况、制造企业

说明：

1.控制项目发生变化时委托人需提出认证变更委托并备案。

2.项目 1变更时需检测项目常温性能、电磁兼容试验、雷电冲击试验。计轴主机 1台/基数 2台，车轮电子检测

器 2 台/基数 4台，车轮传感器作为辅助设备由生产企业一并提供。

3.项目 2、3变更时需检测项目常温性能、低温试验（室内设备）、高温试验（室内设备）、恒定湿热试验、高

温运行（室内设备）、电磁兼容试验（室内设备）、雷电冲击试验（室内设备）。计轴主机 1台/基数 2台，

车轮电子检测器 、车轮传感器作为辅助设备由生产企业一并提供。

4.项目 4变更时需检测项目常温性能、低温试验（车轮传感器）、高温试验（车轮传感器）、交变湿热试验

（车轮传感器）、高温运行（车轮传感器）、电磁兼容试验（车轮传感器）、雷电冲击试验（车轮传感

器）、振动试验（车轮传感器含卡具）、冲击试验（车轮传感器含卡具）、防护等级试验（车轮传感器）。

车轮传感器 4套/基数 8套，计轴主机、车轮电子检测器作为辅助设备由生产企业一并提供。

5.项目 5变更时需检测项目常温性能、电磁兼容试验（室内设备）、雷电冲击试验（室内设备）。计轴主机 1

台/基数 2台，车轮电子检测器 、车轮传感器作为辅助设备由生产企业一并提供。

6.项目 6变更时需检测项目常温性能、电磁兼容试验（车轮电子检测器）、雷电冲击试验（车轮电子检测

器）。车轮电子检测器 2台/基数 4台，计轴主机 、车轮传感器作为辅助设备由生产企业一并提供。

7.若计轴设备无配置车轮电子检测器则项目 6不适用。

4 产品抽样检验

4.1 检验依据

TB/T 2296-2019 铁路信号计轴设备

4.2 产品抽样

4.2.1 抽样方案

4.2.1.1 产品抽样方案应满足表 4 的要求。

表4 产品抽样方案

抽样方案
抽样数量 抽样基数

计轴主机 车轮电子检测器 车轮传感器 计轴主机 车轮电子检测器 车轮传感器

型式检验 1台 2 台 4套 2 台 4台 8 套

监督检测 1 台 2台 2 套 2台 4台 4套

监督抽查 1 台 2台 4 套 2台 4台 8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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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产品抽样方案（续）

抽样方案
抽样数量 抽样基数

计轴主机 车轮电子检测器 车轮传感器 计轴主机 车轮电子检测器 车轮传感器

说明：

1.产品监督抽查时，抽取与抽样型号规格、数量相同的备用样品，备用样品封存于抽样生产企业或抽样用户；具

体抽样数量可根据检验项目进行调整。

2.在用户抽样时，不作基数要求；在监督抽查时，生产企业抽样少于抽样基数要求时，以实际库存数量为基数抽

取样品；其他情况按抽样基数要求抽样。

3.型式试验抽取的车轮传感器，申请不同的型号时，如各型号仅卡具不一致：适配 60 kg 轨的抽 4 套，其余型号

的各抽 1 套，适配 60 kg 轨的做全项试验，其余型号的做振动试验；如各型号存在除卡具不一致外其他差

异，各型号均抽 4 套，均做全项试验。

4.若计轴设备无配置车轮电子检测器则无需对车轮电子检测器进行抽样。

5.企业需要提供软件版本配置清单，包含系统版本、系统软件版本和子系统软件版本。

6.电磁兼容和雷电防护试验需提供的技术文档：系统硬件配置图、受试设备正常工作状态说明，各端口的关键电

磁兼容和雷电防护配置说明。

4.2.1.2 产品认证抽样除满足 4.2.1.1 要求外，还需满足下列要求：

a）初次认证时，抽取所申请规格型号的产品进行认证检测。

b）复评时，认证单元内抽取具有代表性或广泛应用的规格型号进行认证检测。

c）监督检测时，认证单元内抽取任一规格型号的产品进行检测或与扩项检测相结合进行。

d）认证检测可采信1年内国家铁路局产品监督抽查检测结果。

4.2.2 抽样地点

生产企业或用户（产品认证时，由认证机构确认用户现场）。

4.2.3 抽样要求

4.2.3.1 抽样人员应当按照抽样方案进行抽样，并记录抽样信息，抽样人员不少于 2 名（产品认证时，

抽样工作由认证机构或其委托的检验检测机构的人员进行）。

4.2.3.2 样本应是抽样前 2 年内生产的并经过检验合格、未经使用的产品。

4.2.3.3 抽样人员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对样品进行封样，保证样品真实、完整、有效。样品应按约定的

时间和方式送至指定的检验检测地点。

4.3 检验条件

4.3.1 检验环境条件

检验环境条件按所依据的TB/T 2296-2019规定的试验条件执行。

4.3.2 检验用主要仪器仪表及设备

检验用主要仪器仪表及设备应满足表5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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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检验用主要仪器仪表及设备

序号 仪器仪表及设备名称
规格

备注
设备能力/技术参数 准确度/分度值

1 示波器
带宽≥25 MHz，

时基：5 ms/div～100 s/div
±0.0005% —

2 绝缘电阻测试仪 DC 500 V，≥500 MΩ。 ±5% —

3 耐压测试仪
AC 50 Hz，≥3 kV，

漏电流≥20 mA。
±5% —

4 高低温环境试验箱
温度：-45 ℃～90 ℃，

湿度：20 %RH～98 %RH。

温度：±2 ℃，

湿度：±5 %RH
—

5 外壳防护试验设备
满足 GB/T 4208-2017 IP20、

IP54、IP67 的要求
满足标准检验要求 —

6 电动振动试验系统 满足标准检验要求 满足标准检验要求 —

7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发生器 电压峰值：≥2 kV ±10% —

8 工频磁场发生器 50 Hz，≥100 A/m（持续） 畸变率＜8% —

9 脉冲磁场发生器
6.4/16 us 电流波，

≥300 A/m

波形时间：±30%

电流：±10%
—

10 静电放电发生器 ≥8 kV ±5% —

11
雷击浪涌模发生器-耦合

去耦网络

1.2/50μs &8/20 μs组合波，

输出电压：≥4 kV

波形时间：±30%/±20% &

±20%/±20%

输出电压：±10%

—

12 射频传导抗扰度测试系统
频率范围：150 kHz～80 MHz

输出电压：10 V
±10% —

13 发射限值试验设备 0.15 MHz～6 GHz 满足标准检验要求 —

14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

验设备
80 MHz～6 GHz 满足标准检验要求 —

15 屏蔽室 满足标准检验要求 满足标准检验要求 —

16 电波暗室 满足标准检验要求 满足标准检验要求 —

检测仪器仪表及设备使用前，应检查其是否处于正常的工作状态，是否具有计量检定/校准证书，

满足规定要求方可使用。

4.4 检验内容、要求及方法

4.4.1 行政许可、产品认证（初次/复评）等需要验证产品与标准的符合性时，按型式检验项目检验。

监督抽查可在重要性能项目中选取检验项目或按照特定的监督抽查要求选取检验项目。产品认证的日

常监督检测按监督检测项目进行。检验内容、要求及方法应满足表 6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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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检验内容、要求及方法

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检验方法
型式

检验

重要性

能项目

监督

检测

现场

检查

1

常

温

性

能

功能检查

TB/T 2296-2019

第 4.4 b）、d）、e）、

f）、g）条 —

√ √ √ —

TB/T 2296-2019

第 4.4 a）、c）、h）条
— — — √

2 外观检查
TB/T 2296-2019

第 4.8.4 f）条
目测 √ — √ —

3 响应时间
TB/T 2296-2019

第4.7条
— √ √ √ —

4 绝缘电阻
TB/T 2296-2019

第4.11条

TB/T 2296-2019

第5.1条
√ √ √ —

5 绝缘耐压
TB/T 2296-2019

第4.12条

TB/T 2296-2019

第5.2条
√ √ √ —

6 低温试验
TB/T 2296-2019

第4.13条

TB/T 2296-2019

第5.3条
√ √ — —

7 高温试验
TB/T 2296-2019

第4.13条

TB/T 2296-2019

第5.4条
√ √ — —

8 交变湿热试验
TB/T 2296-2019

第4.14条

TB/T 2296-2019

第5.5条
√ √ — —

9 恒定湿热试验
TB/T 2296-2019

第 4.14 条

TB/T 2296-2019

第 5.6 条
√ √ — —

10 电磁兼容试验
TB/T 2296-2019

第4.19条

TB/T 2296-2019

第5.10条
√ √ — —

11 雷电防护试验
TB/T 2296-2019

第4.18条

TB/T 2296-2019

第5.9条
√ √ — —

12 防护等级试验
TB/T 2296-2019

第4.8.4 b）、c）条

TB/T 2296-2019

第5.12条
√ — — —

13 振动试验
TB/T 2296-2019

第 4.15 条

TB/T 2296-2019

第5.7条
√ √ — —

14 冲击试验
TB/T 2296-2019

第4.16条

TB/T 2296-2019

第5.8条
√ — — —

15 高温运行
TB/T 2296-2019

第4.17条

TB/T 2296-2019

第 5.11 条
√ — — —

16 一般要求
TB/T 2296-2019

第4.3条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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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检验内容、要求及方法（续）

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检验方法
型式

检验

重要性

能项目

监督

检测

现场

检查

17 接口要求
TB/T 2296-2019

第4.5条
— — — — √

18 检测能力
TB/T 2296-2019

第4.6条
— — — — √

19
计轴设备的设计要

求

TB/T 2296-2019

第4.8.1条
— — — — √

20

计轴主机（运算单

元）采用的计算机

结构

TB/T 2296-2019

第4.8.2条
— — — — √

21 关键部件要求
TB/T 2296-2019

第4.8.3条
— — — — √

22 结构要求
TB/T 2296-2019

第4.8.4a）、d）、e）条
— — — — √

23 可靠性要求
TB/T 2296-2019

第4.9条
— — — — √

24 使用寿命要求
TB/T 2296-2019

第4.10条
— — — — √

25
标志、包装、运

输、存储

TB/T 2296-2019

第7条
— — — — √

说明：

1.车轮传感器只进行垂直方向的振动试验。

2.“√”表示应进行的检测项目。

4.4.2 重要性能项目是指该项点检验不合格时，可导致产品出现预期功能缺失、性能严重下降，可能

影响产品配合和行车安全，是产品检验过程中需要特别关注和控制的项点。

4.4.3 监督检测是指验证产品持续符合标准要求的检测，一般在两次型式检验之间进行。

4.4.4 现场检查是指无法进行检测的技术条款，进行现场检查确认，逐条确认企业提供的证据满足标

准和标准性技术文件的要求。现场检查时，检验员应对被抽样企业提供的符合性证据进行确认，记录

并收集支持性证据，保证对同一产品的所有现场遵守相同要求。检验过程可采取拍照或录像等方式保

存证据。

4.5 结果判定

4.5.1 型式检验时，全部检验项目合格判定检验结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4.5.2 监督抽查时，检测项目优先从表 6“重要性能项目”中选取，所检项目均合格，检验结论为合

格，否则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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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监督检测时，所检项目均合格，检验结论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4.6 检验程序

4.6.1 检验前准备工作

4.6.1.1 检验检测机构在收到检验样品后，应按照标准的规定进行储存，应核查样品的封条、封签完

好情况，检查样品，记录样品的外观、状态、封条有无破损及其他可能对检验结果或者综合判定产生

影响的情况，对样品分别登记上册、编号，及时分配检验任务，进行检验测试。样品的封条、封签不

完好的、签字被模仿或更改的，按相应的规定进行处理。

4.6.1.2 检验人员应按规定的检验方法和检验条件进行检验。产品检验的仪器设备应满足有关规定要

求，并在计量检定/校准周期内正常运行。

4.6.1.3 检验人员如需要使用外部的计量器具或测量仪器，在使用前应查验其计量检定/校准证书，

满足要求的计量器具或测量仪器方可使用。

4.6.1.4 样品开始检验前应当经生产企业确认样品良好。

4.6.2 项目检验顺序

4.6.2.1 产品型式检验项目按下列顺序进行：

常温性能试验→电磁兼容试验→雷电防护试验→低温试验→高温试验→交变湿热试验(室外设备)/

恒定湿热试验（室内设备）→高温运行→振动试验→冲击试验→防护等级试验

样品中的4套车轮传感器，均进行常温性能试验。4套车轮传感器分4组进行条件试验，第1组条件

试验顺序:电磁兼容试验-雷电防护试验-防护等级试验，第2组条件试验顺序:低温试验-高温试验-交变

湿热试验-高温运行，第3组做振动试验，第4组做冲击试验。

样品中的2台车轮电子检测器，均进行常温性能试验。2台车轮电子检测器分为2组进行条件试验，

第1组条件试验顺序:电磁兼容试验-雷电防护试验-防护等级试验，第2组条件试验顺序:低温试验-高温

试验-交变湿热试验-高温运行-振动试验。

4.6.2.2 监督抽查、监督检测检验项目顺序参照型式检验中对应项目顺序进行。

4.6.3 检验操作程序

4.6.3.1 检验操作严格按规范试验方法进行。试验周期较长的检验项目，应当保持对设定值的控制，

并注意观察试件安装状况，必要时及时调整。

4.6.3.2 检验过程中，发生停电或检验仪器设备故障等情况，导致测试条件不能满足要求的，待故障

排除后，采用备用样品重新进行检测。

4.6.3.3 检验过程中遇有样品失效或检验仪器设备故障等情况致使检验无法进行时，应如实记录即时

情况，并有充分的证实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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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4 检验过程中检验人员应如实填写检验原始记录，保证真实、准确、清晰，不得随意涂改，并

妥善保留备查。检验过程中可采取拍照或录像等方式保存证据。

4.6.4 检验结束后的处理

4.6.4.1 检验结束后应对被检样品状况、仪器设备状态进行认真检查，并做好记录。

4.6.4.2 检验后的样品，应标注样品“已检”状态标识。检验结果公布后退还生产企业。

4.7 检验报告

4.7.1 检验报告应当注明生产企业名称、生产地址、依据标准，应进行单项和综合判定、明确检验结

论。

4.7.2 检验报告应注明产品性质（分为定型产品、新产品）、样品来源（均为抽样）、检验类别（分

为行政许可检测、监督抽查检测、认证检测等）、检验性质（分为新产品鉴定试验（行政许可使用）、

型式检验、部分项目试验）。

4.7.3 检验报告应注明产品名称、型号、编号、生产日期、抽样日期以及其他必要的产品溯源信息。

4.7.4 各项检验记录的读数值与有效值截取的规定应满足表 7 的要求。

表 7 检验记录的读数值与有效值

序号 检验项目 读数值位数
检验结果

备注
有效值位数 单位

1 响应时间 □.□□ □.□ s —

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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