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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GB/T25117.1—2010《轨道交通 机车车辆 组合试验 第1部分:逆变器供电的交

流电动机及其控制系统的组合试验》、GB/T25117.2—2010《轨道交通 机车车辆 组合试验 第2部

分:斩波器供电的直流牵引电动机及其控制系统的组合试验》和GB/T25117.3—2010《轨道交通 机车

车辆 组合试验 第3部分:间接变流器供电的交流电动机及其控制系统的组合试验》。本标准与

GB/T25117.1—2010、GB/T25117.2—2010和GB/T25117.3—2010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适用范围,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由永磁牵引电机构成的牵引系统组合试验技术要求(见

第1章,GB/T25117.1—2010、GB/T25117.2—2010和GB/T25117.3—2010的第1章);
———修改了“术语和定义”(见第3章,GB/T25117.1—2010、GB/T25117.2—2010和GB/T25117.3—

2010的第3章);
———删除了环境条件(见GB/T25117.1—2010、GB/T25117.2—2010和GB/T25117.3—2010的

第4章);
———修改了“牵引系统特性”,重新命名了章标题(见第4章,GB/T25117.1—2010、GB/T25117.2—

2010和GB/T25117.3—2010的第5章);
———增加了“试验通用要求”(见第5章);
———删除了“试验分类”(见GB/T25117.1—2010、GB/T25117.2—2010和GB/T25117.3—2010

的第6章);
———修改了“试验通用条件”(见第6章,GB/T25117.1—2010、GB/T25117.2—2010和GB/T25117.3—

2010的7.2);
———删除了2010版的第7章“试验”,把其中各个试验项目的内容分散到标准的第7章~第14章

(见GB/T25117.1—2010、GB/T25117.2—2010和GB/T25117.3—2010的第7章);
———修改了“转矩特性试验”,将“满转矩速度扫描试验”改为“速度扫描试验”,并作为“牵引电机热

态转矩特性试验”的一个子项,增加了“转速为零时的起动转矩试验”项目(见第7章,

GB/T25117.1—2010、GB/T25117.2—2010和GB/T25117.3—2010的7.5.1);
———修改了“牵引电机热态转矩特性试验”和“牵引电机冷态转矩特性试验”中验收准则以所有牵引

电机转矩之和进行判定和试验中最大工作转速的要求(见7.2、7.3,GB/T25117.1—2010、

GB/T25117.3—2010的7.5.1.2、7.5.1.3);
———修改了“牵引电机冷态转矩特性试验”试验要求,只要求在最低转速点单点执行(见7.3.3,

GB/T25117.1—2010、GB/T25117.3—2010的7.5.1.3);
———增加了“效率和能耗试验”中的线路运行曲线下的能耗试验项目(见第8章);
———增加了线路运行曲线下的温升试验项目(见第9章);
———增加了“系统功能试验”中的反向起动试验项目、牵引-制动转换试验项目及微制动试验(见第

10章);
———修改了“网压变化范围试验”(见第11章,GB/T25117.1—2010、GB/T25117.3—2010的7.6.1.2);
———修改了“系统保护试验”,把2010年版中的短时供电中断试验拆分成了牵引供电电压中断试验

和牵引供电接触失效试验两个试验项目,增加了再生制动突然失效试验、牵引变流器停止试

验、温度计算功能试验、过流和过压保护试验、控制蓄电池电源中断试验5个试验项目(见
第12章,GB/T25117.1—2010、GB/T25117.3—2010的7.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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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故障管理试验”中的传感器功能失效试验、命令和反馈信号丢失、冷却系统故障试验、
接地和短路故障4个试验项目(见第13章);

———增加了储能式牵引系统组合试验(见第14章);
———增加了直流牵引电机的特殊试验项目和试验条件(见附录B);
———修改了用户与制造商协议条款(见附录C,GB/T25117.1—2010的附录 A、GB/T25117.2—

2010和GB/T25117.3—2010的附录B)。
本标准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IEC61377:2016《轨道交通 机车车辆 牵引系统组合试验

方法》。 
本标准与IEC61377:2016相比在结构上有调整,增加了3.18、3.19、10.3和第14章。
本标准与IEC61377:2016相比存在技术性差异,这些差异涉及的条款已通过在其外侧页边空白位

置的垂直单线(|)进行了标示,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关于规范性引用文件,本标准做了具有技术性差异的调整,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调整的情

况集中反映在第2章“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具体调整如下:

  ● 用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GB/T1402代替IEC60850(见第4章,6.1.2.2);

  ● 用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GB/T25122.1—2018代替IEC61287-1:2014(见10.3.4,12.8);

  ● 用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GB/T25123.1—2018代替IEC60349-1:2010(见B.3);

  ● 用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GB/T25123.2代替IEC60349-2(见第4章、7.2.2、8.2.4);

  ● 用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GB/T25123.4代替IEC60349-4(见第4章、7.2.2、8.2.4);

  ● 用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GB/T28027代替IEC62313(见11.2);

  ● 增加引用了IEC62864-1:2016。
———修改了范围,删除注“本标准不包含储能系统”,满足实际需求(见第1章)。
———修改了IEC61377:2016中第1章的牵引系统组成框图,增加燃料电池供电的直流电源和储能

式电源,满足实际需求(见第1章)。
———增加了“无动力回送”和“微制动”术语和定义,便于标准的理解(见3.18、3.19)。
———修改了IEC61377:2016中7.2.4的热态转矩特性试验中试验转速的要求,删除了最大工作转

速90%的要求,满足实际需求(见7.2.4)。
———删除了IEC61377:2016中7.4.1的零转速起动试验中“仅对机车牵引系统”的要求,用户可以

根据车辆实际运行环境选择是否开展试验,满足实际需求(见第7.4.1)。
———修改了IEC61377:2016中8.3.4的能耗试验容差要求,满足实际需求(见8.3.4)。
———增加了持续温升试验中对牵引电机轴承的要求,以符合我国国情(见9.2.3)。
———增加了系统功能试验中微制动试验项目和要求,以符合我国国情(见10.3)。
———增加了储能式牵引系统的特定试验项目和要求,以符合我国国情(见第14章)。
———修改了“效率特性”试验为强制性试验,满足实际需求(见表A.1)。
本标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按照GB/T1.1—2009要求,规范了“范围”一章的编写;
———按照在文本中出现顺序调整了附录编号;
———修改了IEC61377:2016原文错误,增加了7.2.3(见7.4.1);
———修改了试验项目列表中的选择符号,用“√”替代“×”表示选择。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国家铁路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牵引电气设备与系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78)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中铁检验认证株洲牵引电气设备检验站有限公

司、中车永济电机有限公司、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机车车辆研究所、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

Ⅳ

GB/T25117—2020



究所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可安、高连升、刘海涛、王彬、高永军、黄金、李政达、程浩。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25117.1—2010;
———GB/T25117.2—2010;
———GB/T25117.3—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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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 机车车辆
牵引系统组合试验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牵引系统的型式检验,主要包括:
a) 特性试验;
b) 验证特性的试验方法。
本标准未规定各个分离部件的型式检验。
本标准适用于牵引系统,牵引系统可由牵引电机、变流器、包含软件在内的牵引控制装置、变压器、

输入滤波器、制动电阻、主断路器、冷却装置、传感器和接触器等组成。
牵引系统的组成示意图见图1,本图并不代表所有牵引系统的结构。

注:储能式电源包括但不限于蓄电池和超级电容等。

图1 牵引系统组成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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