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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车组异步牵引电动机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检验实施细则 

 

1 适用范围 

本细则规定了动车组异步牵引电动机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以下简称“监督抽查”）检验的

全部项目。适用于动车组异步牵引电动机的监督抽查检验，具体检验项目根据监督抽查计划

调整确定。 

2 检验依据 

TB/T 3238—2017  机车车辆电机 动车组异步牵引电动机 

3 抽样 

3.1 抽样方案 

采用一次抽样检验，根据铁路产品质量监督抽查计划检验内容，按照表 1 随机抽取一定

数量的样品作为一个样本，采用（1；0）抽样方案。 

表 1  抽样数量及要求 

抽样数量 抽样基数 备注 

2 台（含备用样品 1 台） 大于等于 4 台 - 

说明： 
1. 备用样品封存于生产企业或用户；  
2. 在用户抽样时，不作基数要求。 

3.2 抽样地点 

可在生产企业或用户抽取。 

3.3 抽样要求 

由国家铁路局委托的检验机构组织人员抽样，具体抽样要求按《铁路专用产品质量监督

抽查管理办法》（国铁设备监〔2017〕79 号）执行。 

抽查的样品应是两年内生产、经生产企业检验合格且未经使用的产品。 

4 检验条件  

4.1 检验环境条件  

检验环境条件按所依据的标准规定的试验条件执行。 

4.2 检验用主要仪器仪表及设备 

检验用主要仪器仪表及设备要求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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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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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程 准确度/分度值 

1 绝缘电阻测试仪 0.01MΩ～10GΩ 20% - 

2 耐压测试仪 0～20kV ±5% - 

3 功率分析仪 
电压：0～1000V 

电流：0～20A 
±0.1% - 

4 电压传感器 0～4000V 0.2 级 - 

5 电流传感器 0～1000A 0.2 级 - 

6 转矩转速测量仪 
转矩：0～5000N•m， 
转速：0～6500 r/min 

转矩：0.2 级 
转速：±1r/min 

- 

7 测振仪 0.1 mm/s～199.9mm/s ±5% - 

8 温度巡检仪 0～150℃ ±1℃ - 

9 噪声统计分析仪 25 dB（A）～138dB（A） 1 级 - 

10 数字示波器 -300 V～300V ±1.5% - 

11 吊钩秤 0～3t 1kg - 

12 高低温交变湿热箱 
温度：-50℃～100℃ 

相对湿度：20%～100% 
温度：±2℃ 

相对湿度：±3% 
- 

13 数字压力计 -10000 Pa～10000Pa ±1% - 

14 直流电阻测试仪 0～1Ω 0.2 级 - 

15 游标卡尺 0～1000mm 0.02mm - 

16 冲击振动台 频率范围：2Hz～1000Hz - - 

17 盐雾箱 +20℃～+55℃ 温度：±2℃ - 

4.3 使用现场的检测仪器仪表及设备 

使用现场的检测仪器仪表及设备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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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检验内容及检验方法 

检验内容、检验方法、执行标准条款及不合格类别划分见表 3。 

6 检验程序 

6.1 检验前准备工作 

6.1.1 检验机构在收到检验样品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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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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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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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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检验的主要仪器仪表及设备

应符合有关规定要求，并在计量检定/校准周期内正常运行。 

6.1.3 对需要现场检验的产品，检验机构制定现场检验规程，并保证对同一产品的所有现场

遵守相同的规程。在现场检测的检验样品必须符合有关标准的规定。检验过程中应采取拍照

或录像等方式保存证据。 

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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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项目检验顺序 

产品各检验项目按下列顺序进行： 

外观检查尺寸接口检查标识检查转向检查绝缘电阻测量→温度传感器功能

检测→定子绕组冷态直流电阻测量→堵转试验→耐电压试验→空载试验→速度传感器功能

试验→振动试验→风量风压试验→噪声试验→温升试验→特性试验→称重→冲击和振动试

验→超速试验→低温试验→湿热试验→盐雾性能试验。 

6.3 检验操作程序 

6.3.1 检验工作应由经过培训考核合格后的检验人员进行，并至少有 2 人参加。 

6.3.2 检验操作严格按本细则所依据的试验方法进行。对试验周期较长的检验项目，须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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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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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采备用样品重新进行检测。  

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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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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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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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检验结束后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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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作好记录。 

6.4.2 检验后的样品，应标注样品“已检”状态标识。检验结果为合格的样品，应在监督抽

查结果公布后退还生产企业；检验结果为不合格的样品，应在监督抽查结果公布后 3 个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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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还生产企业。因检验造成破坏或损坏而无法退还的样品可以不退还，但应向生产企业说明

情况；生产企业要求样品不退还的，可由双方协商解决。 

7 数据处理 

各项检验记录的读数值与检验结果有效值截取的规定见表 4。 

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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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尺寸接口检查 □.□□ □.□ mm - 

2 绝缘电阻测量 □ □ MΩ - 

3 定子绕组冷态直流电阻测量 □.□ □.□ mΩ - 

4 空载试验 电流 □.□ □.□ A - 

5 堵转试验 电压 □.□ □.□ V - 

6 振动试验 □.□□ □.□□ mm/s - 

7 温升试验 - □.□ K - 

8 特性试验 转矩 □ □ N•m - 

9 噪声试验 □.□ □.□ dB(A) - 

10 速度传感器功能试验 □.□ □.□ V - 

11 温度传感器功能检测 - □.□ ℃ - 

12 称重 □ □ kg - 

13 风量风压试验 风压 □ □ Pa - 

8 检验结果的判定 

按表 3 中的项目对样本进行检验，以其中的技术指标进行判定。  

8.1 单项判定 

A 类、B 类不合格判定方案为[n；Ac，Re]；其中“n”为样品 A 类、B 类检验项目的样

品数量，“Ac”为合格判定数，“Re”为不合格判定数。其判定方案见表 5。 

表 5  动车组异步牵引电动机检验项目及单项判定方案 

序号 检验项目 
不合格

类别 
样品数量 

判定方案 
备注 

合格判定数 Ac 不合格判定数 Re 

1 外观检查 B 1 0 1 - 

2 尺寸接口检查 A 1 0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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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验项目 
不合格

类别 
样品数量 

判定方案 
备注 

合格判定数 Ac 不合格判定数 Re 

3 标识检查 A 1 0 1 - 

4 转向检查 A 1 0 1 - 

5 绝缘电阻测量 A 1 0 1 - 

6 
定子绕组冷态直流电

阻测量 
B 1 0 1 - 

7 空载试验 A 1 0 1 - 

8 堵转试验 A 1 0 1 - 

9 超速试验 A 1 0 1 - 

10 振动试验 A 1 0 1 - 

11 耐电压试验 A 1 0 1 - 

12 温升试验 A 1 0 1 - 

13 特性试验 A 1 0 1 - 

14 噪声试验 A 1 0 1 - 

15 速度传感器功能试验 A 1 0 1 适用时 

16 温度传感器功能检测 A 1 0 1 适用时 

17 称重 A 1 0 1 - 

18 风量风压试验 B 1 0 1 适用时 

19 冲击和振动试验 A 1 0 1 - 

20 湿热试验 A 1 0 1 - 

21 低温试验注 1 A 1 0 1 - 

22 盐雾性能试验 B 1 0 1 适用时 

注 1：低温试验适用于特殊环境条件(-40℃～+40℃)下使用的动车组异步牵引电机。 

8.2 综合判定 

当 A、B 类不合格满足表 6 所示判定方案时,所检样本合格，按抽样方案（1；0）判本

次监督抽查产品检验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表 6  综合判定方案 

不合格类别 检验项目数量 
判 定 方 案 

合格判定数 Ac 不合格判定数 Re 

A nA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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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格类别 检验项目数量 
判 定 方 案 

合格判定数 Ac 不合格判定数 Re 

B 

4 1 2 

3 1 2 

2 1 2 

9 异议处理 

对判定不合格产品进行异议处理时，按以下方式进行： 

9.1 核查不合格项目相关证据，能够以记录（纸质记录或电子记录或影像记录）或与不合格

项目相关联的其它质量数据等检验证据证明。 

9.2 对需要复检并具备检验条件的，按原监督抽查方案对留存的样品或抽取的备用样品进行

复检，并出具检验报告。复检结论为最终结论。 

10 附则 

本细则起草单位：国家铁路局装备技术中心、国家铁路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本细则主要起草人：刘霞、郭艺丹、宋玉亮、宋子贤、黄健。 

本细则由国家铁路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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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动车组异步牵引电动机产品监督抽查检验项目及方法 

序

号 
检验项

目 

不合

格类

别 

技 术 指 标 检 验 方 法 仪器仪表及

设备名称 
备 注 

执行标准及条款 标准要求 执行标准及条款 检验方法要点说明 

1 
外观检

查 
B 

TB/T 3238—2017
第 5.1.2 条 

电动机装配应完整正确；电动机表

面的防护涂层应干燥、无污损、无

锈蚀和无裂痕等现象 

TB/T 3238—2017
第 6.2.1 条 

目视检查电动机零部件装配的正确

性、金属镀层、表面涂层等 
- - 

2 
尺寸接

口检查 
A 

TB/T 3238—2017
第 5.1.3 条 

电动机的外形和安装尺寸应满足供

需双方确定的技术协议接口要求 

TB/T 3238—2017
第 6.2.1 条 

用适当的量具检查电机的长宽高与

安装尺寸 

钢卷尺、游

标卡尺 
- 

3 
标识检

查 
A 

TB/T 3238—2017
第 5.2.4、第 5.2.5
条、第 8.1 条 

电动机的接线盒或带电部分应有明

显的警示标识； 

电动机的接线端应具有明显的

U-V-W 三相标识； 

电动机应设置接地点，在接地点处

设置接地标识； 

紧固件上应做防松标识； 

电动机的铭牌至少应包含下列数

据：制造商名、电动机型号、电动

机序号、制造年份 

TB/T 3238—2017
第 6.2.2 条 

目视检查紧固件防松标识、接地标

识、相序标识、警示标识以及铭牌 
- - 

4 
转向检

查 
A 

TB/T 3238—2017
第 5.3.5 条 

1.转向检查：除非另有规定，从传

动端视之，电动机应为顺时针旋转；

2.转动检查：轴承平稳、轻快、无

停滞现象；轴承声音均匀无杂音 

TB/T 3238—2017
第 6.3 条 

按电动机接线端标识接线，当接线端

标识的字母顺序与三相电源电压相

序相同时，使电动机空转，目视检查

电动机转向，检查轴承转动状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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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检验项

目 

不合

格类

别 

技 术 指 标 检 验 方 法 仪器仪表及

设备名称 
备 注 

执行标准及条款 标准要求 执行标准及条款 检验方法要点说明 

5 
绝缘电

阻测量 
A 

TB/T 3238—2017
第 5.3.2 条  

1.绕组冷态绝缘电阻要求不低于

100MΩ； 

2.温度传感器导线对外壳（或机座）

绝缘电阻不小于 10MΩ； 

3.速度传感器导线对外壳（或机座）

绝缘电阻不小于 10MΩ； 

4.绕组热态绝缘电阻要求不低于推

荐值。 

5.在 10℃～40℃，湿度小于 70%条

件下，轴承绝缘电阻大于 10MΩ(冷

态) 

GB/T 1032—2012
第 5.1 条 

1.测量所有连接在一起的绕组对机

壳的冷态绝缘电阻，测量时应在试验

电压施加 1min 后读取数据并记录绕

组温度； 

2.用 DC500V 绝缘电阻测试仪测量

温度传感器导线对外壳绝缘电阻，测

量时应在试验电压施加 1min 后读取

数据并记录绕组温度； 

3.用 DC500V 绝缘电阻测试仪测量

速度传感器导线对外壳绝缘电阻，测

量时应在试验电压施加 1min 后读取

数据并记录绕组温度； 

4.测量所有连接在一起的绕组对机

壳的热态绝缘电阻，测量时应在试验

电压施加 1min 后读取数据并记录绕

组温度； 

5.用 DC500V 绝缘电阻测试仪测量

整机组装后轴承的绝缘电阻 

绝缘电阻测

试仪 
- 

6 

定子绕

组冷态

直流电

阻测量 

B 
TB/T 3238—2017

第 5.3.6 条 

在已设定的典型值的±10%范围内。

（允许偏差也可由供需双方协商确

定） 

TB/T 3238—2017
第 6.4 条 

电机冷态时，测量并记录每对出线端

子 UV、VW 及 WU 之间的定子绕组

电阻 Ru-v，Rv-w 和 Rw-u，同时记

录环境（机座）的温度； 

计算 20℃下定子绕组的电阻值 

直流电阻测

试仪 
- 

7 
空载试

验 
A 

TB/T 3238—2017
第 5.3.7 条 

所有电机的空载电流偏差不超过典

型值的±10%。（空载电流典型值见

技术条件） 

TB/T 3238—2017
第 6.8 条 

测量空载特性曲线（空载电压、空载

损耗、功率因数和空载电流之间的关

系） 

功率分析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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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检验项

目 

不合

格类

别 

技 术 指 标 检 验 方 法 仪器仪表及

设备名称 
备 注 

执行标准及条款 标准要求 执行标准及条款 检验方法要点说明 

8 
堵转试

验 
A 

TB/T 3238—2017
第 5.3.8 条 线电压偏差符合技术条件规定 

TB/T 3238—2017
第 6.9 条 

采用正弦波电源供电，堵住转子； 

给定频率、施加电流为额定电流值，

记录此时线电压值 

功率分析仪 - 

9 
超速试

验 
A 

TB/T 3238—2017
第 5.3.12 条 试验后应无异常变形和损坏现象 

TB/T 3238—2017
第 6.14 条 

电动机在热态下，按电动机 1.2 倍最

高工作转速运转 2min 

转矩转速测

量仪 
- 

10 
振动试

验 
A 

TB/T 3238—2017
第 5.3.9 条 

当 电 动 机 转 速 小 于 或 等 于

3600r/min 时，其振动速度限值为

3.5mm/s； 

当电动机转速大于 3600r/min 时，

其振动速度限值 5.25mm/s 

TB/T 3238—2017
第 6.10 条 

应测试从 600 r/min 开始整个工作范

围内至少 10 个转速点下的振动，包

含额定转速和最高转速； 

电动机应在空载、正弦波电源供电情

况下，转速稳定后进行测试 

测振仪 - 

11 
耐电压

试验 
A 

TB/T 3238—2017
第 5.3.14 条 无击穿或闪络现象 

TB/T 3238—2017
第 6.16 条 

电动机热态下进行耐电压试验，使用

工频正弦交流电，在绕组和机座之间

依次施加试验电压。 

给温度传感器施加 500V 工频电压，

并保持 1min。 

给速度传感器施加 500V 工频电压，

并保持 1min 

耐压测试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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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温升试

验 
A 

TB/T 3238—2017
第 5.3.11 条 

定子绕组温升不超过热分级限值；

转子温升不应损害任何绕组和其他

部件 

TB/T 3238—2017
第 6.13 条 

1.正弦波电源供电：电动机采用额定

定额或代用定额进行长时温升试验，

用电阻法测量记录定子绕组温度并

记录冷却温度。获得稳定的温度（每

小时温升增加不超过 2K）后停机；

试验中应保证电动机要求的冷却风

量； 

试验过程中，每隔 15 分钟测量记录

以下变量：定子电压、电流、输入功

率、功率因数和输出功率。 

还要记录：进风、出风的温度、两端

轴承温度； 

2.逆变器电源供电：此试验在动车组

牵引系统地面组合试验时或采用与

车辆所使用变流器的电源波形和谐

波分量非常相似的电源进行，采用与

之匹配的牵引逆变器和程序进行额

定定额或代用定额长时温升试验 

功率分析仪 
转矩转速测

量仪 
温度巡检仪 
数字压力计 

- 

13 
特性试

验 
A 

TB/T 3238—2017
第 5.3.13 条 

在规定的特性曲线上，相应于最大

转矩的转速至 90%最高转速之间，

任何点上的典型转矩不应小于所规

定值的 95% 

TB/T 3238—2017
第 6.15 条 

待电动机温升稳定之后，以在试验台

上可获得的最低转速为起始点，绘制

牵引传动系统整个转速范围内最大

基准转矩的“转矩—转速特性曲线”，

并记录各转速下的电动机电流、电

压、功率和转矩 

功率分析仪 
转矩转速测

量仪 
数字压力计 

- 

14 
噪声试

验 
A 

TB/T 3238—2017
第 5.3.10 条 

A 计权声功率级噪声值不应超过

IEC 60349-2:2010 标准图 C.1 规定

的限值 

TB/T 3238—2017
第 6.11 条 

电机在额定转速及最大转速下空载

运行，在两个旋转方向测噪声  

噪声统计分

析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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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速度传

感器功

能试验 
A 

TB/T 3238—2017
第 5.3.4 条 

速度传感器的相位差、输出电平应

符合供需双方协商确定的技术要求

TB/T 3238—2017
第 6.7 条 

牵引电动机空载运行，测量传感器相

位差、信号时序和输出电压 
示波器 适用时 

16 
温度传

感器功

能检测 
A 

TB/T 3238—2017
第 5.3.3 条 

温度传感器换算温度与环境温度偏

差不应超过±3℃ 

TB/T 3238—2017
第 6.6 条 

测量并记录温度传感器的电阻值，依

据 IEC 60751 换算至温度值。 

进行该项检测时应将牵引电动机在

环境温度下放置 24 小时以上进行测

试，保证测温部位与环境温度（或机

座）温差足够小 

万用表 适用时 

17 称重 A 
TB/T 3238—2017

第 5.3.15 条 
除非另有规定，牵引电动机实际重

量与设计值偏差不超过±3% 

TB/T 3238—2017
第 6.17 条 

采用合适量程的电子秤对产品进行

称重 
吊钩秤 - 

18 
风量风

压试验 
B 

TB/T 3238—2017
第 6.12 条 符合采购技术规范 

TB/T 3238—2017
第 6.12 条 

测量并记录牵引电机在 0r/min 至最

高转速范围内（可依据情况取值），

不同空气流量时，进风口处的静压

力，根据测量结果绘制以转速为参数

的风量和静压的关系图，进而以该图

相关的风量为参数求得转速和静压

的关系 

数字压力计 适用时 

19 
冲击和

振动试

验 
A 

TB/T 3238—2017
第 5.3.16 条 

冲击和振动试验后，各部件无裂纹、

紧固件无松动，并通过 6.4、6.5、

6.6、6.7、6.8、6.9、6.16 验证，其

中耐电压试验应为 6.16中试验值的

85% 

TB/T 3238—2017
第 6.18 条 

牵引电动机冲击和振动试验应依据

IEC 61373:2010 中规定的参数及要

求分别在垂向、横向和纵向三个方向

上进行模拟长寿命试验、冲击试验和

功能性试验。 

车体安装按照 1 类 A 级进行试验；

转向架安装按照 2 类进行试验 

冲击振动台 
功率分析仪 
转矩转速测

量仪 
耐压测试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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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湿热 
试验 

A 
TB/T 3238—2017

第 6.19 条 

试验完成后应通过绝缘电阻测试及

耐电压试验，其中耐电压试验应为

6.16 中试验值的 85% 

TB/T 3238—2017
第 6.19 条 

电动机按 GB/T 2423.4—2008 进行 6

周期的高温 40℃交变湿热试验。试

验完成后应重新进行绝缘电阻测试

及耐压试验。 

试验循环采用方法 1 

高低温交变

湿热箱 
- 

21 
低温试

验 
A 

TB/T 3238—2017
第 6.20 条 

试验完成后牵引电动机外观应良

好，无影响正常使用的缺陷，牵引

电机通电启动应正常 

TB/T 3238—2017
第 6.20 条 

电动机按照GB/T 2423.1—2008将环

境温度调到-40℃，低温存放 16h 的

试验后恢复至环境温度后检查电动

机外观，空载启动运行正常； 

电动机按照GB/T 2423.1—2008将环

境箱温度降到-25℃，待电机达到此

温度后启动电动机，在此条件下电动

机应启动及运行正常； 

试验温度继续降低到-40℃，电动机

应运行正常。试验温度不变，断电

2h 后重启，电动机应启动及运行正

常 

高低温交变

湿热箱 
- 

22 
盐雾性

能试验 
B 

TB/T 3238—2017
第 5.3.17 条 

试验完成后牵引电动机外观应良

好，无影响正常使用的缺陷，牵引

电动机通电启动应正常 

TB/T 3238—2017
第 5.3.17 条 

按照 GB/T 25119—2010 中 12.2.10

规定进行试验 
盐雾箱 适用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