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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路总公司文件

铁总运〔２０１４〕１００号

中国铁路总公司关于印发《列车运行监控
装置（ＬＫＪ）检修规程（Ｖ２ ０） 》的通知

各铁路局：
　 　 现将《列车运行监控装置（ＬＫＪ）检修规程（Ｖ２ ０）》印发给
你们（技术规章编号：ＴＧ ／ ＸＨ ２０７—２０１４），自２０１４年７月１日
起施行。原铁道部运输局印发的《列车运行监控装置（ＬＫＪ）检
修规程（Ｖ１ ０）》（运基信号〔２００９〕６８３号）同时废止。《列车运
行监控装置（ＬＫＪ）技术规范（Ｖ１ ０）》（运基信号〔２００８〕５７２号）
中有关ＬＫＪ检查规定与本规程不一致的，以本规程为准。

中国铁路总公司
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４日



抄送：中国南、北车集团，通号集团，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
限公司，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西南交大，北京交大，铁科
院，信息技术中心，地方铁路协会，总公司财务部、科技部、
安监局，运输局调度部、机务部、车辆部、供电部、工务部和
信息化部。

中国铁路总公司办公厅 ２０１４年４月２５日印发



前 　 　 言

本规程对ＬＫＪ系统设备检修的基本要求、检修周期、修程
范围、质量标准以及检修工作管理等进行了规定。

本规程主要起草人：杨志刚、裴显杨、林楠、魏宝生、韩枫、
程长明、向波、邢世佩、苏军贵、甘德乐、陈勇、张言安、海金峰、
袁海军、马春吉、贺雄、武岳山。

本规程由中国铁路总公司运输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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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 １　 根据《列车运行监控装置（ＬＫＪ）运用维护规则》，为规
范列车运行监控装置（ＬＫＪ）及相关设备的检修工作，保障设备
质量可靠，特制定本规程。

１ ２　 本规程适用于ＬＫＪ２０００型监控装置及相关设备（以
下统称ＬＫＪ系统设备）的各级维修和检测工作，规定了ＬＫＪ系
统设备检修的基本要求、检修周期、修程范围和质量标准等内
容，是开展检修工作的依据。各级管理人员应严格管理，作业人
员应精检细修，使ＬＫＪ系统设备的质量状态满足各项技术规
范、技术标准和运行质量指标的要求。

１ ３　 ＬＫＪ系统设备的质量直接关系到列车运行安全，为确
保设备质量状态满足规定的要求，检修工作须坚持“质量第一、
预防为主”的方针。实行机车、动车组担当牵引任务出库前的
基本状态确认检测体制；实行预防修与状态修相结合的维修体
制。各检修单位应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和检修体系，加强生产
组织管理和质量控制。

１ ４　 ＬＫＪ系统设备的维修周期和修程设置应适应机车、动
车组的检修体制，维修工作在机车、动车组检修作业时同步进
行；ＬＫＪ系统设备的检测应适应机车、动车组的整备作业，检测
作业在机车、动车组整备作业时同步进行。

１ ５　 ＬＫＪ系统设备的检修工作应坚持“按范围、按信息反
馈及设备状态、按技术要求、按工艺”、“程序化、文明化、现代
化”、“记名检修”（简称“四按三化记名修”）的施修方式，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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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化修理，严格控制检修过程中各环节的作业质量。
１ ６　 在ＬＫＪ系统设备的检修工作中，应积极采用现代化

的工艺装备等技术手段、优化检修作业方式方法、研究推进修程
修制改革，提高劳动生产率，形成科学的检修管理体系；应积极
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不断提高设备的检修质量和运用
可靠性。

１ ７　 ＬＫＪ系统设备检修人员应熟悉ＬＫＪ系统工作原理、设
备技术结构、主要性能参数及相关电气原理；掌握基本工装、工
具、仪器仪表的使用方法和有关标准等。

·２·



２　 基 本 规 定

２ １　 根据ＬＫＪ系统设备的结构特性、工作环境、性能和一
定时期的制造技术水平，结合机车、动车组的运用、检修体制等
因素，规定ＬＫＪ系统设备维修修程和周期如下。

２ １ １　 维修修程
ＬＫＪ系统设备的维修修程分为Ⅰ级修、Ⅱ级修、Ⅲ级修。
Ⅰ级修：以清洁和功能测试为主，对ＬＫＪ系统设备进行检

查和维护。
Ⅱ级修：以性能调试和更换易损易耗件为主，对ＬＫＪ系统

主要设备进行下车维修。
Ⅲ级修：以更换耗损严重、性能指标下降的部件和元器件为

主，对ＬＫＪ系统设备进行全面整修，恢复设备的基础质量。
２ １ ２　 维修周期
ＬＫＪ系统设备的维修周期结合机车、动车组的相应修程设

置，机车上安装的ＬＫＪ系统设备维修周期见表１，动车组上安装
的ＬＫＪ系统设备维修周期见表２。

表１　 机车上安装的ＬＫＪ系统设备维修周期
ＬＫＪ维修修程 ＬＫＪ维修周期 对应机车修程

Ⅰ级修 ２ ～ ４万走行公里或６０ ～ ９０天 辅／小修或季（月）检、半年检、年检

Ⅱ级修 ２５ ～ ４５万走行公里或２年 中修或大修、二（六）年检

Ⅲ级修 ８０ ～ １２０万走行公里或４年 大修或中修、二（六）年检

·３·



表２　 动车组上安装的ＬＫＪ系统设备维修周期
ＬＫＪ维修修程 ＬＫＪ维修周期 对应动车组修程
Ⅰ级修 ５ ～ １２万走行公里或６０天 ２级修
Ⅱ级修 ８０ ～ １２０万走行公里或２年 ３、４或５级修
Ⅲ级修 １６０ ～ ２４０万走行公里或４年 ３、４或５级修

　 　 ２ ２　 ＬＫＪ系统设备的Ⅰ、Ⅱ级修由电务段实施；ＬＫＪ系统
设备Ⅲ级修中的ＬＫＪ主机、人机界面单元（屏幕显示器）、本／补
切换装置的维修须由设备制造单位或具备资质的专业维修机构
实施，其余各项设备的维修可由电务段实施。

２ ３　 按规定在机车、动车组出库前对ＬＫＪ系统设备进行
检测，并登录检测记录台账。ＬＫＪ系统设备检测范围和标准主
要内容见附件１。

在机构、设施不具备ＬＫＪ检测作业条件时，铁路局应采取
特殊措施，确保ＬＫＪ状态良好。

２ ４　 检测作业应建立检测试验记录数据文件。铁路局应
制定检测试验记录数据文件分析标准，电务段应建立检测试验
记录数据文件分析制度，规范检测作业。

２ ５　 ＬＫＪ系统设备由非归属单位进行检测作业时，归属单
位须与相关单位签订委托协议，承委双方按照协议工作。

２ ６　 设备维护单位应积极开展强化质量监测、优化检测手
段和装备工作，建立ＬＫＪ运行记录数据质量分析制度，不断开
拓、探索状态修的方式方法，推进修制改革和发展。

在实施预防修的同时，应对ＬＫＪ运行记录数据中的插件故
障、模块故障、通信故障、复位、开关机、信号灭灯、过机不校、单
机运行、主备切换等与质量有关的信息进行重点统计分析，并结
合电务车载设备使用反馈信息，有针对性地开展状态修。ＬＫＪ

·４·



运行记录数据质量分析主要项目和标准见附件２。
２ ７　 科学合理地制定各级修程的维修范围和工艺是实现

各级维修目标的保障。管理部门应定期对ＬＫＪ维修范围和工
艺进行执行情况分析，并不断组织修订加以完善。

２ ７ １　 维修范围制定的基本要求为：不因范围不当而发生
机故、临修和超范围修；在完成规定的维修周期和保证设备运用
安全可靠的基础上，尽量减少“过剩”修理。

ＬＫＪ系统设备Ⅰ、Ⅱ级修修程范围和标准见《ＬＫＪ系统设备
Ⅰ级修修程范围和标准》（附件３）、《ＬＫＪ系统设备Ⅱ级修修程
范围和标准》（附件４）。铁路局应结合设备使用环境和质量状
态对本规程规定的Ⅰ、Ⅱ级修修程范围和标准进行细化并严格
执行，加强维修质量控制。ＬＫＪ系统设备Ⅲ级修修程范围和标
准见《ＬＫＪ系统设备Ⅲ级修修程范围和标准》（附件５）。

２ ７ ２　 维修工艺编制的基本要求为：符合ＬＫＪ系统设备的
有关管理规则、规程、规范、标准、图纸等技术文件的要求；对质
量标准、工艺装备、检测器具、材料质地、配件清洁、作业环境以
及重点作业方法、作业要领等做出明确规定；操作简便、安全，力
求实用。

铁路局负责制定ＬＫＪ系统设备Ⅰ、Ⅱ级修维修工艺，设备
制造单位和专业维修机构负责制定ＬＫＪ系统设备Ⅲ级修维修
工艺。

２ ８　 ＬＫＪ系统设备维修过程中，需将设备从机车、动车组
上拆离下车进行维修时，应对各电缆接插件和机械接口等采取
防护措施。

２ ９　 ＬＫＪ系统设备维修后的监修按有关规定执行。
２ １０　 经过Ⅱ、Ⅲ级修的ＬＫＪ系统设备应标注维修标识

（包括维修时间、施修单位等）；设备维修后由装车单位按照安
·５·



装规范装车，并按照装车检验标准进行竣工检验。
２ １１　 在正常使用和检测维修的情况下，ＬＫＪ系统设备维

修后的质量保证期限要求如下。
Ⅰ级修质量保证期限：至下一个计划修修程。
Ⅱ级修质量保证期限：６个月。
Ⅲ级修质量保证期限：１２个月。
２ １２　 检修工作及其管理应积极推广应用计算机信息处理

和网络技术，建立生产组织、技术履历、互换配件、质量分析、资
料存储、记录台账、统计上报等计算机管理平台，全面提高检修
管理工作水平；应加强ＬＫＪ系统设备、部件及主要元器件的检
修数据积累，为提高设备检修质量和修订有关规程提供科学依
据。

·６·



３　 检 修 管 理

３ １　 铁路总公司对ＬＫＪ系统设备检修工作进行统一规
划，制定技术政策、规程，规定ＬＫＪ系统设备各级修程的周期、
范围和技术标准。

３ ２　 铁路局贯彻铁路总公司有关规章制度、技术标准和技
术规范等规定，负责ＬＫＪ系统设备检修管理工作，建设和完善
检修管理机制、检修设施，制定ＬＫＪ系统设备Ⅰ、Ⅱ级修维修工
艺和检测作业程序，督促检查执行情况；制定设备Ⅲ级修计划，
并组织实施。

３ ３　 电务段贯彻执行铁路总公司、铁路局有关规章制度、
技术规范、技术标准等要求，制定ＬＫＪ系统设备检修工作相关
制度，建立检修生产组织机构和生产管理机制，制定设备Ⅰ、Ⅱ
级修维修计划，按规定完成ＬＫＪ系统设备的检测作业、维修等
任务；定期检查分析检修生产组织、设备运用质量、“四按三化
记名修”的执行、配件管理、维修成本管理等情况，制订改进措
施并实施；开展专业技术培训、加强班组建设，提高检修人员技
术水平和班组管理水平；积极应用ＬＫＪ系统设备诊断技术、信
息技术进步成果，提高检修和管理工作水平。

３ ４　 检修计划管理
３ ４ １　 铁路局制定年度ＬＫＪ系统设备Ⅲ级修维修计划，组

织电务段测算每年ＬＫＪ系统设备Ⅰ、Ⅱ级修维修工作量，并下
达ＬＫＪ系统设备Ⅲ级修任务和各级维修成本计划。

３ ４ ２　 电务段根据铁路局下达的维修计划，结合机车、动
·７·



车组的修程计划，均衡组织完成维修任务。
３ ５　 互换配件管理
３ ５ １　 ＬＫＪ系统设备维修实行整机、插件板等配件互换修

的方式。用于互换修理的主要配件见附件６。
３ ５ ２　 铁路局应建立互换配件管理制度，规定互换配件的

数量、存放、取用、周转、保养及台账管理等要求，按规定配备互
换备品。

３ ５ ３　 互换配件管理须做到帐、卡、物相符，配件台账填写
正确清晰；良好配件保有量不得低于该项互换配件总数的
８０％ ；存放的良好配件须粘贴标识，上车之前须进行性能试验。

３ ６　 技术履历管理
ＬＫＪ系统设备技术履历簿（电子履历）内容应包括设备类

型、主要技术参数、生产厂家、出厂时间和编号等，并对设备安装
使用、技术状态、技术改造及修理等情况进行跟踪记录。

３ ７　 工艺工装管理
从事检修工作的单位须按照工艺要求编制检修作业各环节

操作流程，合理划分作业区域和固定工位；配备工艺装备、工具
和量具；对互换备品、工艺装备、配件材料、记录台账等实行定置
管理；有计划地进行工艺培训和工艺操作考核；认真填写和保管
工艺记录。

电务段应配备的基本工装工具见《电务段ＬＫＪ基本工装配
置表》（附件７）。

３ ８　 铁路局、电务段应按月、季、年度定期对ＬＫＪ系统设
备检修成本、设备质量、作业安全、生产组织情况以及执行范围
和工艺情况、检修任务完成情况等进行分析，及时解决出现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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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基本技术要求

４ １　 ＬＫＪ系统设备经Ⅰ、Ⅱ、Ⅲ级维修装车后应达到的基
本技术要求如下。

４ １ １　 ＬＫＪ的主机箱及各插件、界面单元（屏幕显示器）等
硬件为同一厂家产品。

４ １ ２　 电缆绝缘检查正常，绝缘层外观无破损。
４ １ ３　 电缆布线整齐，外观清洁，按安装电路图正确可靠

装配；电源线、输出至制动设备的制动输出线极性连接正确；线
号清晰、线环大小合适；无对应接点的悬浮线头须做好绝缘、防
水等处理；布线槽或专用接线盒内无异物。

４ １ ４　 各设备安装位置合理，方便操作与维护；外观清洁、
无损伤，安装螺钉齐全，安装牢固。

４ １ ５　 设备接地线的连接位置合理，连接可靠；空气管路
连接密封无泄漏。

４ １ ６　 设备上电后电源指示灯正常点亮。
４ １ ７　 ＬＫＪ主机和人机界面单元（屏幕显示器）自检过程

和自检结束后，各种状态指示满足技术要求；人机界面单元（屏
幕显示器）的设备状态指示灯显示正常。

４ １ ８　 人机界面单元（屏幕显示器）按键操作状态良好，
参数设置正常；设定参数后调用的有关数据正确；ＬＫＪ临时数据
读取正常；语音播放正常。

４ １ ９　 ＬＫＪ系统日期正确，时钟误差范围满足规定。
４ １ １０　 制动系统风管压力、柴油机转速、工况、速度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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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误差范围满足规定。
４ １ １１　 机车信号显示状态正确。
４ １ １２　 解除牵引力、常用制动和紧急制动功能正常，常用

制动排风量满足规定。
４ １ １３　 数据转储功能正常。
４ ２　 ＬＫＪ系统设备检测作业后应达到的基本技术要求如

下：
４ ２ １　 设备外观良好，安装牢固，各电缆连接可靠，粘贴标

识清晰。
４ ２ ２　 设备上电后，人机界面单元（屏幕显示器）的设备

状态指示灯正常。
４ ２ ３人机界面单元（屏幕显示器）按键操作状态良好，参

数设置正常；设定参数后调用的有关数据正确；ＬＫＪ临时数据读
取正常；语音播放正常。

４ ２ ４　 ＬＫＪ系统日期正确，时钟误差范围满足规定。
４ ２ ５ 车载各软件和数据文件版本与要求版本相符。
４ ２ ６　 制动系统风管压力、柴油机转速、工况、速度显示正

确，误差范围满足规定。
４ ２ ７　 机车信号显示状态正确。
４ ２ ８　 解除牵引力、常用制动和紧急制动功能正常，常用

制动排风量满足规定。
４ ２ ９　 数据转储功能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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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附 　 　 则

５ １　 本规程由铁路总公司运输局负责解释。
５ ２　 本规程自２０１４年７月１日起施行。原铁道部运输局

印发的《列车运行监控装置（ＬＫＪ）检修规程（Ｖ１ ０）》（运基信号
〔２００９〕６８３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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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附件 １
ＬＫＪ系统设备检测范围和标准

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内容 标准

１
访问司机，查询
信息

访问司机，查阅“电务
车载设备使用信息单”
和“ＬＫＪ系统检测合格
证”

了解运行途中设备状态，对记
录反馈信息及时进行处置

２
光电转速传感器
及连线

外观、紧固和线缆状态
检查

光电转速传感器外观无破损，
安装牢固；线缆无破损、绝缘护
套无老化、断裂等现象，绑扎牢
固；电缆连接插件无松动；防水
处理部位无损坏

３ 机车电子标签 功能、外观、紧固和线缆
状态检查

机车电子标签无破损、安装牢
固，表面清洁；线缆、接插件无
破损、松动虚接现象，绑扎固定
良好；密封、防水部位良好；信
息读出正确

４
建立检测试验记
录数据文件

建立检测专用记录数据
文件

按规定输入规定车次及作业者
工号，建立检测记录数据文件

５

Ⅰ端ＬＫＪ 人机
界面单元（屏幕
显示器）及警惕
按钮

显示器外观检查 屏幕显示器安装牢固，屏幕、按
键面膜无破损，粘贴标识清晰

功能检查
利用“键盘检测”功能检查各
按键，按压各键灵敏、响应正
确；显示器语音提示清晰、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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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内容 标准

５

Ⅰ端ＬＫＪ 人机
界面单元（屏幕
显示器）及警惕
按钮

设备状态检测

按压屏幕显示器【查询】键，选
择“４ 设备状态”栏目，查看
ＬＫＪ系统信息，检测内容如下：
１ “黑匣子”信息：没有安装黑
匣子或者黑匣子故障显示红色
的“故障”
２ “显示器状态”信息：显示器
工作正常显示绿色
３ 版本信息检查，“监控版
本”、“数据版本”、“彩显版本”
和当前使用的一致；“地面数
据”、“监控软件”应显示“一
致”
４ “双紧急制动”信息：双紧急
制动正常显示绿色
５ ＬＫＪ主机各插件工作正常显
示绿灯
６ “模入自检”信息：工作正常
时，各通道都显示绿色
７ “通道状态”信息：工作正常
时，各通道都显示绿色
８ “主机自检ＡＢ”信息：工作
正常时，Ａ ／ Ｂ两列都显示绿色
９ “扩展设备”信息：功能扩展
盒工作正常时显示绿色
１０ 警惕按钮检测：查看警惕
按钮状态，当未按压警惕按钮
时，对应状态显示为灰色；当按
压警惕按钮对应状态显示为绿
色，同时伴有短促的按键提示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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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内容 标准

５

Ⅰ端ＬＫＪ 人机
界面单元（屏幕
显示器）及警惕
按钮

查询系统参数及各输入
信号

１ 日期、时间准确
２ 系统设置的机车（动车组，
下同）号、机车型号、轮径参数
正确
３ 柴油机脉冲参数设置正确，
柴油机转速显示正确
４ 控制软件版本和车载数据
文件版本应与当前装车要求相
符
５ 列车管、均衡风缸、闸缸压
力及机车工况显示正确
６ 机车处于信号发码环线时，
监控装置接收信号与机车信号
显示一致

６ Ⅰ端制动试验

常用、紧急动作试验前
准备

试验前通知机车（动车组）司
机将各电气开关、控制手柄、制
动手柄须置于相应位置，确认
机车（动车组）下部及周围安
全状况

常用动作试验

将机车手柄位置于试验允许的
位置，选择Ａ或者Ｂ机“常用
制动试验”，按压【确认】键；机
车排风，屏幕显示器“常用”状
态灯亮；列车管减压量符合规
定要求；超过规定时间自动缓
解，列车管压力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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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内容 标准

６ Ⅰ端制动试验

常用动作试验

按动车组允许试验要求，将监
控主机的隔离开关拨至隔离
位，ＡＴＰ工作在ＣＴＣＳ０ ／ ２级，
选择Ａ、Ｂ机“常用制动试验”，
分别进行常用１级、常用４级、
常用７级实验，ＥＭＵ显示器上
不显示ＬＫＪ输出指令；将监控
主机的隔离开关拨至正常位，
ＡＴＰ工作在ＣＴＣＳ０ ／ １级，选择
Ａ、Ｂ机“常用制动试验”，分别
进行常用１级、常用４级、常用
７级实验，ＬＫＪ屏幕显示器显
示正确，ＥＭＵ 显示器输出正
确，压力表输出正确

紧急动作试验

将机车手柄位置于试验允许的
位置，选择Ａ或Ｂ机“紧急试
验”，按压【确认】键；机车紧急排
风，屏幕显示器“卸载”、“紧急”
状态指示灯亮，列车管压力迅速
降低为０；超过规定的时间，“卸
载”、“紧急”状态指示灯灭
按动车组允许试验要求，将监控
主机的隔离开关拨至隔离位，
ＡＴＰ工作在ＣＴＣＳ０ ／ ２级，选择
Ａ、Ｂ机“紧急制动试验”，ＥＭＵ
显示器上不显示ＬＫＪ输出指令；
将监控主机的隔离开关拨至正
常位，ＡＴＰ工作在ＣＴＣＳ０ ／ １级，
选择Ａ、Ｂ机“紧急制动试验”，
ＬＫＪ屏幕显示器“卸载”、“紧急”
状态灯亮，ＥＭＵ显示器输出正
确，压力表输出正确。超过规定
时间，“卸载”、“紧急”状态灯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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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内容 标准

６ Ⅰ端制动试验 恢复机车控制手柄
试验结束后通知机车（动车
组）司机恢复机车（动车组）控
制手柄位置

７ ＬＫＪ主机

外观状态检查 主机安装牢固、各部无破损，各
插件板安装牢固，状态良好

电源插件 正常状态下电源插件面板指示
灯全部常亮，且亮度一致

动车组ＬＫＪ主机隔离
开关 隔离开关应置于“正常”位置

８
机车安全信息综
合监测装置

外观状态检查 主机安装牢固、各部无破损，各
插件板安装牢固

电源插件 电源插件面板指示灯全亮

通信记录插件 通信记录插件指示灯显示正常

ＴＭＩＳ插件 ＴＭＩＳ插件指示灯显示正常

９
机车语音记录装
置

机车语音记录插件 机车语音记录插件指示灯显示
正常

语音录音试验
通过无线列调通话器，接通后
发送“× × × ×”测试语音，挂
断后按压录音插件上回放按
钮，应能回放正确的测试语音

１０ 调车灯显接口盒调车灯显接口盒工作状
态检查

调车灯显接口盒的电源指示灯
常亮，性能试验正常

１１ 本／补切换装置 检查转换开关
正常状态下本／补切换装置制
动控制开关应置于“本务”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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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内容 标准

１２
ＬＡＩＳ 系统车载
设备 主机电源

主机上电后面板指示灯显示正
常；在ＷＬＡＮ网络内，主机注
册成功后，各指示灯显示正常

１３

Ⅱ端ＬＫＪ 人机
界面单元（屏幕
显示器）及警惕
按钮

显示器外观检查 屏幕显示器安装牢固，屏幕、按
键面膜无破损，粘贴标识清晰

功能检查
利用“键盘检测”功能检查各
按键，按压各键灵敏、响应正
确，显示器语音提示清晰、正确

警惕按钮检测

按压屏幕显示器【查询】键，选
择“４设备状态”栏目，查看警
惕按钮状态，当未按压警惕按
钮时，对应状态显示为灰色；当
按压警惕按钮对应状态显示为
绿色，同时伴有短促的按键提
示音

１４ Ⅱ端制动试验 （同Ⅰ端制动试验内容）

１５ 转储数据
使用转储器或专用ＩＣ
卡转储运行记录数据文
件及检测数据文件

转储功能正确，数据文件完整

　 　 注：本表按双端操纵的设备配置编制，遇无配置设备的项目相应检测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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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２
ＬＫＪ运行记录数据质量分析主要项目和标准

序号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判断标准

１
监控插件
检测

对ＬＫＪ产生监控插件的
检测记录条数进行统计

１ 统计整个记录文件中“Ａ监控板
检测”，“Ｂ监控板检测”的记录条
数
２ 如果统计值大于设定的参数，则
认为监控插件检测频繁

２ 模块检测
检索ＬＫＪ产生的模块检
测记录，在设定时间内没
有相应的模块恢复记录

有以下情况记录一条质量信息
（１）有“Ａ监控板检测”记录、无“Ａ
监控板恢复”记录
（２）有“Ｂ监控板检测”记录、无“Ｂ
监控板恢复”记录
（３）有“Ａ模块检测”记录、无“Ａ模
块恢复”记录
（４）有“Ｂ模块检测”记录、无“Ｂ模
块恢复”记录
（５）有“Ａ模拟入检测”记录、无“Ａ
模拟入恢复”记录
（６）有“Ｂ模拟入检测”记录、无“Ｂ
模拟入恢复”记录
（７）有”Ａ数字出检测”记录、无“Ａ
数字出恢复”记录
（８）有“Ｂ数字出检测”记录、无“Ｂ
数字出恢复”记录

３ 通信故障检索ＬＫＪ产生的通信模
块故障记录

检索ＬＫＪ产生的模块通信故障记
录并且模块类型是Ⅰ端显示器或Ⅱ
端显示器

４ 复位 检索ＬＫＪ产生软件复位
或硬件复位记录事件

检索有硬件或软件复位记录，则记
录一条质量信息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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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序号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判断标准

５ 开、关机在ＬＫＪ通常工作状态下
产生关机记录事件

检索到监控关机或监控开机，则记
录一条质量信息记录

６
速度通道
切换

ＬＫＪ自动或人工切换速度
信号通道

１ 检索到“速度通道切换”记录则
记录一条质量信息
２ 检索到“人工速度通道切换”记
录则记录一条质量信息

７
速度通道
突降

检索ＬＫＪ产生的速度突
降记录事件

检索到“速度通道突降”记录则记
录一条质量信息

８
主速度
传感器
故障

ＬＫＪ产生的各速度通道记
录事件中通道０或通道１
的速度值为０

判断Ｖ０ ＝ ０或者Ｖ１ ＝ ０，且Ｖ２ ＞设
定值，判断为主速度光电转速传感
器故障

９ 信号灭灯ＬＫＪ记录的机车信号由正
常变为灭灯 有信号变化记录，且为灭灯信号

１０ 单机运行有“Ａ机单机”、“Ｂ机单
机”记录

只要检索到符合条件的“Ａ 机单
机”记录或“Ｂ机单机”记录，则记
录一条质量信息

１１ 主备切换检索主备切换情况
只要检索到符合条件的“Ａ 主Ｂ
备”记录或“Ａ备Ｂ主”记录，则记
录一条质量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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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３
ＬＫＪ系统设备Ⅰ级修修程范围和标准

序号 部位 项目 Ⅰ级修范围 标准

１
监控主
机

外部检
查及清
洁

１ 检查主机箱外观、安
装固定状况，清洁机箱
表面及安装位置周围环
境
２ 检查电源开关动作
状态及主机电源保险管
紧固状态
３ 清洁各插件面板，检
查各插件紧固状态，检
查各插件捏手
４ 粘贴标识检查
５ 检查连接插头、插座
及线缆外观

１ 外观干净整洁，表面无裂
痕、无严重划痕和变形；机箱底
座安装螺丝紧固无松动，减震
胶垫齐全、无开裂；安装位置周
围无裸露的导线及杂物
２ 开关扳动灵活，无卡滞；保
险管紧固良好无松动
３ 面板外观干净整洁，安装螺
丝无锈蚀、松动；插件捏手完
整、无破损、插装位置正确
４ 主机及各插件检修合格证
齐全、清晰、粘贴良好
５ 插头连接可靠、插装到位，
插头、插座及线缆无破损

上电检
查

监控主机上电，检查电
源插件指示灯显示状态

主机上电后，正常状态下电源
插件面板指示灯全部常亮

２

人机界
面单元
（屏幕
显示
器）

外部检
查及清
洁

１ 清洁机壳表面及安
装位置周围环境
２ 检查显示器外观、标
识、安装固定状况
３ 检查ＩＣ卡座及组件
４ 检查连接插头、插座
及线缆外观

１ 外观干净整洁；周围无裸露
的导线及杂物
２ 表面无裂痕、无严重划痕和
变形；检修合格证齐全、数据及
模式版本正确、清晰、粘贴良
好；安装螺钉无锈蚀，紧固无松
动
３ 卡固定座无损坏，插、拔ＩＣ
卡灵活无卡滞
４ 插头连接可靠、插装到位、
无破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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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序号 部位 项目 Ⅰ级修范围 标准

２

人机界
面单元
（屏幕
显示
器）

按键、
语音

１ 检查按键面膜和按
键状态，背光功能
２ 检查语音提示

１ 面膜无破损，按压各键灵
敏、响应正确，面膜背光功能正
常
２ 语音提示清晰，内容正确，
音量大小可调

３

机车安
全信息
综合监
测装置

外部检
查及清
洁

１ 检查ＴＡＸ主机箱外
观、安装固定状况，清洁
机箱表面及安装位置周
围环境
２ 检查电源开关动作
３ 清洁各插件面板，检
查插件紧固状态及标
识，检查各插件捏手
４ 检查连接插头、插座
及线缆外观

１ 外观干净整洁，表面无裂
痕、无严重划痕和变形；机箱底
座安装螺丝紧固无松动，减震
胶垫齐全、无开裂；安装位置周
围无裸露的导线及杂物
２ 开关扳动灵活，无卡滞
３ 面板外观干净整洁，安装螺
丝无锈蚀、松动，插件捏手完
整、无破损、插装位置正确、检
修合格证齐全、清晰、粘贴良好
４ 插头连接可靠、插装到位，
插头、插座及线缆无破损

上电检
查

ＴＡＸ主机上电，检查电
源插件、通信记录插件
工作状态各指示灯显示
状态

１ 电源插件指示灯全亮
２ 通信记录插件指示灯显示
正常

４
机车语
音记录
装置

录音回
放试验

检查语音录音及回放功
能

１ 指示灯显示正常
２ 通过无线调度通话器，接通
后报“× × × ×”，挂断后按压
录音插件上回放按钮，应能回
放正确的测试语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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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序号 部位 项目 Ⅰ级修范围 标准

５

铁路车
号自动
识别系
统

ＴＭＩＳ
单元外
部检查
及上电
检查

１ 检查插件紧固状态，
检查插件捏手
２ 上电正常工作后，检
查各指示灯显示状态

１ 插件安装到位，螺丝紧固，
插件捏手完整
２ １Ａ亮：工作正常；１Ｂ亮：与
监控装置通信故障

电子标
签外部
检查及
标签信
息检查

１ 检查外观、安装固定
状况，清洁表面
２ 检查防水套状态
３ 检查连接插头、插座
状态及线缆外观
４ 上电后检查标签固
定信息和动态信息

１ 机车标签外观无变形，清洁
干净，无明显积尘、油污、其他
杂物；标签安装架各紧固件安
装牢固，无松动
２ 防水护套完好，安装到位
３ 电连接器的外观状态良好、
连接可靠
４ 对标签进行读出操作，其读
出内容正确

６
ＬＡＩＳ
车载设
备

外部检
查及清
洁

１ 检查机箱外观、安装
固定状况，清洁机箱表
面及安装位置周围环境
２ 检查电源开关
３ 清洁各插头、插座，
检查连接插头、插座及
线缆外观

１ 外观干净整洁，表面无裂
痕、无严重划痕和变形；各部位
紧固螺丝无锈蚀、松动；周围无
裸露的导线及杂物
２ 开关扳动灵活，无卡滞
３ 插头连接可靠、插装到位，
插头、插座及线缆无破损

上电检
查

主机上电，检查正常工
作时的指示灯显示状态指示灯显示正常

７
光电转
速传感
器

外部检
查及清
洁

１ 检查外观、安装固定
状况，清洁表面
２ 检查插头、插座、线
缆、专用接线盒

１ 外观无明显积尘、油污、其
他杂物和不必要的粘贴物；外
壳无影响安装、密封、使用的损
伤；安装垫完整、无破损、紧固
螺丝无松动
２ 插头电缆护套无损伤、破裂
或断裂，接线盒内部无水渍、内
部接线无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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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序号 部位 项目 Ⅰ级修范围 标准

８
专用压
力传感
器

外部检
查及清
洁

检查外观、安装固定及
风路连接状态

传感器外观无明显积尘、油污；
安装牢固，气路连接可靠，无泄
漏，插头无破损

９
ＧＰＳ信
息接收
装置

外部检
查及清
洁

检查主机外观、安装固
定状况，清洁机箱表面
及安装位置周围环境

外观干净整洁，表面无裂痕、无
严重划痕和变形；安装螺丝紧
固无松动，密封胶垫无裂纹破
损，安装位置周围无裸露的导
线及杂物

上电检
查

主机上电，检查工作状
态电源指示灯显示状态上电检查，各指示灯显示正常

１０
ＬＫＪ 总
线扩展
盒

外部检
查及清
洁

１ 检查外观、安装固定
状况，清洁表面及安装
位置周围环境
２ 清洁插头、插座，检
查连接插头、插座及线
缆外观，安装紧固状态

１ 外观干净整洁，表面无裂
痕、无严重划痕；各部位紧固螺
丝无锈蚀、松动；周围无裸露的
导线及杂物
２ 插头连接可靠、插装到位，
插头、插座及线缆无破损

１１
本／补
切换装
置

外部检
查及清
洁

１ 检查外观、安装固定
状况，清洁表面及安装
位置周围环境
２ 清洁插头、插座，检
查连接插头、插座及线
缆外观，安装紧固状态
是
３ 检查切换开关状态

１ 外观干净整洁，表面无裂
痕、无严重划痕；各部位紧固螺
丝无锈蚀、松动；周围无裸露的
导线及杂物
２ 插头连接可靠、插装到位，
插头、插座及线缆无破损
３ 正常状态下开关应置于“本
务”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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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序号 部位 项目 Ⅰ级修范围 标准

１２
调车灯
显接口
盒

外部检
查及清
洁

１ 检查接口盒外观、安
装固定状况，清洁机壳
表面及安装位置周围环
境
２ 检查连接插头、插座
及线缆外观，安装紧固
状态

１ 外观干净整洁，表面无裂
痕、无严重划痕；各部位紧固螺
丝无锈蚀、松动；周围无裸露的
导线及杂物
２ 插头连接可靠、插装到位，
插头、插座及线缆无破损

上电检
查

１ 上电时，检查工作状
态各指示灯显示状态
２ 检查转换开关状态

１ 上电工作后，电源指示灯常
亮
２ 转换开关作用良好

功能检
查

检查平调信号接收及功
能 各灯显与实际相符且功能正常

１３
事故状
态记录
器

外部检
查及清
洁

１ 检查外观、安装固定
状况，清洁表面及安装
位置周围环境
２ 清洁插头、插座，检
查连接插头、插座及线
缆外观，安装紧固状态
３ 检查各连线布线、外
观及捆扎情况

１ 外观干净整洁，表面无裂
痕、无严重划痕；各部位紧固螺
丝无锈蚀、松动；周围无裸露的
导线及杂物
２ 插头连接可靠、插装到位，
插头、插座及线缆无破损
３ 各连线外观完好无破损，捆
扎整齐、牢固

１４

ＬＫＪ 功
能扩展
盒（含
鸣笛转
换器）

外部检
查及清
洁

１ 检查扩展盒外观、安
装固定状况，清洁机壳
表面及安装位置周围环
境
２ 检查电源开关动作
状
３ 清洁插头、插座，检
查连接插头、插座及线
缆外观，安装紧固状态

１ 外观干净整洁，表面无裂
痕、无严重划痕；各部位紧固螺
丝无锈蚀、松动；周围无裸露的
导线及杂物
２ 电源开关无损坏、扳动灵
活，无卡滞
３ 插头连接可靠、插装到位，
插头、插座及线缆无破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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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序号 部位 项目 Ⅰ级修范围 标准

１４

ＬＫＪ 功
能扩展
盒（含
鸣笛转
换器）

上电检
查

上电时，检查工作状态
及各指示灯显示状态 各指示灯显示正常

功能检
查 检查鸣笛功能

按压Ⅰ、Ⅱ鸣笛、自动过分相、
手动过分相、级位０ ～ ３，在屏
幕显示器有相应的指示，在运
行记录文件中有相应的记录

１５
动车组
速度隔
离装置

清洁

１ 检查装置外观、安装
固定状况，清洁机壳表
面及安装位置周围环境
２ 清洁插头、插座，检
查连接插头、插座及线
缆外观，安装紧固状态

１ 外观干净整洁，表面无裂
痕、无严重划痕；各部位紧固螺
丝无锈蚀、松动；周围无裸露的
导线及杂物
２ 插头连接可靠、插装到位，
插头、插座及线缆无破损

上电检
查

装置上电，检查指示灯
显示状态 装置２个指示灯应常亮

１６
电气线
路及安
装支架

检查接
线端子
及清洁

１ 检查、清扫司机室、
电气间等处ＬＫＪ 系统
设备与机车（动车组）
电气线路接线端子
２ 检查接线端子与导
线连接处线芯有无断股
３ 检查接线端子、套管
及编号，屏蔽网接地及
紧固件状态

１ 电气线路接线端子应清洁、
整齐，线鼻、插针和端子排接触
良好，紧固无松动
２ 线端子与导线连接处线芯
无断股
３ 标识完整，屏蔽网接地可靠

检查电
气线路

１ 检查电缆外观
２ 检查线束布线、绑扎

１ 电缆外观无破损、过热、老
化、油水浸蚀现象
２ 线束绑扎整齐牢固，导线无
过紧过松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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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序号 部位 项目 Ⅰ级修范围 标准

１６
电气线
路及安
装支架

检查安
装支架

检查支架外观及安装状
态

安装支架、设备固定牢固，无裂
纹

１７

ＬＫＪ 设
备车上
功能测
试

设备状
态检测

检测ＬＫＪ系统的工作
状态

按压【查询】键，选择“设备状
态”栏目，查看ＬＫＪ系统信息
１ “黑匣子”信息：没有安装黑
匣子或者黑匣子故障的显示红
色的“故障”
２ “显示器状态”信息：Ⅰ、Ⅱ
端显示器工作正常显示绿色
３ 版本信息检查，“监控版
本”、“数据版本”、“彩显版本”
和当前使用的一致；“地面数
据”、“监控软件”应显示“一
致”
４ “双紧急制动”信息：双紧急
制动正常显示绿色
５ ＬＫＪ主机各插件工作正常显
示绿灯
６ “模入自检”信息：工作正常
时，各通道都显示绿色
７ “通道状态”信息：工作正常
时，各通道都显示绿色
８ “主机自检ＡＢ”信息：工作
正常时，Ａ ／ Ｂ两列都显示绿色
９ “扩展设备”信息：功能扩展
盒工作正常时显示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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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序号 部位 项目 Ⅰ级修范围 标准

１７

ＬＫＪ 设
备车上
功能测
试

参数检
查与设
定

１ 检查参数输入功能
并形成测试记录文件
２ 检查日期、时间
３ 检查机车型号参数
４ 检查轮径、柴油机脉
冲数、双针表量程
５ 检查控制软件和车
载数据文件版本

１ 参数输入功能正常，能形成
测试记录文件
２ 日期、时间显示准确
３ 机车型号参数与所安装的
机车一致
４ 轮径、柴油机脉冲数、双针
表量程与机车实际一致
５ 控制软件和车载数据文件
版本与当前装车使用要求相符

输入信
号检查

１ 检查监控装置接收
信号与机车信号的一致
性
２ 检查压力信号显示
３ 检查柴油机转速信
号显示
４ 检查机车工况显示
５ 检查速度信号显示

１ 监控装置接收信号与机车
信号显示一致
２ 压力信号显示与机车实际
压力一致
３ 柴油机转速信号显示与机
车柴油机实际转速一致
４ 机车工况显示与机车实际
工况一致
５ ＬＫＪ显示器显示速度与机车
实际一致

输出指
令及信
号检查

常用、紧急动作试验前
准备

试验前在机车司机配合下，机
车各电气开关、控制手柄、制动
手柄须置于相应位置，鸣笛示
警，确认机车下部及周围安全
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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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序号 部位 项目 Ⅰ级修范围 标准

１７

ＬＫＪ 设
备车上
功能测
试

输出指
令及信
号检查

常用动作试验

将机车手柄位置于试验允许的
位置，选择Ａ或者Ｂ机“常用
制动试验”，按压【确认】键；机
车排风，屏幕显示器“常用”状
态灯亮；列车管减压量符合规
定要求；超过规定时间自动缓
解，列车管压力恢复正常
按动车组允许试验要求，将监
控主机的隔离开关拨至隔离
位，ＡＴＰ工作在ＣＴＣＳ０ ／ ２级，
选择Ａ、Ｂ机“常用制动试验”，
分别进行常用１级、常用４级、
常用７级实验，ＥＭＵ显示器上
不显示ＬＫＪ输出指令；将监控
主机的隔离开关拨至正常位，
ＡＴＰ工作在ＣＴＣＳ０ ／ １级，选择
Ａ、Ｂ机“常用制动试验”，分别
进行常用１级、常用４级、常用
７级实验，ＬＫＪ屏幕显示器显
示正确，ＥＭＵ 显示器输出正
确，压力表输出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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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序号 部位 项目 Ⅰ级修范围 标准

１７

ＬＫＪ 设
备车上
功能测
试

输出指
令及信
号检查

紧急动作试验

将机车手柄位置于试验允许的
位置，选择Ａ或Ｂ机“紧急试
验”，按压【确认】键；机车紧急
排风，屏幕显示器“卸载”、“紧
急”状态指示灯亮，列车管压
力迅速降低为０；超过规定的
时间，“卸载”、“紧急”状态指
示灯灭
按动车组允许试验要求，将监
控主机的隔离开关拨至隔离
位，ＡＴＰ工作在ＣＴＣＳ０ ／ ２级，
选择Ａ、Ｂ机“紧急制动试验”，
ＥＭＵ显示器上不显示ＬＫＪ输
出指令；将监控主机的隔离开
关拨至正常位，ＡＴＰ 工作在
ＣＴＣＳ０ ／ １级，选择Ａ、Ｂ机“紧
急制动试验”，ＬＫＪ屏幕显示器
“卸载”、“紧急”状态灯亮，
ＥＭＵ显示器输出正确，压力表
输出正确；超过规定时间，“卸
载”、“紧急”状态灯灭

试验恢复
试验结束后恢复机车（动车
组）各电气开关、控制手柄等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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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序号 部位 项目 Ⅰ级修范围 标准

１７

ＬＫＪ 设
备车上
功能测
试

警惕按
钮检测警惕按钮检测

按屏幕显示器【查询】键，选择
“４设备状态”栏目，查看Ⅰ、Ⅱ
端警惕按钮状态，当未按压警
惕按钮时，对应状态显示为灰
色；当按压警惕按钮对应状态
显示为绿色，同时伴有短促的
按键提示音

双针表
驱动 检查双针表驱动

按压屏幕显示器的【查询】键，
选择“库内试验”中的“双针表
试验”，检测屏幕显示器的“实
速”、“限速”显示同双针表内、
外针显示一致

通信检
查

检查ＩＣ卡和屏幕显示
器之间的数据传输功能

ＩＣ卡数据输入和转储功能正
确

１８
转储分
析

ＬＫＪ 运
行记录
数据文
件分析

分析主机、显示器、速
度、压力、工况、信号等
信息

分析检测试验记录数据
文件，检查装置记录功
能

对转储的ＬＫＪ运行记录数据，
进行质量分析，按照制定的分
析标准，无设备质量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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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４
ＬＫＪ系统设备Ⅱ级修修程范围和标准

序号部位项目 Ⅱ级修范围 标　 　 准

１

监
控
主
机

清洁
结构件 外观干净，无污渍，内外无异物
各插件、母板、过压抑
制板 外观干净，无明显污渍、灰尘、异物

检查

结构件、安装螺柱、出厂
铭牌

１ 结构件表面无裂痕、无明显划伤
２ 安装螺柱齐全牢固无弯曲
３ 铭牌清晰

各插件、母板、过压抑
制板

１ 插件面板、捏手完整无破损，名称
及标识正确清晰，防插错齿无破损
２ 制造信息或编码清晰完整
３ 印制板连接器外壳无破损，连接
芯无弯针、退针、断针
４ 电子元器件无老化变色、鼓包、漏
液，印制线无老化变色、剥离、断线
５ 内置电池的时钟芯片、存储器（如
ＤＳ１５５４、ＤＳ１３８６、ＤＳ１２５０）无鼓包、变
色，并与插座插接可靠，ＥＰＲＯＭ芯片
紫外线窗口粘贴的密封良好
６ 跨接套连接可靠

电源开关、隔离开关（Ｈ
型主机）

１ 开关无破损及变形，不松动，无卡滞
２ 位置转换良好

后盖板布线、连接器

１ 布线绑扎牢固、无老化变色、断
股，绝缘层无破损
２ 连接器无变形、破损、弯针、退针、
断针、锈蚀
３ 线与连接器间焊接或压接良好，
接线紧固

保险管座 保险管座牢固
接地螺柱 接地螺柱牢固
安装螺栓 安装螺栓齐全，无松动、锈蚀、弯曲
导轨 导轨无变形、破损，插件安装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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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序号部位项目 Ⅱ级修范围 标　 　 准

１

监
控
主
机

更换
减震垫 符合技术要求的新品
保险管 符合技术要求的新品

组件
测试

各插件测试 插件性能指标符合插件技术规范
（或测试标准）

机箱绝缘电阻 组装完整的机箱（不带插件），绝缘
电阻不小于２ ＭΩ

整体
测试

１ 将ＬＫＪ主机、屏幕显
示器、测试设备组装完整
２ 观察指示灯显示
３ 通过屏幕显示器查询
设备状态
４ 检查各参数设置
５ 紧急、常用制动测试
６ 过机校正、防溜功能
测试
７ 数据转储、校时测试
８ 系统故障功能测试

１ 主机组装完整
２ 上电自检和自检结束后，各插件
面板指示灯正常
３ 屏幕显示器上查询设备状态，各
插件工作状态正常
４ 日历时钟、检修参数应能被修改
并按实际保持
５ 参数设置正常，进入各种控制模
式后，限制速度、公里标、距离等显示
正常
６ 输入速度信号、机车信号、工况、
柴油机转速信号、压力信号、绝缘节
信号等，屏幕显示器应正确显示
７ 紧急制动、常用制动功能正常
８ 过机校正、防溜作用正常
９ 通过专用转储设备（ＩＣ卡及专用
转储器）转储正常，记录文件正常，
校时功能正常
１０ 系统故障时，屏幕显示器蜂鸣器
报警正常，报警持续３ ｍｉｎ ± １０ ｓ后
输出紧急制动正常

２

人机
界面
单元
（屏
幕显
示器）

清洁

结构件 外观干净整洁、无污渍，内外无异物

印制板组件、液晶屏、扬
声器 外观净整洁、无明显污渍、灰尘、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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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序号部位项目 Ⅱ级修范围 标　 　 准

２

人机
界面
单元
（屏
幕显
示器）

检查

结构件、出厂铭牌
１ 壳体、安装面板无裂痕、无明显
划伤
２ 铭牌清晰

各印制板组件、液晶屏、
扬声器

１ 制造信息或编码清晰完整
２ 印制板连接器外壳无破损，连接
芯无弯针、退针、断针，印制板连接器
与对应的线缆连接正确可靠
３ 电子元器件无老化变色、鼓包、漏
液，印制线无老化变色、剥离、断线
４ 液晶屏、扬声器完整无破损
５ 各组件连接可靠、拨码开关位置
正确

显示器布线、连接器

１ 布线绑扎牢固、无老化变色、断
股，绝缘层无破损
２ 连接器无变形、破损、弯针、退针、
断针、锈蚀
３ 线与连接器间焊接或压接良好，
接线紧固

接地螺柱 接地螺柱牢固
保险管座 保险管座牢固

更换

保险管 符合技术要求的新品
ＩＣ卡座组件（卡座及连
接板） 符合技术要求的新品

按键面膜 符合技术要求的新品

整体
测试

１ 将ＬＫＪ主机、屏幕显
示器、测试设备组装完整
２ 上电自检
３ 检查显示器背光
４ 检查显示器显示界面
５ 检查显示器语音
６ 按键显示、功能检查

１ 屏幕显示器组装完整
２ 上电自检结束后进入初始化界面
正常
３ 屏幕显示屏背光正常，亮度可调
４ 色灯、实际速度、限制速度、公里标、
距离、日历时钟、压力、工况、限速曲线、
运行曲线、工作状态等显示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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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序号部位项目 Ⅱ级修范围 标　 　 准

２

人机
界面
单元
（屏
幕显
示器）

整体
测试

７ 参数输入测试
８ 蜂鸣器声音测试
９ ＩＣ卡读写测试

５ 扬声器语音提示清晰不失真，音
量大小可调
６ 按键面膜背光正常、按键功能检
测正常
７ 各查询界面、参数输入界面进入
正常，参数输入正常
８ 蜂鸣器发声正常
９ ＩＣ卡读、写正常

３

机车
安全
信息
综合
监测
装置

清洁
结构件 外观干净，无污渍，内外无异物
各插件、母板、滤波板 外观干净，无明显污渍、灰尘、异物

检查

结构件、安装螺柱、出厂
铭牌

１ 机箱表面无裂痕、无明显划伤
２ 安装螺柱齐全牢固，无弯曲
３ 铭牌清晰

各插件（通信记录插件、
电源插件、语音录音装
置、ＴＭＩＳ插件）、母板

１ 插件面板、捏手完整无破损，名称
及标识正确清晰，防插错齿无破损
２ 制造信息或编码清晰完整
３ 印制板连接器外壳无破损，连接
芯无弯针、退针、断针
４ 电子元器件无老化变色、鼓包、漏
液，印制线无老化变色、剥离、断线
５ 跨接套连接可靠
６ 语音录音装置拨动开关连接可
靠，位置转换良好、不松动；回放按钮
连接可靠，自复位良好、不松动；拨码
开关位置正确

电源开关 开关位置转换良好，不松动、无卡滞

后盖板及布线、连接器

１ 布线绑扎牢固，无老化变色、断
股，绝缘层无破损
２ 连接器无变形、破损、弯针、退针、
断针、锈蚀
３ 线与连接器间焊接或压接良好，
接线紧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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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序号部位项目 Ⅱ级修范围 标　 　 准

３

机车
安全
信息
综合
监测
装置

检查
保险管座 保险管座牢固
安装螺栓 安装螺栓齐全，无松动、锈蚀、弯曲
导轨 导轨无变形，插件安装方便

更换
减震垫 符合技术要求的新品
保险管 符合技术要求的新品

组件
测试机箱绝缘电阻 组装完整的机箱，测试绝缘电阻不小

于２ ＭΩ

整体
测试

１ 将ＴＡＸ主机、测试设
备组装完整
２ 上电自检
３ 语音记录装置功能
测试
４ 通信记录插件功能
测试
５ 语音记录装置文件记
录、转储功能测试

１ 组装完整（包括通信记录插件、电
源插件、语音录音装置）
２ 上电自检和自检结束后，通信记
录插件、电源插件、语音录音装置面
板指示灯正常
３ 触发语音记录装置启动记录，能
通过ＬＫＪ主机形成有效的运行文件
４ 通过通信记录插件转储口（专用
转储器）转储文件，记录文件正常
５ 通过专用转储器转储语音录音装
置的记录文件，语音回放正常

４
ＬＡＩＳ
车载
设备

清洁
结构件 外观干净，无污渍，内外无异物
印制板组件 外观干净，无明显污渍、灰尘、异物

检查

结构件、安装螺柱、出厂
铭牌

１ 表面无裂痕，无明显划伤
２ 安装螺柱齐全牢固无弯曲
３ 铭牌清晰

印制板组件

１ 制造信息或编码清晰完整
２ 印制板连接器外壳无破损，连接
芯无弯针、退针、断针
３ 电子元器件无老化变色、鼓包、漏
液，印制线无老化变色、剥离、断线

电源开关 开关位置转换良好，不松动，无卡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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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序号部位项目 Ⅱ级修范围 标　 　 准

４
ＬＡＩＳ
车载
设备

检查

机箱布线、连接器

１ 布线绑扎牢固，无老化变色、断
股，绝缘层无破损
２ 连接器无变形、破损、弯针、退针、
断针、锈蚀
３ 线与连接器间焊接或压接良好，
接线紧固

保险管座 保险管座牢固
接地螺柱 接地螺柱牢固
安装螺栓 安装螺栓齐全，无松动、锈蚀、弯曲

射频连接器 １ 各接口射频线缆牢固无松动退针
２ 射频线缆绑扎牢固

同轴电缆 电缆与无线通信模块连接牢固
ＳＩＭ卡座 ＳＩＭ卡槽安装到位，无松动
合路器 合路器无松动、连接良好

更换
减震垫 符合技术要求的新品
保险管 符合技术要求的新品
风扇 符合技术要求的新品

整机
测试

１ 将ＬＫＪ主机、显示器、
ＴＡＸ、ＬＡＩＳ 设备组装
完整
２ 观察指示灯显示
３ 通过屏幕显示器查询
设备状态

１ 组装完整（安装ＳＩＭ卡）
２ 上电自检和自检结束后，主机指
示灯正常
３ 在屏幕显示器上查询ＬＡＩＳ设备
状态应正常

５

铁路
车号
自动
识别
系统

清洁
机车电子标签 外观干净，无破损，无污垢覆盖
编程电缆 防护套干净

检查
机车电子标签 安装支架稳固，不松动，无锈蚀

编程电缆 接头牢靠，不松动，防护套无破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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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序号部位项目 Ⅱ级修范围 标　 　 准

５

铁路
车号
自动
识别
系统

整机
测试

标签读取性能测试
在ＴＡＸ箱上电后，用便携式标签读
出器读出机车标签存储的信息，最远
读取距离应大于１ ｍ

标签存储的固定信息
在ＴＡＸ箱上电后，用便携式标签读
出器读出机车标签存储的信息，检查
车种、车型、车号是否和机车一致

标签编程

在ＬＫＪ和ＴＡＸ箱上电后，更改ＬＫＪ
的车次信息，观察ＴＭＩＳ单元的Ａ０２
指示灯，应闪亮一次；然后用便携式
标签读出器读出机车标签存储的信
息，检查车次信息，应该是更改后的
新车次

６

光电
转速
传感
器

清洁
传感器主体 外观干净
电缆及连接器 防护套干净，无破损

检查

外壳、出厂铭牌 外壳无破损、开裂，铭牌清晰

电缆及连接器
１ 电缆无老化变色、断股，绝缘层无
破损
２ 连接器无变形、破损、弯针、退针、
断针、锈蚀

弹性方榫与轴端方孔套弹性方榫无磨损，与轴端方孔套连接
到位，无晃动

安装螺钉 安装齐全且能紧固到位

更换

光电模块 符合技术要求的新品
密封胶垫 符合技术要求的新品
动车组用光电转速传感
器整机 符合技术要求的新品

整机
测试

１ 性能测试
２ 绝缘测试

１ 用专用光电转速传感器测试设备
进行测试，性能指标符合技术规范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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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序号部位项目 Ⅱ级修范围 标　 　 准

６

光电
转速
传感
器

整机
测试

２ 光电转速传感器出线端各路之
间、各路出线端与屏蔽线之间、各路
出线端和屏蔽与外壳之间的最低绝
缘电阻符合技术规范要求

７

调车
灯显
接口
盒

清洁
结构件 外观干净整洁，无污渍，内外无异物

印制板组件 组件外观干净整洁、无明显污渍、灰
尘、异物

检查

结构件、出厂铭牌 １ 结构件无裂痕、无明显划伤
２ 铭牌清晰

印制板组件

１ 制造信息或编码清晰完整
２ 印制板连接器外壳无破损，连接
芯无弯针、退针、断针
３ 电子元器件无老化变色、鼓包、漏
液，印制线无老化变色、剥离、断线

转换开关 开关位置转换良好，不松动，无卡滞

接口盒布线及连接器

１ 布线无老化变色、断股，绝缘层无
破损
２ 连接器无变形、破损、弯针、退针、
断针、锈蚀
３ 线与连接器间焊接或压接良好，
接线紧固

保险管座 保险管座牢固
安装螺钉 安装螺钉无锈蚀，安装齐全无松动

更换保险管 符合技术要求的新品

整机
测试

１ 不通电测试导通状态
２ 上电，观察指示灯
显示
３ “调车”位测试
４ “监控”位测试
５ 绝缘测试

１ 在不通电的情况下，测量Ｘ３３的
１ ～ １２脚应分别与Ｘ３４的１ ～ １２脚导
通；Ｘ３１ 的１ ～ ９ 脚分别与Ｘ３２ 的
１ ～ ９脚导通
２ 接口盒上电，电源指示灯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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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序号部位项目 Ⅱ级修范围 标　 　 准

７

调车
灯显
接口
盒

整机
测试

３ 转换开关置于“调车”位置时，调
车指示灯亮，监控指示灯灭，输出电
压为ＤＣ１２ Ｖ ± ０ ５ Ｖ电压
４ 转换开关置于“监控”位置时，调
车指示灯灭，监控指示灯亮，输出电
压为０ Ｖ ± １ Ｖ
５ 组装完整的接口盒，绝缘电阻不
小于２ ＭΩ

８

ＬＫＪ
功能
扩展
盒
（含鸣
笛转
换器）

清洁
结构件 外观干净整洁，无污渍，内外无异物

印制板组件 外观干净整洁，无明显污渍、灰尘、
异物

检查

结构件、出厂铭牌 １ 结构件无裂痕，无明显划伤
２ 铭牌清晰

印制板组件

１ 制造信息或编码清晰完整
２ 印制板连接器外壳无破损，连接
芯无弯针、退针、断针
３ 电子元器件无老化变色、鼓包、漏
液，印制线无老化变色、剥离、断线

电源开关 开关位置转换良好，不松动，无卡滞

布线及连接器

１ 布线无老化变色、断股，绝缘层无
破损
２ 连接器无变形、破损、弯针、退针、
断针、锈蚀
３ 线与连接器间焊接或压接良好，
接线紧固

保险管座 保险管座牢固
更换保险管 符合技术要求的新品

整机
测试

１ 将ＬＫＪ主机、显示器、
功能扩展盒组装完整
２ 观察指示灯显示
３ 通过显示器查询设备
状态

１ 上电后，电源指示灯常亮，工作指
示灯闪亮
２ 在屏幕显示器查询ＬＫＪ功能扩展
盒状态，显示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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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序号部位项目 Ⅱ级修范围 标　 　 准

９

ＧＰＳ
信息
接收
装置

清洁
结构件 外观干净整洁，无污渍，内外无异物

印制板组件 外观干净整洁、无明显污渍、灰尘、
异物

检查

结构件、出厂铭牌 １ 结构件无裂痕、无明显划伤
２ 铭牌清晰

印制板组件

１ 制造信息或编码清晰完整
２ 印制板连接器外壳无破损，连接
芯无弯针、退针、断针
３ 电子元器件无老化变色、鼓包，漏
液，印制线无老化变色、剥离、断线

电源开关 开关位置转换良好、不松动、无卡滞

装置布线及连接器

１ 布线无老化变色、断股，绝缘层无
破损
２ 连接器无变形、破损、弯针、退针、
断针、锈蚀
３ 线与连接器间焊接或压接良好，
接线紧固

保险管座 保险管座牢固
更换保险管 符合技术要求的新品
整机
测试

１ 绝缘测试
２ 观察指示灯显示

１ ＧＰＸ５插头与机壳绝缘满足要求
２ 上电后电源灯、工作灯指示正常

１０
本／补
切换
装置

清洁
结构件 外观干净整洁，无污渍，内外无异物

各印制板组件 外观干净整洁，无明显污渍、灰尘、
异物

检查

结构件、出厂铭牌 １ 结构件无裂痕，无明显划伤
２ 铭牌清晰

印制板组件
１ 制造信息或编码清晰完整
２ 印制板连接器外壳无破损，连接
芯无弯针、退针、断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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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序号部位项目 Ⅱ级修范围 标　 　 准

１０
本／补
切换
装置

检查

３ 电子元器件无老化变色（焦黄、黑
色）、鼓包、漏液，印制线无老化变色
（焦黄、黑色）、受损（剥离、断线）

切换开关 开关位置转换良好，不松动，无卡滞

装置布线及连接器

１ 布线无老化变色、断股，绝缘层无
破损
２ 连接器无变形、破损、弯针、退针、
断针、锈蚀
３ 线与连接器间焊接或压接良好，
接线紧固

整机
测试

１ 【本务】位测试
２ 【补机】位测试

１ 将切换开关置【本务】位，测量
ＺＸ３０的点位（１ ～ ２６）与对应的ＴＸ３０
的点位（１ ～ ２６）之间、ＺＸ３２的点位
（１ ～ １７、１９、２０）与对应的ＴＸ３２的点
位（１ ～ １７、１９、２０）之间应导通（导通
电阻不大于５ Ω），ＺＸ３２：１８ 与
ＴＸ３２：１８之间应断开；测量ＺＸ３０：６
与ＺＸ３０：１８；ＺＸ３０：９ 与ＺＸ３０：１９；
ＺＸ３０：１２与ＺＸ３０：２０之间应导通；上
电，测量ＴＸ３２：１８与ＴＸ３２：１之间电
压为小于ＤＣ２ Ｖ
２ 将切换开关置【补机】位，测量
ＺＸ３０的点位（７、８、１０、１３、１４、、１５）与
对应的ＴＸ３０ 的点位（７、８、１０、１３、
１４、、１５）、ＺＸ３２的点位（７、１８）与对
应的ＴＸ３２的点位（１８）应断开，其余
各对应点位之间应导通；测量ＺＸ３０：
６与ＺＸ３０：１８；ＺＸ３０：９与ＺＸ３０：１９；
ＺＸ３０：１２与ＺＸ３０：２０之间应导通；上
电，测量ＴＸ３２：１８与ＴＸ３２：１之间电
压为ＤＣ５０ Ｖ ± ５ 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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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序号部位项目 Ⅱ级修范围 标　 　 准

１１

动车
组速
度信
号隔
离装
置

清洁
结构件 外观干净整洁，无污渍，内外无异物

印制板组件 外观干净整洁，无明显污渍、灰尘、
异物

检查

结构件、出厂铭牌 １ 结构件无裂痕，无明显划伤
２ 铭牌清晰

印制板组件

１ 制造信息或编码清晰完整
２ 印制板连接器外壳无破损，连接
芯无弯针、退针、断针
３ 电子元器件无老化变色、鼓包、漏
液，印制线无老化变色、剥离、断线

保险管座 保险管座牢固

装置布线及连接器

１ 布线无老化变色、断股，绝缘层无
破损
２ 连接器无变形、破损、弯针、退针、
断针、锈蚀
３ 线与连接器间焊接或压接良好，
接线紧固

接地螺柱 接地螺柱牢固
更换保险管 符合技术要求的新品

整机
测试

１ 电压测试
２ 信号测试
３ 绝缘测试
４ 耐压测试

１ 输入ＤＣ７７ ～ ＤＣ１３７ ５ Ｖ的电压，
输出电源为ＤＣ１５ Ｖ ± １ ５ Ｖ
２ 在各信号输入端输入高电平为小
于９ Ｖ、０ ～ ６ ｋＨｚ、占空比５０％ ±
１０％的方波信号，在对应信号输出端
测量输出信号为小于９ Ｖ、０ ～ ６ ｋＨｚ、
占空比５０％ ± １０％的方波信号
３ 输入端与输出端、电源间的绝缘
电阻大于２０ ＭΩ
４ 相互绝缘的各电路间及各电路对
机壳间施加ＡＣ １ ５００ Ｖ工频电压，
１ ｍｉｎ内无击穿和闪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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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序号部位项目 Ⅱ级修范围 标　 　 准

１２

连接
电缆
及配
件

清洁
连接电缆（包括连接器） 干净、无水泡、油泡

安装周围环境 周围环境无异物

检查

连接电缆（包括连接器）

１ 绝缘层无破损，绝缘满足要求
２ 接线位置正确、接线套管清晰
３ 连接器无变形、破损、开裂，连接
芯无弯针、退针、断针、锈蚀
４ 整体走线远离可能引起电磁辐射
干扰的其他电缆

警惕按钮 表面清洁，无破裂，焊接触点无氧化
变色

鸣笛转换器
鸣笛转换器表面清洁、鸣笛开关与三
通基体连接可靠，气路无泄漏，转换
正常

测试连接电缆绝缘测试 绝缘电阻符合技术规范要求

１３
压力传感器、ＬＫＪ总线扩展盒、事故状态记录器等设备按照Ｉ级修范围和标
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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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５
ＬＫＪ系统设备Ⅲ级修修程范围和标准

序号部位项目 Ⅲ级修范围 标　 　 准

１
监控
主机

分解
分解监控主机，从机箱中
拆下插件、板件、线扎等
各种零配件

按零配件的结构性质分类摆放，不致
变形损坏

清洁清洁机箱、各插件、接插
件、线扎等电气配件

１ 按零配件的结构性质分类进行
清洁
２ 机箱、各插件、接插件、线扎等配
件表面清洁、无损坏

检修

１ 检查在本期修程内是
否有技术改造的内容，结
合检修时进行改造
２ 机箱检修
（１）检查机箱及各零配
件状态
（２）更换导轨
（３）检查安装底座，更换
全部减震胶垫
（４）更换母板（带Ｈ型监
控记录插件的机箱不更
换），未更换时检查母板
印制板连线、接插件状态
（５）更换后盖板组件（包
括过压抑制板、后盖板及
线扎组件）
（６）更换机箱上盖板、玻
璃门及安装铰链、螺孔条
（７）检查各配件安装螺
丝紧固状态

１ 结合修程所进行的技术改造符合
技术升级改造标准
２ 机箱内无污垢及杂物，各零配件
安装位置正确、牢固
３ 插件导轨无变形、松动，卡爪无
断裂
４ 减震胶垫和机箱底座安装连接件
齐全，无损坏、紧固无松动
５ 开关无破损及变形，安装牢固，开
关转换灵活、动作可靠
６ 各安装固定螺钉齐全，无锈蚀、无
损坏、紧固无松动
７ 各插件清洁，印制板组件与设计
图纸相符，各元器件插接位置正确
８ 各插件印制板上所有元器件焊接
方法正确，焊点光滑，没有虚焊、漏
焊、多余焊渣等现象
９ 元器件及印制板连线没有变色、
烧损、开路、短路等现象
１０ 极性电容、电源模块没有鼓包、
漏液、开裂等现象
１１ 各插件印制板上绝缘涂层符合
设计制造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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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序号部位项目 Ⅲ级修范围 标　 　 准

１
监控
主机

检修

３ 各插件检修
（１）更换监控记录插件
（Ｈ型监控记录插件不
更换，未更换时对Ｈ型
监控记录插件进行检
修）
（２）更换数字量输入／输
出插件
（３）更换电源插件
（４）检修地面信息处理
插件
（５）检修通信插件
（６）检修扩展通信插件
（７）检修模拟量输入／输
出插件
（８）检修数字量输入
插件
（９）检查插件面板、捏
手、防插错齿条状态
（１０）更换达到报废标准
的插件

１２ 各连接导线及线扎没有破损、高
温变色、老化、开路、短路等现象，捆
扎牢固整齐
１３ 各连接器外壳无破损，连接芯插
针没有弯曲、缩针、断针、松动等现
象，插接牢固可靠
１４ 面板安装螺钉齐全，无锈蚀、无
损坏、紧固无松动
１５ 插件捏手完整、无破损、标示字
符清晰，插件插装位置正确
１６ 更换的插件及零配件为新品配
件，符合设计制造规范

测试

１ 对各插件进行性能和
功能测试，调整有关参数
２ 对组装完成的机箱
（不带插件）进行绝缘电
阻和耐压测试

１ 各插件性能和功能测试符合技术
规范的要求
２ 绝缘电阻和耐压测试符合技术规
范的要求

组装
及整
机测
试

１ 检查监控主机组装情
况，标注Ⅲ级修标识
２ 监控主机整机性能和
功能测试

１ 外观清洁，表面无损坏，Ⅲ级修标
识清晰
２ 监控主机整机性能和功能测试符
合技术规范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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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序号部位项目 Ⅲ级修范围 标　 　 准

２

人机
界面
单元
（屏
幕显
示器）

分解
分解屏幕显示器，从机壳
中拆下各板件、液晶屏、
线扎等零配件

按零配件的结构性质分类摆放，不致
变形损坏

清洁清洁机壳、各板件、接插
件、线扎等电器配件

１ 按零配件的结构性质分类进行
清洁
２ 机壳、各板件、接插件、连接件等
配件表面清洁、无损坏

检修

１ 检查在本期修程内是
否有技术改造的内容，结
合检修时进行改造
２ 检查机壳及各零配件
状态
３ 更换按键面膜
４ 更换扬声器
５ 更换蜂鸣器
６ 更换面膜背光感应二
极管
７ 更换ＩＣ卡座组件（卡
座及连接板）
８ 更换主板
９ 更换高压板组件
１０ 更换电源板
１１ 更换线扎组件
１２ 更换电源保险管及
管座
１３ 更换液晶屏
１４ 检查底板、ＩＣ卡语音
板等板件，重写语音芯片
程序
１５ 检查各连接器状态
１６ 检查各配件安装螺
栓是否紧固
１７ 检查各连接导线
状态

１ 结合修程所进行的技术改造符合
技术升级改造标准
２ 内部无污垢及杂物，各零配件安
装位置正确、牢固
３ 各连接器外壳无破损，连接芯插
针没有弯曲、缩针、断针、松动等现
象，插接牢固可靠
４ 各板件清洁，印制板组件与设计
图纸相符，各元器件插接位置正确
５ 各板件印制板上所有元器件焊接
方法正确，焊点光滑，没有虚焊、漏
焊、多余焊渣等现象
６ 元器件及印制板连线没有变色、
烧损、开路、短路等现象
７ 极性电容、电源模块、滤波器没有
鼓包、漏液、开裂等现象
８ 各板件印制板上绝缘涂层符合设
计制造规范
９ 更换的板件及零配件为新品配
件，符合设计制造规范
１０ 液晶屏及液晶屏保护板无破损，
两者之间清洁
１１ 各安装固定螺钉齐全，无锈蚀、
无损坏、紧固无松动
１２ 各连接导线及线扎没有破损、高
温变色、老化、开路、短路等现象，捆
扎牢固整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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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序号部位项目 Ⅲ级修范围 标　 　 准

２

人机
界面
单元
（屏
幕显
示器）

组装
及
测试

１ 检查屏幕显示器组装
情况，标注Ⅲ级修标识
２ 对组装完成的屏幕显
示器进行绝缘电阻和耐
压测试
３ 屏幕显示器性能和功
能测试

１ 外观清洁，表面无损坏，Ⅲ级修标
识清晰
２ 绝缘电阻和耐压测试符合技术规
范的要求
３ 屏幕显示器性能和功能测试符合
技术规范的要求

３

光电
转速
传感
器

检修更换光电转速传感器及
密封垫

更换的光电转速传感器及零配件为
新品配件，符合设计制造规范

４
本／补
切换
装置

分解分解本／补切换装置 按结构性质分类摆放，不致变形损坏

清洁清洁机壳、线扎等电器
配件

机壳、连接件等配件表面清洁、无
损坏

检修
１ 检查机壳及零配件
状态
２ 更换电源板件
３ 更换切换开关

１ 内部无污垢及杂物，各零配件安
装位置正确、牢固
２ 各连接器外壳无破损，连接芯插
针没有弯曲、缩针、断针、松动等现
象，插接牢固可靠
３ 更换的板件及零配件为新品配
件，符合设计制造规范
４ 各安装固定螺钉齐全，无锈蚀、无
损坏、紧固无松动
５ 各连接导线及线扎没有破损、高
温变色、老化、开路、短路等现象，捆
扎牢固整齐

组装
及
测试

１ 检查本／补切换装置
的组装情况，标注Ⅲ级修
标识
２ 绝缘电阻和耐压测试
３ 功能测试

１ 外观清洁、无损坏，Ⅲ级修标识
清晰
２ 绝缘电阻和耐压符合技术规范的
要求
３ 功能测试符合技术规范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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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序号部位项目 Ⅲ级修范围 标　 　 准

５

ＬＫＪ
相关
基础
设施

按机车、动车组检修技术标准执行

６

机车安全信息综合监测装置、ＬＡＩＳ车载设备、机车语音记录装置、调车灯显
接口盒、ＬＫＪ功能扩展盒（含鸣笛记录转换器）、ＧＰＳ信息接收装置、事故状态
记录器、ＬＫＪ总线扩展盒、铁路车号自动识别系统、压力传感器、动车组速度
信号隔离装置等设备按照Ⅱ级修范围和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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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６
ＬＫＪ系统设备检修互换主要配件表

序号 设　 　 备 互换配件名称 备注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ＫＪ２０００型监控装置

ＬＫＪ监控主机 整套
ＬＫＪ人机界面单元（屏幕显示器）

监控记录插件
地面信息处理插件

通信插件
模拟量输入／输出插件
扩展通信插件
数字量输入插件

数字量输入／输出插件
电源插件
主机箱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ＴＡＸ装置

ＴＡＸ装置 整套
ＴＡＸ装置主机箱
电源插件

通信记录插件
１６ 机车语音记录装置 机车语音记录装置
１７

１８

１９

ＬＡＩＳ车载设备
主机
天线
通话器

２０

２１
铁路车号自动识别系统

机车电子标签
车载编程器

２２ 速度传感器 速度传感器
２３ 压力传感器 压力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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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序号 设　 　 备 互换配件名称 备注
２４ 调车灯显接口盒 调车灯显接口盒
２５ ＬＫＪ功能扩展盒（含鸣笛转换器） ＬＫＪ功能扩展盒
２６ 鸣笛转换器

２７ ＧＰＳ信息接收装置
ＧＰＳ接收主机
ＧＰＳ天线

２８ 本／补切换装置 本／补切换装置
２９ 事故状态记录器 事故状态记录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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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７
电务段ＬＫＪ基本工装配置表

序号 名　 　 称 用　 　 途
１ ＬＫＪ２０００型综合测试设备 检测ＬＫＪ整机和插件通道级的性能及参数
２ ＬＫＪ２０００型便携式测试设备 测试ＬＫＪ系统功能
３ ＬＫＪ２０００转储器 转储ＬＫＪ运行记录数据文件及校核ＬＫＪ时钟
４ ＬＫＪ设备校时系统 提供标准时间及接口
５ ＬＫＪ数据复核装置 复核ＬＫＪ基础数据及临时数据
６ 压力传感器测试设备 测试压力传感器性能及参数
７ 速度传感器测试设备 测试速度传感器性能及参数
８ ＴＡＸ装置测试设备 测试ＴＡＸ箱性能
９ 语音录音装置测试设备 测试语音录音装置性能
１０ 调车灯显接口盒测试设备 测试调车灯显接口盒性能
１１ 编程器 对ＣＰＵ、ＥＰＲＯＭ芯片编程写入信息
１２ 紫外线芯片擦除器 擦除ＥＰＲＯＭ芯片存储信息
１３ 语音拷贝机 人机界面单元（屏幕显示器）语音芯片拷贝
１４ 仿真器 地面信息处理插件程序存储芯片写入信息
１５ ＴＭＩＳ（车载编程器）测试设备 检测ＴＭＩＳ插件性能
１６ 便携式标签编程器 对标签固定信息进行写入
１７ 便携式标签读出器 读取标签的动态信息和固定信息
１８ 多路可调稳压直流电源 提供设备测试时所需的各路电源
１９ 直流稳压电源 提供设备测试、通电老化时所需的电源
２０ 数字式示波器 测试设备通道级输入、输出信号
２１ 信号发生器 提供设备测试时所需的各种频率、波形信号
２２ 频率计 检测设备工作时通道级频率信号
２３ 万用表 测试电压、电流、电阻等
２４ 兆欧表 测试设备不同电压等级间的绝缘电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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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序号 名　 　 称 用　 　 途
２５ 数字电桥 测量电容、电感等电子元器件
２６ 多功能维修台 拆除、焊接各种封装的电子元器件
２７ 电子维修工具 设备拆卸、分解、组装工具
２８ 专用压线工具 压接式连线专用工具
２９ 点胶枪 用于点胶固定
３０ 热风枪 用于热缩套管包扎
３１ 防静电工作台、防静电腕带 设备维修时的防静电工作环境
３２ 钳工台 设备分解、组装用工作台
３３ 清洗设备 用于设备上各类污垢的无损清洗
３４ 空气压缩机、气枪、吸尘器 用于去除设备上的水汽、尘垢
３５ 干燥箱 用于设备清洗后烘干
３６ 防静存放柜 用于存放备品备件、待修配件
３７ 防静电周转箱、周转架、周转车维修基地内专用配件运转工具
３８ 专用ＰＣ机 用于程序数据管理、维修管理、配件管理等
３９ 打印机、扫描仪、传真机 用于维修生产管理
４０ 条码打印机、扫描枪 用于配件管理
４１ ＵＰＳ电源 用于突然掉电后ＰＣ机的数据保护
４２ 电缆检测设备 用于电缆通断检测
４３ 本／补切换装置测试仪 用于本／补切换装置性能及参数测试
４４ ＬＫＪ数据转存器 用于Ｈ型监控记录插件数据和程序换装
４５ ＬＫＪ功能扩展盒测试仪 用于ＬＫＪ功能扩展盒性能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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