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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railway locomotive operation, the quality inspection work occupies a key position. By accurately monitoring the 
production arrangement, implementation process and related data of railway locomotive, it can effectively prevent any non-standard 
operation	behavi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ocomotive	quality	maintenance	management	system	is	helpful	to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he	current	quality	maintenance	operation,	and	can	eliminate	all	the	bad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rocess	of	quality	
maintenance.	Therefore,	the	quality	of	repair	work	has	been	improved,	the	repair	cost	has	been	reduced,	the	efficiency	of	repair	work	
has been enhanced, and the repair process and quality have been closely supervi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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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车配件检修质量信息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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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铁路机车运营的过程中，质量检查工作占据了关键地位，其通过精准监控铁路机车的生产安排、执行过程和相关数据，
可以有效预防任何非标准的操作行为。构建机车品质维护管理系统有助于显著增进现阶段品质维护作业的效能，并且能够
消弭品质维护过程中存在的种种不良问题。因此，实现了提升修复工作的品质、减少修理费用、增强修理工作的效能，并
对修理流程与品质进行了严密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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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确保铁路运输流畅无阻，相关的铁路管理机构将配

备足够数量且维护得当的机车。这些部门的职能可以归结为

两个主要方面：一是机车的调度使用；二是机车的维护保养。

机车维护单位的设立旨在确保机车的良好运作状况。这需要

该部门系统性地对机车进行高效、优质的维护保养。系统工

程学适时而兴，对现代技术与管理领域产生了深刻的作用。

论文通过系统工程学的视角，对铁路机车维护管理系统的搭

建展开了详尽的探讨和剖析。

铁路专用资材的构成里，机车零部件占据了至关重要

的地位，其质量的优劣直接影响到机车行驶的安全性，还在

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准点和提供优质服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

用。机车的性能优劣与其最初的设计和生产标准紧密相连，

同时与日后的维护和检修情况有很大关系，另外，随着机车

的持续运行，配件的损耗和老化势在必行。所以，若期望机

车零部件恢复其初的功能状态，必须进行适当的保养，这涉

及零部件的维修保护，举例来说，电气仪表、运行及制动系

统等零部件的维护对确保行车的安全性极为关键。

2 系统工程学的基本含义

系统本质上呈现集成性，它是由各承担特定职能、彼

此紧密相连的组分所形成。虽然这些组成要素各有其功能特

性，但都是按照一致的逻辑框架搭建起一个有机统一的系

统。该系统的集成性要求我们在处理相关问题时，通常倾向

于采用系统性的方法进行解决。本研究将系统工程理论应用

于铁路机车检修系统的建立，目的是全面探究该系统在提高

机车检修效率方面的整体性目标。

3 铁路机车检修系统的意义

可以看出系统都设定了特定的目标，在追求这些目标

的过程中，必然配备了必要的职能。铁路保养系统所承担的

职责，由政府相关部门根据实际评估来制定符合需要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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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方针、扩大生产力，并对劳动成效进行评估，以此增进

调度的高效性、提升生产技术及完善维修人员的技术水平，

确保列车资源得到有效供应。通过对机车在运行前进行的点

检与养护、机车状况的预警和在现场以及远端的监控措施，

目的是一旦发生事故或问题能迅速修复和响应，达到尽量预

防故障发生的目标。同时，通过管理铁路机车零部件的采购

标准、确立机车技术规范、提升操作工的作业水平和制定培

训方案，以保障配件的高质量、精确的作业流程以及科学维

护手段，目的是达成机车维修工作的高效与高品质。机车维

修体系所覆盖的作用，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四个主要领域：生

产调度、备件调节、维护费用的控制和维修质量的评估。下

文将详细阐释四项技能。

系统的构架：机车质量监督体系主要涉及部件使用年

限的追踪分析、部件的检验与实验、部件的品质管控及部件

追溯等方面。配件的检测与试验管理主要涵盖了对配件的维

修检验、机车上安装的配件检测以及进入仓储的配件检验。

零部件质量与使用寿命追踪管理系统采用封闭式架构以实

现对机车零部件的追踪监督，通常零部件流转的管理更多聚

焦于对其进行调配和接收的过程，且在整个零部件管理流程

之中始终穿插着对零部件品质进行的控制与管理作业。追踪

评估零部件的品质时，主要根据上述模块获取的初级信息来

进行配件使用年限和质量的收集及整理。

4 机车配件的检修质量和跟踪管理的信息功
能模块

4.1 分析配件检测与试验的模块
零部件的检验过程涵盖三个主要环节，它们依次为零

部件的维修与测试、安装在机车上的零部件的测试，以及储

存于机车的零部件的测试。在构建了必要的检测平台后，对

于储存和安装的零部件检验，通过对静态检测数据的深入分

析，能够掌握零部件的品质信息。之后，借助标准化的术语

库洞悉品质详情，并将这些信息推送至数据库中以实现信息

的共享。此外，维修团队需利用网络技术来访问相关信息，

并通过部件测试台对机车零件进行完修后的检验，在分析和

筛选出检测结果之后，依照既定规定将其存档于资料库内。

4.2 寿命管理的模块
机车零件的使用年限通常通过追踪其累计行驶和维修里

程来进行监控，涵盖了零件报废年限、零件最初的使用年限、

零件维护更新年限以及零件实际运行年限的综合管理。初始

配件寿命设为计算的基准值，并精确输入；而配件的实际使

用寿命是指配件安装在机车上后每日行驶里程累积的结果，

是构成配件生命周期根本的因素。系统在运用数据库技术对

配件的使用寿命进行控制时，首先需要从数据库提取列车每

日行驶里程数据并记录于数据库，继而自动激活数据库端程

序，由其进一步算出总累积里程与下次维修前的剩余里程。

4.3 分析配件质量的控制模块
机车零部件拆卸完毕之后，通过对零件种类进行分类，

检修质量和跟踪管理信息系统能制定出维修操作的流程图。

继而，作业人员便可依照该流程图进行相应的维护作业。在

施行检修工作前后，机车零部件的维修质量及其对应的跟踪

监控信息系统，可借助指纹识别、流程节点把关、遵循工

艺规范的复核、人力检查以及机械设备的数据跟踪等多种手

段，来确保零部件的修复水平得到妥善管理。运用数据库技

术提取机车部件的检测与审查资料，并利用出现故障的数据

来确立维护措施计划。如此一来，系统便可获悉预定拆卸的

零件信息。待权责人士核准之后，相应的部件便能执行拆除

流程。当有关人员完成身份识别后，系统便能够自行创建出

零部件维护作业的流程示意图。此举确保了维修技工可以按

照既定工序和各自的操作权限执行维修任务。在维修任务全

部完成后，技工需对所进行的维修作业进行记录填报。在完

成检修记录的填报之后，系统有能力独立制定与工艺对照的

准则，举例来说：仅当检修完成后的参数达到相应的规定水

平时，才可宣告检修作业结束；反之，检修依旧需持续进行。

在维修任务完成之后，必须安顿有授权的人员对更换的部件

进行认证，同时详细记录认证的步骤与成果，并且需要以指

纹识别方法来核实负责认证的人员身份。

4.4 零配件品质及使用年限追踪的分析模块
依循上述组件，能够搜集众多机车部件资料，如部件的

报废公里数、部件的档案记录、部件的检验数据及部件的故

障详情等。利用众多资讯得以分析零配件的故障归咎、相关

档案记录、预估的报废使用年限，以及构件故障的分布情况。

4.5 配件跟踪的模块
配件追踪系统主要涵盖分配、卸载、装载、维修、出

仓和进仓等一系列管理环节，常规上对于机车配件追踪会

实行封闭式流程控制方法，并融入了配件测试二维码技术。

特别是在安装上车、拆解下车、离开仓库、进行维修和存放

入库这五个阶段，必须通过扫描条形码来对零件进行确认，

确保零件的编码与实际物体相符。机车归库之际，须根据元

件检验结果所反映的使用寿命和机车缺陷数据进行条码扫

描，对待拆换的零件进行操作，并在作业人员以身份验证

确认后，该零件才得以卸下并与机车相关配件分离。当涉及

人员在对已拆卸的部件进行维修作业时，若这些部件已安装

就绪，也得对其条形码执行扫描程序，并在完成指纹验证之

后才能装回车辆。若维修过程中确定该零件无法恢复功能，

则须对其进行报废。另外，在追踪配件过程中，要依据机务

区域的具体状况做出适配性调节，彻底审查其配件管理的状

况。对于机车零件的装卸、入库与维修环节，必须根据其所

属的管理体系来执行管理职责。

5 机车配件的检修质量和跟踪管理的信息系
统设计

5.1 分析检修质量的信息管理软件

5.1.1 分析软件系统的组织结构
对机车维护品质及其跟进管理信息系统的考察主要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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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了三个层次的架构，即表现层、业务逻辑层和数据层，这

三个分层共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机车零件维修管理系统。各

个层级分别对应客户端、服务端以及数据库服务端的布局。

此设计可以明确且独立地整理玻璃橱的业务逻辑，并将其部

署在应用的服务器上，从而让功能层的逻辑条理更为清晰。

系统亦可区划为职能机构、维护与制造单元以及管理级别。

在吸纳了职能机构和维护与制造单元的信息后，管理层得以

向它们下达相应的命令。在接到领导层的命令后，职能机构

便立即将该命令转发至负责检修和生产的相关部门，随后该

部门会对收到的信息进行梳理，并将整合后的情况报告给管

理层，以便为接下来的决定制定提供参考信息。

5.1.2 分析软件系统的功能
机车检修质量与追踪管理信息系统主要涵盖了机车零

部件使用登记子系统、机车零部件质量追踪管理系统以及机

车零部件维修登记系统。该系统以质量为核心，对段内合格

的机车配件进行数据索引和流转操作，同时对不合格、需报

废的零部件执行管理程序。此外，系统负责对新采购的机车

配件进行检验、信息记录和标识工作，确保能够即时监控和

检索整个路段的机车配件状况。内燃机车元件维修管理及信

息录入系统主要负责更新、补充或者移除有关机车零件维护

的数据，并且与机车部件管理系统进行数据交换。机车元件

信息系统的核心功能在于更新、增添及撤销机车零件使用详

情，并与机车管理信息系统实现数据信息的互通。

5.2 检修质量和跟踪管理的信息系统设计

5.2.1 机车配件的检修与录入系统
机务部件的维护管理系统旨在实现对部件维护数据的

删除、补充及更新操作。操作起始于配件的二维码扫描界面，

继而跳转至维护录入页面，由授权人员输入相应配件的维修

资料，诸如维修场所、作业时点、作业者、修理内容、维修

因由及相关技术参数等信息。如此一来，不仅能够显著提高

部件维修工作的品质与效能，亦便于责任人员及时追踪配件

的最新状态。

5.2.2 机车配件的运用与录入系统
利用机车零部件管理系统，能即时输入并检索机车零

件的使用数据，为使用者提供所需信息，使负责人能够便捷

地监控零件信息。该系统核心作用在于监控、补充、更新及

移除资料，并能够详细登记装配位置、施工人员、应用截止

日期以及转移机车的时刻。在启用配件之前，有可能对即将

使用的机车零件进行扫码，并填入相关的使用信息，而在部

件安装后，可根据其识别码追踪其使用状况。

5.2.3 机车配件的质量跟踪管理体系
在大多数情况下，针对关键铁路机车部件而设立的质

量追踪和管理系统，能够为机务人员提供即时的部件信息数

据查询，从而促进对重要机车元件的有效管理。相关工作人

员能根据历史资料向维修人员提供必要的维修详情，从而提

高维修工作的效率和品质。

机车配件品种繁杂，其配件的流转过程异常纷繁，始

终是对车间管理员进行高效管理的难题。如何确保对机车零

部件的维护品质受到严格管理，保障其维修的准确性，依照

操作规程进行修理作业，防止遗漏检查与修补？怎样能够有

效追踪零配件的循环利用、品质以及使用年限？怎样才能保

障信息化管理过程中备件编号与其对应实体的一致性？针

对前述议题，论文展开探讨，并提议建立一个针对机车部件

维护品质的追踪管理信息系统。

6 结语

论文系统科学地探讨了思维及其工艺流程，并将其理

论应用于铁路维护体系的构建，有望极大提升铁路维护管理

效能。建立质量维修管理系统可以显著增进维修作业的效能

及其准确性，并且对于整体系统对旗下各分系统的深层次监

控与操控也大有裨益。利用管理体系的功能作用，推动各分

支系统展开必要的维修活动，确保每个分支系统都能充分发

挥其独特优势，同时互不干扰。通过这种做法，既提升了铁

路机车的维护品质，又进一步确保了列车运行的畅通无阻，

为铁道的顺利运行提供了充足的支持。构建了管理体系，不

但提升了维修工作的品质，同时也减少了维修的费用支出，

并对维修物资进行了有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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