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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鉴于在新建高速铁路枢纽内动车组配属、承担动车段（所）动车组检修工作量及检修设施规模测算结果中表现出不统一、

不协调及不匹配等问题，提出以列车运行图、全周转时间及日车公里法为指标的 3 种枢纽内动车组配属规模测算方法，重点研

究以动车组日车公里及全周转时间为主要指标，测算枢纽内动车组配属规模，同时给出承担动车段（所）动车组检修工作量及

检修设施规模测算方法。研究结果表明采用动车组日车公里指标测算结果裕量较大，需结合枢纽内铁路主要技术标准、客流及

行车方案等合理调整枢纽内动车组平均日走形公里指标，但该测算方法分析计算较为方便，适合应用于远期铁路枢纽规划投

资及动车组车辆投产规模控制等方面。 采用动车组全周转时间指标测算结果较为科学合理，能有效提高动车组使用率及运转

率，同时在运维检修方面可有效降低检修资源的浪费，减少工程建设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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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Research on the Scale of Operation
Maintenance and Repair of EMUs in Railway Hub

Xie Hongtai1，2，Wang Wei2，Wu Zhenfeng1

（1. School of Mechatronic Engineering, Lanzhou Jiaotong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2. Railway Planning and Design Institute, China Design Group Co., Ltd., Nanjing 210014， China）

Abstract：In view of the inconsistency and incompatibility in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of the EMU assignment, the
undertaking of the EMU maintenance workload of the EMU depot（station）, and the scale of the maintenance fa-
cilities in the newly built high-speed railway hub,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ree methods for measuring the size of
the EMUs in the hub using the full turnaround time and daily train-kilometer method as indicators. Focusing on
the daily EMU-kilometres and full turnaround time as the main indicators to calculate the size of the EMUs in
the hub，it explores the overhaul workload of the EMU depot（station） and the method for calculating the scale of
overhaul facilitie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using the daily train-kilometer index of
EMUs have a large margin, and it is necessary to rationally adjust the average daily shape-kilometer indicators
of the EMUs in the hub based on the main technical standards of the railway in the hub, passenger flow, and
driving plan. However, the calculation method is more convenient and suitable for long-term railway hub plan-
ning investment and EMU vehicle production scale control.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using the full turnaround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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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国内动车组检修周期
Tab.1 Maintenance cycle of domestic EMUs

Overhaul level
CRH1/CRH380D CRH2/CRH380A CRH3/CRH380B CRH5/CRH380C CR400AF/BF

≤（4 000＋400） km ≤（4 000＋400） km ≤（4 000＋400） km ≤（5 000＋500） km ≤（4 000＋400） km

48 h 48 h 48 h 48 h 48 h

- 30 000 km 20 000 km 60 000 km 20 000 km

15 d 30 d - - -

（120±10）×104 km 60－5
＋2×104 km （120±12）×104 km （120±12）×104 km The third -level repair is tempo -

rarily based on （120±10）×104 km
of operation or 3 years of operation,
whichever comes first. According
to the guidance of China Railway
Group, the upper limit of the
advanced repair and maintenance
mileage cycle will be gradually
extended to 1.65 million km in
stages.

3 a 1.5 a 3 a 3 a

（240±10）×104 km 120－10
＋5×104 km （240±12）×104 km （240±12）×104 km

6 a 3 a 6 a 6 a

（480±10）×104 km （240±10）×104 km （480±12）×104 km （480±12）×104 km

12 a 6 a 12 a 12 a

One-level mileage

Overhaul duration

Two-level mileage

Overhaul duration

Three-level mileage

Overhaul duration

Four-level mileage

Overhaul duration

Five-level mileage

Overhaul duration

Overhaul period

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铁路运输服务
品质的快速提升，动车组已逐渐取代传统客运列车
成为国内铁路客运任务的新一代主力产品，但在运
用维护方面从国铁集团及国内七大动车组检修基
地的统计数据显示，国内动车组标准不统一、车型
种类较多、运转效率较低、运用动车组检备率较高、
动车组检修能力紧张、检修资源不足、失修及过修
问题突出[1-4]。 结合实际运输需求提高全路动车组一
体化运转整备任务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高速动车组是高新技术密集型产品，必须利用
系统工程理论对其可靠性和维修性进行研究，强调
设计、制造、运用和维修中的信息反馈，建立统一的
高速动车组技术标准，以指导我国高速动车组的维
修工作。 相比日本、德国及法国等发达国家，我国高
速铁路发展起步较晚， 尤其在高速动车组高级别运
用检修方面更是经验严重不足， 可参照经验数据较
少，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检修标准和运用维护体系[5-7]。

国内在高速铁路动车段（所）新线设计中一般采用
吸收国外成套先进经验并参照国内已有动车组基
地设计的方式。

1 我国动车组检修制度及方式

参照日本、德国及法国等先进国家高速列车运
维方面的成熟技术经验，高速列车检修制度以可靠
性、运行安全性及舒适性为中心，实行计划修与状
态修相结合， 集中修与换件修相结合的检修制度。
鉴于此，我国以国铁集团为主导在先进维修技术理
论引导下，提出了以预防修为主的动车组五级修程
系统，其中一、二级修属于日常运用维修，以维护保
养为主；三、四、五级修为高级别修，以全面恢复动
车组基本性能为主，对于国内主流车型（如 CRH1/2/
3/5、CRH380A/B/C/D 及 CR400AF/BF） 制定了相关
检修规程和标准，国产动车组检修等级和检修周期
见表 1[8-9]。 CR400AF/BF 平台中国标准化动车组于

index of EMUs are more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which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utilization rate and opera-
tion rate of EMUs. At the same time, it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waste of maintenance resources and the in-
vestment in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in terms of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Key words： EMU (station); train operation diagram; full turnaround time; daily train kilometers of EMU; EMU
allocation amount
Citation format：XIE H T，WANG W，WU Z F. Analysis and research on the scale of operation maintenance
and repair of EMUs in railway hub[J]. Journal of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2021，38（5）：90-100.

谢红太，等：铁路枢纽内动车组运维检修规模测算分析研究 91



华 东 交 通 大 学 学 报 2021 年

2019年投入商业运营，截止目前还不足动车组高级
修检修周期， 根据国铁集团 2020 年 2 月发布的
《CR400AF/BF 平 台 动 车 组 三 级 检 修 规 程 TG/
CL156-2020》中规定了 CR400AF/BF 平台动车组三
级修周期暂以运行（120±10）万 km 或运行 3 年以先
到为准，同时根据指导意见，高级修检修里程周期

上限将分阶段逐步延长至 165万 km[10-11]。
动车组各修程检修停时及检修内容见表 2，其

中动车组检修次数是以一个五级修定检公里为计
算循环周期。 动车组三、四级及五级修分别为重要
部件分解检修、系统全面分解检修及整车全面分解
检修[12-13]。

表 2 动车组各修程检修停时及检修内容
Tab.2 Maintenance stop time and maintenance content of each maintenance program of EMU

Overhaul level Overhaul content

One-level overhaul Routine inspection: replace, adjust and supplement consumable parts, check the status and performance of
each part, especially the installation of suspension parts under the car.

Two-level overhaul Key inspections: carry out EMU performance tests and safety inspec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regulations,
focusing on inspections of wheelset treads and axles.

Three-level overhaul Decomposition and maintenance of important components: decomposition and maintenance of the bogie and
its main components.

Four-level overhaul Comprehensive system decomposition and maintenance: decomposition and maintenance of each main sys-
tem, and paint the car body if necessary.

Five-level overhaul Comprehensive decomposition and maintenance of the entire vehicle: decomposition and maintenance of the
entire vehicle, renewal of parts and components, and paint the vehicle body.

2 枢纽内动车组配属及检修规模测算

2.1 枢纽内动车组配属规模测算
动车组作为国内旅客运输的主要载运工具，枢

纽内动车组配属数量直接关系着能否满足铁路运
输需求及运维实施的配套规模。 现阶段铁路开通运
营后承担动车段（所）配属动车组数量主要根据实
际列车运行图来准确计数确定， 但在枢纽内铁路
规划及铁路设计时期动车组配属规模测算时，往
往面临列车运行图绘制复杂、 困难及预测准确性
差等种种问题； 因此结合目前各铁路设计单位在
动车组配属规模测算方面的设计经验及传统理论
计算方法， 总结提出了基于动车组日车公里数及
全周转时间的两种承担动车段（所）动车组配属数
量测算方法[14-16]。
2.1.1 列车运行图测算法

根据枢纽内客流情况、列流组织及动车组运用
计划编制原则，所有动车组在站 K 的最短接续停留
时间为[17]

minZ K=
T

i = 1
Σ

T

j = 1
Σ（覣ij

k× χij） （1）

最优周转时枢纽内所需动车组数量为

ds=

N

l = 1
Σ（tld-tls）+

M

K=1
ΣZΣ ΣK

1 440 （2）

式中：N 为区域枢纽内铁路总运行线路数；M 为区
域枢纽内铁路总车站数；tls为动车组始发时间；tld为
动车组终到时间；1 440 为动车组日运转时间，min；
ZK为动车组在站停留时间，min。
2.1.2 全周转时间测算法

根据动车组全周转时间分析计算，动车组枢纽
内配属动车组数量包括运用动车组数量、检修动车
组数量及备用动车组数量之和，表示为

N配属=N运用+N检修+N备用 （3）
式中：N配属为动车组检修基地配属动车组数量，列；
N运用为运用动车组数量，列；N检修为动车组二、三、四
级及五级修在检动车组数量和，列；N备用为备用动车
组数量，列。

1） 运用动车组列数 N运用。根据动车组运行全周
转时间计算枢纽内运用动车组数量，动车组日运行
时间按 18 h取值，则枢纽内运用动车组数量可表示
为

N运用= T总
1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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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总=T2+（T1+T3）×（1+α） （5）

T2=

n

j = 1
Σ （Cj /D一级-Cj /D二级）×T一级+Cj /D二级×T二级Σ Σ

3 （6）

式（4）~式（6）中：T总为枢纽内运用动车组全周转时
间和，h；18 为动车组日运行时间，h；T1 为枢纽内全
部开行动车组日旅行时间之和，h；T2 为动车组一、
二级检修作业时间和，h；T3 为动车组在站停留时
间，h；α 为动车组运行图备用系数，取值 0.1；D一级，
D二级为动车组一、二级修定检公里数，km；T一级，T二级
为动车组一、 二级修检修停时，h；Cj为对应交路内
动车组日走形公里数，km；j 为动车组交路编号。

对于动车组在站停留时间 T3，结合铁路客运专
线及提速线路设计工作经验，根据动车组运用交路
长度 Lj的范围，给出如下参考取值[18]

T3（Lj）=
0.5 h （Lj＜500 km）
1.0 h （500 km≤Lj≤1 000 km）
1.5 h （Lj＞1 000 km

≤
≤
≤
≤≤
≤
≤
≤
≤≤
≤ ）

（7）

2） 检修动车组列数 N检修。 考虑到现阶段铁路
部门进行日常一、二级检修采用分时作业，其中一
级修主要集中在夜间（21：00－8：00）时间段进行作
业， 二级修主要集中在白天进行作业， 结合目前
《铁路动车组设备设计规范 TB 10028—2016》及动
车组检修规程，一、二级修检停时较短，检修动车
组列数主要包括三、 四级及五级修在修动车组数
量和，即

N检修=N三级+N四级+N五级 ＝
n

j = 1
Σ β×（R三级+R四级+R五级）

250 × Sj

D五级
（8）

式中：β 为动车组检修不平衡系数 （或称为波动系
数）；Sj 为枢纽内对应交路动车组年走形公里数，

km；D五级为动车组五级修定检公里数 ，km；250 为
动车组大修（三、四、五级修）年检修工作天数，d；
R三级、R四级、R五级为动车组三、四级及五级修修程检修
停时系数。

式（8）中对于动车组检修不平衡系数 β 的取值
一般根据不同修程检修波动情况，可参考取值范围
为 1.0≤β≤1.4[19]，一、二级修时取 β=1.2，三、四级修
时取 β=1.1，五级修时取 β=1.0。

动车组一级修检修列数 N一级及二级修检修列
数 N二级可参照式（9）～式（10）进行计算：

N一级=
n

j = 1
Σ β×R一级

365 × Sj

D五级
（9）

N二级=
n

j = 1
Σ β×R二级

365 × Sj

D五级
（10）

式（8）~式（10）中，检修停时系数 R为检修次数 ki与
检修停时 ti的乘积，即

R=kiti （i=1，2，…，5） （11）
检修次数 ki 以一个五级修定检公里为计算循

环周期，分别计算各检修等级检修次数 ki为
k5=1 （12）

k4=
D五级
D四级 -k5 （13）

k3=
D五级
D三级 -k5-k4 （14）

k2=
D五级
D二级 -k5-k4-k3 （15）

k1=
D五级
D一级 -k5-k4-k3-k2 （16）

结合表 1 国内动车组检修周期分别根据配属
车型进行检修停时参数计算， 本文计算参照 CRH3
及 CR400AF / BF 平台动车组定检公里指标进行测
算，各检修等级检修停时参数见表 3。

Overhaul level Regular inspection
kilometers/km

When maintenance
stops Overhaul times Overhaul stop factor R

One-level overhaul 4 000 4.0 h 960 3 840 h

Two-level overhaul 2×104 4.5 h 236 1 062 h

Three-level overhaul 120×104 30 d 2 60 d

Four-level overhaul 240×104 45 d 1 45 d

Five-level overhaul 480×104 50 d 1 50 d

表 3 CRH3 及 CR400AF / BF 平台动车组各修程检修停时参数
Tab.3 CRH3 and CR400AF / BF platform EMU maintenance period corresponding to maintenance stop parameters

谢红太，等：铁路枢纽内动车组运维检修规模测算分析研究 93



华 东 交 通 大 学 学 报 2021 年

3） 备用动车组数量 N备用。枢纽内备用动车组数
量一般可按运用动车组数量乘备用率进行计算

N备用=N运用 × ζ （17）
式中：ζ 为动车组备用率（或称预留率），新线设计中
一般取 ζ=0.06。 根据 《铁路动车组设备设计规范
TB 10028—2016》结合目前国内铁路部门备用动车
组配属情况及分布规模， 全路备用动车组数量很
少，备用率总体小于 0.06，个别铁路局动车组备用
率略高于 0.06。
2.1.3 日车公里测算法

一般在新建高速铁路设计中结合枢纽内客流
及行车组织情况，动车组平均日走形公里指标保守
取值，不考虑检修动车组数量。 根据动车组日走形
公里数计算新建铁路本线枢纽内新增配属动车组
数量，表示为运用动车组数量与备用动车组数量之
和

N′配属=N′运用+N备用 （18）
N′运用=S运用/C （19）

式中：N′运用为运用动车组数量；S运用为本线枢纽内新
增配属动车组日走形公里数，km；C 为本线枢纽内
动车组平均日走形公里指标，km。

这种测算方法称为“日车公里法”，其中最为重
要的一个参数为新建线枢纽内动车组平均日走形
公里指标 C 的确定，直接关系着近远期动车组配属
及检修运维设施的布局和规模，需结合新建线枢纽
内铁路技术标准、动车组乘务交路长度、配属动车
组类型、设计及运维经验数据综合分析确定合适的
平均日走形公里指标。
2.2 枢纽内动车段（所）检修规模测算

动车段（所）动车组检修工作量主要包括动车
组存车任务、日常维修及高级修 3 部分，其中配属
动车组存车任务主要设施包括动车组存车股道及
配套洗车检测监测设备等，动车组日常维修及高级
修任务分别由对应一级至五级修程动车组检修库
及配套设备设施承担。 动车段（所）检修规模测算需
结合枢纽内动车组运输组织方案及动车组检修定
检标准计算检修工作量，从而科学合理地确定动车
组存车场、日常维修和高级修检修厂房布置及配套
设备设施。

根据国内动车组各修程定检公里及枢纽内对
应交路动车组日走形公里数，动车组一级至五级对
应修程年检修工作量可表示为

H五级=
n

j = 1
Σ Cj

D五级
（20）

H四级=
n

j = 1
Σ Cj

D四级 -H五级 （21）

H三级=
n

j = 1
Σ Cj

D三级 -H五级-H四级 （22）

H二级=
n

j = 1
Σ Cj

D二级 -H五级-H四级-H三级 （23）

H一级=
n

j = 1
Σ Cj

D一级 -H五级-H四级-H三级-H二级 （24）

式（20）～式（24）中：H一级，H二级，H三级，H四级，H五级分别为
动车组对应各修程年检修工作量；D一级，D二级，D三级，
D四级，D五级分别为动车组对应各修程定检公里数，
km；Cj 为枢纽内对应交路动车组日走形公里数 ，
km。
2.2.1 动车组检修库线数测算

枢纽内动车段（所）动车组检修库线数分别为
一、二、三、四级及五级修对应检修库线数和

nj=
5

i = 1
Σnji （i=1，2，…，5） （25）

式中：nj为枢纽内动车段 （所） 动车组检查库线数
和；nji（i=1，2，…，5）分别为一、二、三、四级及五级修
对应检查库线数。

其中

nj1=
n

j = 1
Σ R一级

α×365×12 × Sj
D五级

（26）

nj2=
n

j = 1
Σ R二级

α×365×12 × Sj
D五级

（27）

nj3=
n

j = 1
Σ β×R三级

α×250 × Sj
D五级

（28）

nj4=
n

j = 1
Σ β×R四级

α×250 × Sj
D五级

（29）

nj5=
n

j = 1
Σ β×R五级

α×250 × Sj
D五级

（30）

式中：β 为动车组检修不平衡系数， 取值参考式
（8）；Sj 为枢纽内对应交路动车组年走形公里数，
km；D五级为动车组五级修定检公里数，km；365 为动
车组日常修（一、二级修）年检修工作天数，d；250
为动车组大修（三、四、五级修）年检修工作天数，
d；R三级，R四级，R五级为动车组三、四级及五级修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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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修停时系数，取值参照表 3；α 为动车组检修库线
的设备利用率系数，经验取值 α=0.85。

结合目前国内动车组日常修检修现状，考虑到
一、二级检修是采用分时作业，根据现行铁路部门
检修修程结合式（23）及式（24）可知年检修工作量
H一级＞H二级， 取一级修检查库线数 nj1作为整个日常
一、二级检修库列位数。

根据式（8）枢纽内检修动车组数量 N检修在数值
上为三、四级及五级检修库线数和

N检修＝N三级＋N四级＋N五级＝nj3＋nj4＋nj5 （31）
另外，根据国铁集团《关于明确动车组运用检

修设施及设备配置标准的通知》（铁总运 [2015]）中
对于动车段（所）动车组运用维护管理经验数据显
示：10列标准 8辆短编组动车组， 配置 1 条检查库
线 （满足 2 列标准 8 编组或 1 列 16 编组动车组停
放）设施及配套检修设备，可用于动车段（所）一、二
级修检查库线经验测算。
2.2.2 动车组存车线数测算

动车段（所）存车场一般有占地面积广、存车线
族数量多及走形线长等特点，动车组存车线规模确
定及布置形式直接关系着整个动车段（所）平面布
局。存车线数 nc主要由枢纽内除去一级至五级修各
修程检修动车组数之外的所有配属动车组数 N配属
决定，包括运用动车组数量 N运用及备用动车组数量
N备用。

nc＝N运用＋N备用－nj1－nj2 （32）
取一级修检查库线数 nj1 作为整个日常一、二

级检修库列位数，同时考虑除去本枢纽内动车组是
否存在外段（所）过夜的动车组数量 N外及备用动车
组 N备用存车线数 n0（n0＝N备用），在设计中动车段（所）

存车线数 nc可修正为
nc＝N运用＋N备用－nj1－N外＋n0 （33）

3 南京枢纽新建南京北动车所动车组配属
及检修规模测算

3.1 南京枢纽动车组检修现状及运输组织分析
新建南京至淮安城际铁路位于我国长三角区

域江苏省和安徽省境内，线路自北向南由江苏省
淮安市淮安东站引出， 向南经安徽省天长市、南
京市六合区及浦口区，引入新建的南京枢纽第三
客站南京北站，线路全长约 220 km。 宁淮城际铁
路作为长三角城际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北接
连淮扬镇、徐宿淮盐铁路 ，南连宁杭 、宁安 、宁宣
铁路 [20-21]。 根据南京枢纽总图规划，南京枢纽基本
形成南京、南京南、南京北“三大客站”格局，就目
前来看南京铁路枢纽主要存在现客运系统布局
不尽合理，既有客运站能力不能满足规划新线引
入要求，枢纽过江通道能力不能适应研究年度线
路引入及货运增长需求，同时随着远期动车组线
路密度的逐渐增大，既有动车组运维设施不能满
足近期南京枢纽动车组运用检修任务 [22-24]。 随着
近期宁淮城际铁路与沿江高铁设计实施，科学合
理布局南京北站近、 远期规划建设非常必要，同
时南京北动车运用所作为附属工程建设对于铁
路安全运输及动车组设施设备维修是必不可少
的 [25]。

南京枢纽既有动车组设施包括南京动车运用
所与南京南动车运用所，动车组配属情况、既有及
规划动车组设备设施规模见表 4。 结合南京枢纽运
输组织模式、运营管理方式、枢纽内客货运布局方

EMU（station）

Attached to
EMU/group
（of the end
of 2020）

Existing and under
construction scale

Long-term construction
scale

Note
Parking line

（strip）
Check library
line （strip）

Parking line
（strip）

Check library
line （strip）

Nanjing EMU 53 14 4 14 4
Existing, it is mainly responsible for the
inspection and storage of Shanghai-Nanjing
intercity EMUs.Existing，it undertakes the
inspection and storage tasks of Beijing-
Shanghai high-speed railway, Shanghai-
Chengdupassengertrain,Nanjing-Hangzhou
passenger train, and Ning’an intercity
EMU

Nanjing South
Railway Station 95 45 8 45 8

表 4 本线相邻线既有及规划动车组设备规模
Tab.4 Equipment scale of existing and planned EMUs on adjacent lines of this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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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南京枢纽近、远期动车组对数及径路表
Tab.5 Long-term and short-term train pairs and route table of Nanjing railway hub

Serial
number Start End Main route

Number of train pairs Mar-
shallingRecent Long-term

1 He-Ning high speed rail 13 18

2 Nanjing Wuhan High-speed rail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2 3 D16

3 Nanjing Hefei High-speed rail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2 3 D16

4 Nanjing Yichang High-speed rail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2 3 D16

5 Nanjing Changsha south High-speed rail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2 2 D16

6 Nanjing Chongqing High-speed rail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2 3 D16

7 Nanjing Chengdu High-speed rail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2 3 D16

8 Nanjing Xiangyang High-speed rail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1 1 D16

9 He-Ning railway 21 24

10 Nanjing Hefei He-Ning railway 13 14 D8

11 Nanjing Wuhan He-Ning railway，Hu-Rong rail 1 1 D16

12 Nanjing Chongqing He-Ning railway 1 1 D16

13 Nanjing Chengdu He-Ning railway 1 1 D16

14 Nanjing Xi’an He-Ning railway，Ningxi railway 2 2 D16

15 Ning’an intercity 38 46

16 Nanjing Wuhu Ning’an Intercity 10 12 D8

17 Nanjing Anqing Ning’an Intercity 19 22 D8

18 Nanjing Fuzhou Ning’an Intercity，Hefu Railway 1 1 D16

19 Nanjing Xiamen Ning’an Intercity，Hefu Railway 1 1 D16

20 Nanjing Dongguan Ning’an Intercity，Hefu Railway 1 2 D16

21 Nanjing Huangshan Ning’an Intercity，Hefu Railway 4 5 D16

22 Nanjing Nanchang Ning’an Intercity，Chi-Jiu Railway 2 3 D16

23 Beijing-Shanghai High Speed Railway 12 16

24 Nanjing Beijing Beijing-Shanghai High Speed Railway 6 9 D16

25 Nanjing Jinan Beijing-Shanghai High Speed Railway 2 3 D8

26 Nanjing Xi’an Beijing-Shanghai High Speed Railway、Xulan High Speed Rail 2 2 D16

27 Nanjing Qingdao Jiaoji Railway，Beijing-Shanghai High Speed Railway 2 2 D16

28 Ningchu Intercity 0 30

29 Nanjing Bengbu Ningchu Intercity 0 20 D8

30 Nanjing Suzhou Ningchu Intercity 0 5 D8

31 Nanjing Huaibei Ningchu Intercity 0 5 D8

32 Beijing-Shanghai High Speed Railway 15 16

33 Nanjing Shanghai Beijing-Shanghai High Speed Railway 15 16 D16

式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宁淮城际铁路、沿江高
速铁路及相邻高速客运通道，规划布局南京枢纽内

近、远期动车组对数及径路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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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Nanjing Shanghai Shanghai-Nanjing Intercity 81 84 D8

36 Nanyanjiang Intercity 77 86

37 Nanjing Shanghai Nanyanjiang Intercity 77 86 D8

38 Hangzhou direction 45 60

39 Nanjing Fuzhou Nanjing-Hangzhou Intercity，Hangzhou-Ningbo Railway 3 4 D16

40 Nanjing Xiamen Nanjing-Hangzhou Intercity，Coastal railway passage 3 4 D16

41 Nanjing Wenzhou Nanjing-Hangzhou Intercity，Hangzhou-Ningbo Railway 4 6 D16

42 Nanjing Hangzhou Nanjing-Hangzhou Intercity 9 12 D16

43 Nanjing Ningbo Nanjing-Hangzhou Intercity，Hangzhou-Ningbo Railway 5 6 D16

44 Nanjing Lishui Nanjing-Hangzhou Intercity 3 4 D16

45 Nanjing Quzhou Nanjing-Hangzhou Intercity 4 5 D16

46 Nanjing Changsha Nanjing-Hangzhou Intercity 3 4 D16

47 Nanjing Cangnan Nanjing-Hangzhou Intercity 3 4 D16

48 Nanjing Nanchang Nanjing-Hangzhou Intercity 4 5 D16

49 Nanjing Guiyang Nanjing-Hangzhou Intercity 2 3 D16

50 Nanjing Nanning Nanjing-Hangzhou Intercity 2 3 D16

51 Yangzhou direction 35 42

52 Nanjing Shanghai North Yanjiang High Speed Rail 15 17 D8

53 Nanjing Nantong North Yanjiang High Speed Rail 12 15 D8

54 Nanjing Yangzhou North Yanjiang High Speed Rail 8 10 D8

55 Huaian direction 37 48

56 Nanjing Huaian Ninghuai Intercity Railway 8 10 D8

57 Nanjing Lianyungang Lianzhen Railway，Ninghuai Intercity Railway 6 7 D8

58 Nanjing Suqian Xuhuai Railway，Ninghuai Intercity Railway 6 7 D8

59 Nanjing Yancheng Xuhuai Railway，Ninghuai Intercity Railway 6 7 D8

60 Nanjing Qingdao Qinglian Railway，Lianzhen Railway，Ninghuai Intercity Railway 5 7 D16

61 Nanjing sunshine Qinglian Railway，Lianzhen Railway，Ninghuai Intercity Railway 2 3 D16

62 Nanjing Yantai Qinglian Railway，Lianzhen Railway，Ninghuai Intercity Railway 1 2 D16

63 Nanjing Linyi Linhuai Railway，Ninghuai Intercity Railway 1 1 D16

64 Nanjing Zhengzhou Zhengxu Railway，Xuyan Railway，Ninghuai Intercity Railway 1 2 D16

65 Nanjing Xi’an Zhengxi Railway，Zhengxu Railway，Xuyan Railway，Ninghuai Intercity Railway 1 2 D16

66 Xuancheng direction 30 35

67 Nanjing Xuancheng Ninghuai Intercity Railway，Ningxuan Railway 8 10 D8

68 Nanjing Huangshan Ninghuai Intercity Railway，Ningxuan Railway 11 13 D8

69 Nanjing Fuzhou Ninghuai Intercity Railway，Ningxuan Railway 6 6 D16

70 Nanjing Guangzhou Ninghuai Intercity Railway，Ningxuan Railway 5 6 D16

71 To Maanshan (Ningma Intercity) 8 10

72 Nanjing Maanshan Ninghuai Intercity Railway，Ningma Railway 5 6 D16

73 Nanjing Chaohu Ninghuai Intercity Railway，Ningma Railway 3 4 D16

Serial
number

34 Shanghai-Nanjing Intercity 81 84

Start End Main route
Number of train pairs

Recent Long-term

Mar-
shalling

续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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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
Number of
EMUs at-
tached

EMU inspection
number of rows

Number of trains for overhaul of
EMU Number of

EMU
storage
lines

One and two-
level overhaul

number

Three-level
overhaul
number

Four-level
overhaul
number

Five-level
overhaul
number

Full turna-
round time
measurement
algorithm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re-

quirements

Early 64.36 11.58 3.49 2.62 2.64 58.84

Long-term 78.91 14.34 4.71 3.53 3.92 72.04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gap

Early -24.64 -0.42 3.49 2.62 2.64 -0.16

Long-term -10.09 2.34 4.71 3.53 3.92 13.04

Daily vehicle
kilometers

and empirical
measurement
algorithm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re-

quirements

Early 78.25 15.65 - - - 78.25

Long-term 96.87 19.37 - - - 96.87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gap

Early -10.75 3.65 - - - 19.25

Long-term 7.87 7.37 - - - 37.87

表 6 南京枢纽近、远期动车组检查、检修及存车列位数（以长编组计算）
Tab.6 The number of short-term and long-term EMU inspections, maintenance and storage of Nanjing Railway Hub

（calculated by long-term trains）

3.2 南京北动车设计规模测算分析
根据南京枢纽近、远期动车组开行方案，分别

采用全周转时间测算法、日车公里结合经验测算法

分析计算南京枢纽内近、远期运维检修需求，动车
组检查列位、检修列位及存车列位等运维检修设施
见表 6。

结合动车组运维检修设施现状规模，既有南京
枢纽内近、远期动车组检查及存车能力设施逐渐趋
于饱和，远期动车组检查设施能力紧张，检修设施
能力严重短缺，存车停车场地不足。 同时考虑到南
京枢纽既有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枢纽动车组配
属及运维资源能力测算方面采用统筹考虑的方式，
在实际“三大客站”配套运维检修设施布局中并不
能实现理想资源共享，实际南京枢纽内局部检修资
源缺口更大，新建动车组检查、检修设施的扩能需
求更迫切。

根据全周转时间测算法及日车公里测算法两
种方法计算分析可知， 采用日车公里法测算时，当
枢纽内动车组平均日走行公里指标取常见经验计
算值 2 000 km，日车公里测算法在不考虑检修动车
组数量前提下，计算的运用动车组数量及备用动车
组数量比全周转时间测算法计算结果偏大约 41%，
配属动车组数计算结果偏大约 20%，动车组存车线
数及检查库线数计算结果偏大约 35%，计算枢纽内
动车组配属、承担动车段（所）动车组检修工作量及

检修设施规模测算裕量较为充足。

4 结论

根据动车组日车公里及全周转时间测算法计
算枢纽内动车组配属规模，基于此给出承担动车段
（所）动车组检修工作量及检修设施规模测算方法，
研究表明：

1） 采用日车公里测算法在新建高速铁路枢纽
内动车组配属设计及承担动车段（所）动车组检修
工作量及检修设施规模测算中，需结合枢纽内铁路
主要技术标准、客流及行车方案等合理调整枢纽内
动车组平均日走形公里指标。 该测算方法分析计算
较为方便，适合应用于远期铁路枢纽规划投资及动
车组车辆投产规模控制等方面。

2） 采用全周转时间测算法在新建高速铁路枢
纽内动车组配属设计及承担动车段（所）动车组检
修工作量及检修设施规模测算结果较为科学，能有
效提高动车组使用率及运转效率，同时在运维检修
方面可有效降低检修资源的浪费，减少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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