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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轨道衡的作用在于称量铁路卡车载

重。通常情况下，分为静态轨道衡、动态轨道衡等

类型。本文以轨道衡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轨道衡

常见故障现象的成因，有针对性地制定故障处理方

案，介绍了静态轨道衡、动态轨道衡各自的使用维

护方法，旨在及时有效地进行故障排查处理，确保

轨道衡设备运行稳定，数据准确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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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作为铁路物资运输的重要计量设备，轨道衡广

泛应用于大宗物资商贸结算、大中型钢铁厂等重工

业企业厂内物资中转计量等领域。其中应用于大宗

物资商贸结算的国家强制检定的轨道衡计量设备

精度要求较高，而应用于重工业企业厂内物资中转

计量的轨道衡设备往往工作环境恶劣，故障率高，

检修维护工作量大。为确保轨道衡运行稳定，数据

准确，必须做好日常维护和保养工作，将出现的故

障及时排除。及时总结归纳轨道衡故障排查处理方

法，可确保轨道衡运行稳定，使用效率进一步提

高，见图1。

 

图1	 轨道衡线路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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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轨道衡常见故障现象及故障原因分析	

1.1  电子元器件设备故障

主要表现为称重仪表、称重传感器、接线盒设

备故障，其中最常见的是称重传感器故障。影响称

重传感器性能的因素较多，部分内在关键因素在于

见图2。弹性体材质及制造工艺、由传感器结构及其

性能造成的误差、应变片的性能等等。外因则主要

包括称重传感器泡水后对绝缘性能以及高温环境影

响。表现形式主要有：

（1）零点出现异常值。若干个零点出现异常

值，一般而言由下述2 种故障造成：

①传感器损坏或性能难以满足要求。测量称重

传感器阻值及绝缘性能不合格时，则判定为传感器

损坏或性能难以满足要求，需对现在的传感器进行

替换。 

②接线盒浸水。首先判断接线盒内是否进水，

如果存在进水现象，那么就需要对接线板进行更

换。如果连接模拟器、阶梯波、传感器全部无异

常，说明是信号线问题。 

（2）过衡误差大、偏载增大等。如果轨道衡出

现过衡误差较大等问题时，一般而言由下述2 种故障

造成： 

（1）过渡器或外围设备卡阻影响。对台面过渡

器的灵活性进行检查，轨缝挤死与否，窜轨与否，

发生问题的地方，借助角磨机横向打磨轨缝，保障

其满足要求。 

（2）接线板问题。将模拟器进行连接，阶梯波

形不存在异常，且每挡码数值相差一致。对全部传

感器桥压进行测量，检查端子排，采用新接线板或

对端子排冲焊接。

1.2  机械传力装置、固定道床的影响 

称重传感器连接件、预埋基础、过渡器以及称

重台面限位装置的材料和布设位置等因素，均会对

承重部分和垂直力的传递造成影响。限位装置会对

台面所承受纵横两个方向的水平力造成影响，受到

各种因素的作用，台面受到的水平力会造成台面承

重梁发生水平位移。所以，为了进一步削弱这种位

移量，限位器必须将水平位移位于某一区间数值范

围内，如果水平位移超出该范围，便会造成传感器

受侧向力作用，进而导致计量误差的出现。 

图2	 轨道衡计算机称重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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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道床的水平度、直线度容易影响轨道衡的

动态计量数据。轨道衡动态称量过程中，车辆一直

行进，因车辆不是静止的而是运动的，由此造成称

量台面 4 个支点的受力也是动态的，传感器的受力

处于不断变化中，输出信号并非恒定值。如果固定

道床水平度和直线度变化量大，则容易造成输出信

号波动大。因此车辆的重量采用某一瞬间传感器的

输出结果，将出现相对较大的误差。 

1.3  由车钩及牵引力造成的影响 

车辆联挂动态称量过程中，牵引力由车钩影响

轨道衡的计量误差，线路、台面的坡道及高差，牵

引力的不固定性，车钩的状态和位置等，均会影响

计量精度。 

2	 轨道衡的故障要因确认	

从设备结构及安装技术要求上分析确认造成轨

道衡设备故障的主要原因见下表。

表	 轨道衡设备故障原因分析

轨道衡故障原因 分析确认主要原因

1. 称重传感器故障或线路破损 1. 会直接造成称重数据超差。此项是要因

2. 接线盒损坏 2. 会直接造成称重数据超差。此项是要因

3. 称重仪表或数据采集系统故障 3. 会直接造成称重数据超差。此项是要因

4. 称重传感器压头等连接件设计不合理
4. 压头受力点容易发生变化，影响秤台自重变化为100~200kg。此项是
要因

5. 限位松紧度调整不合理 5. 影响秤台自重变化为100~200kg，设备稳定性差。此项是要因

6. 过渡器卡阻 6. 过渡器卡阻严重。此项是要因

7. 粉尘影响 7. 接线盒、仪表等电仪设备防尘效果较好。此项非要因

由上表分析可见，称重传感器故障、接线盒损

坏、称重仪表或数据采集系统故障、称重传感器压

头等连接件设计不合理、限位松紧度调整不合理、

过渡器卡阻等因素是造成轨道衡设备故障的主要原

因。

3	 轨道衡设备故障处理技术方案及效果

3.1  更换损坏的称重传感器或破损的线路，

驳接线路时必须用环氧树脂做好绝缘处理。一般而

言，传感器故障的判断可以通过下述几种手段： 

（1）通电测电压。首先将接线箱内的接线盒打

开，然后借助万用表直流20m 挡测量传感器。如果属

于独立传感器，那么需要将传感器接线端子 S+ 与红

表笔相连接，同时接线端子S- 与黑表笔相连接，万

能表显示的电压值则是该传感器的输出信号。如果

属于并联的传感器，那么只需要将表笔与S+、S- 相

连接，万能表显示的电压值就是全部传感器并联的

输出信号，倘若测量某一只传感器输出，则需要将

该传感器的 S+、S- 信号线拧下，并进行单独测量。

通常情况下，柱式压力传感器零点值不超过0.8 mV，

压力传感器正常值不超过1 mV，板式、梁式传感器

的允许值介于-2mV~ 2 mV 范围内，剪力传感器的允

许值介于-5 mV~5 mV 范围内， 超出设定值，则判断

为损坏。 

（2）断电测阻值。该方法首先需要将采集仪电

源关闭，并将接线箱内的接线盒开启，同时详细记

录端子线色顺序，然后将E+、E- 端子螺丝拧开，借

助（置于2kΩ 电阻挡）万用表，对传感器输入电阻

加以测量，并将传感器 S+、S- 端子拧开，然后对传

感器输出电阻加以测量，并记录该阻值。如果阻值

数值超出设定数值，可认为损坏。拔下采集仪9 针插

头的过程中，屏蔽线与所有线间阻值非常大，如果

测得值达到几千欧姆，就能够判定为损坏。 

（3）波形检查。时时查看动态过车波形，观察

其形状就能够判断传感器是否正常工作、受力等状

况。在对称重传感器进行更换时，必须注意传感器

相关参数（诸如厂家、型号、精度、载荷等），确保

新旧传感器关键性能参数一致。 

此方法能快速有效地解决因称重传感器损坏造

成的轨道衡故障。

3.2  更换或修复损坏的接线盒，能有效解决接

线盒损坏造成的轨道衡故障。

3.3  更换损坏的称重仪表，检查处理数据采集

系统是否异常。数据采集仪工作一旦出现异常，首

先应做到数据采集仪断电，并对传感器模拟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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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换，再进行通电查看动态波形、零点、漂移等状

况，判断其是否正常。然后拨动模拟器开关，正常

应有阶梯形方波发生，观察2 挡间码数差值是否相

同。对异常的通道，需采用新的放大和滤波调理芯

片进行替换。如果全部的通道都异常，第一步需观

察数据采集仪内部供电电压的状况，判断其是否正

常。需要注意的是，更换芯片之初，电源需处于断

开状态，释放静电，避免对数据采集仪造成更大损

害。切勿调节放大电位器，称重系统恢复正常，才

可以对零点电位器进行调节。此故障判断处理方法

能有效地解决故障。 

3.4  称重传感器压头等连接件设计不合理时，

需根据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制定措施。比如，压头

弧度设计太浅时，可加深压头的弧度，增加其咬合

度。合理地对称重传感器连接件进行改良，能对提

高设备精度起到较好的效果。

3.5  检修时利用限位调整好秤台的中心度，然

后适当紧固限位装置，再进行称重传感器垂直度和

受力状态的检查和调整，确保称重传感器垂直且受

力均匀。限位的正确使用，能有效提高设备运行稳

定性。

3.6  将过渡器拆除，把安装过渡器处的泥沙或

异物清理干净，检查过渡器是否异常，如有塌边磨

损，则进行修磨或更换，确保过渡器灵活自如。过

渡器的灵活自如，能对计量精度提供有力保障。

4	 故障处理要求	

对故障维修人员基本要求：相关的维修员工需

确保万用表正常，性能达标；接线板、2A 保险管等

随身备品、备件充足；活扳手、偏口钳等工具带齐；

对传感器模拟器每挡码值、常用传感器线色、阻值

必须熟练掌握；对万用表、传感器模拟器等仪器非常

熟悉，并可以熟悉安装使用相关软件等。 

5	 故障维修的基本原则

故障排除，必须遵循“先易后难，先低值后高

值”的原则，仔细询问相关人员称重系统故障前后

的状况、天气等，初步分析故障成因。从多个角度

加以判断，避免出现误判、漏判现象。

6	 结束语	

及时总结归纳轨道衡的日常维护和管理经验，

对轨道衡故障能够高效、准确地解决，进一步提高

轨道衡运维效率，保障轨道衡可以正常使用，是铁

路行车安全、货运安全的一项十分关键的基础工

作。相关人员必须给予高度重视，唯有如此，方可

做好轨道衡的运维工作，确保行车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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