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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动式过渡器是轨道衡过渡器中最常用的形式之一。不断总结、归纳随

动式过渡器在实际使用中的经验，细化设计理论、完善设计方案、简化制造工艺、简化

安装调试过程，使过渡器更加适应轨道计量的发展和需求。 

【关键词】  轨道衡  过渡器 

 

一、  概述    

在 GB/T14250《衡器术语》和 JJF1181《衡器计量名词术语及定义》中，轨道衡过

渡器定义为“轨道衡为减少被称车辆震动，在称重轨与引轨的两根钢轨之间起过渡作用

的器件”。 

在轨道衡的承载机构上设置过渡器目的是：缓和车轮对承载机构的冲击，减少传感

器输出信号的波动分量，为被称车辆的安全行驶和提高轨道衡准确度提供结构上的保障。

被称车辆的车轮驶入或驶出轨道衡秤体时所产生的冲击，是激发称重系统误差和引起车

辆运行不平稳的主要因素。过渡器作用就是为了有效地减少钢轨间接头所引起的冲击和

振动。与此同时，在自动轨道衡的承载机构中，过渡器的好坏对于动态称重信号波动幅

度的大小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过渡器生成的阈值信号是判车逻辑的关键。在数字指示

（静态称量）轨道衡中，过渡器的主要作用是减少对秤体的冲击、保护引轨线路和基础，

确保被称车辆平稳运行。  

目前轨道衡使用的过渡器形式大致有：固定式过渡器、弹性过渡器和随动式过渡器

3种。各种形式的过渡器的设计，是伴随着轨道衡技术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它们都

对轨道衡的技术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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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固定式过渡器                     图 2  弹性过渡器（45。）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随着轨道衡秤体结构的不断变化，轨道衡随动式过渡器大量地

应用在轨道衡的使用现场，并且不断地发展和完善。 

随动式过渡器相关部件大致由引线轨、称重轨、过渡块和紧固件等零部件构成。 

随动式过渡器相关部件的结构大致是：引线轨固定在整体道床基础和秤体底架的端

台上，引线轨长度在 4m至 6m之间。引线轨端头加工出一凸台，凸台长度在 100至 150mm

左右。称重轨固定在秤台上，钢轨端头的处理与引线轨相同。过渡块采用 40Cr 钢或 45

号钢，长度在 200 至 250mm 左右，高度与所用钢轨的高度大致相同。 

随动式过渡器的过渡块一端固定在引线轨及引轨道床或秤体底架的端头上，另一端

跨在秤梁上。当被称量车辆车轮作用在秤梁上时，将其所承载的质量传递到称重传感器，

称重传感器的弹性体将发生微量的形变，传感器微量的形变使秤梁发生微量的下沉及整

个秤台结构的变形引起的秤台微量下沉。过渡块在其设计上具有随秤梁微量变化的功能。

过渡块具有协同秤梁做微量动作的随动功能。过渡块的微小随动，引导着车轮驶入和驶

出秤体，故称为“随动式”过渡器。 

 

 

            图 3a                               图 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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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c 

 

图 3a、图 3b和图 3c是三种典型的随动式过渡系统。他们的共同特点是：①以端座

端为支撑端，并且有铰接轴。②过渡块长度为 200mm。它们的不同点是：①图 3a 和图

3c的过渡块是由固定在秤台端座上的支架铰接而成，图 3b的过渡块是由引线轨加工铰

接而成。②图 3a 和图 3c 的过渡块是由板材加工而成，并且有支撑点。图 3b 的过渡块

是由钢轨加工而成，底面是平面。③过渡部分的车轮压痕不同。压痕位置不同，对秤台

造成的冲击则不同。如果压痕位置不对，会对秤台造成过大的冲击。 

二、 相关技术要求： 

1、 过渡部分的轮轨接触关系 

依据 TB/T449，磨耗型车轮轮缘踏面在车轮名义直径（踏面点）附近，主要是三个

半径圆弧相交形成的。其特点如下表所示： 

 

序号 踏面圆弧半径 踏面圆弧半径圆心 

与踏面基点距离 

轮缘踏面与轨头接触长度 

1 R=100mm -4mm（在踏面点内侧） 6mm 游隙时 47mm左右 

（钢轨轨头为 70mm） 2 R=500mm 23mm（在踏面点外侧） 

3 R=220mm 15mm（在踏面点外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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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图 5                     图 6 

磨耗型车轮轮缘踏面的几何尺寸如图 4所示。车轮与钢轨接触的几何关系如图 5所

示。在轨道衡过渡部分，称重轨和引线轨与车轮轮缘的接触如图 6所示。 

由于轨底坡的存在，钢轨轨头（上面）与轮缘踏面的包络磨耗在钢轨内侧的 47mm

左右。当车轮通过引线轨和称重轨端头的 10mm 间隙时，过渡块支撑车轮踏面的 R500mm

弧度，过渡块的高度应高于轨高 2mm 左右，才能保证车轮的平稳运行。这为过渡器的设

计提供了依据。      

2、 传感器内支距与过渡块长度要求 

为了增加秤梁的稳定性，秤梁系统应采用内支距（简支梁的受力点在两支撑点内侧）

结构。此结构要求过渡块具备：①有一定的长度，使力的作用点跨越传感器支点。过渡

块长=2x（传感器支点到秤梁端头距离）+ 90mm 左右。（例如当传感器支点在距秤梁端头

80mm时，过渡块长在 250mm 左右。）②采用简支梁形式，集中作用力，实现秤梁的内支

距结构（受力点在两传感器支撑点内侧）。③结构简单、合理，工艺性强，满足互换需

求。 

      

               图 7                                       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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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为通过过渡部分的设计，实现载荷力作用在秤梁传感器支距内的结构设计图。

图 8 为秤梁内支距的受力简图。图 9 为过渡块部件的设计图。图 10 为过渡块部件的实

体图。 

 

   

            图 9                                    图 10 

 

3、 过渡块在使用过程中容易磨耗，设计时应考虑调整简单、便利，零件互换性强。 

4、 过渡器设计、安装和调整时注意轨道电路的绝缘要求。 

 

三、 过渡器的结构和工艺设计 

1、 结构设计 

1.1、过渡器结构中 5项重要间隙如下表所示： 

序号 间隙名称 数值(mm) 备注 

1 引线轨端头与称重轨端头 10 年平均气温下 

2 引线轨加工端与过渡块 8至 10 年平均气温下 

3 引线轨加工侧面与过渡块侧面 0 由防护架控制、调整 

4 称重轨加工端与过渡块侧面 2 由防护架控制、调整 

5 称重轨加工侧面与过渡块 8至 10 年平均气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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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结构设计如图 11所示： 

 

图 11  随动式过渡器设计图 

 

2、 零件的设计 

图 12为过渡器引线轨、称重轨的设计图。为了引线轨加工侧面与过渡块侧面密贴，

引线轨轨头侧面刨削 23mm，剩余 47mm。 为了称重轨加工端与过渡块块侧面预留 2mm间

隙，称重轨轨头侧面刨削 25mm，剩余 45mm。 

 

      

图 12                                     图 13 

 

图 13为过渡块部件设计图。过渡块部件包括：过渡块、内六角螺钉、支座和支座

垫等零件组成。过渡块作为基体，当调整高度小于 3mm 时，通过调整支座垫的厚度解决。

当调整高度大于 3mm 时，通过更换支座的方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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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为过渡块支座实体图。为了提高互换性，不同的轨型（43kg/m，50 kg/m，60kg/m

轨）配置相应高度的过渡块支座。 

过渡块部件中的支座垫，是微调过渡块高度的零件。它的材料可以选用不锈钢或胶

木。厚度有 1、2、3mm等，根据现场过渡块磨损情况，选用不同厚度。 

过渡块部件中的支座、支座垫与过渡块，使用 10.9 级内六角圆柱头螺钉连接、固

定。安装时涂抹黄油润滑、防锈，以便安装、更换和维护方便。 

图 15为过渡器的防护架实体图。图中的单长圆孔是为适应不同轨型高度而设置的。

双长圆孔是为调整过渡块与引线轨侧加工面密贴而设置的。 

             

图 14                                  图 15 

 

图 16为过渡器现场使用的照片。图 17为过渡器中过渡块部件通过支座垫微量调高

（左侧调高 2mm，选配 2mm胶木垫。右侧调高 1mm，选配 1mm 胶木垫。）。 

通过实践，该型轨道衡随动式过渡器达到了设计目标，满足了实际需求。现场使用

和运行状态良好。 

       

图 16                                   图 17 

四、 结束语 

1、该轨道衡随动式过渡器的设计主要有以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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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通过过渡器的零件---防护架，避免了为设置铰接螺栓，在引线轨或称重轨上打

孔。保持了轨头的强度、刚度，减少了对钢轨的加工。同时。也具备对过渡块的横向限

位的功能。 

②通过过渡器的部件---过渡块，提高了系统零部件的互换性。 

③通过过渡块部件的零件---支座，达到了秤梁的内支距结构。有利于秤体的稳定。 

④通过过渡块部件的零件---支座垫，方便了过渡块部件的微量高度调整，使轮痕

正常。 

2、该随动式过渡器在使用过程中应定期地进行检查以下方面： 

①过渡块部件固定端(防护座)要牢固可靠，但铰接正常，不影响其灵活性。注意涂

油润滑，避免出现卡、擦现象。 

②过度块部件的最高点应高于引线轨和称量轨 2mm左右。注意根据车轮压痕及时调

整。 

③要注意引线轨与称量轨的间隙及高差与错牙。引线轨与称量轨的间隙要保持在

10mm。引线轨与称量轨的高差与错牙要≤2mm。同时检查称重轨和引线轨是否有窜动。 

断轨轨道衡的过渡器是承载机构中的重要部件，其涉及线路（铁路工务）、机械（计

量管理）和轨道电路（铁路电务）等诸多环节。它直接关系到车辆运行安全和轨道衡的

计量性能。总结、归纳和完善断轨轨道衡过渡器的设计，从一个侧面反映和促进了轨道

衡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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