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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规程是根据铁道行业标准TB/T3129—2006《铁道车辆轮重测定仪》制定的。
本规程为首次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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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道车辆轮重测定仪检定规程

1 范围

本规程适用于指针式和数显式铁道车辆轮重测定仪 (以下简称 “轮重仪”)的首次

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查。

2 概述

轮重仪是用于测量铁道车辆实际装载总重量、偏载值及偏重值的专用设备,包括油

缸装置、调节拉杆、油泵装置及指示装置等组成部分。其工作原理是利用液压系统顶起

被测车轮然后测量液压系统的压力,再转换为被测车轮的轮重。每测量一次为单个轮重

量,每辆车所有单个轮重之和为总重量,其两侧的重量之差为偏载值,前后两端的重量

之差为偏重值。轮重仪的结构示意图如图1所示。

1—油缸;2—钢轨;3—显示装置;4—动力装置;5—泄压阀门;

6—轮轨脱离间隙控制片;7—拉杆及调节装置;8—车轮

图1 轮重仪结构示意图

3 计量性能要求

3.1 轮轨脱离间隙控制片的厚度

轮轨脱离间隙控制片的厚度应不大于1mm。

3.2 油缸活塞行程

油缸活塞的行程应不小于5mm。

3.3 拉杆工作长度

拉杆工作长度可调节范围下限应不大于415mm,上限应不小于44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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