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车载荷频繁起步运行 

对传动部和走行部的影响及探讨 

 
王富山 

 

(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伯方煤矿分公司) 

 

摘 要：通过针对机车载荷频繁起步时的运行规律，启动牵引阻力、轮轨粘着力的分析，

从机车作业运行特征以及机车司机的技术操作上进行一定的改进和提高，对机车的使用寿命

及运行状况有积极改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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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伯方煤矿铁路专用线配用 GK1C 型内燃液力传动机车，担负着装载煤炭车辆的安全运

行到位、煤炭各品种配置装车、货物对位、装载车辆二次过衡、股道车辆的并车与分解。发

动机功率 990kw，机车整备重量 92t，调车工矿起动牵引力为 297kn，机车起步牵引 3290t。

专用线各股道曲直不等，南北装煤洞仓铁路地面基础较差，道路车辆运行基本阻力存在不确

定因数。  

 

二、机车牵引力与运行速度的分析 

 

机车起动牵引力所发出的最大牵引力称为起动牵引力。为防止车轮与轨面发生空转打

滑，起动牵引力要低于起动时的粘着牵引力。机车牵引动力在牵引列车时需要克服列车阻力，

列车阻力包括机车阻力和车辆阻力两部分。按照引起阻力的原因分析，阻力又可分为基本阻

力和附加阻力两类。同时，起动牵引力要保证车辆能在限制道路[坡道]上起步时，机车发动

机不在高转速或额定转速下工作。当来自车轮的转动力大于粘着力的极限时，轮轨间的粘着

力破坏，动轮因无足够的水平支撑力，就不能在钢轨上滚动，而是在钢轨上滑动，造成动轮

空转及打滑。这时钢轨对车轮的反作用力也因静摩擦力变为动摩擦力而急剧下降，随着轮轨

间相对活动的增加，动摩擦系数越来越小，粘着力的下降更为严重，从而造成以轴为中心的

动轮加速空转。车轮空转使钢轨与车轮之间的快速接触而擦伤，发生机车剧烈抖动现象，有

可能引起传动、走行部损坏。因此，在运行中必须尽量避免以上现象的出现。一旦发生空转，

必须降低柴油机转速。在制止空转后，再在轨道上进行撒沙，增大摩擦系数，促使机车启动。

随着转速的提高，传动功率逐渐增大，传动功率损失也将逐步减少，在此过程中，逐渐增加

柴油机的转速（功率），以增大机车的加速度。所以随着机车运行速度的增加，牵引力很快

下降，不再会使机车轮对打滑，这也是机车最理想的牵引特征。 

 

三、本矿机车作业及运行特征 

 



GK1C 机车有两种工况运行方式：一种是调车工况，机车最高行驶速度为 35km/h，另

一种是小运转工况，机车最高行驶速度为 75km/h。本矿专用线是实行调车工况使用方式。

机车在装煤调运工作中，起停、进出机车车辆，车辆装煤后，重载车辆二次过轨复衡，南北

装煤仓车皮交换对位，如车站要求重车辆并道等。尤其是在机车边行走、边装煤的载荷过程

中，起停、进出次数相当频繁，这对机车传动和行走部件的正常运行有一定作用，因起停频

繁，给传动轴部件、车轴齿轮箱齿轮和车轴齿轮箱平衡部件带来极大的外界机械冲击力。这

种正反向冲击力，使机件的各种正常公差配合间隙出现正负值较大偏离，使机械结构疲劳强

度降低，最终造成机车使用寿命缩短，大修期提前。如因载荷过大或机车司机操作技能不当，

还会引起机车轮在轨面上打滑空转，造成机车轮对外缘轨面严重损坏的可能。 

 

四、机车荷载运行规律及技术操作 

 

机车荷载起步运行时，机车司机要根据牵引车辆的数量或吨数，来控制发动机的转速，

使之转变为机车的起步速度。如牵引１０节重车辆，司控器可控制发动机转速为 500 转/分

钟左右；牵引 20 节重车辆，司控器可控制发动机转速在 500-550 转/分钟；牵引 30 节重车

辆，司控器可控制发动机转速在 550-650 转/分钟。总而言之，无论机车牵引车辆或吨数的

多与少，机车起步运行时，发动机的转速都要有从低速到中、高速的一个提速时间和过程。

这个提速过程和时间与机车的牵引行走速度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是机车载荷起步运行的

一个重要规律，只有在理论上剖析与理解，工作实践中掌握与应用，才能使机车在安全运行

作业中充分发挥更大作用。同时也是机车司机驾驶机车技能、实践和理论的总结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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