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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1。盛世掺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党历来重视史志的l编{掺工作j、国务院在1956年
---

。、

就提出重绔地方志的任务。．党的卡_嘱三中全会以后；一中央又进b步把修志任务纳入7’≯七

一、
，

．五”规划。现在，．全国各行各业的修志编史工作获得重大进展。，jo ：。{。：‘二√，二：：j≈’7曩

。：爹J， 铁道部科学研究院和中共铁科院党委会于1986年4月5日一给出决定，成立院史编辑委员

西 会。机车车辆研究所所志的编纂工作就是在院史编辑委员会和机辆所的领导下开展起来的．，

? 编写志书是一项非常严肃的工作，志书既不是进行议论和评述的论文或著作，也不是现
‘

有文件的简单摘录或纂编，而是对所掌握的资料加以科学的处理和组织，使之能够全面、系

统、准确和合乎客观规律地反映历史及其发展过程。在编写过程中我们是尽量按这要求进行

工作的。编写所志的指导思想是：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全面总结，以科研工作为重点；叙

述为主，不加评论，必要的评论寓于叙述之中；力求完整，宁缺毋滥。在内容安排上，．我们

遵寄一般志书的编写原则， “纵不断线，横不缺项”．但因机辆所是一个科研单位；主要任

：： 务是“出成果，出人才”。所志在篇目设置上基本做到了“横不缺项”，但在编写内容时则

。， 。有所侧重。有关科研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科研成果，科研管理，学术活动和科研手段的建设

。， 。，’ 是主线，篇幅较多，统计资料也较完整。其他篇章则力求简明扼要。． 。．

1958年以前“机车车辆研究所”曾称“机务研究组”。因此，机车车辆研究所所志的

上限年代是机务组成立的1955年。所志附初稿大部分于1988年完成，断代年限定为1987年12

月31日，叙述内容和一切统计资料均截止到1987年底。各章节的叙述都以时间为序，基本上

做到了“纵不断线”，但建所初期，人员少，时间较远，资料不全，内容比较简单。 “文化

大革命”期间，科研工作受到严重影响，组织机构混乱，领导变化频繁，涉及这段历史．采

取。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处理。

在编写方法上我们坚持了“众手成志”， “干什么，写什么”的原则。除充分利用现

’有档案材料外，各章节均聘请有关专业和部门的负责人或老同志编写或提供资料，由主笔人

负责汇总、增删和修改，并作文字和格式上的处理，写出初稿。初稿印出后，在广大职工中

征求意见，主笔人在此基础上再次修改和补充，完成第二稿。经所务委员会讨论审核后，修

改出第三稿。最后定稿付印。、 。 ，’。．：
、、

一
一。 一

j 为向院庚四十周年献礼，这本所志业已完成。在机辆所工作多年的老同志们：当你读到

．因你的辛勤劳动而获得的丰硕成果时，可能会引起很多美好的联想，当然，也可能掺杂一些
。

营涩的回忆。年轻和新来的同志们，当你读了这本所志后，是否对机辆所的发展过程有一梗

概的了解?前人的成就可能会激发你的工作热情，作为机辆所的一员难道你不自豪吗?既往

的不足和缺点要引以为鉴，下一代人一定会比这一代人干得更好。关心机辆所的同志们，但’

愿这本所志能帮助你了解机辆所在我国机车车辆事业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作出的贡献．

和存在的问题，衷心希望得到你的支持和帮助，使机辆所不断地发展，壮大。总之，回顾历

史，是为了珍惜未来。祝愿机辆所在未来的岁月里作出更大的成绩，当下次修订所志时．一

0

ttp，，_，：，≥飞。



定会增添更多光彩夺目的篇章． ．

所志编写工作的负责人是杨润栋副所长，主笔人是孙振声，刘遐林，参加编写和提供资

料的主要人员有陈泽深、钱立新，张珂，李宗盛，葛绍荣，袁维慈，白山，苏民，吴培元，

藏其吉．董锡明、方昌烈．赵殿英、王立民、吴章江，王元孚、何四本，王悦然、阎放、张

书平、王忠文，商福崽、陆士强，陈柏根、宗菊英，潘立敬、宋信国等。 ．·

所志编写过程中，查找过大量档案材料，在机辆所工作过的老同志也提供了不少可贵的

资料．但总的说来，由于档案不完整．资料不足，遗漏之处在所难免，即使编入的内容也可

能不准确甚至错误，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

．

《机车车辆研究所志》编写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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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述

_，

．第一章机车车辆研穷所概况

第一节机车车辆研究所的性质和规模‘。二
。

’

：

’

‘
’

机车车辆研究所(简称机辆所)自1955年1月组建以来，逐步发展壮大，已成为铁道机车

车辆多专业综合性研究机构，是铁道部科学研究院(简称铁科院)所属的较大研究所之一．

研究所内设有电力机车研究室、电气化铁道供电研究室，内燃机车附件研究室，牵引研究

室?蒸汽机车研究室，柴油机研究室、机车动力学强度研究室、车辆研究室、制动研究室． 。

测试技术研究室、计算机技术应用研究室和设计室等12个室，在北京东郊环行线设有综合

试验室．研究所设所长一人，副所长三人。下属科研管理室，技术装备管理室和办公室组成

研究所的管理机构． 一，

o

研究所具有较雄厚的研究力量，现有职工380人(1987年底)，其中科技人员320名，工 一．

人47名，行政干部13名．科技人员中有研究员12名，副研究员68名，高级工程师1名，工程

师和助理研究员135名，研究实习员及助理工程师等初级科技人员104名．高、中、初科技人

员比例为l：1．67 t】}．28．i 。， ，’．． 。
，．．

’7

机辆所拥有试验车9辆，试验室面积10800米2，，办公用房面积4890米2． t。， 一，

第=节机辆所的作用 。一’ ，”

，，

’c’’

”．+一

，，，建所30多年来，共承担了6 15项科研任务，取得T450项科技成果．在新型机车车辆研
：。 究、试制，试验和推广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机车车辆运用的重大课题攻关中，提供一

≮ 批重要成果；在机车车辆综合成套技术研究中发挥了机辆所的优势；为国内外机车车辆鉴定

； 一5 和验收试验以及引进技术消化中做出了贡献；在长远储备性课题研究和新技术开发方面不断 。

： 提供新成果。
、

，．

．
。 -，： ’i

f 一，在蒸汽机车发展中，先后主持和参与了解放型，建设型和前进型等蒸汽机车研制改：

进和试验工作。为提高机车热效率和性能，提供了扃烟筒、型煤，岩棉，防止车轴和十字头
一。 裂纹等一批成果。前进型机车已成为牵引动力的主型机车。．一 一

．+

I 二，在内燃机车的发展中，机辆所集中大批科技人员，利用先进的设备和计算机技术，

参加240、280两个系列柴油机的攻关工作。参与了东风．型、北京型，东风，型、东风。型等。

’主型机车的设计和试验工作。东风，型和东风t B型机车均获国家科技进步奖。280型柴油机试一，
。， 制初期路内同行认识不一致，正是在机辆所和厂方密切合作下，通过艰苦的努力，用样机的

试验结果统一了认识，才使280型柴油机成为铁路内燃机车的发展型柴油机之一。 ，．·，

为保证国产内燃机车的正常运用，在提高制动系统和转向架的可靠性和使用寿命等方面。。

鹄提供了一批有价值成果， 。+

。
。

o ’Ⅲ、r’，
‘

一 ‘。逡

。～。≯。。



t
。 兰，在铁路电气化的发展中，机辆所最早取得的成果是确定了我国铁路电气化采用工频

单相25kV交流制，供电方式及对通信系统的防干扰措施，为发展我国铁路电气化牵引奠定

了良好的基础。以后，又提供了10磷铜稀土钢铝导线，炭滑板和粉末冶金滑板，低净空悬挂

、x 装置，简单悬挂，分段绝缘器，各种绝缘子，牵引供电计算程序，接触网检测装置，功率因

!数补偿装置等一系列成果，为提高牵引供电的性能，可靠性和安全性做出贡献。

机辆所还积极参加了韶山-、韶I且z，韶山s，韶山·型电力机车的部分研制和试验工作。

为新型电力机车进行论证，提出技术条件。通过试验发现问题，提出改进意见。还提供了交

。直一交电传动技术研究成果，为发展交一直一交电力机车打下了基础。·t’ ：_^

四、在客货车辆方面，为发展新型车辆，改进旧型车辆，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机辆所

．和各工厂合作，先后研制了202型转向架，新转8转向架，13号车钩、改2缓冲器、低重心客

车、‘双层客车、电动车组、地铁客车、C。。敝车，C6-型敞车以及D。s，D·s型大型车辆。为

保证制动性能和安全；先后提供了103、104阀制动机、DK-1型制动机，地铁动车制动机，

高磷闸瓦、合成闸瓦、闸瓦间隙调整器，空重车调整器，组合列车同步制动装置等一批重要
。 ’成果，为实现货物列车重载、旅客列车扩编、安全行车提供了配套技术。

：1‘

，』

。：u五、发挥综合优势，完成了国内外机车车辆鉴定和验收试验任务。机辆所先后承担绝大

部分国产蒸汽机车、内燃机车、电力机车的整车鉴定试验任务，还完成了从国外进151的N Y s

NY 6、NY，、ND。，ND。和ND。型内燃机车和6G，8K，6K，8G型等电力机车的验收试验

任务，’为国产和进口机车在技术上把了关。迫使不合格的进口机车限期改进和索赔，维护了

国家尊严和利益。 ’‘、

“

机辆所还完成了22型等新型客车和C6-，C6。和C6。等新型货车整车鉴定试验任务及其制

动机，转向架，车钩缓冲装置等部件试验任务。
。 。 ’一’ ”⋯、‘

六，在机车车辆应用技术软件研究方面，提出了铁路牵引动力技术政策的论证和建议、

列车牵引计算规程，内燃和电力机车整车鉴定试验条例，车辆动力学试验规范，车辆强度设

计规范、机车车辆限界、7车辆脱轨理论、线路激扰谱等一批软件成果，为铁道部制定技术玫

‘策和规章制度提供了科学依据和规范。
： ‘·’ 。 + 7 。

’．

： ? ，一 。- ； 竹，；； ．：

一 t_J

≯第三节’机辆所的研究方向：o‘’

根据机辆所的性质、特点和优势，为了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满足铁路运输需求，面

向社会，提供高质量的科研成果，增强所的活力和实力，机辆所的研究方向是：
‘

一，进行机车车辆综合性的成套技术系统研究试验：包括试验室研究试验：环行道运行

研究试验和现场线路试验。综合性成套技术包括重载列车、重载单元列车、重载组合列车、。

扩编客车，‘高速列车、动车组、城市交通、磁浮列车等．“
” 一一

，”二，‘进行新型机车车辆及其零部件的研究：包括制定技术条件，试制样机；全面试验，

j’运用考验，推广服务等。． -- 7’ 卜

j 4三、进行机车车辆在运用和检修中出现的重大技术问题研究，确保机车车辆运用的可靠

性与安全性，提高检修质量和效率，降低能源消耗，提高使用寿命。
4‘

一：

!：(’四，进行新型机车车辆产品的整车及其主要部件性能试验及鉴定试验，进口机车车辆产

品的验收试验及相应的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 一1·。卜 ～。

-多’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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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一： 。_五，7。表杀市疡需求，j‘菊用机辆所技桑菇嘉’，‘≯壶彝丧音呙舞曲横南‘嵌亲葙合作‘，+袅极进
行面向社会、适销对路的产品和高技术产品前开发研究。．

六，进行机车车辆应用技术基础研究和长远性课题研究：

引及制动粘着理论等。、 ’、i：’． -! j：7．!．．．。‘．
●^

。 ，^
一 ’、

●’

第四节．专业设置及其主要任务
’-口

’
‘‘

例如轮轨关系：磁浮技术，牵

＼ 、 机辆所设有柴油机，电传动，变流技术，蒸汽动力、传热工程，强度及动力学i．制动技

甏． 术，牵引理论、电气化供电、振动噪声、计算机应用、非标机械设计等十二个专业，其主要

0 任务是；+ ?j 一一
。』

， ，．

、

‘

，

‘

．二、柴油机专业主要研究铁路用大功率柴油机的强度、供油和配气系统、增压技术、燃
，‘ 烧系统及其总体性能的匹配，以提高多缸机功率，降低油耗，提高可靠性和使用寿命，减少

维修量j ‘，’

‘

。 ．~
，

二、电传动专业主要研究机车和地铁动车用牵引电动机的牵引特性，+温升特性，换流性

能，控制特性，故障和空转保护及检测，以提高牵引电动机的运行性能和可靠性，减少维
，、

：

修。 ，’ 、．

i

、．．，1

r一
．，’、，．‘

‘．’ 一j三，变流技术专业主要研究铁路用内燃，电力机车采用直一交系统、交一直一交系统和交一．

、j 交变频系统在技术上的可行性和可靠性，以便用交流电动机取代直流牵引电动机，提高牵引
’÷ 性能，减少铜材消耗，节约能源，发展大功率内燃，电力机车。

+。‘’

’ 。

3· ’四、蒸汽动力专业主要研究提高蒸汽机车的效率，改善燃烧和通风系统，降低煤耗，改
， ’善劳动条件，减少零部件惯性故障，提高检修质量，提高运行安全性和可靠性。!’·+

。五、传热工程主要研究内燃机车的冷却系统和通风系统，改善散热器和换热器的性能，

． 提高风扇效率，采用新型散热元件，提高传热效率，研究传热机理，寻求新型冷却系统，以

提高内燃机车的冷却性能。 ：

、 ‘ ～
．‘

‘六、强度专业主要研究机车车辆整车及零部件的静动强度理论计算及测量，确定评定标

。}- 准、疲劳寿命，以保证其运行安全和可靠性，延长使用寿命。’。
‘、

受 动力学专业主要研究机车车辆转向架及整车的动力性能及列车纵向动力学，确定机车车

爿。? 辆酐安全性、平稳性和稳定性等，延长走行部的使用寿命，减少维修量；确定车钩和缓冲器

y ．的特性及其对列车纵向动力学的影响，以保证列车运行安全。 ： 、 ‘‘’

“七，制动技术主要研究机车和车辆制动机的性能及其匹配特性j基础制动装置的结构及

。 效率，闸瓦与车轮的相互关系，轮轨制动粘着关系，以保证列车起得快，停得稳，’冲动小，

运行安全可靠． ‘、
_’’‘ !’

‘|。

八、牵引理论主要研究机车的牵引特性，列车牵引计算，列车牵引动力的合理配置，列

车操纵的合理方法，牵引粘着机理，以便充分发挥机车的牵引能力，提供最佳操纵方法，节

约能耗，提高列车运行可靠性和安全性。 一

九，电气化供电主要研究牵引变电所的弱电化、自动化和远动化，改善接触网受流性

l-． 能，提高接触网及零部件的可靠性和使用寿命，改善高压绝缘配合性能，以便提高电力牵引
：

‘

定数和列车速度，保证运行安全供电，减少维修费用：1
’’ i ’

、

’‘·
’

十彳振动噪声主要研究机车车辆振动噪声产生源，振动噪声测试元件及仪器的应用，测
，

、

’

．．拿7



辔

试数据处理酐自动化，测试结果的评定，从而提高机车车辆试验精度，寻求减少振动和噪声
的措施。

十一、计算机应用主要研究选择适合工程计算的计算机类型和编制各种功能软件，使机

车车辆研究、设计．试验，检测等工作现代化，提高质量和效率。

十二．非标机械设计主要研究设计机车车辆检修装备的机械化和自动化，统一规格和标

准，从而提高检修质量，减少劳动强度，保证行车安全。’ ，，

第五节试验装备

三十多年来在铁道部和铁科院的支持和关怀下，机辆所的试验设备不断现代化，到1987

年底，全所拥有大小试验室(台)40个，试验车9辆，固定资产总台数1580台，价值1800

多万元，这是机辆所出成果的重要物质基础。全所的试验装备已形成了综合试验能力，可进

行多项目大型配套试验，具有较大的试验设备优势。可以完成电力机车，内燃机车，蒸汽机

车、客车和货车鉴定验收试验，机车车辆整车及其零部件结构强度试验，也可对其它大型结

构进行静载和破坏性试验，机车车辆转向架强度和疲劳试验，各类弹性元件疲劳试验，各种

材料磨损及制动摩擦阻力性能试验，测力轮对静校正或标定，转庐]架回转力矩试验，车辆及

装载货物冲击试验，车钩缓冲器动态性能和结构强度试验，机车车辆总重，轴重、轮重静态

测量，轮轴疲劳试验，内燃机车冷却部件试验，牵引电机，电器性能试验，大功率变流技术

试验，柴油机多缸机和单缸机的研究，鉴定和验收试验，增压系统试验，客货车制动系统试

验，各类闸瓦鉴定试验，受电弓滑板和接触网导线受流磨耗试验，电气化铁道供电系统零部

件高压试验，接触网参数检测，仪器仪表振动试验以及计算机数据采集和处理。．．’

第六爷科研成果及效益 ：

-’

，‘

建所以来：共取得了450项科研成果。1976年以后获国家发明奖l项，国家科技进步奖11
项．部级鉴定科技成果79项，院级鉴定科技成果4l项。已在铁路现场推广使用324：项，在铁

路运输中发挥重要作用，取得了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

．

第七节经济收人
．，

，

1985年前所的经费全部来自国家事业费。．1985年1月起实行科技体制改革，改变拨款制

度，实行合同制，全部取消了事业费。经过全所职工的艰苦努力，已做到经费自立，增加了

经济收入，所睁实力也逐渐增强。1985年至1987年三年中，平均每年毛收入630万元，人均

产值1．65万元，平均每年利润114万元，人均利润3000元。
一

第一节建所初期

第二章历史沿革 ．． 。、

机车车辆研究所是铁道部科学研究院的一个下属单位，成立于1955年1月。 当时的名称 ；‘

是机务研究组，而铁科院能名称是铁道研究所。1955午底全组工作人员仪38人，基中有一部

’4·：

．一 掺

穗馐÷；
■，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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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由大连铁道研究分所调来，从铁道部和现场也调入一部分。1956年人贯有较大发展，国家

分配来不少大专毕业生，又从现场调进一些技术人员。当时的科研工作主要是蒸汽机车试验

和改造，列车制动系统的试验，同时考虑电气化和内燃化的发展问题。1956年1月1日铁道研

“：一’ 究所改名为铁道科学研究院。从1956年6月起，机务研究组分成三个研究组，即内燃及蒸汽
： 机车研究组，车辆及制动研究组和电气化铁道研究组。这三个组均由岳志坚副院长分工负责

领导。
‘

^，·”

．： 一

。

’·1958年铁科院内的各研究组均改称研究所，因此，内燃及蒸汽机车研究组与车辆及制动

．、 研究组合并成机车车辆研究所，电气化铁道研究室改为院直接领导。1959年电气化铁道研究

：≮ ，．室也并入机车车辆研究所。从此，机车车辆研究所的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k孑 这里需要顺便提一下当时的大连铁道研究所。这个所的前身是伪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的大
二

连铁道技术研究所，解放后由中长铁路代管。1951年1月3日铁道部成立。派往大连铁道技术

研究所工作团”，经过调查研究后，工作团提出。利用和恢复大连研究所设备的报告”．同

年9月，‘中长铁路苏方同意了铁道部的建议，在中长铁路理事会第39次会上作出决议，将大
’

连铁道技术研究所的财产无偿地提前交给铁道部使用。1951年1 1月28日正式成立大连铁道研
”

究所。1952年8月1日起该所归当时的铁道研究所领导，改名为铁道部铁道研究所大连分所。

， 1955年北京成立机务组后，大连分所改为铁道研究所大连机车定置试验室继续存在。这

两个单泣都归铁道研究所领导，但又相互独立。大连分所当时在蒸汽机车，车辆，制动等专

i 业有一些设备和技术人员，有一些人员又先后从大连调到北京．因此，1958年以前有些课

’一 。 题，特别是蒸汽机车和制动方面的课题，很多是两个单位共同完成的．
’

_、 铁道科学研究院多年来一直保持院，所，室三级管理机构。机车车辆研究所下面分设若

．· 干研究室。文革前，研究室的数量虽有过一些变动，但较长时期内是相对稳定的，主要是六

。：。 个室：蒸汽机车研究室，内燃机车研究室，电气化铁道研究室，机车动力学强度研究室，车

辆研究室和制动研究室。从这些室的名称可以看出，各研究室的分工和专业方向都是明确

的，合在一起基本上包括了机车车辆领域内的各专业范围．
，

1964年8月开展“四清”运动。1965年中大批科技人员一下楼出院。到现场工作。。四

～ 清”运动结束时，机辆所的组织机构作了较大的变动，即所谓。三室一段”，除电气化仍保留

·l 一 研究室外，内燃和蒸汽机车合为热力机车研究室，车辆和制动合为车辆制动研究室，动力学
¨i 强度也归这个室领导。上面虽然合为三个室，下面的工作仍由各有关专业组进行。由于机辆

?_” ， 所的很多试验都要在环行线上进行，与环行线联系较多，故环行段也划归机辆所领导。 。三
‘

室一段”的组织机构推出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 。三室一段”能历史不长，所以

大家对它的印象不深。
。”‘ ’

? 1958年成立机车车辆研究所时，所长为范致远。后来，因与原一机部的机车车辆研究所联

合，岳异曾任所长，但时间很短。1961年范致远调到院学术委员会任副主任。’自1961年起直

到。四清”运动结束的所长为周劢。 ：’
’‘

’
、1

～

。’ 第=节+年动乱时期 ，
。

，

： 从1966年6月。文革”开始，至1976年lo月粉碎。四人帮”，为十年动乱时期。机辆所
： ‘同全国所有科研单位一样经历了一场浩劫，科研事业受到严重摧残，科研人员受到政治迫

·5·



害．由于广大干部和科技人员对错误路线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抵制和斗争，使科研队伍和试验

泼备得以基本保存下来，，并在“文革”的中，后期开展了一些研究试验工作，也取得了一定

成果‘ ’

j．‘

·

1968年9月成立所革委会，下设7个专业组，全所共有职：E226人。这时环行试验段已脱

离机辆所，单独成立革委会。1969年11月至1970年9月机辆所曾经整建制下放焦枝线黄河大

桥工地。由于政治运动的原因，下放回来后，院政治部的大多数干部到了机辆所。1973年初

开始恢复研究室建制，共设7个研究室，同时宣布环行试验段又合并到机辆所，并成立机辆

所总支，下设四个支部。1975年12月经选举成立机辆所党支部，这时环行段又再次独立出

去。}狄1973年起机辆所行政负责人(后改所长)为李泮林。1978年李泮林晋升铁科院副院

长i但仍兼机辆所所长，主持所的工作，．直至1983年。 ，’

t．r机辆所广大职工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顶着林彪和“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疯狂的政治迫

害，坚持开展科学实验，为铁路科学技术进步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i：

第兰节恢复和发展时期。， ’，

‘’

．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的召开，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实现了把工

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历史性伟大转变，开始了全面拨乱反正。首先在思想

上、。政治上进行了清除“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开展了清查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与

事；彻底平反了“反右”运动以来的冤，假、错案；解决了许多历史遗留问题；恢复了技术

职称评定；调整了职工工资；落实党的各项政策。所有这些都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和

全所职工的建设社会主义积极性，为恢复和发展机车车辆科研事业奠定了思想基础。
一 拨乱反正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加强科研管理、整章建制、尽快恢复和建立科研工作的

正常秩序．首先根据科研工作的规律修订和制订了一批加强科研管理的规章制度和办法。以

计划管理为中心环节，在编制好科技发展规划和年度科研计划的基础上，同时狠抓科研计划

的落实，检查，调整，以保证计划的严肃性。要求从选题论证到审查鉴定，严格按科研工作

．程序办事。为保证科研工作质量，先后制订了加强技术管理的办法和检查制度．试行了专题

工作责任制，、要求做到研究试验任务落实到人，专题组长全面负责，专题成员分工负责。．与

此同时还建立了经费管理和成果管理办法，以及组织协调和条件保证等工作制度。

．·根据以科研为中心，以出成果、出人才为基本任务的指导方针，这一时期研究所的重点

工作，主要抓了以下几件大事： ：， ．．

。：首先是认真总结建所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根据科研为铁路运输生产服务的

原则，进一步明确研究所的方向任务和各专业的技术发展方向。1978年以后全所各级干部和

科技人员进行了反复研究讨论，逐步明确了应以解决机车车辆运用中重大关键技术问题为重

点，适当安排长远性应用技术和专业基础理论课题，在机车车辆新产品的研制中，发挥自己

的特长和优势，侧重抓好设计参数研究和产品综合性能鉴定，验收试验。根据这个方针，这一

时期提出和解决了一批运输生产急需解决的课题，为提高铁路运输能力和保证行车安全作出

了贡献，受到部领导和运输生产部门的好评。为落实研究所的方向任务和发挥多专业的综合

优势，调整了研究室的设置，，如撇消内燃机车研究室，设立牵引研究室和传热及气动研究室

(后改为内燃机车附件研究室)。 i ．、

．．1’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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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重点抓试验手段建漫．这一时期试验室的建设和试验车的改造都取得了较大的迸’

j+展，首先完成了一批原有试验室的扩建和技术改造工程，如电机电器、冷却部件、水阻楼等

试验室，还有电力牵引、车辆动力学，接触网、制动等试验车的车体改造及部分试验设备更

新。‘以后又重点抓冲击试验线，疲劳试验台．静强度试验室．j制动试验室和称重台等几个规

模大，投资多、技术设备水平高的大型试验室(台)的建设工作：为加强试验手段建设和管 ，

，理工作，1981年先后成立了设计组(后改室)和综合试验室(东郊)。随着DAAS一500等

数据处理设备及先进测试仪表的引进，又成立了测试技术研究室。还采取鼓励科技人员承担 、’

试验室建设任务的措施，保证了试验手段建设任务的完成。 。

，’ 三是加强学术管理和加快人才培训。实践证明要搞好科研工作并多出成果，没有‘支学

术水平高．技术过硬的科研队伍是不行的。。1978年所学术委员会恢复工作，并增设专职秘

书，各室学术小组也相继恢复活动，学术空气较为活跃。学术委员会还加强了对科研计划，

规划j．专题项目的学术审查和成果评审鉴定工作。在人才培训方面，1978年以后．根据全所’，

职工的外语能力，技术水平，文化程度等分别制订了培训计划，采取脱产、半脱产以及业余

学习?技术讲座、电视教育、函授教育、夜大学等方式进行轮训。．根据科研工作需要1978年

以后恢复了研究生培养制度，到1987年底共培养了42名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为科研工作补充

了新生力量，有的通过工作实践很快成为科研骨干。。．， 。一j ■。 。o 一：： ，

根锯铁路运输生产，建设发展的要求，制定了1978’．1985J＼,年科研发展规划和事业发展
”

规划。这是一个组织实施得比较好的规划。．‘一，一．，r：．、_，， ．：．，，

1984年初调整所领导班子，由陈泽深任所长。接着进行了研究室主任调整；实现了新老 ：。

交替，重点抓了研究所的整顿验收工作。调整和加强了所职能室的作用j修订了规章制度， 、

， 试行了职工考核发奖办法．。_j_，： ’，’，j ，：。∥．，，，：o．∥．。t。：‘I芗．．，，、
，’‘

、

，!；。r ．’ ，■ ．

《t、
-j

：、 、，√ +一j’-一：、j

’：，、第四啭，科技体制改革时期 ．‘+‘ ． ．‘。 ，’，．j，，， ．?’．：、

‘f～． ：。 p’二‘ j。 。o ．1一i j· 。；4’ ¨·：

+根据中央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机 。

车车辆研究所1985年进入了全面改革科技管理体制时期，是铁道部和铁科院首批全部取消事

业费，实行有偿合同制试点单位之一。三年来，主要改革措施有：改革领导体制，实行所长

负责制；改革拨款制度，全部取消了事业费；实行科研项目有偿合同制和课题组承包责任

制；改变吃“大锅饭”的奖金分配办法，实行科研工作、实际效果与科研人员的经济利益直。

接挂钩；实行了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等。在改革取得初步成效的基础上，1987年lo月以来为

深化改革又采取了几项改革措施：对研究室主任进行考评后重新聘用；进行了研究搴承包责

任制试点；·对职能室实行招聘和定岗，定责，定奖办法；对长期没有工作又难以安排的人员：’

实行编外等i‘’?+ ：、-。。： ：r j。‘． ．t 。‘1；’，r， j 7．?3：：： j

o，r三年来，，机辆所在科技体制改革的推动下，：由于全所干部和职工的共同努力t二已取得可
喜的成果：研究所的运行机制．工作方式．指导思想：价值观念和奋斗目标正在发生巨大变

”

化；．开始有了一定的自我发展能力；增添了主动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活力和动力；增强了经济 ，

实力；职工奖金和生活福利均有较大提高．。‘， 0。 i。一一；i j¨．■，：．

：一 ．．：．．．! ．。

’

．J +，j： 。i ，-．。r j。：
。，

，：．，二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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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7各研究室的发展过程、科研方向和任务
●

’“第一章蒸汽机车研究室。一．

第一节概 。况 ，．

，，．。、 ．．
．

％+由于历史原因，解放初期我国铁路全部为蒸汽机车牵引，其中绝大部分机车来自国外，

机型繁杂，并缺乏基本性能试验数据。 一

。从1956年开始，我国自行设计制造新的蒸汽机车。其中前进型、建设型机车成为主型货运

机车，迄今已生产前进型机车4500余台，建设型机车1400余台；人民型机车成为主型客运机车．

{、 后来，我国内燃及电力机车逐步发展，特别在1977年以后，内，电机车台数逐年增加，

现在已经形成三机并存的局面： “

与此对应，蒸汽机车研究室的试验研究工作，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对原有主要蒸汽机车的试验与改造； 一． 。

二．对新造主型蒸汽机车的设计改进与试验； 一’ ’·

互．对主型蒸汽机车的挖潜节能改造与试验．

，。这三个阶段并非截然分开，而是随着牵引动力发展的需要互有交错。 ‘．

有关蒸汽机车研究机构的设置大致有如下变化：机辆所成立初期，蒸汽机车的研究工作

由四个研究室进行(现代化、牵引热工，检修运用和燃料热力)。后来逐渐合并，1960年起

合为一个蒸汽机车研究室。。文革”后期曾一度与内燃机车，燃气轮机车合并为热力机车研

究室：1976年再次成为蒸汽机车研究室，一直保持至今． r， 。

谢富德，杨居漳，刘基唐，茅家裕，李树嘉、葛绍荣和张忠先后担任室主任．

．●．’
．

‘

， i
l

。．i 第=节对原有主要蒸汽机车的试验与改造阶段(1955"-,1965年)。

’这一阶段的试验改造对象是解放后接管的原有蒸汽机车，绝大部分为来自国外的类型众

多的机车，也有极少数国内仿制的机车共约四千余台；还包括五十年代末由苏联购进的千余

台FD型机车． ⋯ ．、 。、 1，； 一

．， 。，一 ．．?

。j- 主要进行并完成的试验研究项目有：。’ ，；。 }
，’

+一，原有主要蒸汽机车的牵引热工性能试验(包括线路试验和大连定置台试验)，提出

并刊印JF6(原NY6)、KD7(．原厶f#7)、KD5(原厶纤5)、sL(原文T6)型机车牵引热
工性能试验报告(1955"-'1956年)；。 。：

。

·二，原有主要蒸汽机车的改造与试验，包括JF(原几了1)(1955～1958年)及KD7

(原厶为7)(1958年)型机车的现代化改造，SL(原文T6)型机车技术改造(1956年)，

FD(原友好型)型技术改造(1960年)和小改及改造前后对比试验(1961年)以及大改经
济比较(1960"-,1963年)．

95，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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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三．编制我国第一部《牵规》(蒸汽机车牵引计算规程)，其中一些机车的性能是采用

类比计算方法得出，于1958年由铁道部部令颁布执行； ． ．

． 四、机车某些部件的改进及使用限度的研究，包括JF(原n丐1‘)型机车推广分动式汽

阀(1956年)以及阎动装置改造(1958年)的试验研究，主型蒸汽机车主要部件使用限度

的研究(1958,一1960年)及主要限度修订的研究(1964年)；蒸汽机车锅炉螺撑环形裂纹

的调查研究(1965年)． j ，． ，”．： ．．

五，原有主要蒸汽机车燃烧原煤和颗粒煤试验，包括JF(原九jI)，(原欠T6)，

KD7(原厶为7)型机车原煤性能(1955"一1957年)以及JF型机车烧颗粒煤试验．(．1956年)。

知’六，其他，如原有机车和货车夏季阻力试验(i956一1957年)，蒸汽机车牵引定数和速

度关系的研究(1958一1959年)j原有客货车每百吨闸瓦压力试验(1955年)，修改技规

五．六，七表和制动参数的试验研究(1965年)。，． ：
，， ：

：
’，

第三节对新造主型蒸汽机车的设计改进与试验阶段(1957—1967年)二

．从1956年起，我国开始自行设计制造了老前进(原和平1)，前进、建设，；人民等主型货

运及客运蒸汽机车，至今仍在发挥作用。
’

。。 ，‘

这阶段进行并完成的试验研究项目有： ，

，

。 ，一．新造主型蒸汽机车的牵引热工性能试验，包括前进型机车抽阀静止热工试验

(1964年)，前进型(1965年)和老前进型(1957年)机车牵引热工性能．试验，’建设型

(1958年)和人民型(1958年)的牵引热工性能试验，均有试验报告．
·’

二，新造主型蒸汽机车的某些部件及性能的改进研究，包括前进型机车烟箱改造及热工

性能试验(1958年)，对前进型机车锅炉和通风装置提出改进方案(1963年)及通风装置改

造试验(1963年)，为新前进型机车改造成功打下基础。此外还有油汽分离器设计，试制、

试验(1966年)。建设型机车曲拐销裂纹的调研(1962年)，，人民型机车起动加速试验

(1963年)． ．、

‘

三、前进型蒸汽机车的原煤消耗标准试验(1958年)t．’ ，，
‘：， ”，

四，其他，如建立机车烟箱通风装置模拟试验台，牵引计算参数的试验，蒸汽机车环形

烟筒试验，蒸汽机车通风压差理论的研究，蒸汽机车锅炉报废限度的研究。

一：’ ，‘一l。 ·，

第四节对主型蒸汽机车的挖潜节能改造与试验阶段(1964年至今) 。，

j‘‘；这时，前进，建设等型机车已形成蒸汽机车的主力，内燃及电力机车发展较快，．新的蒸

。汽机车设计不再进行，所以重点转向对主型蒸汽机车的挖潜节能改造与试验。主要进行的试．
． 。 验研究项目有； ：一’ ⋯， 、．

j ’’r ⋯’：；． 。

7．、一，，蒸汽机车扁烟筒 ，
。， ，二? +“，

．．

，， 我国扁烟筒的研制大体可分三个时期： ： ‘i。 ‘、

：。． ：。

1． 初始探索时期如在前进型173号机车上新装7孔喷口扁烟筒，经环形段调整试验，

： 改用5孔喷口后在瓦房店段运用(1964""1967年)： n

2． 试验研究时期 包括①与现场大协作，对前进、FD，建设，解放，’人民，胜利等

型机车扁烟筒进行设计，试制，装车，调整与试验(1971"、．1976年)；②前进型通风装置模拟
÷

’

!i 9-

?，0，套。；，一If、＼毒



试验，挺供了圆，扁烟筒性能对比资料，并优选了扁烟筒参数，为扁烟筒提供了理论根据与
设计参数． ． ；。

3．鉴定扩大时期包括①前进型机车7～10方案扁烟筒于1983年通过部级鉴定，并获得

铁道部科技成果二等奖，正在逐步扩大推广，已装车逾千台。②FD型机车8—12方案扁烟筒

及胜利型机车6孔扁烟筒分别在萍乡段和海拉尔段进行线路运行对比试验(1977年)，并于

同年年底通过部级鉴定，获得全国科技大会奖。
、

，二．机车用型煤

与7—10方案扁烟筒鉴定试验一起，进行了燃用型煤和其他不同煤种的热工对比试验

(1980年>，后来又多次在现场进行试烧。铁道部公布了。蒸汽机车用型煤的技术条件和鉴

定办法”(试行)。蒸汽机车用型煤技术经济可行性报告通过部级鉴定(1984)，并获部科

技成果四等奖。目前在吉林建立型煤厂． ，

三，前进型机车综合改造

这种机车是以7—10方案扁烟筒为基础，再加装乏汽稳压室．过热管加粗并加长(配合

小烟管节流)，增设粘着重量增加器自动控制装置，改用六轴煤水车滚柱轴承等五项技术

措施。1986年前进型综合改造机车通过部级鉴定，并获得铁道部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

、 四，蒸汽机车锅炉岩棉保温

经过试装，改进和调整，最终采取分区，分块制造，对号总体组装。每块岩棉制品表面

喷涂耐高温涂料，并用玻璃布全包缝制。共计装车近60台，已通过部级鉴定。

五，蒸汽机车锅炉采用导风器消烟除尘(二次空气的利用)，先后在建设型和前进型机

车上装用。 ： } 。

六，前进型机车六项改造综合装车 ； ． ，，

j

+六项改造是7,-。10方案扁烟筒，热管给水预热装置、过热管加长，岩棉保温、-连续放水

装置和温度监测仪表，综合装车，以期获得最佳效益，这项任务正进行中，．’| ．一

。
‘

，|

第二章 内燃机车研究室_牵引研究室一；
”

： j ．

，
，

第一节 概 述
，

内燃机车牵引热工性能试验最早是内燃机车研究室的一个专业组，当时只有三个人，主

要任务是筹建试验设备和编写试验大钢和试验方法。1965年做第一台内燃机车牵引热工性能

试验时，专题组已发展到i4人。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虽然组织机构已被打乱，内燃

机车试验组仍做了一些工作。1973年铁科院恢复研究室建制，成立热力机车研究室，内燃机

车试验组属该室领导． 。文革”结束后，1977年再次成立内燃机车研究室，室内的主要任务

以内燃机车试验为主，另有一部分人从事冷却部件的研究。1980年内燃机车室撤消，成立牵

引研究室，全室共20人，主要来自原内燃机车室和电力机车室韵电力机车试验组，另有少数

从事制动和车辆的专业人员．目前牵引研究室共28人． 、

j

第二节成立内燃机车研究宣的时代背景及早期工作(1956—1966年) ，

内燃机车研究室成立于1956年，室主任梁秉智。当时我国铁路上全部是蒸汽机车，但牵

。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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