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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道部科学研究院(简称铁研院)为了贯彻党中央、国务院有关编

史修志的文件精神，以及迎接建院四十周年，从1988年开始着手编写

《院史》，并要求各所编辑《所志》。铁道部标准计量研究所(简称标

准所)于1 965年1月建立，由铁研院代管，是院的一个组成部分，二十

五年来逐步发展、壮大，先后筹建了国家轨道衡计量站、铁道部产品质

量监督检验中心、国家铁路罐车容积计量检定站。四个单位合成铁道部

标准计量研究所(站、中心)，行政上统一管理，业务上各自独立对外开

展工作。建所以来，在铁路标准计量、轨道衡、罐车计量以及产品质量

监督检验等方面做出了贡献，取得几百项科研、标准、计量规程等成果；

在铁路运输、生产、建设中做了大量的技术。基础工作，成绩卓著。从

理论探讨和工作实践中培养、锻炼了一批批从事标准化、计量和产品质

量监督检验工作的专家和人才，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取得了不少

的成果和成绩，获得了较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修志就是要按照

‘‘客观、科学、尊重历史"的原则，严谨、朴实地全面总结建所以来“出

成果、出人才、出效益”的经验，作为今后工作的借鉴，对深化改

革，继续前进是有益的。

为编写《所志》，标准所(站、中心)成立了编写组，由陈志同志

任主编，成员有韶能仁、刘淑文、洪原山、郑天锡、谢新泉、杨凤云

曾凤柳、沈蕴珊等同志。参加资料收集和文整工作的有朱为建、吕文茹、

张秋枫、施华、刘桐芳、许初元、罗英良等同志。《所志》共编写了四

稿，历时一年半，经反复讨论修改后，由所党政领导刘淑文、韶能仁审

核定稿，交《铁道标准化》编辑出版。

标准所《所志》的编写，是在院史编委会的指导和所、站、中心
全体职工的支持、帮助下进行的，特别是已寓退休的所领导、老职工

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时间匆忙，史料的收集尚不完整，编辑水平不高，本《所志》

必有不全、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以便今后继续修志时补充，修
改。

铁道部标准计量研究所《所志》编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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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综 述

一、现状概述

铁道部标准计量研究所自1965年1月建立以来，逐渐扩展业务范围，发展壮大，先后筹

备建立了国家轨道衡计量站(以下简称计量站)，铁道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以下简称

检验中心)、国家铁路罐车容积计量检定站(以下简称罐车站)。二十多年来，在铁道标准、

计量，轨道衡计量、罐车容积计量和铁路产品质量监督检验工作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在

建立和健全技术法规，技术规范，加强技术监督，维护社会正常的经济秩序等方面，发挥了

积极作用。 ，

在当前深入进行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中，我国面临着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的紧

迫任务，政府必须提高对宏观经济活动的调节和控制能力。因此完善商品经济的社会规范，

建立完备的法规体系和完善国家和社会监督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国家技术监督工作

是对社会的经济技术问题实行监督，它是以经济技术法律、法规或条例为依据，以技术和技

术手段为基础，通过相应的权威性机构实施监督，其监督具有强制性。标准化、计量、质量

监督检验和质量管理工作就是国家技术监督工作的组成部分。铁道部标准计量研究所(以下

简称标准所)，计量站，检验中心、罐车站就是由国家技术监督局归口进行业务领导的铁路

技术监督科研和管理机构。

根据铁道部1984年、1985年批准的组织机构，标准所，计量站、检验中一b，罐车站都由

铁道部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铁研院)代管。铁研院领导1985年曾宣布·．这四个单位联合组

成铁道部标准计量研究所(站、中心)，行政上统一管理，业务上各自独立对外开展工作，

标准所所长兼任计量站、检测中心、罐车站的站长、中心主任，设副所长，副站长、中心副主任

分管几个部分的业务工作。对内是一个领导班子，设两个职能科室统一管理人、财，物、科研

计划和后勤，在院内统称标准所(站、中心)，业务上由铁道部科技司和国家技术监督局双

重领导。所，站，中心的工作分别由国家技术监督局的标准司、计量司、质量监督司、质量管

理司归口管理。

属于国家技术监督系统的这四个部分，虽然在业务上有密切的联系，但各自的任务和职

责是不同的，下面分别叙述·

(一)铁道部标准汁鼍研究所是铁道标准化和铁路计量的科研机构，也是铁路有关国家

标准，专业标准和铁路专用计量的技术归口单位，具有科研和管理双重职能。根据1979年

11月铁道部颁布试行的．《铁道部标准化管理办法))的规定，标准所的方向任务是t

1．负责标准化原理，方法的应用研究和铁路标准化技术经济效益的研究，并对铁路标

准化工作的方针、政策提出建议，
’

2．负责研究或组织制修订有关国家标准，专业基础与通用技术标准，并承担技术归口

工作，

3．负责研究或组织制、修订铁路专用材料，养路机械，运输业务、装卸机械等专业标

准，并承担其技术归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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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负责铁路专用计量测试技术的研究，包括科学试验、产品质量鉴定领域和运输生产

中重大的、综合性的测试方法和手段的研究，制、修订铁路专用检定规程和开展铁路专用

计量器具的量值传递工作。

5．负责国内外铁路技术标准和计量的情报与档案工作。编辑出版标准计量刊物，资料，

开展标准，计量的教育和服务工作，逐步建成铁路标准计量情报与档案中心。

6．积极参加相应的国际、国内标准化和计龟方面的活动，加强同国际的各标准化组织

的联系，积极参加国内外相应的技术委员会或分技术委员会。

7．受部委托承担联系出版铁路有关国家、部(专业)标准和公布标准目录等工作。

标准所现有人员122人，其中高级科技人员18名，中级科技人员38名，初级科技人员42

名，其它人员24名。建所25年来，获得科研成果32项，标准化成果377项，合计成果409项，

建立试验设备固定资产200余万元，为铁路运输生产和铁路工业的发展提供技术保证，做出

重要贡献，创造了社会经济效益。

(二)国家轨道衡计量站是国家专业计量站之一、是法定的计量技术机构。经国家计量局

授权，对全国的轨道衡实行强制检定和监督管理。具有轨道衡计量的量值传递、科学研究和监

督管理的职能。周恩来总理曾指示t口岸站轨道衡是进出口贸易称重的工具，有维护国家声

誉和主权的重要作用，要求铁道部要抓好管好。计量站由总站及设在全国铁路局内的十九个分

站组成，是面向全国的社会公益性事业单位。业务上由国家技术监督局计量司和铁道部科技

司双重领导。根据国家计量总局和铁道部发布的(79)量总字第301号， (79)铁科技字

1477号文的规定，计量站的方向任务是；

1．负责研究，建立有关轨道衡量值传递所需要的各项计量标准，开展量值传递工

作。

2．开展有关轨道衡盛值传递技术的科学研究工作，提出科研规划，建立相应的研究手

段。

3．提出有关制订，修订轨道衡}卜量管理方面的规章制度和检定规程草案，报有关上级

部门审批发布。

4．对《国家轨道衡计量分站》进行业务指导。

5．负责轨道衡计跫人员的技术培训和考核工作。

6．参加轨道衡新产品的鉴定和型式试验工作。

7．对计虽性能方面有争议的轨道衡，提出技术作证。

8．对轨道衡的使用进行监督指导。

9．参加国内外有关轨道衡计量方面的学术活动。

10．负责轨道衡计量工作方面的宣传报导，情报资料的收集与提供，参加组织经验交流

等工作。

计量站现有人F．,34人，其中高级科技人员4名，中级科技人员7名，初级科技人员9名，

检定人员、管理人员14人，建站十二年来共取得计量科研和规程制订的成果12项，在为社会

创造经济效益和推进我国轨道衡计2瞳的发展方面做出了贡献。建成投产八年来共计创收Z00

余万元，1986年以来年创收三、四十万元，现有全国最高准确度的轨道衡计量标准器，拥有

固定资产100余万元。

(三)铁道部产品质疑监督检验中心是铁道部授权的铁路工业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的专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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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归口产品质量监督裣验的日常工作，业务上由部科技司管理，其方向任务是；

1．编制铁路工业产品质量监督检验工作的年度计划，经部批准后组织实施。

2．负责组织对实行产品质量认证证书，生产许可证和制造特许证生产企业的产品质量

保证体系的考核和产品质量检验。

3．负责组成国家或部指定产品质量的监督性抽查检验。

4．负责组成对铁路重要工业新产品的鉴定检验。

5．负责组成对评优产品的质量检验。

6．负责产品质量争议的仲裁检验。

7．研究开发新的检测技术与方法，组织技术交流和人员培训。

8．参与国家标准，专业(部)标准的制，修订和试验验证工作。

9．负责实验室认证工作，并对实验室的检测工作进行指导与监督。

10．负责产品质量信息的贮存与管理。

检验中心现有人员25人，其中高级科技人员3人，中级科技人员13人，初级科技人员9人。

检验中心成立四年来，共开展产品质量检验89项，评优71项，为提高铁路产品质量，保障

运输安全作出自己的贡献。

对工业产品质量实行国家监督是国家的一项重要政策，对提高产品质量，改善企业素质

将起重要作用。随着经济体质改革的深入和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质避监督工作将越来越加

强，检验中心及其十五个专业检验站构成了我国铁路工业产品质量监督检验工作完整的检验

体系，今后将发展成为我国铁路工业产品质量监督检验工作中一个具有科学性，公正性，权

威性的专职检验机构。

(四)国家铁路罐车容积计量检定站是国家专业计量站之一，是法定的计量技术机构。经

国家计量局授权，对全国铁路罐车的容积实行强制检定和监督管理。罐车站在西安，沈阳、吉

林，包头，锦州设有五个分站，业务上受国家技术监督局计量司和铁道部科技司双重领导。

根据国家计量局和铁道部(85)量局监字第244号和(85)铁科技字828号文的规定，罐车站

的方向任务是：

1，负责铁路罐车(包括专用罐车、路外自备罐车)容积计量的管理工作，

2、研究铁路罐车容积检定和管理方法，组织、协调地方和部门计量机构开展铁路罐

车容积检定工作，

3．组织、研制和更新铁路罐车检定和计量用工具及设备，

4．提出有关制订，修订铁路罐车容积检定方面的规章制度和检定规程草案，报有关上

级部门审批发布，

5．负责铁路罐车容积检定人员的技术培训和考核发证工作，

6．对容积计量有争议的铁路罐车提出技术作证，

7．对铁路罐车计量分站及罐车制造、修理工厂的罐车检定工作进行业务指导及监督检

查，

8．定期向使用铁路罐车的单位发布容积表号与罐车车号对照表，

9．参加国内外有关容积计景方面的学术活动。

罐车站现有人员7人，其中高级科技人员1人，中级科技人员3人，初级科技人员、检定

人员3人，几年来获得计量科研成果2项，建立了密度计套管尺等3项计量标准器，拥有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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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固定资产30万元，年创收七，八万元。

(五)由上述四个部分组成的标准所(站，中心)1987年共有职工186人，其中科技人

员151人，占81．2％。在科技人员中高级职称的26人，占17．2％，中级职称的65人，占43％；

初级职称的59人，占39．8％，1965年以来共取得科研和标准化成果400余项，其中获得部级

以上的各类科技成果奖34项，拥有试验设备固定资产300余万元，拥有办公室及试验室合计

2900平方米。试点改革三年来，横向创收逐年增加，年增收可达四、五十万元。现任所长韶

能仁，副所长洪原山、谢新泉，副站长陈志，中心副主任郑天锡，总支书记刘淑文。

标准所(站、中心)是社会公益性质的事业单位，参照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

定精神，承接纵向任务，实行经费包干，发展横向联系，积极创收，多做贡献。由于标准所

(站，中心)是铁路标准化、专用计量、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以及轨道衡计量、罐车容积计量

的科研和管理的中心机构，其任务是做好铁路及国民经济其它方面的技术基础工作，发挥把

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桥梁作用和对社会经济技术问题的监督作用。为了把铁研院办成全

路科学技术发展中心，标准所(站、中心)将从采用国际先进标准，建立和运用先进，准确

的计量测试手段，严格的产品质量检验等三个方面贡献自己的力量。标准所(站、中心)改

革的方向是巩固改革试点三年来的经验，明确这四个系统的性质是社会公益性的科研事业单

位，在整体承包、经费包干的改革方案基础上，在努力完成纵f句任务的前提下，积极开展横

向的技术联系、合作，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服务，充分发挥我们已建立和具有的立法优势、计

量设备和技术力量优势、执法优势，努力创收，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效力，并在铁研院发挥综合

优势方面，作出自己的贡献。

(一)铁道部标准计量研究所

二1历史沿革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为了搞好重点建设项目和发展生产，我国主要引进苏联标准，一

九五七年，为了进一步加强标准化工作，在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内成立了标准局，开始根据

我国国情，组织制订了一批国家标准和部标准a．

铁道部从1950年开始，先后统一了机车车辆和建筑接近限界，确定了1435mm为标准轨

距，统一了机、客，货车的车钩高度，并逐步整顿机车车辆，通信信号和工务工程等设备标

准。为解决设计、制造、修理和验收的急需，沿用、引用了一批国外标准。这些标准化工作

在铁路的恢复、整顿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初步克服了铁路设备。万国牌黟的混乱状态。

从1952年试制成功我国第一台解放型蒸汽机车开始，铁路机、工、运，电的制造和工业

体系逐步形成，为适应运输生产的需要，1956年铁道部建立了标准化管理机构，在部科学技

术委皱会下设标准化科(后改为处)，随后部内有关局和部属工厂相继设置了标准化机构或

专职、兼职人员，建立趁一支从部到基层共有六十多人的标准化专业队伍，确定了六个标准

化专业归口单位，初步形成了由部、专业归口单位，基层标准化组织构成的三级管理体

制。

1962年铁道部提出q确保运用、方便检修，兼顾制造，力求通用刀的方针，在一名副部

长的领导下，对旧型机车车辆大力开展简化车型，进行配件通用化的工作，1963年9月铁道

部公布1日型英制机车车辆螺纹公制化暂行办法，螺纹公制化工作亦开展起来，标准化工作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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