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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记者 王健

实习生 马浩蕾

动车组刚开通的时候，延

续了普速列车的检修方式，基

本都靠眼看和手摸。现在的动

车检修，运用远程监控系统等

一系列的高科手段，能提前对

故障进行预判。

TEDS全称“动车组运行故

障动态图像监测系统”，通过安

装在靠近车站轨道上的高速摄

像头对动车组进行拍摄，自动

采集并分析运行动车组走行部

图像，采用图像识别技术，对途

经的动车组进行监控，实施关

键部件故障报警，异常图像分

级报警。

工作人员介绍，暑运期间每

天要监测700余列动车，分析员

每天平均看60余组动车，每组动

车都必须在15分钟内看完。由于

动车运行密度大，尤其11点到16

点之间，平均每小时通过20辆动

车，高峰时达到30多趟，有时一

分钟能通2趟动车，所以除了吃

饭和上厕所，其他时间他们都要

坐在电脑前面分析图片。

入库检修前，每列动车都

需要预诊，这个工作在距离动

车所2公里左右的入库线进行。

动车所在入库线路上安装了

LY(轮对故障检测系统)和受电

弓及车顶动态检测系统，可提

前对异常状态进行检查。

空心轴探伤是另一项高科

技手段。机器手臂探头深入动

车车轮轮轴，利用超声波仪器

深度检测动车车轴内部是否存

在缺陷，“和B超一样。”工作人

员付雪飞说，一般10万公里就

要进行一个空心轴探伤。

拍“CT”做“B超”
检修用上高科技

□首席记者 王健

实习生 马浩蕾

在距离济南西站2 . 5公里的

济南动车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

一天要走6万步，穿梭于闷热异常

的车厢，行走在5米高的车顶，每

天检修35组列车，每车上万个零

部件。

每车检修零部件上万个

8月6日，山东省发布高温黄

色 预 警 信 号 ，济 南 最 高 温 度 达

35℃。当天上午9点多，记者来到

位于济南槐荫区烟台路附近的济

南动车所，工作人员正在对一列

短编动车组列车进行检修。这里

被称为“动车医院”。

在车库内，每条轨道有车顶、

车厢、车底三层平台，方便动车组

机械师上下检修。据悉，检修也分

等级，一级检修指的是作业小组

对车下悬吊装置、车内、车顶进行

日常维护；二级检修主要是专项

作业，比如空心轴探伤等。“现在

是暑运期间，我们每天需要检修

35组列车。”工作人员介绍，每组

列车都需要检修零部件上万个。

穿防护服戴口罩干一整天

动车所专项修2组工长张进

介绍，他们负责车厢内的客服设

施，座椅、厕所、茶炉、灯具、行李

架这些都属于他们车内检修的工

作范畴。

车门电、气、机械三项混合，

故障率最高，几乎每天都需要维

修。张进说，门打不开或者关不

上，动车就没法正常运行。“昨天

5503列车有一个车门故障，我们

更换了气动锁，耗时两个小时，正

是最热的时候。”他介绍，短编列

车22个门，需要5名工作人员检

修；长编列车52个门，需要8名工

作人员。

25岁的机械师梁迅宁2016年
毕业于北京交通大学海滨学院，

他现在主要负责车门检修。“最多

的时候，一天要检修52个车门，干

一整天。”为了给车门吸尘，他穿

上了白色的防护服，并且戴上了

手套和口罩。

“这样主要是防止灰尘落在

身上引起过敏反应。”他说，因为

防护服不透气，刚一穿上，汗水就

开始往外冒。有时候一次穿半个

多小时，脱下来时，衣服都能拧出

水来。

马桶有卫生巾得用手掏

张进介绍，静态检查时，动车

组处于无电状态，空调不能开启，

加上空气流通不畅，车厢内温度

会比车厢外高10℃左右，而车厢

内温度中午在50℃以上。

据悉，负责车内客服设施检

修的机械师，需要检修8节车厢、

556个座椅、12个卫生间、8个电茶

炉。“6-8名工作人员对每个座椅

上的扶手、小桌板、脚踏等配件都

要细致检查，每组座椅都要旋转

180度，每个座椅靠背都要掰一

次……一趟走下来，得花2个小

时。”张进说，一天下来，机械师要

走6万步，累得让人直不起腰来。

“ 这 些 就 是 我 们 的 日 常 工

作。”张进说，有的时候开关跳闸，

他们需要趴下来对这节车厢座椅

下面的30多个插座挨个试，“趴

下，起来，趴下，起来……”

“有些旅客还会把尿不湿、卫

生巾直接扔进马桶，造成堵塞。”

张进说，这个时候他们就得用手

把这些东西往外掏，“上午干一个

这 样 的 活 儿 ，中 午 就 别 想 吃 饭

了。”

□记者 段婷婷

生活日报7月6日讯 今年高温

天已经达到22天，2003年以来最多。

4日、5日、6日济南市区最高温接连

达到了35 . 3℃、35 . 8℃、35 . 4℃。7日
就立秋了，6日夜间突然狂风大作、

电闪雷鸣，大雨倾盆而下。虽然大雨

带来了清凉，不过7日天气以晴间多

云为主，气温仍将攀升。

泉城公园一小时降雨40毫米

济南市气象局8月6日20时30
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目前天

桥区、历下区、槐荫区、历城区已出

现雷电和降雨，预计6日夜间济南

市仍将有雷电活动，可能会造成雷

电灾害事故，并伴有7～8级大风，

局部地区可能有短时强降水。

根据济南市雨水情信息系统，

6日20时31分至21时31分，一个小

时内市区多地降下中到大雨。王官

庄、千佛山北、济大东校区、金鸡岭

等诸多片区降下大雨，一小时内降

雨量超过30毫米。泉城公园降雨量

最多，达40 . 6毫米。历城狼猫山降

雨量达53 . 6毫米，达到暴雨级别。

虽然大雨带来了清凉，不过时

间短暂。根据济南市气象台预报，7
日天气以晴间多云为主，气温仍将

攀升，再度迎来高温天气。

根据济南市气象台6日16时继

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6日夜间

多云，局部地区有雷阵雨，7日晴间

多云，北风短时南风2～3级，早晨最

低气温25℃左右，最高气温34℃。8

日晴间多云，东北风2～3级，最低气

温24℃左右，最高气温34℃。9日多

云，夜间有雷阵雨，南风3级，雷雨

时阵风7～8级，气温略有下降。10
～11日多云，北风转南风都是2～3
级，气温略有上升。12～13日雷阵

雨转多云，南风转北风都是2～3
级，气温变化不大。

高温天数2003年来最多

今年从5月18日出现第一个高

温日，截止到8月6日，高温天数已

经达到22天。已经是2003年以来高

温天数最多的一年。

虽然今年高温天数不少，不过

从日最高温看，在历史上尚且排不

上号。7月11日-13日，区域站的最

高温连续三天超过了40℃。龟山气

象站的最高温今年尚未超过38℃。

气象记录的最高温出现在1955年7
月24日，最高温达42 . 5℃。

伏天还剩十几天才结束，“秋

老虎”今年是否发威，我们还将拭

目以待。

三天高温迎立秋 一场风雨短暂凉爽
预报这两天继续烧烤，今年高温天数已是2003年以来最多

高温下日行6万步 工作服都能拧出水
记者探秘“动车医院”，断电作业车厢内高达50℃

6日夜，济南遭遇大雨大风，行人蹚水回家。 记者 周青先 摄

新闻链接

穿着被汗水浸湿的衣服工作，对机械师来说再平常不过了。 记者 王鑫 摄

大热天清灰尘也要穿着防护服。 记者 王鑫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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