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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湘钢 2号动态电子铁水轨道衡存在的诸多故障隐患，我们对其进行了技术改造，
改造后其计量性能明显提高，设备保障能力得到了提升，目前该轨道衡运行稳定可靠。 
【关键词】  轨道衡；静态；动态；称重传感器；基础 
 

前  言 

湘钢 2号 200t铁水轨道衡于 2003年投入使用，承载器长 7米，原是一台静态轨道衡。2008年
将其改造为动态轨道衡，计量速度比原来提高 5～6倍。虽然铁水动态计量有利于企业的节能降耗，
但该轨道衡计量方式的改变，加快了其的劣化程度。由于 2号铁水轨道衡担负着该公司 4座高炉 70%
的铁水计量工作，在长期的重载作用下，该轨道衡的称重台面疲劳损伤严重，整体机械强度下降，

铁水轨道衡基础和防爬道床基础均出现松动下沉与开裂现象，防爬框架疲劳老化，防爬轨出现裂纹，

称重传感器性能下降，系统的工作性能稳定性差，严重影响了生产。对此，我们于 2012 年 5 月对
该轨道衡进行了技术改造，以提高其性能。 

一、湘钢 2号动态电子铁水轨道衡的组成 

湘钢 2号 200吨动态电子铁水轨道衡是由整体基础道床、承载基础、承载器、防爬框架、称重
传感器、接线盒、称重指示器、计算机系统、轨道衡称重软件和 ERP 数据上传系统、电源设备等
部分组成。其中承载器为整体结构，主要由秤量轨、主梁、基座框架、称重传感器连接件、过渡器、

防爬装置、纵横向限位装置、安全保护装置等组成。 
二、从以下六个方面对其技术改造措施 

1．重装基础预埋板，采用高强微膨胀快干灌浆料施工 
针对承载基础松动与下沉隐患，施工时我们采用土建基础局部修复的方案，仅对原轨道衡基础

上表面部分进行拆除。因此，我们设定在原基础表面处往下凿除 300～500mm的空间，目的是让原
基础的钢筋网裸露出来，安装预埋板时先将该板的地脚螺丝与原基础的钢筋焊接为一体，并加焊钢

筋网，所有的钢筋连接点及预埋板定位必须牢固可靠。待检查各预埋板之间的水平度和标高符合基

础图设计要求后，采用高强微膨胀快干灌浆料施工处理。 
2．秤台的更新换代 
原轨道衡的秤台设计为整体结构（7米长），已使用了 9年多时间，由于该轨道衡的主梁长期在

高温及铁水罐车的强辐射状态下工作，秤体因机械的热胀冷缩变化等原因，常常使该秤体下的称重

传感器处在受力不均的状态（不在同一水平面），因此使柱式称重传感器易产生倾斜现象，导致偏

载误差情况时有发生。大修中我们要求设备厂家将秤台设计制作为两截短秤台结构，然后拼结为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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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秤台（总长仍为 7 米）。每截短秤台按箱型梁结构设计与制作，组装时在中间位置保留伸缩缝
10mm。这样改进的结果，能满足秤台因机械的热胀冷缩变化要求，保证传感器始终受力均匀，从
而确保了该衡称重计量过程中的准确度。 

3．称重传感器方式的改进 
2号 200t铁水轨道衡于 2008年由静态改为动态方式计量后，称重传感器损坏数量越来越多，这一

方面与原秤台的机械结构设计因素有关，另一方面则是与秤体采用的称重传感器方式有关。原称重传

感器为柱式结构（该轨道衡原为静态衡计量方式设计）。一般来说，动态轨道衡采用柱式称重传感器，

虽然柱式称重传感器具有较好的抗过载能力和固有频率较高的优点，但在实际使用中，它的最大弱点

就是秤体受力后，抗侧向和偏载能力较差，易产生倾斜状态，导致该称重传感器受侧向力严重而过早

的产生疲劳损伤；其二，采用柱式称重传感器的动态轨道衡，在平时的维护保养中难度较大。基于这

种原因，我们在大修中，决定将原轨道衡的柱式称重传感器改为桥式称重传感器。桥式称重传感器具

有秤台受力后且发生位置变化时，秤台有自动回位的找正功能，尤其是在动态衡上使用，具有计量性

能稳定性好、故障隐患率低、行车安全可靠性高、现场维护难度小的独特优势。对该轨道衡的称重传

感器受力方式进行改造项目难度较大，因柱式称重传感器与桥式称重传感器在几何尺寸上相差较大，

需对原设备基础进行土建的同步改造，才能真正实现称重传感器方式改造的目标。借该轨道衡的土建

与机械大修机会，我们对设备承载基础进行了相关的土建改造，实现了称重传感器方式改进的目的。 
4．防爬框架的更新换代 
该轨道衡自 2008年 10月由静态称重改为动态称重方式后，其防爬框架疲劳损伤程度日益加剧，

防爬框架的土建基础出现了下沉与开裂松动现象；防爬框架上的部分轨垫板与工字梁间因机械脱焊

发生了相互分离现象；造成引线轨的防爬功能失效，易造成行车安全隐患。因此，借轨道衡的大修

机会，我们对其进行了更新换代。 
5．防爬引轨整体道床基础的延长改造 
从 2008～2010年期间，2号 200t动态铁水轨道衡每年防爬轨的断裂数量均保持 5～8根的记录。

这与秤两端的整体道床基础设置的长短有极大的关系。由于 2号 200t铁水轨道衡原来是按静态秤进
行设计的，因此，当时该轨道衡的道床基础设定为 6m长。原 2号铁水轨道衡的整体道床为 6m（防
爬轨长 6m），6m之外则是软道床，6m位置处则是软、硬道床的结合点。铁水罐车的频繁动态计量，
在机车巨大的冲击力以及机车制动刹车时所产生的惯性力距作用下，该轨道衡的防爬轨中部经常产

生机械弯曲变形现象，最终使该轨道衡防爬轨疲劳损伤严重，在其中部位置完全断裂，这就是我们

通常所说的动态衡的防爬整体道床长度少于 12～25m以上，容易造成钢轨（防爬轨）“断裂”的真实
原因。大修中我们将该轨道衡的防爬引轨整体道床延长至 12m，这样，重车运行时能有效地缓解了
对轨道的压力作用，促使重车始终在轨道连接点处（原防爬轨 6m位置）能平稳过渡地运行，从而
有效地延长了轨道衡防爬轨的使用寿命，减少了轨道衡防爬轨断裂事故的发生。 

6．更换承重秤量轨、防爬轨 
2 号 200t 动态铁水轨道衡每天有近 400～600 个铁水罐车的频繁计量，因此，对该轨道衡的承

重秤量轨和防爬轨机械磨损较大，尤其是部分防爬轨出现裂纹，存在着行车安全隐患，在本次大修

中，全部更换了承重秤量轨和防爬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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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造后的称重系统调试 

称重系统调试分静态调试和动态调试两项。 
在调试前要试车，试车时用火车拉着铁水罐车（空罐车）以允许的速度来回在轨道衡上跑一天，

目的是将新秤各部分压实，为轨道衡进行动、静校验创造条件。再检查台面所有水平是否符合要求，

连接件是否松动，若有松动必须紧固。然后，在空秤状态下，分别检查 1～6 号传感器的空载信号
值，力求使 6 个称重传感器的空载信号值相差在±0.3 毫伏左右，这需要通过在称重传感器底座下
面的垫片增减来实现，目的是使各个称重传感器受力均匀，调整完毕后即可进行静态调试。 

1．静态调试方案 
采用湘钢公司自制的 40t 检衡车对 2 号 200t 动态铁水轨道衡的偏载误差进行测试。由于 2 号

200t动态铁水轨道衡共有 3组支撑点，因此须对 3个支点分别进行测试。首先让 40t检衡车分别对
3个支点进行测试，记录此时的重量值，如果重量值各有差异，即通过接线盒的电位器来调整为统
一值，直到 3个支点的重量值基本趋于为一致时，将 40t检衡车推至衡体外，检查轨道衡的零位值
是否有变化。确认轨道衡的零位无变化后，将 40t检衡车推至衡上任意一点。通过称重指示器将该
点的示值设置至 40t检定，若该点重新测试与 40t有差异，则通过接线盒的电位器来进行调试至 40t，
随后将检衡车在衡体上其它各点进行测试，直至衡上三点的重量值全部为 40t时，则完成了该铁水
衡的偏载与校验，该程序结束。 

2．动态调试方案 
在空秤状态下，运行轨道衡的称重软件，进入《北京伟银湘钢计量管理系统》界面进行动态的

校验。事先我们准备 2个不同重量铁水罐，通常重罐大于 120t左右，轻罐在 50t左右。用静态衡称
出 2个铁水罐的重量，重复 4次称量并取平均值。然后确认该重量值为动态校验的标准值。由于 2
号 200t动态铁水轨道衡是公司各二级厂往来结算与内部成本考核的衡器，因此动态校验时，由湘钢
公司主管计量部门召集炼铁厂、炼钢厂、宽厚板厂等部门的相关人员到场，对动态校验的过程和结

果进行现场确认。用车头拉着这组车在 2号 200t动态轨道铁水衡上，以允许的速度往返 10次，并
记录每次铁水罐的重量。如果与标准值超差，则重新调整动态标定系数，直至称重校验数据达到和

符合动态衡 0.5级准确度时，则确认该衡动态校验完成。 
四、结束语 

改造后的湘钢 2号 200t动态铁水轨道衡，经过近一年多的运行实践证明，设备的保障能力大大
提升，设备的故障率显著下降，大大减轻了维护人员的劳动强度。改造后该轨道衡的计量性能得到

大幅度提高，运行稳定可靠，完全达到了预期的改造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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