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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动车组结构可靠性与动力学》从高速动车组的两个关键技术——结构可靠性和动力学性能着手
，分别介绍了可靠性工程技术和铁道车辆系统动力学在高速动车组中的应用情况。
《高速铁路新技术系列教材·机车车辆：动车组结构可靠性与动力学》涉及的专业知识面广泛，融合
了多个学科领域的基础知识。
因此，在结构编排上，以动车组运行安全性为主线，以动车组结构可靠性为依托，从可靠性工程的专
业基础知识出发，引出机械强度理论和疲劳强度理论基础知识，并介绍动车组结构强度设计的仿真分
析有限元基础理论。
从动车组承受随机振动载荷出发，引出影响车辆振动的因素，从车辆系统动力学和空气动力学的角度
阐述动车组车辆系统动力学的相关理论基础。
最后教材落脚于动车组结构可靠性、强度和动力学的试验，介绍其标准及试验方法。
　　《高速铁路新技术系列教材·机车车辆：动车组结构可靠性与动力学》共分五章：第一章首先介
绍高速动车组结构可靠性工程技术。
从可靠性工程的技术发展历程开始，介绍了可靠性工程的相关基础知识，描述了高速动车组结构可靠
性的研究意义与特点。
进而在第二章引入了可靠性工程的随机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基础知识，并针对高速动车组结构可靠性
的特点，着重介绍了动车组结构可靠性的概率分布形式。
接着在第三章从机械结构强度理论出发，介绍了动车组结构强度的经典设计方法和现代设计方法，简
述了结构有限元分析的基本理论和结构疲劳设计方法。
第四章主要介绍高速动车组的系统动力学性能问题。
从引起动车组车辆振动的线路原因和车辆结构原因影响开始，引入了动车组车辆蛇行运动稳定性、垂
向随机振动响应、横向随机振动响应、动车组动力学问题中的非线性因素和高速动车组空气动力学的
基本知识，进而介绍了高速动车组动力学仿真分析的基础知识。
最后，针对我国高速动车组的结构可靠性和动力学性能的评定条件，在第五章介绍了可靠性试验的基
本情况、高速动车组结构强度试验鉴定规范、动力学性能试验鉴定规范和空气动力学试验鉴定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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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动车组结构可靠性概述　　铁路动车组由于其运行速度高、安全可靠、平稳舒适、全天候
运行而得到了广大旅客的一致好评。
同时动车组也是一个集机械、电气、计算机、信息系统等多学科技术为一体的高新科技产品，其结构
可靠性和动力学性能直接关系到动车组运行的安全性、舒适性、运用效率和成本，并影响到整个铁路
运输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第一节 可靠性基本概念　　一、可靠性定义　　可靠性包括狭义可靠性和广义可靠性，通常我们
所说的可靠性是指狭义可靠性。
　　1.狭义可靠性　　根据GB／T 3187—1994，所谓可靠性是指“产品在规定条件下和规定时间内，
完成规定功能的能力”。
在这个定义中，说明了可靠性研究的5个要素。
　　（1）产品：这里所说的“产品”是指研究对象。
产品可以是具体的一个一个的动车组结构零部件或者整个动车组系统，也可以是一些看不见的软件系
统，如动车组信息系统，等等。
　　但是在可靠性工程研究中，一般把产品分为不可修复产品和可修复产品两种类型。
产品在使用中发生失效，其寿命即告终结的，称为不可修复产品。
当然，没有绝对的不可修复产品，实际中不可修复产品多指没有修理价值和修理后不能完全恢复其功
能的产品，如动车组内的电灯、弹簧、齿轮、轴承等。
产品发生故障后，可以通过维修恢复其规定功能的，称之为可修复产品。
结构复杂、价格昂贵的产品一般设计成可维修的，可以通过更换其中的零部件和重新调整、加工处理
等措施恢复其原来的功能。
动车组整个系统本身就是一个可修复产品，尤其是动车组的机械结构，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后需要进
行厂修等维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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