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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研究Ｄ１９Ｅ型内燃机车曲线通过动力学性能，分析了越南铁路基本技术及Ｄ１９Ｅ型内燃机车结构，应用Ｓｉｍｐａｃｋ软件建立
了Ｄ１９Ｅ型内燃机车动力学模型。以Ｄ１９Ｅ为模型计算了机车动态曲线通过整车动力学性能，并根据越南铁道机车车辆动力学性
能评定规范对该机车车辆在轨道不平顺作用下的不同工况曲线通过进行了分析、评估。研究结果表明，Ｄ１９Ｅ型内燃机车动态曲线
通过时的安全性指标满足越南铁路安全行车要求，该机车通过曲线半径为１００ｍ时轮轨横向力接近了允许限值５２ｋＮ，在曲线半径
为３００ｍ以下时轮重减载率超过静态轮重减载率危险限度值０６５，但动态轮重减载率为０．８，故属合格，因此该机车通过曲线半径
小于３００ｍ时应降低运行速度，机车曲线通过更为安全。
关键词：Ｄ１９Ｅ型机车；曲线通过；越南铁路；动力性能；轨道不平顺
中图分类号：Ｕ２２１；ＴＰ３９１．９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４５５１（２０１２）０７－０８４６－０４

Ｄ１９Ｅｄｉｅｓｅｌｌｏｃｏｍｏｔｉｖ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ｄｕｒｉｎｇｃｕｒｖｅ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ＭＡＩＶａｎｔｈａｍ１，２，ＳＵＮＪｉ１，ＷＵＳｈｉｊｉｎｇ１

（１．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Ｐｏｗｅｒ＆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２，Ｃｈｉｎａ；
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Ｈａｎｏｉ１００００，ＶｉｅｔＮａｍ）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Ｄ１９Ｅｄｉｅｓｅｌｌｏｃｏｍｏｔｉｖ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ｄｕｒｉｎｇｃｕｒｖｅ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Ｖｉｅｔｎａｍｒａｉｌ
ｗａｙｓａｎｄＤ１９Ｅｄｉｅｓｅｌｌｏｃｏｍｏｔｉｖ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Ｄ１９Ｅｌｏｃｏｍｏｔｉｖ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ｗａｓｂｕｉｌｔｂｙＳｉｍｐａｃｋ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Ｔｈｅｖｅ
ｈｉｃｌ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ｔ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ｃｕｒｖｅ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ｖｅｈｉｃｌ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ｏｆｔｈｅＶｉｅｔｎａｍｒａｉｌｗａｙｓ，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ｃｕｒｖｅ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ｔｒａｃｋ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ｗａｓ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ａｎｄ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ｓｔｕｄｙ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ｗｈｅｎｉｔｇｅｔ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１００ｍｅｔｅｒｃｕｒｖｅｒａｄｉｕｓ，ｔｈｅｗｈｅｅｌ／ｒａｉｌｌａｔｅｒａｌｆｏｒｃｅｉｓｖｅｒｙ
ｃｌｏｓｅｔｏａｌｌｏｗａｂｌｅｌｉｍｉｔ５２ｋＮ，ｗｈｉｌｅｉｔｇｅｔ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ｕｎｄｅｒ３００ｍｅｔｅｒｃｕｒｖｅｒａｄｉｕｓ，ｔｈｅｒａｔｅｓｏｆｗｈｅｅｌｌｏａｄ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ｒｅｖｅｒｙｃｌｏｓｅｔｏｔｈｅｄａｎ
ｇｅｒｌｉｍｉｔｓ０．６５ｏｆｓｔａｔｉｃｗｈｅｅｌｌｏａｄ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ｂｕｔａｌｌｏｆｔｈｅｍａｒｅ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ｄａｎｇｅｒｌｉｍｉｔ０８ｏｆｄｙｎａｍｉｃｗｈｅｅｌｌｏａｄ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ＳｏｔｈｅＤ１９Ｅ
ｄｉｅｓｅｌｌｏｃｏｍｏｔｉｖ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ｈａｓｆｕｌｌｙ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ｄｔｈｅｓａｆｅｔｙ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Ｖｉｅｔｎａｍｒａｉｌｗａｙｓｆｏｒｃｕｒｖｅ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Ｄ１９Ｅｌｏｃｏｍｏｔｉｖｅ；ｃｕｒｖｅ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ｖｉｅｔｎａｍｒａｉｌｗａｙｓ；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ｔｒａｃｋ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ｙ

０　引　言

机车车辆—轨道耦合动态曲线通过时的动力学性

能是一个复杂的课题与重要研究领域。自从上世纪

９０年代初车辆－轨道耦合动力学理论［１３］被提出来以

后，已经有许多科学家［４］在机车车辆、轨道的动力学

性能、结构和参数优化等各个方面开展了相关的理论

研究。

文献［５８］建立了各种车辆—轨道耦合动力学模型
与方程组，对车辆—轨道耦合动力学试验、仿真计算为

基本形式的动态模拟技术进行分析，根据机车车辆动力

学性能—运动稳定性、运行平稳性和曲线通过性能的台

架试验方法，以及台架试验和线路运行的理论分析，得

到相应的试验误差，验证了机车车辆台架试验的可行性

和合理性；文献［９１１］研究了机车车辆通过曲线小半径
时的安全性、脱轨现象、轮轨接触等问题；通过２０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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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车辆—轨道耦合动力学理论已渐趋完善，并成

为铁路机车车辆与轨道系统动力学的主流方向。

本研究对Ｄ１９Ｅ型内燃电动机车的曲线通过性能
进行了研究，该机车用于越南主要干线的货、客运牵

引，在河内至胡志明干线运行，设计速度１２０ｋｍ／ｈ，柴
油机功率１４５５ｋＷ，装用美国 Ｃａｔｅｒｐｉｌｌａｒ３５１２Ｂ型柴
油机、ＪＦ２１７Ｂ型主发电机组及 ＺＱＤＲ３１０型牵引电动
机，走行部为１３ｔ轴重的三轴转向架［１２］。

本研究从理论出发并结合实际运行，针对越南国

家的铁路特点，利用多体动力学软件 Ｓｉｍｐａｃｋ铁道模
块［１３］建立Ｄ１９Ｅ型内燃机车仿真模型，同时通过设立
不同铁道曲线工况以及特定的不平顺轨道谱，分析机

车运行时的动力特性。

１　Ｄ１９Ｅ型内燃机车模型的建立

１．１　Ｄ１９Ｅ型内燃机车体的建模

Ｄ１９Ｅ型内燃机车的走行部为三轴转向架。根据
越南 Ｄ１９Ｅ型电转动内燃机车的构造与主要参数，在
建立模型过程中，考虑了车辆的一、二系悬挂系统、横

向止档及抗蛇行减振器等部件的作用。Ｄ１９Ｅ型机车
车辆系统动力学仿真模型如图１所示。

图１　机车车辆系统动力学仿真模型

该模型由车体、前构架、后构架、轮对、钢轨、轨枕、

道床以及弹簧、阻尼和质量体等元件构成。假设车体、

构架和轮对均为刚体，每一个刚体有５个方向自由度：
垂向、横向、侧滚、摇头、点头，则整个机车车辆共有４５
个自由度。

Ｄ１９Ｅ型内燃机车主要技术参数如表１所示。

１．２　轨道工况的设置

考虑到机车车辆曲线通过性能和越南铁路轨道的

特殊性，笔者在研究中设置了５种不同的曲线工况，如
表２所示。

表１　Ｄ１９Ｅ型内燃机车主要技术参数

技术参数 数值

柴油机功率 １４５５ｋＷ

机车计算整备重量 ７８ｔ

轴距 １６５０ｍｍ

两转向架中心距 ８１００ｍｍ

机车最大速度 １２０ｋｍ·ｈ－１

越南米轨铁路线路轨距 １０００ｍｍ

轴重 １３ｔ

转向架自重 １４．５３ｔ

每轴簧下重量 ２．６４７ｔ

轮径 １０００ｍｍ

通过最小曲线半径 ７０ｍ

一系垂向油压减振器阻尼系数 ６０ｋＮ·ｓ·ｍ－１

二系横向油压减振器阻尼系数 ６０ｋＮ·ｓ·ｍ－１

二系抗蛇行减振器阻尼系数 ６００ｋＮ·ｓ·ｍ－１

轴箱相对于构架弹性横动量 ±（５，１５，５）ｍｍ

左右滚动圆距离 １０７０ｍｍ

表２　各种曲线轨道工况的设置

工
况

曲线

半径

／ｍ

直线

长／ｍ

暖和

曲线

长／ｍ

圆曲

线长

／ｍ

外轨

超高

／ｍｍ

轨距

加宽

／ｍｍ

速度

／

（ｋｍ·ｈ－１）
Ｉ １００ ５０ ５０ １００ ９０ ２５ ４１
ＩＩ ２００ ５０ ５０ １００ ９０ ２５ ５８
ＩＩＩ ３００ ５０ ５０ １００ ９０ １５ ７１
ＩＶ ４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０ ９０ １０ ８２
Ｖ ６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０ ９０ ０ １００

１．３　不平顺轨道谱的模型建立

由于列车行驶速度不超过１２０ｋｍ／ｈ，该模型使用
美国 ＡＡＲ标准五级线路谱进行分析较为合理。依据
美国轨道谱标准：

轨道高低不平顺：

Ｆｇ（Ω）＝
ｋＡｇΩ

２
ｇ

Ω２ Ω２＋Ω２( )
ｇ

（１）

轨道方向不平顺：

Ｆｂ（Ω）＝
ｋＡｂΩ

２
ｇ

Ω２ Ω２＋Ω２( )
ｇ

（２）

轨道水平及轨距不平顺：

Ｆｓ（Ω）＝Ｆｃ（Ω）＝
４ｋＡｇΩ

２
ｇ

Ω２＋Ω２( )
ｇ Ω２＋Ω２( )

ｓ
（３）

式中：Ｆｇ（Ω），Ｆｂ（Ω），Ｆｓ（Ω），Ｆｃ（Ω）—高低、方向、
水平、轨距不平顺功率谱密度，ｃｍ２·（ｒａｄ·ｓ－１）－１；
Ω—轨道不平顺空间频率，ｒａｄ·ｍ－１；Ωｇ，Ωｓ—截断频
率，ｒａｄ·ｓ－１；ｋ—安全系数；Ａｇ，Ａｂ—粗糙度常数，

·７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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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ｍ２·ｒａｄ·ｍ－１。
该模型中轨道谱参数取值如表３所示。

表３　轨道谱参数取值

参数 ｋ Ａｇ Ａｂ Ωｇ Ωｓ

数值 ０．２５ ０．２０９５ ０．０７６２ ０．８２４５ ０．８２０９

２　Ｄ１９Ｅ型内燃机车动力学性能仿真
分析

　　根据越南铁道车辆动态运行安全性能评定标准
２２ＴＣＮ３５８０６《铁道机车车辆制造与组装技术要
求》［１４］和２２ＴＣＮ３４７０６《铁道客车制造与组装技术要
求》［１５］，针对本次仿真分析的机车车辆，本研究所选取

的各项安全性合格指标如表４所示。

表４　机车动态运行安全性指标的合格限值

指标

轮轨横

向力

／ｋＮ

轮轨垂

向力

／ｋＮ

脱轨

系数

轮重静

态减载

率

轮重动

态减载

率

倾覆

系数

合格 ５２ １９５ ０．８ ０．６５ ０．８ ０．８

２．１　不同工况下，车辆曲线通过的安全性能分析

根据表２的工况类型，本研究通过 Ｓｉｍｐａｃｋ软件
进行模拟分析，得到了 Ｄ１９Ｅ型电转动内燃机车动态
曲线通过时各项安全性指标最大值的计算结果，如表

５所示。
表５　Ｄ１９Ｅ型机车动态曲线通过时各项

安全性指标最大值的计算结果

工况
轮轨横向

力／ｋＮ
轮轨垂向

力／ｋＮ
脱轨系数

轮重减

载率

倾覆

系数

Ｉ ５１．２１ １０６．４８ ０．７１ ０．６９ ０．６６
ＩＩ ５０．０７ １０３．４８ ０．６２ ０．６３ ０．６１
ＩＩＩ ４５．５４ １０３．９６ ０．５５ ０．６５ ０．５８
ＩＶ ４２．４０ ９２．００ ０．４８ ０．４４ ０．３３
Ｖ ３１．７２ ９６．６５ ０．４３ ０．４７ ０．４５

　　根据表５计算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Ｄ１９Ｅ型内
燃机车通过工况Ｉ路段时，轮轨横向力达到５１．２１ｋＮ，
接近了允许限值５２ｋＮ；在工况Ｉ和工况ＩＩＩ下，轮重减
载率分别达到０．６９和０．６５，超过轮重减载率静态危
险限度值０．６５，但动态轮重减载率限制为０．８，所以合
格；轮轨垂向力、脱轨系数、轮重减载率与倾覆系数指

标合格，但十分接近安全合格限值。其他半径下的所

有动力性能指标均合格。

２．２　确定安全工况下车辆曲线通过的动力性能研究

Ｄ１９Ｅ型内燃机车通过曲线半径为４００ｍ，速度为

８２ｋｍ／ｈ，相应工况ＩＶ时的第１轮横向力、轮轨垂向力
和轮轨脱轨系数随运行距离变化分别如图２～５所示。

图２　第１轮横向力随运行距离的变化

图３　轮轨横向力随运行距离的变化

图４　第１轮垂向力随运行距离的变化

图５　轮轨脱轨系数随运行距离的变化

·８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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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计算的结果符合机车车辆动态曲线通过时

动力学的理论变化规律，例如图 ２所示机车在直线
（距离０～１００ｍ）轮轨横向力值最小，机车进入缓和曲
线时（距离１００ｍ～２００ｍ）轮轨横向力值缓慢增大，机
车进入圆曲线后（距离２００ｍ～４００ｍ）轮轨横向力值
变化稳定，机车出圆曲线进入缓和曲线时（距离４００ｍ
～５００ｍ）轮轨横向力值缓慢减小，当机车在直线上
（距离５００ｍ～６００ｍ）行驶时轮轨横向力值最小。机
车其他动态曲线通过时的安全指标都有同样的变化规

律。

图２表明，当机车轮对通过直缓点后，外轨轮轨横
向力随距离的增加而增大，在中间的圆曲线点附近，轮

轨横向相互作用力达到最大峰值４２．４０ｋＮ，在圆曲线
上横向力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而轮对离开圆曲线通

过圆缓点后，轮轨横向力开始随着距离的增加而逐渐

减小；在整个曲线通过的过程中，内轨横向力变化规律

与外轨变化规律基本相同，只是与“外轨的横向力值

大部分为负值”相反，内轨的横向力值为正值，在圆曲

线达到其最大值２３．７９ｋＮ。
图３表示第１轮对至第６轮对的横向力变化规

律，从图中结果可以得知第１轮对横向力值最大、第４
轮对横向力值相比第１轮对横向力较小，第２轮对与
第五轮对横向力变化幅度较小、在 －３ｋＮ～３ｋＮ范围
内波动，第３轮对横向力与第６轮对横向力的变化幅
度较大，变化值为２０ｋＮ～３０ｋＮ。

图４表示第１轮对垂向力随运行距离的变化，图
中结果表明机车轮对通过直缓点后轮轨垂向力增大，

在圆曲线上轮轨垂向力达到最大峰值９２．００ｋＮ，内轨
垂向力是减载，外轨垂向力是加载。

图５描述了Ｄ１９Ｅ型内燃机车通过曲线时的脱轨
系数动态变化情况，左右轮对脱轨系数随距离变化的

规律与轮轨横向力的变化规律极为相似，其最大峰值

０．４８出现在圆曲线上。
计算结果表明，Ｄ１９Ｅ型内燃机车以８２ｋｍ／ｈ速度

通过半径为４００ｍ的曲线时，轮轨横向力的最大峰值、
轮轨垂向力最大值、轮轨脱轨系数最大值均出现在圆

曲线上。

３　结束语

本研究通过运用 Ｓｉｍｐａｃｋ软件，对 Ｄ１９Ｅ型内燃
机车进行建模，建立了合适的曲线工况以及轨道不平

顺谱来对机车进行动力学分析，并得出了以下结论：

（１）Ｄ１９Ｅ型内燃机车以设定工况动态曲线通过
时，所有安全性指标均满足越南铁路的行车要求。

（２）Ｄ１９Ｅ型内燃机车通过曲线半径为１００ｍ（工
况Ｉ）时，轮轨横向力接近了允许限值；在工况Ｉ和工况
ＩＩＩ轮重减载率超过轮重减载率静态危险限度值，但动
态轮重减载率合格，轮轨垂向力、脱轨系数、轮重减载

率与倾覆系数指标合格，但十分接近安全合格限值。

其他半径下的所有动力性能指标均合格。

（３）Ｄ１９Ｅ型内燃机车通过曲线半径为４００ｍ、速
度为８２ｋｍ／ｈ时，轮轨横向力的最大峰值、轮轨垂向力
最大值、轮轨脱轨系数最大值均出现在圆曲线上。其

他曲线半径轮轨横向力、垂向力与轮轨脱轨系数最大

值出现在圆曲线上或缓圆点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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