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午后 1 点， 轨道温度高达 53 度，

记者看到“轨道医生” 们正在进行午间

“问诊”。

钢轨在地铁列车巨大的冲击下， 每

天都会发生一些细微的变化。 “高温天

里， 每天下午 1 点钟进行轨道巡检， 日

常巡检是每周 2 次。” 维保工务分公司

技术主管樊丹青告诉记者， “我们今天

用的轨检仪， 相比人工检查， 精确度更

高， 一些细小的问题能够及时发现并进

行处理， 还能够出具数据报告， 为维护

策略的制定提供更科学的依据。”

“轨检仪放在钢轨上， 并在钢轨上

推行， 实时数据会通过传感器显示在电

脑上， 例如在曲线处半径是多少、 偏转

角度是多少， 我们会把参考值和实际值

进行比对。” 通过樊丹青的介绍， 记者

了解到这样的设备为“轨道医生” 开具

“处方” 提供了外部智力支持。

“咱们现在来推行轨检仪， 轨道几

何尺寸的指标， 包括三角坑、 水平、 轨

距等， 就能在电脑上显示出来。” 记者

跟随班组师傅走了一段后， 发现实时数

据形成了几组折线图， 在显示屏上实时

展示出来， “现在就能看到显示屏上，

轨距这条线在下降， 说明轨距跟刚才那

一段比变窄了， 看数据显示是两毫米左

右， 如果这个用人工检测的话是非常费

时费力的。”

炎炎夏日的正午， “轨道医生” 们

用脚步丈量轨道， 维护轨道的健康状

况。

在难耐的酷暑中， 每当进入车厢便

感受到一丝清凉。 这是车辆的检修工作

中，乘客们最能直接感受到的。 这背后，

离不开“列车调温师” 们的默默付出。

走进闷热的列车检修库， 记者登上

列车车顶的工作平台， 看到师傅们开

始了更换空调滤网的工作。 “今年上

海高温天数比较长， 我们一个月更换

一次空调滤网， 更换完滤网还要清洁

出风口， 保障车厢空气清新， 给乘客

营造舒适的环境。” 维保车辆分公司 1

号线站场主管易坚忠表示， “针对可

能到来的雷雨天气， 我们也会对列车

避雷器进行检查。”

记者获悉， 目前， 上海地铁已试行

“分区调温”， 即： 头尾两节车厢为“弱

冷车厢”， 其他车厢维持原状。 为了确

保列车运营期间车厢环境舒适， “列车

调温师” 们在正线巡检时， 还会穿梭在

各个车厢间， 对车厢温度进行测量和记

录， 维保车辆智能运维平台还可实时监

控正线上各列车的空调状态， 包括回风

温度和新风温度。

“列车回库后， 我们每月都会对列

车空调进行检修和清洁， 车辆分公司会

定期汇总乘客投诉情况， 并通过车辆智

能运维平台收集列车温度数据， 优化空

调温度调控策略， 让乘客感受到清新、

清凉。” 易坚忠说道， “车顶温度比下

面还要高七八度， 在上面站着不动已经

大汗淋漓了， 检修师傅进行作业也确实

很辛苦。”

上午 10:30， 气温逐渐攀升至 35

度， 记者来到道岔维护基地时， 正看到

维保通号分公司维护一部 1 号线轨一副

班组长沙勇带着两位“00 后” 徒弟进

行道岔维护， 他告诉记者： “这两位小

伙子都是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毕业的大学

生， 一毕业就到我们这里来了。”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 道岔维护主要

是对转辙机的内外部做系统“保养”。

据了解， 转辙机可以给列车精准传送指

令， 例如转换道岔位置、 改变道岔开通

方向、 发出停车或行车指令， 是轨道上

重要的信号基础设备。

“梅陇基地共有 76 台转辙机， 正线

一周一次， 站场一月一次， 包括外部螺

丝紧固、 注油， 内部的清洁、 固件等。”

维保通号分公司维护一部 1 号线梅陇站

场负责人张琪君向记者介绍道。

此时， 两位“00 后” 小伙熟练地

打开箱体， 开始对一个转辙机进行例行

检查。 而他们在这个岗位上也已经是第

三个年头了。

“我大学学的是机电设备维修， 跟

现在从事的专业并不是特别对口， 我也

是工作之后现学现用。 加入班组后， 老

师傅们无论在工作还是生活上都非常照

顾我们。” 杨祯昊说道。 “上海地铁在

我国发展得比较早， 取得了很多‘世界

第一’， 加入地铁公司也是源于我的个

人兴趣。 我的工作就是保障地铁稳定运

行， 让乘客们安全出行， 每当想起每天

有几百万人都要坐地铁出行， 我就很有

成就感。” 俞韵凯对记者说。

“早高峰车子回来我们开始干活，差

不多中午12点到下午3点多，下午晚高峰

车子发出去， 晚上收回来还要进行调车

作业，因为正线只能在晚上施工，真正开

始工作可能要到凌晨1点。 ” 沙勇说道，

“每到节假日我们反而更忙，因为要保障

大客流出行。 ”说话间，两位小伙在沙勇

的指导下完成了一个转辙机的例行检

查，汗水顺着草帽边缘一滴滴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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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习记者 王葳然

作为一种便利公共+,方式， 地铁自'世纪 90 年代初期至今， 一

直是'海许多市民出行的一大选择。 而自今年暑运开始以来， '海地

铁日均运送客流量高达 1084.24 万人次。

在超大城市的地下大动脉中， 有这样一群人每天在为列车的安全

运行保驾护航。 记"#日走进'(轨道交,-./地， 感受这座城市

地下大动脉里每日都在'演的“热火朝天”。

10:30 道岔维护 确保列车接收精确指令

14:00 列车日检 “调温师”带来清凉

触网巡视 保障列车供电 9:30

轨道巡检 “轨道医生”的午间问诊 13:00

供电是地铁运行中至关重要的组成

部分， 负责为车辆、 通信系统等设施提

供电能。 上午 9： 30， 记者准时到达梅

陇实训线， 此时触网班组正在穿戴防护

设施， 准备开启练兵作业。

“高温天里， 我们重点要检查下锚

补偿装置， 接触网设备是沿线路纵向设

置的， 由气温的变化造成的纵向移位是

相当大的。” 维保供电分公司触网一部

副经理汤赛舟向记者介绍道， “一旦下

锚补偿装置失效或者卡滞， 线索松驰

了， 可能会引起严重的弓网故障。”

地铁接触网主要用于承载和传输电

能， 列车运行时， 靠的是从沿线的接触

网中获取电力， 而接触线又是通过吊弦

挂在承力索上， 因此吊弦就是支撑接触

线的“支架”， 调节吊弦的长度可以保

证接触线和接触线距轨面的高度， 从而

保障列车的正常通行。

“平时我们在列车回库的空闲中插

空工作， 一般是中午 11 点到下午 3 点，

我们在这段‘天窗’ 时间做检修工作。”

记者在采访中得知， 在每日早高峰结束

后和晚高峰开始前， 部分列车会回到基

地车库中， 这段时间被称为“天窗时

间”， 触网巡视班组便要在这段时间进

行例行检查工作。

“现在是高温天气， 每天下午 2 点

都要进行触网巡视， 气温有 40 度的话，

上面铁管部分就接近 60 度。” 采访中，

汤赛舟还告诉记者， 班组工作人员穿戴

的防护装备大约四公斤重， “尤其是高

温天里， 当班组穿戴好防护装备后， 后

背就已经湿透了。”

“我跟班组一直说，虽然触网检修看

似简单，但每一个零部件都至关重要，与

上海地铁安全息息相关， 我们的责任重

大。 ”已经入行18年的汤赛舟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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