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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轨电车 列车驾驶员 操作要求》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1 任务来源、协作单位

1.1 任务来源

根据 2025 年 1 月 3 日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发布的《关于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

2024 年第三批团体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的通知》（中城轨〔2025〕1 号），苏州高新

有轨电车集团有限公司作为主要起草单位，牵头组织相关单位负责《有轨电车 列车驾

驶员 操作要求》（计划编号：2024065—T—07）标准的制定工作。本标准由中国城

市轨道交通协会低运能系统分会提出，由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管理，计划完成时间为一年。

1.2 协作单位

本标准的协作单位有 10 家：武汉光谷现代有轨电车运营有限公司、比亚迪汽车工

业有限公司、深圳市现代有轨电车有限公司、四川川南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淮安市

现代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嘉兴市铁路与轨道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湖南中车

智行科技有限公司、苏州大学、苏州高新有轨电车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

2编制工作组简况

2.1 编制工作组及其成员情况

由苏州高新有轨电车集团有限公司牵头，运营管理单位武汉光谷现代有轨电车运

营有限公司、深圳市现代有轨电车有限公司、四川川南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淮安市

现代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嘉兴市铁路与轨道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苏州高新

有轨电车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装备制造单位有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湖南中

车智行科技有限公司，科研院所有苏州大学等单位人员组成了编制组。编制组由 10 家

单位、24 名人员组成，其中多位成员具有城市轨道交通和有轨电车运营管理、列车驾

驶、安全管理、标准化等相关项目经验。

2.2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及所做的工作见表 1。

表 1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及所做的工作

序号 姓名 职务/职称 单位 主要工作

1 孙 宁 副总经理/高级工程师 苏州高新有轨电车集团有限公司 主持编写工作

2 孟沛然 主任/高级工程师 苏州高新有轨电车集团有限公司 审核

3 王玉峰 主任/工程师 苏州高新有轨电车集团有限公司 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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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李 睿 科员/工程师 苏州高新有轨电车集团有限公司 起草

5 欧阳宇翔 科员/工程师 苏州高新有轨电车集团有限公司 编制和统筹

6 钱江山 总经理/工程师 苏州高新有轨电车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 审核

7 侯芳瑀 科员/助理工程师 苏州高新有轨电车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 标准化工作

8 何小林 正高级工程师 武汉光谷现代有轨电车运营有限公司
参与标准编制

章节 5—8

9 胡 雨 工程师 武汉光谷现代有轨电车运营有限公司
参与标准编制

章节 5—8

10 马啸威 工程师 武汉光谷现代有轨电车运营有限公司
参与标准编制

章节 5—8

11 刘世雄 高级工程师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参与标准编制

章节 5—8

12 何 飞 工程师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参与标准编制

章节 5—8

13 赖佳栋 工程师 深圳市现代有轨电车有限公司
参与标准编制

章节 5—6

14 黎新强 工程师 深圳市现代有轨电车有限公司
参与标准编制

章节 5—6

15 詹崇树 副总经理/工程师 四川川南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
参与标准编制

章节 5—8

16 曾春淋 运营部副部长 四川川南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
参与标准编制

章节 5—8

17 孙智敏 助理研究员 淮安市现代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参与标准编制

章节 7—8

18 张永林 中级工程师 淮安市现代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参与标准编制

章节 7—8

19 陆 健 助理工程师
嘉兴市铁路与轨道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参与标准编制

章节 7—8

20 包明迪 工程师
嘉兴市铁路与轨道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参与标准编制

章节 7—8

21 刘 浏 工程师 湖南中车智行科技有限公司
参与标准编制

章节 5—8

22 周 明 工程师 湖南中车智行科技有限公司 参与标准编制

章节 5—8

23 唐 强 教授 苏州大学轨道交通学院 参与标准编制

1—4

24 吴 兵 副教授 苏州大学轨道交通学院 参与标准编制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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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人的工作内容：①收集国内关于轨道交通列车驾驶员相关法规、标准，结合

有轨电车列车驾驶员操作要求的特征编撰标准大纲；②收集关于有轨电车列车驾驶员操

作工作流程，以此为依据编制标准初稿；③根据行业管理人员、专家学者的意见对标准

初稿进行修改完善。

各参编单位在各章节编写过程中均提出相关意见或建议，对本标准的各类操作要

求均从各专业角度出发进行意见或建议提出。

3起草阶段的主要工作内容

3.1 起草阶段

编制组在起草本标准的过程中，制定了阶段性工作计划，并开展了以下各阶段的

工作：

（1）立项阶段，2024 年 8 月至 2024 年 9 月

2024 年 9 月 4 日，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低运能系统分会在青岛组织召开 2024

年团体标准提案立项评估会，经与专家组充分交流和沟通，本标准通过立项评估，评估

意见共 40 条，主要为下列几个方面：①调整适用范围，对文件名称做出修改；②对驾

驶不同场景作出明确要求，应体现有轨电车系统驾驶特性；③根据国标等文件调整部分

章节内容；④进一步完善标准草案。编制组采纳意见 36 条，部分采纳意见 2 条，调整

标准名称为《有轨电车 列车驾驶员 操作要求》，并根据有轨电车制式的独特性，着重

突出列车驾驶员操作要求，结合专家意见修改完善标准草案。

（2）编制阶段，2024 年 12 月至 2025 年 2 月

2024 年 12 月，编制组自立项评估通过起，根据国内已开通运营有轨电车及其他制

式的特征和差异性，确定标准大纲，结合实际案例完善标准草案中的运营管理模式、技

术特征、乘务组织等章节内容。

2024 年 12 月及 2025 年 1 月，主编单位分别召开内部沟通会，确定编制工作方案、

大纲、目录、章节、内容等，并形成初稿向参编单位征求编制意见，共收集 9 家参编单

位共 45 条意见和建议，采纳意见 33 条，不采纳 12 条，主要为下列几个方面：①修改

英文翻译，表述前后一致；②遭遇自然灾害应遵循先疏散后处理事故原则；③大风天气

运行速度标准，应以有轨电车为例，其他制式按照实际情况决定；④驾驶期间遇火灾、

爆炸、毒气攻击等事件时中，应增加立即停车，就地疏散的内容。

2025 年 1 月 21 日，根据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低运能系统分会《关于召开<有轨

电车 制动系统用液压制动夹钳单元 技术规范>等三项团体标准编制启动会的通知》

（中城轨系统〔2025〕1 号），主编单位以线下结合线上视频会议的方式组织召开编制

启动会，分会领导、标准化秘书处及参编单位代表相关人员参会。会议议程分为两个部

分，首先由主编单位汇报标准编制的任务背景、编制工作组情况、起草阶段的主要工作

内容、标准草案大纲及主要内容、编制进度计划等内容；随后，对标准草案及编制工作

提出了意见和建议，主要为下列几个方面：①编制组组成合理，主编单位应更好发挥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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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作用，参考融合各制式不同运营单位的管理制度、操作要求，形成统一的标准化要求，

促进列车驾驶员操作要求的规范化发展；②标准草案内容编写细致，适用范围合理，需

进一步规范术语和定义的使用，精简相同章节内容，优化指标性数据；③编制工作进度

需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加强与协会标准部、分会及四方所标准化秘书处的沟通，按

照进度完成标准编制工作。

3.2 征求意见阶段

2025 年 4 月，编制组将修改完善后的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提报分会标准化秘书

处做形式审查。

4标准编制原则及与国家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及有关标准的关系

4.1 标准编制原则

（1）遵守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

（2）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的要求；

（3）与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相协调；

（4）标准编制格式符合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

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规定；

（5）符合有轨电车行业列车驾驶员操作及岗位职责的相关要求；

（6）低运能系统制式在列车驾驶员操作规范和应急处理等方面有共通点，求同存

异、协同发展，促进行业标准规范化。

4.2 本标准与主要相关标准的关系

4.2.1 与国家法律法规的关系

本标准符合下列法律法规的要求：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81 号）

（2）《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 2018 年第 8

号）

（3）《城市轨道交通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管理暂行办法》（交运规〔2019〕1 号）

（4）《城市轨道交通行车组织管理办法》（交运规〔2019〕14 号）

4.2.2 与强制性标准及有关标准的关系

在运营管理、安全评估、车辆技术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团体标准中，有轨电

车系统目前暂无列车驾驶员作业标准可以直接引用，结合运营特点及国内城市轨道交通

相关标准，主要参考的相关标准有 GB/T 30012—2013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规

范》、GB/T 38707—2020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技术规范》、GB/T 42334.3—2024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评估规范第 3 部分：有轨电车》、GB/T 50833—2012 《城

市轨道交通工程基本术语标准》、CJ/T 417—2012 《低地板有轨电车车辆通用技术

条件》、JT/T 1091—2016 《有轨电车试运营基本条件》、JT/T 999—2015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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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共汽电车应急处置基本操作规程》、T/CAMET 00001—2020 《城市轨道交通分

类》、T/CAMET 07001—2018 《现代有轨电车运营管理规范》、T/CAMET 07006—

2021 《现代有轨电车司机辅助功能规范》。

本标准参考和引用了国内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相关的标准，具体见下列对比：

4.2.2.1 术语和定义

（1）3.1 有轨电车沿用标准 GB/T 50833—2012《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基本术语标

准》2.0.11；

（2）3.3 调度人员沿用标准 GB/T 30012—2013《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规范》,

有修改。

4.2.2.2 操作要求

（1）有轨电车的系统定位和功能划分参考了 GB/T 50833—2012《城市轨道交通

工程基本术语标准》；

（2）有轨电车运营中的列车调度、乘务管理及应急预案、驾驶员日常操作流程参

考了 GB/T 30012—2013《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规范》、T/CAMET 07001—2018

《现代有轨电车运营管理规范》；

（3）有轨电车的合规性驾驶员操作行为参考了 GB/T 42334.3—2024《城市轨道

交通运营安全评估规范第 3 部分：有轨电车》5.3.2 a）2）关于列车驾驶员单次值乘

的作业时长的要求；

（4）驾驶员在紧急情况下的处置程序（如设备故障、恶劣天气）参考了 JT/T

999—2015《城市公共汽电车应急处置基本操作规程》中 5.1、5.2、5.3 章节内容；

（5）参考 T/CAMET 07006—2021《有轨电车司机辅助功能技术要求》7 其他司机

辅助功能”章节，在 4 总体要求中增加“驾驶员在驾驶期间应关注司机辅助功能人机界

面提示信息。

5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论据或依据；修订标准时，应增加新、旧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认真遵循了前瞻性、实用性和规范性等原则，并重点把握

下列几个方面：

（1）内容与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团体标准等协调一致；

（2）充分体现有轨电车行业运营特点，避免与其他标准内容上存在较大的重叠。

5.1 本标准中主要技术内容的论据或依据

（1）关于“有轨电车列车驾驶员操作要求”的构成

由于国内各家有轨电车运营主体因有轨电车技术特征、运营主体特性的不同而存

在差异，因此关于有轨电车列车驾驶员体系暂无统一标准。

围绕有轨电车列车驾驶员操作全流程制定规范性要求，经过多轮讨论、咨询和数

据积累，编制组对混合路权、列车驾驶模式、平交道口交互等特有场景，明确列车驾驶

员基础操作要求、安全控制措施、应急处置流程、人机辅助功能等定义，形成覆盖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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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行为、特殊工况处置、智能设备协同的闭环操作体系，对应有轨电车发展水平及运

营组织效率水，为城市居民提供更佳乘务服务能力。

（2）列车驾驶员总体要求

驾驶员上岗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相关行业规定，驾

驶员必须持有 P 型机动车驾驶证，并通过运营单位的上岗资格认证。这一要求确保了驾

驶员具备基本上岗条件。安全要求：驾驶员在驾驶过程中必须保持扇形瞭望，做好行车

预想，确保行车安全。这一要求基于目视化行车，强调瞭望和预判的重要性。标准用语：

驾驶员在驾驶过程中使用标准用语，确保通讯的准确性和一致性，避免因语言不清导致

的误操作。

（3）正常情况下操作要求

驾驶前准备：驾驶员在出勤前需进行车辆检查、领取行车备品、抄写调度命令等

操作。这些要求基于实际运营经验，确保驾驶员在驾驶前对车辆状态和行车任务充分掌

握。驾驶期间操作：包括出场、回场、正线压道、鸣笛、停站、折返、交接班等环节。

这些操作要求基于有轨电车运营的实际情况，确保驾驶员在不同场景下的操作标准化。

车辆基地操作：包括洗车、调车等操作，确保车辆在基地内的操作安全、规范。

（4）非正常情况下操作要求

一般要求：明确故障处置的原则，应按先抢救伤者，及时排除故障，恢复正常运

行，后处理事件，以及列车区间异常，交叉路口异常停车时司机操作安全、服务要求。

设备故障处理：当列车设备发生故障时，驾驶员需立即向调度人员汇报，并根据调度命

令进行处理。这一要求基于有轨电车设备故障处理的实践经验，确保故障能够及时排除，

减少对运营的影响。应急救援操作：在应急救援情况下，驾驶员需保持通讯畅通，严格

按照限速要求进行操作，确保救援过程的安全性和高效性。

（5）应急情况下操作要求

运营突发事件：如列车停站时越过对标点，驾驶员需换端牵引退行，速度不宜超

过 15km/h。这一要求基于实际运营中的突发事件处理经验，确保驾驶员能够迅速反应

并保障乘客安全。自然灾害应对：如遇雾、霾、雨、雪等恶劣天气，驾驶员结合能见度

需限速运行并开启前照灯、雾灯及危险报警闪光灯，遇列车打滑或轮对空转时，应使用

小牵引、小制动方式控制速度，大风天气需结合风力限速运行。这一要求基于国内外有

轨电车在恶劣天气下的运营经验，确保行车安全。社会安全事件处理：遇线路发生人为

堵塞、封路等事件，列车驾驶员在驾驶期间遇乘客在客室打架等突发事件时，司机应根

据调度命令操作，做好乘客安抚，必要疏散乘客，遇火灾、爆炸、毒气攻击等突发事件，

驾驶员需立即停车并疏散乘客。这一要求基于国内外有轨电车在应对社会安全事件中的

实践经验，确保乘客安全。

5.2 修订标准时，应增加新、旧标准水平的对比

本标准为新编制标准，无对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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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主要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6.1 主要试验（验证）的分析

通过案例分析、实地跟车观察等研究方法，系统梳理有轨电车驾驶操作中的核心

要求（如日常驾驶、应急处置、安全要求）及各地驾驶员实操差异，结合 GB/T

30012—2013《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规范》、T/CAMET 07001—2018《现代有轨电车

运营管理规范》等标准，编制覆盖驾驶全流程的操作准则；针对有轨电车混合路权的特

点，对操作细则的适用性及操作要求描述进行逐项研讨；组织召开专家咨询会，对初稿

中存在的关键问题进行分析讨论，整理专家意见，并根据专家意见再次对标准初稿进行

修改完善。

6.2 综述报告

在编制过程中，编制组主要从国家标准文件、行业标准、团体标准文件及相关法

律法规、文献资料等方面入手，包括：

一是国家标准文件，如 GB/T 30012—2013《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规范》、GB/T

38707—2020《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技术规范》、GB/T 42334.3—2024《城市轨道交通

运营安全评估规范第 3 部分：有轨电车》、GB/T 50833—2012《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基

本术语标准》。

二是行业标准文件，如 CJ/T 417—2012《低地板有轨电车车辆通用技术条件》、

JT/T 1091—2016《有轨电车试运营基本条件》、JT/T 999—2015《城市公共汽电车

应急处置基本操作规程》。

三是团体标准文件，如 T/CAMET 00001—2020《城市轨道交通分类》、T/CAMET

07001—2018《现代有轨电车运营管理规范》、T/CAMET 07006—2021《现代有轨电车

司机辅助功能规范》。

四是有轨电车相关法律法规、文献资料等。

通过整理、分析与归纳上述资料，掌握了现行标准、法律法规和相关理论的内容

和要求，为本标准的编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6.3 技术经济论证

本标准充分融合国内有轨电车行业驾驶员操作规范及地方管理经验，针对列车驾

驶员的操作流程、安全要求进行系统性规范，确保标准内容兼具前瞻性与通用性，同时

在技术规范与实操效率上切实可行。

6.4 预期的经济效果

本标准是首部有轨电车列车驾驶员操作要求的技术标准，旨在建立一套既突出有

轨电车驾驶员的核心规范（如日常驾驶、应急处置、安全要求），又能兼顾各地实际运

营条件差异性的操作准则。本标准填补了有轨电车列车驾驶员操作规范性文件的空白，

通过统一操作规范，提高运营指标，提升乘客满意度。

7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及水平的简要说明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8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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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重大分歧意见。

9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等内容）

本标准制定后拟为推荐性标准，自主管部门批准发布实施日起，有轨电车系统及电

子导向胶轮系统等其他敷设于地面或高架的低运能系统轨道交通列车驾驶员或司乘人员

可参考适用。

为贯彻落实本标准，建议参与有轨电车规划、设计、建设、运营等相关人员应通

过培训和学习，明确列车驾驶员操作要求，提升运营安全、服务质量和运营效率。

10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如涉及专利的处理等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无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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