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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 车辆智能运维系统 总体技术规范》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1 任务来源、协作单位

1.1 任务来源

随着国内城市轨道交通智能化、智慧化的快速发展，许多地铁公司投入大量的人

力、物力研究车辆智能运维方案，然而各家地铁公司的研究深度却深浅不一，尤其在

智能运维的顶层规划方面，没有可借鉴的统一标准。

为了规范城轨车辆智能运维的顶层设计及规划，进一步规范城轨行业的有序发展，

同时便于城轨车辆智能运维单位能够有据可依，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结合工程

实际，向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提交了《城市轨道交通 车辆智能运维系统 总体要

求》团体标准提案。

根据 2023 年 3 月 13 日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发布的《关于下达中国城市轨道交

通协会 2023 年第二批团体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的通知》（中城轨[2023]11 号），由上

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牵头组织《城市轨道交通 车辆智能运维系统 总体要求》

（计划编号：2023042—T—04）的标准制定工作。本标准由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技

术装备分技术委员会（SC04）提出，由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计划完成时间 1 年半（2024 年 8 月）。

1.2 协作单位

牵头单位：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

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天津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

公司、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中车株洲电

力机车有限公司、成都盛锴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国信会视科技有限公司、辽宁鼎汉奇

辉电子系统工程有限公司、成都铁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东莞市诺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成都鼎汉智能装备有限公司、西南交通大学。

2 编制工作组简况

2.1 编制工作组及其成员情况

本标准的编制工作由 15 家单位共同完成。其中主编单位为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

公司，参编单位包含车辆智能运维系统从线路设计、整车设计、产品生产和产品应用

的各个环节单位。

2.2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分工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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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任务分工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分工

1 王生华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正高级工程师 总体负责人

2 印祯民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正高级工程师 主持编制工作

3 邓奇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编审全文

4 沈晨君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沟通、组织编制全文

5 朱蓓玲
上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

院

副总工/正高

级工程师
编审第 4、5、6 章

6 郭燕辉 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编审第 4、5、6 章

7 张景鹤 天津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编审第 4、5、6 章

8 段洪亮 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正高级工程师 编审第 4、7、8 章

9 尚江傲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正高级工程师 编审第 4、7、8 章

10 陈美霞 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 正高级工程师 编审第 4、7、8 章

11 孙国斌 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正高级工程师 编审第 4、7、8 章

12 杨凯 成都盛锴科技有限公司 副教授 编审第 6、7、8 章

13 王亚楠 北京国信会视科技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编审第 6、7、8 章

14 刘广波
辽宁鼎汉奇辉电子系统工程有限公

司
工程师 编审第 6、7、8 章

15 胥世波 成都铁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高级工程师 编审第 6、7、8 章

16 朱晓东 东莞市诺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编审第 6、7、8 章

17 赫一光 成都鼎汉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编审第 6、7、8 章

18 梁树林 西南交通大学 正高级工程师 编审第 4、5、6 章

19 顾正隆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编审第 4、5 章

20 高伟民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编审第 5、6 章

21 余佑民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编审第 5、6 章

22 李世江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编审第 4、6 章

23 李书越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师 编审全文标准化

24 吕元颖 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编制第 6、7 章

25 殷培强 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正高级工程师 编制第 6、8 章

26 孟琳山 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编制第 5、7 章

27 厉彦宏 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工程师 编制第 7、8 章

28 邓俊才 东莞市诺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 编制第 7、8 章

29 任愈 西南交通大学 讲师 编制第 4、5 章

30 许文天 西南交通大学 博士 编制第 5、6 章

31 肖修鹤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工程师 编审全文标准化

3 起草阶段的主要工作内容

3.1 草案稿阶段

2023 年 3 月 31 日，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技术装备分技术委员会

（SC04）组织召开了标准启动会。会上主编单位介绍了标准的编制内容、编制计划等内容。

针对标准草稿，与会专家对团标草案的格式、规范、内容和知识产权等方面提出了相关要

求。起草组根据专家意见对草案稿进行修订，对引用的 EN、IEC 标准进行了国标替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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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格式按 GB/T 1.1—2020 进行了对标修改。

2023 年 12 月，主编单位工作组根据启动会专家意见逐条讨论、修改，完成了初稿并

发给各参编单位，按照编制工作大纲中明确的编制任务分工函审，主编单位根据反馈的意

见进行了修改和完善后形成了征求意见稿。

2024 年 2-11 月，主编单位组织标准起草组，对协会的格式修改意见进行了研究和讨

论，逐条进行了处理，对标准格式和内容进行了修正，其中对于标准名称，本规范经协会

初步审查后给出意见为：“标准名称不合适，内容既有要求又有方法”，“不符合 GB/T1.1

中 8.11 表 4 的规定。包括要求和验证方法的标准名称建议改为技术规范。” 最终经编制

组和协会沟通确定，将本规范名称由《城市轨道交通 车辆智能运维系统 总体要求》修改

为《城市轨道交通 车辆智能运维系统 总体技术规范》。

3.2 征求意见阶段（后续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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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制原则

本标准编制原则如下：

1）标准格式统一、规范,符合 GB/T 1.1—2020 要求；

2）标准内容符合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规范性要求；

3）标准技术内容安全可靠、成熟稳定、经济适用、科学先进、节能环保；

4）标准实施后有利于提高城市轨道交通产品质量、保障运输安全,符合行业发展

需求；

5）本标准作为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智能运维系统的总体技术规范，为各子系统的功

能、配置和应用提供原则指导，各子系统的性能、参数、指标、试验等项点在各子系

统对应的标准中明确。

4.2 与国家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及有关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将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强制性标准，并参考国家推荐性标准和行业标

准进行编制。目前尚无与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智能运维相关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无

违反强制性标准的其他内容。

4.3 本标准与上位标准或其他相关标准相比较，主要技术指标的不同点

目前国内外无相关或相似标准，故通过该标准的编制引领城市轨道交通行业智能

运维的管理方向。

在编制过程中，根据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智能运维现有的要求，结合《地铁设计规

范》中关于车辆段的设计要求，现有的维修制度仍然以计划修为主，通过制定本标准，

可以进一步优化城轨车辆修程修制，提升维修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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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论据或依据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智能运维系统总体技术规范的术语和定义、使用条件、功能需

求、系统架构及组成、配置要求、性能要求、试验要求等内容，主要技术内容依据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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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所示。

表 2 主要技术内容确定依据

主要技术内容 确定依据和理由

4.1 气候条件

4.1.1 环境温度：-25 ℃～+45 ℃。

4.1.2 最湿月月平均最大相对湿度不大于90 %（该月月平均最低温度

为25 ℃）。

4.1.3 海拔不超过1400 m。

4.1.4 有风、沙、雨、雪天气，偶有盐雾、酸雨、沙尘暴等现象。

4.1.5 因各城市所处的地区不同而存在气候条件差异，可由供需双方

协商确定。

本标准参照 GB 50157-2013《地铁设计规范》和

GB/T 7928-2003《地铁车辆通用技术条件》，定

义了城轨车辆智能运维系统实际运用工况规定

了环境温度为-25 ℃～45℃；同时，为兼顾不同

地区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当使用条件超出上述要

求时，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5.7 信息安全要求

系统应符合下列信息安全要求：

a) 应提供安全互联、接入控制、统一身份鉴别、授权管理、恶意代

码防范、入侵检测、安全审计、终端应用程序安全等安全支撑；

b) 应具备热备、冷备、负载均衡等本地高可用机制；

c) 系统应符合 GB/T 20271、GB/T 28452、GB/T 25068、GB/T

22239-2019 和 GB/T 22240-2008 的要求。

与会各参编单位经过多次讨论并结 GB/T 20271、

GB/T 28452、GB/T 25068、GB/T 22239-2019、

GB/T 22240-2008 等信息安全相关国家标准和法

律法规，最终确认信息安全要求。

6.2 系统组成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智能运维系统由车载综合监测子系统、轨旁综合检

测子系统、段场车辆检修支持子系统和车辆数据应用及管理子系统组

成。

根据国内城市已开展的车辆智能运维研究与试

点工作成果，同时结合上海轨道交通车辆智能运

维系统示范工程，给出相关系统架构。

6.3 车辆智能运维系统子系统组成宜满足表 1要求。

表 1 车辆智能运维系统子系统组成模块配置表

子系统 组成模块/功能
基本配

置

可选配

置

车载综合监

测子系统

车载子系统监测模块 √

车载智能信息网 √

轨旁综合检

测子系统

车辆外观检测模块 √

受流设备检测模块 √

轮对尺寸检测模块 √

踏面缺陷检测模块 √

车下设备温度检测模块 √

车轮多边形及径跳检测模块 √

车下设备声学诊断模块 √

段场车辆检

修支持子系

统

移动点巡检模块 √

检修平台可视化监视模块 √

智能工具箱及仓储管理模块 √

巡检机器人模块 √

地面数据应

用及管理子

车辆运维数据采集和管理功

能
√

与会各参编单位经过多次讨论同时结合国

内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智能运维系统建设和应用

案例，给出相关子系统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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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技术内容 确定依据和理由

系统 车辆智能运维诊断分析功能 √

对外信息交互功能 √

5.2 修订标准时，应增加新、旧标准水平的对比

无，本标准为新制定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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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北京城建院、广州地铁、上海地铁等单位于 2017 年陆续

启动了《智慧城市轨道交通信息技术架构及网络安全规范》、《城轨交通大数据平台管

理规范》、《城市轨道交通智慧车站建设》等多个行业标准的编制工作，智能运维研究

与应用已成为行业发展的趋势，国内许多城市的地铁公司也纷纷开展车辆智能运维的

研究与试点工作。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将充分借鉴吸收国内现有的车辆的智能运维系

统，作为编制一系列产品技术标准体系的技术基础。同时结合上海轨道交通车辆智能

运维系统示范工程的验收结果，确保均可符合本项目的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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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综述报告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乘客对于乘坐的准点率、舒适性要求也不断提高，同

时，伴随轨道交通规模的增长，车辆运维的压力也同步增长，这就需要通过技术手段

改进运营管理，车辆维护及车辆设计水平。传统的轨道交通车辆运维模式以计划修和

故障修为主，无法面对超大规模网络化运营后的车辆运维需求。国内外关于城市轨道

交通车辆智能运维相关研究正在业内如火如荼的开展研究和工程化示范应用。

6.3 技术经济论证

随着在列车无线传输，在线监测，轨旁不停车监测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索与研究。

目前，国内城市轨道交通在车辆运维领域已经迈出向智能化发展的第一步，通过充分

利用无线数据传输、互联网+、人工智能及大数据分析技术等手段，可实现智能运维和

状态检修，有效地提高维修效率，降低人工成本。这是对于地铁车辆运营及维护方式

的一次革命。

6.4 预期的经济效果

国内众多地铁公司均在不同程度地建设车辆智能运维系统，但缺乏相关的行业标

准或上位标准作支撑，因此需要尽早建立标准和规范体系，形成一系列产品技术标准

和管理体系，有助于避免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等造成的资金浪费。

通过车辆智能运维标准体系总体标准的编写，可以引领城市轨道交通行业运维管

理方向，使一批具有自主化知识产权的高端装备制造业踏入世界先进行列，并带动一

批城市轨道交通上下游产业链的发展。

7 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及水平的简要说明

无。

8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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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一经发布，标准编制组将在协会的协调推进下，有针对性的开展《城市轨

道交通 车辆智能运维系统 总体技术规范》宣贯和集中培训，增强相关单位实施标

准的自觉性。

通过标准的实施、监督、评价和改进活动，使标准得到有效运用和不断完善，按

照协会团体标准管理规定适时对标准进行复审和修订。

本标准确定的指标符合相关规范要求及相关企业实际情况，可直接在行业内推荐

实施。建议相关单位在建设车辆智能运维系统时贯彻执行。

10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如涉及专利的处理等

本规范经协会初步审查后给出意见为：“标准名称不合适，内容既有要求又有方法”，

“不符合 GB/T1.1 中 8.11 表 4 的规定。包括要求和验证方法的标准名称建议改为技术

规范” 最终经编制组和协会沟通确定，将本规范名称由《城市轨道交通 车辆智能运

维系统 总体要求》修改为《城市轨道交通 车辆智能运维系统 总体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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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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