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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公　　告

第７４３号

建设部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地铁运营安全评价标准》的公告

现批准 《地铁运营安全评价标准》为国家标准，编号为
ＧＢ／Ｔ５０４３８ ２００７，自２００８年５月１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
版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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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根据 “关于印发 《二○○五年工程建设国家标准制
订、修订计划》的通知”（建标 ［２００５］８５号）的要求，由北京
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会同相关单位共同编制。

在编制过程中，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
验，参考有关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
础上，通过反复讨论、修改和完善，最后经审查定稿。

本标准主要内容包括：１ 安全评价的一般要求和程序；
２基础安全评价 （其中包括：安全管理评价，运营组织与管理
评价，设备设施评价和外界环境评价）；３事故风险水平评价。

本标准由建设部负责管理，由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负责
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在执行过程中，请各单位结合实践，认真
总结经验，如发现需要修改或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建议寄北京
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直门外北河沿２号，邮政
编码：１０００４４），以供修订时参考。

本标准主编单位、参编单位和主要起草人：
主 编 单 位：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
参 编 单 位：北京市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

天津市地下铁道总公司
上海地铁运营有限公司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
广州市地下铁道总公司

主要起草人员：蒋玉琨　王　娟　李广俊　汪　彤　王淑敏
陈光华　钟茂华　万宇辉　于和平　谢　谦
代宝乾　赵　凯　郑　雍　陆志雄　何　理
陈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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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０１　为贯彻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加强对地铁系
统安全运营的监督管理，科学地评价地铁系统安全运营的条件和
能力以及安全运营的业绩，实现地铁系统运营安全现状评价工作
的规范化和制度化，促进地铁系统安全运营管理水平的提高，制
定本标准。
１０２　本标准适用于采用钢轮钢轨系统、线路全封闭、正式投
入运营满一年及以上的地铁系统运营安全现状的评价。
１０３　对地铁系统进行安全现状评价时，除应执行本标准的规
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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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　　语

２０１　地铁　ｍｅｔｒｏ；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ｒａｉｌｗａｙ；ｓｕｂｗａｙ
在城市中修建的快速、大运量、大众化、用电力牵引、线路

全封闭的轨道交通。线路通常设在地下隧道内、地面和高架
桥上。
２０２　车组　ｓｅｔｏｆｃａｒｓ

编成固定基本行车单元、可在轨道上独立运行的车辆组
合体。
２０３　安全　ｓａｆｅｔｙ

没有不可接受的有害风险。
２０４　不可接受风险　ｕｎ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ｒｉｓｋ

除特殊情况外，无论如何不能被接受的风险。
２０５　可接受风险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ｒｉｓｋ

只有减小风险的耗资超过所获得的改进时，风险才是允
许的。
２０６　可忽略风险　ｎｅｇｌｉｇｉｂｌｅｒｉｓｋ

无需再采取改进措施的、可以被接受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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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 本 规 定

３１　评 价 对 象

３１１　本标准以相对独立的一条地铁运营线路为评价对象，地
铁运营企业拥有多条线路的经营权时，应分别进行评价。

３２　评 价 体 系

３２１　地铁运营安全评价体系包括基础安全评价和事故风险水
平评价。其中基础安全评价内容包括：安全管理评价，运营组织
与管理评价，车辆系统评价，供电系统评价，消防系统与管理评
价，线路及轨道系统评价，机电设备评价，通信设备评价，信号
设备评价，环境与设备监控系统评价，自动售检票系统评价，车
辆段与综合基地评价，土建评价，外界环境评价。

３３　评 价 程 序

３３１　评价组织由总体评价组和按评价单元划分的各专业评价
小组组成，总体评价组组长对整个评价工作和评价结果总负责，
各专业评价小组组长对本评价单元的评价负责。评价成员应由从
事地铁安全管理的人员、从事地铁专业技术并具有高级职称的技
术人员和具有安全评价资格的安全评价人员共同组成。
３３２　前期准备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制定评价方案。评价方案中应包括以下内容：
１）确定本次评价对象和范围；
２）根据评价对象的特点，确定本次评价工作的重点。

２　制定评价进度计划。
３　制定地铁运营企业需要提供的图纸、文件、资料、档案、

数据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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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３　定性、定量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小组应根据本标准第４～１７章中的要求，确定相应

的评价项目及其分值。
２　在调查了解各评价单元中的项目的类型、数量和运营状

况的基础上，确定现场抽查样本选取数量。抽样数量不得小于公
式 （３３３）的规定。

ｎ＝０６槡Ｎ （３３３）
式中　ｎ———抽样数；

Ｎ———总抽样规模。
３　根据已确定的评价项目及其分值进行定性、定量评价。
４　计算各评价单元的得分。

３３４　计算风险水平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根据本标准第１８章的规定进行基础安全评价总分计算和

风险水平划分；
２　根据本标准第１９章的规定进行事故水平评价总分计算和

风险水平划分。
３３５　根据各评价单元的评价结果和风险水平，对存在不可接
受风险的项目提出整改意见和建议。
３３６　编制地铁运营安全评价报告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报告应内容全面、条理清楚、数据完整、提出建议
可行、评价结论客观公正。
２　评价报告的主要内容应包括：
１）评价企业的基本情况、评价范围和评价重点；
２）基础安全和事故水平评价结果及风险水平；
３）整改意见和建议。

３　地铁运营安全评价报告宜采用纸质载体，辅助采用电子
载体。

３４　评 分 方 法

３４１　各评价项目满分分值为１００分。各评价项目的实得分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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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相应评价分项实得分之和。
３４２　各评价分项的实得分不应采用负值，扣减分数总和不得
超过该评价分项应得分值。
３４３　各评价分项评分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内容符合要求时，得满分。
２　评价内容部分符合要求或评价内容不符合要求，但有补

救措施时，酌情扣分。
３　评价内容不符合要求时，不得分。

３４４　评价项目有缺项的，其缺项评价项目的实得分应按公式
（３４４）换算。

缺项评价项目的实得分＝
可评项目的实得分之和
可评项目的应得分之和×１００

（３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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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安全管理评价

４１　一 般 规 定

４１１　安全管理评价包括安全管理机构与人员、安全生产责任
制、安全管理目标、安全生产投入、事故应急救援体系、安全培
训教育、安全信息交流、安全生产宣传、事故隐患管理、安全作
业规程、安全检查制度等１１个评价项目，满分为１００分。
４１２　安全管理评价可按附录Ａ的格式确定评价内容及其分
值，制定评价表。

４２　安全管理机构与人员

４２１　安全管理机构与人员评价包括安全管理机构、安全管理
专职和兼职人员、安全管理人员资质３个分项。
４２２　安全管理机构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应设有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
２　评价方法
查阅运营组织机构文件。

４２３　安全管理专职和兼职人员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公司及部门应设有专职和兼职的安全管理人员。
２　评价方法
１）查阅安全管理机构的人员编制及安全管理机构档案。
２）现场检查。

４２４　安全管理人员的资格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应建立严格的资格准入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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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安全管理人员应通过上岗前考核合格且最新考核应
在有效期内。

２　评价方法
１）查阅资格准入标准文件。
２）检查安全管理人员的考核记录。

４３　安全生产责任制

４３１　安全生产责任制评价包括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
安全生产责任制档案管理３个分项。
４３２　主要负责人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主要负责人应签订安全生产责任制。
２）安全生产责任制应切实落实。

２　评价方法
查阅运营管理部门的主要负责人的安全生产责任制档案

文件。
４３３　安全管理人员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部门负责人应签订安全生产责任制并切实落实。
２）一般安全管理人员应签订安全生产责任制并切实
落实。

３）其他从业人员应签订安全生产责任制并切实落实。
２　评价方法
查阅各部门安全管理人员和其他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责任制

档案。
４３４　安全生产责任制责任档案管理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应建立健全的安全生产责任制的档案。
２　评价方法
查阅安全生产责任制责任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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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安全管理目标

４４１　安全管理目标评价包括安全生产控制指标、各级安全生
产目标、目标实现所需要的资源３个分项。
４４２　安全生产控制指标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应制定安全生产控制指标。
２）应建立安全生产控制指标档案。

２　评价方法
查阅安全生产控制指标档案。

４４３　各级安全生产目标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应建立各级安全生产目标。
２）针对未能实现的安全生产目标应制定补救措施。
３）应配置实现安全生产目标所需要的资源。

２　评价方法
１）查阅各级安全生产目标档案。
２）现场检查为实现安全生产目标所配置的设备、设施。

４５　安全生产投入

４５１　安全生产投入评价包括安全投入保障制度、安全投入落
实、安全奖惩制度３个选项。
４５２　安全投入保障制度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应投入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所必需的资金。
２）决策机构、主要负责人或者个人经营的投资人应保
证安全生产条件所必需的资金投入，并应对由于安
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不足导致的后果承担责任。

２　评价方法
查阅本单位财务提供的安全投入、安全培训等的资金投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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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财务安全资金投入账。
４５３　安全投入落实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应每年投入相当数量的安全专项资金。
２）应安排用于配备劳动防护用品及进行安全生产培训
的经费。

３）应依法参加工伤社会保险。
２　评价方法
查阅本单位财务提供的安全投入、工伤保险、劳保用品、安

全培训等的资金投入证明、财务安全资金投入账。
４５４　安全奖惩制度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应建立安全考核和奖惩制度。
２）安全考核和奖惩制度应切实落实。

２　评价方法
查阅本单位财务提供的奖惩资金账。

４６　事故应急救援体系

４６１　事故应急救援体系评价包括预案制定情况、应急救援组
织机构、应急救援设备和应急救援人员配备情况及救援设备的维
护体系、事故应急培训与应急救援演练、预案管理情况、当年紧
急事故处置评价６个分项。
４６２　预案制定情况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应针对轨道交通运营线路发生火灾、列车脱轨、列
车冲突、大面积停电、爆炸、自然灾害以及因设备
故障、客流冲击、恐怖袭击等其他异常原因造成影
响运营的非正常情况制定相应的应急救援预案。

２）在国家或地方发生突发公共事件时，应制定相应的
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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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评价方法
查阅对应各种非正常情况的应急救援预案。

４６３　应急救援组织机构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应建立事故应急救援组织机构。
２）应急指挥系统应明确总公司和分公司的应急指挥系
统的构成及其相关信息。

３）应明确应急救援专家委员会的构成，确定应急救援
专家委员会的负责人和组成人员。

２　评价方法
查阅事故应急救援组织机构档案。

４６４　应急救援设备和应急救援人员配备情况及救援设备的维
护体系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各专业部门应根据自身应急救援业务需求，配备现
场救援和抢险装备、器材，建立相应的维护、保养
和调用等制度。

２）应按照统一标准格式建立救援和抢险装备信息数据
库并及时更新，保障应急指挥调度使用的准确性。

３）应建立应急救援队伍。
４）应急救援人员应掌握应急救援预案。

２　评价方法
１）查阅应急救援设备和应急救援人员配备相关档案。
２）现场检查。

４６５　事故应急培训与应急救援演练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应定期针对不同事故进行应急救援演练。
２）对演练中发现的问题应及时整改。
３）应有完整的应急救援演练记录。
４）应对应急救援人员进行定期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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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评价方法
查阅应急救援演练和培训记录。

４６６　预案管理情况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应依据我国有关应急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文件，
地铁运营单位向市轨道指挥办公室 （或类似职能部
门）申请，经政府组织有关部门、专家对市轨道交
通运营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进行评审工作，并报市
政府。

２）地铁运营单位应向市轨道指挥办公室 （或类似职能
部门）申请，定期组织有关单位修订轨道交通运营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并上报市政府备案。

２　评价方法
查阅预案管理档案。

４６７　当年紧急事故处置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发生紧急事故时，是否启动应急救援预案。
２）发生紧急事故后，是否对事故处置进行总结，是否
对应急救援预案提出必要的整改意见。

２　评价方法
查阅当年紧急事故处置记录及档案。

４７　安全培训教育

４７１　安全培训教育评价包括安全培训教育制度、特种作业人
员安全培训、临时工安全培训、租赁承包人员安全培训４个
分项。
４７２　安全培训教育制度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应建立各级领导定期安全培训教育制度并切实落实。
２）应建立全体员工定期安全培训教育制度并切实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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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应建立新员工岗前三级教育制度并切实落实。
４）应建立转、复岗人员上岗前培训制度并切实落实。
５）应建立教育培训记录的档案。

２　评价方法
１）查阅教育培训档案。
２）现场检查。

４７３　特种作业人员安全培训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特种作业人员应持证上岗并定期考核。
２）特种作业人员应进行继续培训。

２　评价方法
１）查阅特种人员培训档案。
２）现场检查。

４７４　临时工安全培训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应建立临时工安全培训考核制度并切实落实。
２　评价方法
１）查阅临时工培训档案。
２）现场检查。

４７５　租赁承包人员安全培训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应建立租赁承包人员安全培训考核制度并切实落实。
２　评价方法
１）查阅租赁承包人员培训档案。
２）现场检查。

４８　安全信息交流

４８１　安全信息交流评价包括信息交流机构、乘客意见反馈、
员工意见处理３个分项。
４８２　信息交流机构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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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评价标准
１）应建立安全信息交流的渠道。
２）安全信息交流效果情况。

２　评价方法
１）查阅信息交流相关资料。
２）现场检查。

４８３　乘客意见反馈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应建立乘客意见反馈管理程序。
２）乘客反馈意见的处理情况。

２　评价方法
１）查阅乘客意见相关资料。
２）现场检查。

４８４　员工意见处理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应建立员工安全意见反馈管理程序。
２）员工安全建议的处理情况。

２　评价方法
１）查阅员工意见相关资料。
２）现场检查。

４９　事故隐患管理

４９１　事故隐患管理评价包括事故隐患清查、隐患治理、隐患
监控、事故隐患档案管理４个分项。
４９２　事故隐患清查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应分类建立事故隐患统计表。
２）应建立事故隐患报告制度。

２　评价方法
查阅事故隐患管理相关档案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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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３　事故隐患治理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应对事故隐患及时提出整改措施。
２）应对事故隐患采取防护措施。

２　评价方法
查阅事故隐患整改和防护措施档案。

４９４　事故隐患监控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应配备相应的事故隐患监控设备。
２　评价方法
１）查阅事故隐患监控设备管理档案。
２）现场检查。

４９５　事故隐患档案管理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应建立事故隐患监控及整改的档案管理制度。
２）应建立完整的事故隐患监控及整改的档案。

２　评价方法
查阅事故隐患管理相关档案和记录。

４１０　安全作业规程

４１０１　安全作业规程评价包括安全作业规程１个分项。
４１０２　安全作业规程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制定各专业各工种安全作业规程。
２）安全作业规程落实情况。

２　评价方法
查阅各专业各工种的安全操作规程。

４１１　安全检查制度

４１１１　安全检查制度评价包括安全检查制度和复检制度、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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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档案管理２个分项。
４１１２　安全检查制度和复检制度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应建立年度、季度、特殊时期、日常安全检查制度
并切实落实。

２）应建立安全检查复检制度并切实落实。
３）安全检查出的问题应及时处理。

２　评价方法
１）查阅安全检查制度文件。
２）现场检查。

４１１３　安全检查档案管理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应建立安全检查档案管理制度。
２）安全检查档案应完整。

２　评价方法
查阅安全检查档案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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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运营组织与管理评价

５１　一 般 规 定

５１１　运营组织与管理评价包括系统负荷、调度指挥、列车运
行、客运组织４个评价项目，满分为１００分。
５１２　分别评价被评价地铁运营线路上每个车站的设施负荷。
５１３　运营组织与管理评价可按附录Ｂ的格式确定评价内容及
其分值，制定评价表。

５２　系 统 负 荷

５２１　系统负荷评价包括线路负荷、车站设施负荷２个分项。
５２２　线路负荷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线路负荷按照表５２２１分为３类；

表５２２１　线路负荷分类

类　别 １ ２ ３
乘客人次 ［万人／（ｄ·ｋｍ）］ ＜１５ １５～２５ ＞２５

２）行车密度按照表５２２２分为３类；

表５２２２　行车密度分类

类　别 １ ２ ３

最小行车间隔 （ｍｉｎ） ＞５ ５～３１ ≤３

３）高峰小时断面车辆满载率按照表５２２３分为４类；

表５２２３　高峰小时断面车辆满载率分类

类　别 １ ２ ３ ４

车辆满载率 ＜８０％ ８０％～１００％ ＞１００％～超员 ＞超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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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评价方法
查阅客流量统计资料、车辆满载率统计资料、运行图。

５２３　车站设施负荷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站台高峰小时集散量应不大于站台设计最大能力。
２）通道和楼梯每小时通过人数应不大于 《地铁设计规
范》ＧＢ５０１５７的有关规定。

３）车站可随时通过ＡＦＣ系统控制乘客流量。
２　评价方法
１）查阅近期相关高峰小时统计资料或进行高峰小时客
流调查。

２）现场检查。

５３　调 度 指 挥

５３１　调度指挥评价包括调度规章、指挥系统、调度人员培训、
调度人员素质４个分项。
５３２　调度规章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应具有相对独立、全面的行车组织规则或同等效力
的规章文件。

２）调度规章中应包括对运营设备故障和事故模式下的
行车组织措施。

３）调度规章中应包括对突发事件的应对措施，并且切
实可行。

２　评价方法
查阅调度规章文件。

５３３　指挥系统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指挥系统应具备中央控制和车站控制两种控制模式，
并在任何情况下都有一种模式起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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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指挥系统应有自动闭塞或移动闭塞瘫痪的情况下，
采用电话闭塞的考虑和能力。

２　评价方法
查阅相关技术文件。

５３４　调度人员培训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应建立调度人员培训制度。
２）培训内容应包括正常业务流程和应急预案救援指挥。
３）培训方式应包括授课、实战演练或模拟演练。

２　评价方法
查阅控制中心调度人员培训记录，相关模拟演练记录。

５３５　调度人员素质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调度人员应经过专业、系统的地铁运营调度指挥培
训并取得相应的资格证书。

２）调度人员应具备正常情况下，熟练指挥调度和行车
工作的能力。

３）调度人员应具备在紧急或事故情况下，沉着冷静、
快速制定应对方案和组织救援的能力。

２　评价方法
１）查验调度人员资格证书。
２）现场检查。

５４　列 车 运 行

５４１　列车运行评价包括列车运用规章、列车操作规程、驾驶
员培训、驾驶员素质４个分项。
５４２　列车运用规章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应制定明确、顺畅的列车日常运用规章。
２）应制定故障列车下线和救援列车运用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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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上述规章应与调度规章相协调。
２　评价方法
查阅相关列车规章文件。

５４３　列车操作规程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应制定明确、实用的列车操作规程。
２）规程中应明确写出列车故障模式下的操作要点。

２　评价方法
查阅相关列车操作规程文件。

５４４　驾驶员培训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应建立驾驶员培训制度。
２）培训内容应包括正常操作流程和故障情况下的操作
要点。

３）培训方式应包括授课和实战演练或模拟演练。
２　评价方法
查阅列车驾驶员培训记录、相关模拟演练记录。

５４５　驾驶员素质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驾驶员应经过专业、系统的列车驾驶培训并取得相
应的资格证书。

２）驾驶员应具备正常情况下，熟练驾驶列车运行的
能力。

３）驾驶员应熟悉各种可能的突发事件的基本应对流程。
４）驾驶员应具备事故情况下，沉着冷静，在区间组织
疏散乘客的能力。

２　评价方法
１）查验驾驶员资格证书。
２）现场观看驾驶员操作。
３）抽考驾驶员对突发事件处理掌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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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　客 运 组 织

５５１　客运组织评价包括乘客安全管理、乘客安全监控系统、
乘客安全宣传教育、站务人员培训、站务人员素质５个分项。
５５２　乘客安全管理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服务标志系统应具有警示标志、禁止标志、紧急疏
散指示标志。

２）在容易发生事故部位，应设置警示标志或有专人引
导或设置安全防护设施。

３）应设置盲道、轮椅通道、垂直电梯等保证行动不便
人士安全进出车站的引导设施。

２　评价方法
１）查阅相关文件。
２）现场检查。

５５３　乘客安全监控系统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应至少设置中央和车站两级乘客安全监控系统。
２）乘客安全监控系统应能够监控车站所有客流集中部
位和意外情况易发部位。

２　评价方法
１）查阅相关文件。
２）现场查验乘客安全监控系统。

５５４　乘客安全宣传教育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应对乘客进行安全乘车常识的宣传教育。
２）应对乘客进行紧急情况下正确疏散以及逃生自救知
识的宣传。

２　评价方法
１）查阅相关宣传教育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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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现场检查。
５５５　站务人员培训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应建立站务人员培训制度。
２）培训内容应包括正常情况下的工作要点和突发状况
应对措施。

３）培训方式应包括授课、实战演练或模拟演练。
２　评价方法
查阅站务人员培训记录、相关模拟演练记录。

５５６　站务人员素质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站务人员应经过客运组织培训并取得相应的资格
证书。

２）站务人员应具备辨识危险品的基本方法和技巧。
３）站务人员应熟悉各种可能的突发事件的基本应对
流程。

２　评价方法
１）查验站务人员资格证书。
２）现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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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车辆系统评价

６１　一 般 规 定

６１１　车辆系统评价包括车辆、维修体系２个项目，满分为１００
分。
６１２　被评价的基本车辆单元为可在轨道上独立运行的车组。
６１３　被评价地铁运营线路上运行不同型号的地铁车辆时，按
地铁车辆型号分别评价。
６１４　车辆超过使用年限时，该项目得０分。
６１５　车辆系统评价可按附录Ｃ的格式确定评价内容及其分
值，制定评价表。

６２　车　　辆

６２１　车辆的评价包括车辆安全性能与安全防护设施、车辆防
火性能、车辆可靠性３个分项。
６２２　车辆安全性能与安全防护设施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车辆应在使用年限内。
２）车辆防止脱轨的脱轨系数、轮重减载率、倾覆系数
应符合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组装后的检查与试验规
则》ＧＢ／Ｔ１４８９４的有关规定。

３）列车两端的车辆可设置防意外冲撞的撞击能量吸
收区。

４）地面或高架运行的列车两端可装设防爬装置。
５）动车转向架构架电机吊座与齿轮箱吊座应在寿命期
内不发生疲劳裂纹。

６）客室车门应具有非零速自动关门的电气联锁及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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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锁装置，行驶中确保门的锁闭无误。
７）客室车门处应设置紧急解锁开关。
８）司机台应设置紧急停车操纵装置和警惕按钮。
９）列车的制动系统应符合 《地铁车辆通用技术条件》
ＧＢ／Ｔ７９２８的有关规定。

１０）前照灯在车辆前端紧急制停距离处照度应符合 《地
铁车辆通用技术条件》ＧＢ／Ｔ７９２８的有关规定。

１１）在未设安全通道的线路上运行的列车两端应设紧急
疏散门。

１２）列车各车辆之间应设贯通道。
１３）车门、车窗玻璃应采用一旦发生破坏时其碎片不会

对人造成严重伤害的安全玻璃。
１４）蓄电池应能够提供车辆在故障情况下的应急照明、

外部照明、车载安全设备、广播、通信、应急通风
等系统的电源，其工作时间应满足 《地铁车辆通用
技术条件》ＧＢ／Ｔ７９２８的有关规定。

１５）车辆应有列车自动防护系统 （ＡＴＰ）或列车自动防
护系统 （ＡＴＰ）与自动驾驶系统 （ＡＴＯ），以及可
保证行车安全的通信联络装置。

１６）电气设备过电压、过电流、过热保护功能应齐全。
１７）采用受电弓受电的列车应设避雷装置。
１８）对安装采暖设备部位的侧墙、地板及座椅等应进行

安全隔热处理，车用电加热器罩板表面温度应符合
《铁道客车电取暖器》ＴＢ／Ｔ２７０４的有关规定。

１９）凡散发热量的电气设备，在其可能与乘客、乘务人
员或行李发生接触时，应有隔热措施，其外壳或防
护外罩外面的温度不得超过 《电力机车防火和消防
措施的规程》ＧＢ６７７１的有关规定。

２０）车厢内应设置乘客紧急按钮或与司机紧急对讲装
置、应急照明灯、应急装备、消防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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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车辆应有各种警告标识：司机室内的紧急制动装
置、带电高压设备、电器箱内的操作警示、消防器
材、紧急按钮或与司机紧急对讲装置的位置与使用
方法。

２　评价方法
１）查阅车辆使用年限档案和车辆技术文件。
２）现场检查。
３）查阅上级消防部门和企业安全监查部门的检查结论。

６２３　车辆防火性能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车辆的车顶、侧板、内衬、顶棚、地板应使用不燃
或阻燃材料。

２）车厢地板上铺物、座椅、扶手、隔热隔声材料、装
饰及广告材料等应使用不燃或阻燃材料。

３）车厢内非金属材料应具有耐熔化滴落性能。
４）各电路的电气设备连接导线和电缆应采用阻燃材料，
所用材料在燃烧和热分解时不应产生有害和危险的
烟气。

２　评价方法
１）查阅车辆技术文件。
２）查阅上级消防部门和企业安全监查部门的检查结论。

６２４　车辆可靠性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车辆由于故障退出服务统计不大于０１次／万组公里。
２　评价方法
查阅车辆运营统计档案。

６３　维 修 体 系

６３１　维修体系评价包括维修制度、维修人员、维修配件３个
分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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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２　维修制度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应建立车辆维修制度。
２）应制定车辆各级检修规程。
３）对车辆故障信息应有记录、分析、纠正和预防措施。

２　评价方法
１）查阅车辆维修制度文件和各级检修技术规程。
２）查阅车辆故障信息管理文件。

６３３　维修人员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车辆维修人员应持证上岗。
２）应对车辆维修人员定期培训。

２　评价方法
查阅车辆维修人员的上岗资格文件和定期培训记录。

６３４　维修配件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应选择有资格的维修配件供货商。
２）应建立维修配件检验制度。
３）对维修配件的质量信息应有记录、分析、纠正和预
防措施。

２　评价方法
查阅维修配件相关档案、记录和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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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供电系统评价

７１　一 般 规 定

７１１　供电系统评价包括主变电站、牵引变电站、降压变电站、
接触网 （接触轨）、电力电缆、维修配件６个评价项目，满分为
１００分。
７１２　评价项目存在不同形式时，可分别评价。
７１３　设备超过使用年限时，该项目得０分。
７１４　供电系统评价可按附录Ｄ的格式确定评价内容及其分
值，制定评价表。

７２　主 变 电 站

７２１　主变电站评价包括主变电站设备、主变电站安全防护设
施、运作与维护３个分项。
７２２　主变电站设备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主变电站设备应在使用年限内。
２）每座主变电站应有两路相互独立可靠的电源引入，
并应设两台主变压器。当一路电源或一台主变压器
故障或检修时，应由另一路电源或一台主变压器供
电。当主变电站全站停用时，应由相邻主变电站供
电，并应确保一、二级用电负荷。

３）辅助主变电站应有一路专用电源供电，设置一台主
变压器。

４）在地下使用的电气设备及材料，应选用体积小、低
损耗、低噪声、防潮、无自爆、低烟、无卤、阻燃
或耐火的定型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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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变电站继电保护装置应满足可靠性、选择性、灵敏
性和速动性的要求。

６）接地电阻应符合要求。
２　评价方法
１）查阅主变电站设计文件及实验报告。
２）现场检查。

７２３　主变电站安全防护设施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应设置接地保护。
２）主变电站周围建筑应设置避雷设施，并每年进行
检测。

３）应设置完善的过负荷、短路保护装置。
４）应设置防灾报警装置，配置必要的消防设施、器材
和应急装备。

５）应设置应急照明。
６）应设置安全操作警示标志和安全疏散指示标志。

２　评价方法
１）现场检查。
２）查阅技术文件和检测报告。
３）查阅上级消防部门和企业安全监查部门的检查结论。

７２４　运作与维护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主变电站设备应定期进行预防性试验，试验合格后，
才能继续使用。

２）各供电设备及继电保护装置应定期检验，满足电力
或地铁相关规范要求。

３）供电试验使用的仪器仪表必须按照国家标准定期检
测，试验单位和人员应具有相关专业资质和资格。

４）主变电站值班或巡视维护人员和应急处理人员数量
及结构应配置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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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主变电站操作人员应具有上岗资格。
６）主变电站操作人员应定期进行培训。
７）应建立主变电站的维护规程。
８）对主变电站故障信息应有记录、分析、纠正和预防
措施。

２　评价方法
１）现场检查。
２）查阅技术文件、检验报告。
３）核查操作人员上岗资格和培训记录。
４）查阅维护文件、记录。

７３　牵引变电站

７３１　牵引变电站评价包括牵引变电站设备、牵引变电站安全
防护设施、运作与维护３个分项。
７３２　牵引变电站设备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牵引变电站设备应在使用年限内。
２）牵引变电站应有两路独立的电源供电，两路电源引
自同一主变电站的不同母线段或不同主变电站母
线段。

３）牵引变电站应设置两台牵引整流机组，两台整流机
组并列运行。

４）牵引变电站中一台牵引整流机组退出运行时，另一
台牵引整流机组在允许负荷的情况下继续供电。

５）在其中一座牵引变电站退出运行时，相邻的两座牵
引变电站应能分担其供电分区的牵引负荷。

６）牵引变电站直流设备外壳应对地绝缘安装。
７）接地电阻应符合要求。

２　评价方法
１）查阅牵引变电站设计文件及实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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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现场检查。
７３３　牵引变电站安全防护设施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应设置接地保护。
２）牵引变电站及周围建筑应设置避雷设施，并每年进
行检测。

３）应设置完善的短路和过负荷继电保护装置。
４）应设有防止大气过电压及操作过电压的保护设施。
５）应设置防灾报警装置，配置必要的消防设施、器材
和应急装备。

６）应设置应急照明。
７）无人值班的牵引变电站应设置监控系统。
８）无人值班的牵引变电站所有设备故障信息和操作信
息能与调度中心联网。

９）应设置安全操作警示标志和安全疏散指示标志。
２　评价方法
１）现场检查。
２）查阅技术文件和检测报告。
３）查阅上级消防部门和企业安全监查部门的检查结论。

７３４　运作与维护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牵引变电站设备应定期进行预防性试验，试验合格
后，才能继续使用。

２）各供电设备及继电保护装置应定期检验，满足电力
或地铁相关规范要求。

３）供电试验使用的仪器仪表必须按照国家标准定期检
测，试验单位和人员应具有相关专业资质和资格。

４）牵引变电站值班或巡视维护人员和应急处理人员数
量及结构应配置合理。

５）牵引变电站操作人员应具有上岗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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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牵引变电站操作人员应定期进行培训。
７）应建立牵引变电站的维护规程。
８）对牵引变电站故障信息应有记录、分析、纠正和预
防措施。

２　评价方法
１）现场检查。
２）查阅技术文件、检验报告。
３）核查操作人员上岗资格和培训记录。
４）查阅维护文件、记录。

７４　降压变电站

７４１　降压变电站评价包括降压变电站设备、降压变电站安全
防护设施、运作与维护３个分项。
７４２　降压变电站设备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降压变电站设备应在使用年限内。
２）降压变电站应有两路独立的电源供电。
３）降压变电站应设置两台配电变压器。当一台配电变
压器退出运行时，另一台配电变压器承担变电站的
全部一、二级负荷。

４）配电变压器容量应按远期高峰小时考虑。
５）接地电阻应符合要求。

２　评价方法
１）查阅降压变电站设计文件及实验报告。
２）现场检查。

７４３　降压变电站安全防护设施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应设置接地保护。
２）降压变电站周围建筑应设置避雷设施，并每年进行
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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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应设置完善的短路和过负荷继电保护装置。
４）应设有防止大气过电压及操作过电压的保护设施。
５）应设置防灾报警装置，配置必要的消防设施、器材
和应急装备。

６）应设置应急照明。
７）无人值班的降压变电站应设置监控系统。
８）无人值班的降压变电站所有设备故障信息和操作信
息应能与调度中心联网。

９）应设置安全操作警示标志和安全疏散指示标志。
２　评价方法
１）现场检查。
２）查阅技术文件和检测报告。
３）查阅上级消防部门和企业安全监查部门的检查结论。

７４４　运作与维护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降压变电站设备应定期进行预防性试验，试验合格
后，才能继续使用。

２）各供电设备及继电保护装置应定期检验，满足电力
或地铁相关规范要求。

３）供电试验使用的仪器仪表必须按照国家标准定期检
测，试验单位和人员应具有相关专业资质和资格。

４）降压变电站操作人员应具有上岗资格。
５）降压变电站操作人员应定期进行培训。
６）应建立降压变电站的维护规程。
７）对降压变电站故障信息应有记录、分析、纠正和预
防措施。

２　评价方法
１）现场检查。
２）查阅技术文件、检验报告。
３）核查操作人员上岗资格和培训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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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查阅维护文件、记录。

７５　接触网 （接触轨）

７５１　接触网 （接触轨）评价包括接触网或接触轨、运作与维
护２个分项。
７５２　接触网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接触网应在使用年限内。
２）接触线的磨耗应在允许范围内。
３）牵引变电站直流快速断路器至正线接触网间应设置
隔离开关。

４）接触网带电部分与结构体、车体之间的最小净距应
符合 《地铁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１５７的有关规定。

５）固定接触网的非带电金属支持结构物应与架空地线
相连接，架空地线应引至牵引变电站接地装置。

６）在地面区段、高架区段，接触网应设置避雷设施。
７）车库线进口分段处应设置带接地刀闸的隔离开关。
８）洗车库内接触网与两端接触网绝缘分段，该接触网
接地系统应可靠。

２　评价方法
１）查阅接触网的设计技术文件及实验报告。
２）查阅接触线的磨耗记录。
３）现场检查。

７５３　接触轨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接触轨应在使用年限内。
２）接触轨对地应有良好的绝缘。
３）接触轨带电部分与结构体、车体之间的最小净距应
符合 《地铁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１５７的有关规定。

４）当杂散电流腐蚀防护与接地有矛盾时，应以接地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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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为主。
５）在地面区段、高架区段，接触轨应设置避雷设施。
６）接触轨应设防护罩和警示标志。

２　评价方法
１）查阅接触轨的设计技术文件及实验报告。
２）现场检查。

７５４　运作与维护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检修人员应具有上岗资格。
２）检修人员应定期进行培训。
３）应建立接触网 （接触轨）的维护规程。
４）对接触网 （接触轨）故障信息应有记录、分析、纠
正和预防措施。

２　评价方法
１）核查检修人员上岗资格和培训记录。
２）查阅维护文件、记录。

７６　电 力 电 缆

７６１　电力电缆评价包括电力电缆、运作与维护２个分项。
７６２　电力电缆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电缆应在使用年限内。
２）电缆在地下敷设时应采用低烟无卤阻燃电缆，在地
上敷设时可采用低烟阻燃电缆。为应急照明、消防
设施供电的电缆，明敷时应采用低烟无卤耐火铜芯
电缆或矿物绝缘耐火电缆。

３）电缆贯穿隔墙、楼板的孔洞处，应实施阻火封堵。
２　评价方法
１）查阅电力电缆技术文件。
２）现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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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６３　运作与维护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检修人员应具有上岗资格。
２）检修人员应定期进行培训。
３）应建立电力电缆的维护规程。
４）对电力电缆故障信息应有记录、分析、纠正和预防
措施。

２　评价方法
１）核查检修人员上岗资格和培训记录。
２）查阅维护文件、记录。

７７　维 修 配 件

７７１　维修配件评价包括维修配件１个分项。
７７２　维修配件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选择有资质的维修配件供货商。
２）建立维修配件检验制度。
３）对维修配件的质量信息有记录、分析、纠正和预防
措施。

２　评价方法
查阅维修配件相关档案、记录和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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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消防系统与管理评价

８１　一 般 规 定

８１１　消防系统与管理评价包括１个评价项目，满分为１００分。
８１２　消防设施不是由具备消防设备维保资质的单位进行定期
维修保养，无法保证消防设施的正常运行的，相应分项得分
为０。
８１３　消防系统与管理评价可按附录Ｅ的格式确定评价内容及
其分值，制定评价表。

８２　消防系统与管理

８２１　消防系统与管理评价包括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ＦＡＳ）及
联动控制、气体灭火系统、消防给水系统、应急照明及疏散指
示、灭火器配置与管理、车站消防管理、消防值班人员与设备管
理、建筑与附属设施防火８个分项。
８２２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ＦＡＳ）及联动控制评价应符合下列
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在车站控制室，ＦＡＳ系统应能按照预定模式控制地
铁消防救灾设备的启、停，应能显示运行状态；消
防联动盘应运行情况正常。

２）车站ＦＡＳ系统必须显示气体自动灭火系统保护区的
报警、放气、风机和风阀状态、手动／自动放气开关
所处位置；ＦＡＳ系统主、备电源及其相互切换功能
应正常，并应显示主、备电源状态。

３）站厅、站台、各种设备机房、库房、值班室、办公
室、走廊、配电室、电缆隧道或夹层等处应设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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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测器；设置火灾探测器的场所应设置手动报警按
钮；车站相应场所应设有消防对讲电话。

４）地铁中央控制中心应能控制消防救灾设备的启、停，
应能显示运行状态，消防联动系统应能正常运行。

２　评价方法
１）查阅相关资料、文件。
２）查阅上级消防部门和企业安全监查部门的检查结论。
３）现场检查。

８２３　气体灭火系统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地下车站通信设备房、信号设备房、变电站、电控
室等重要设备房应设置气体自动灭火装置。

２）设置气体灭火装置的房间应设置机械通风系统，所
排除的气体必须直接排出地面。

２　评价方法
１）查阅相关资料、文件。
２）现场检查。

８２４　消防给水系统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消火栓的设置应符合 《地铁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１５７的
有关规定。

２）消火栓用水量应符合 《地铁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１５７的
有关规定。

３）水泵结合器和室外消火栓应设有明显标志且便于
操作。

４）消防主、备泵均应工作正常且出水压力符合要求。
２　评价方法
１）查阅相关资料、文件。
２）查阅上级消防部门和企业安全监查部门的检查结论。
３）现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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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５　应急照明及疏散指示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站厅、站台、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楼梯口、疏
散通道、安全出口、区间隧道、车站控制室、值班
室变电站、配电室、信号机械室、消防泵房、公安
用房等处应设置应急照明；应急照明的照度不小于
正常照明照度的１０％。

２）应急照明的连续供电时间不应少于１ｈ。
３）站厅、站台、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楼梯口、人
行疏散通道拐弯处、安全出口和交叉口等处沿通道
长向每隔不大于２０ｍ处应设置醒目的疏散指示标志；
疏散指示标志距地面高度应小于１ｍ。

４）区间隧道内应设置集中控制型疏散指示标志。
２　评价方法
１）查阅相关资料、文件。
２）查阅上级消防部门和企业安全监查部门的检查结论。
３）现场检查。

８２６　灭火器配置与管理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地铁各相关场所应按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１４０的有关规定选择、配置和设置灭火器，且
灭火器应在使用期限内。

２）制定灭火器定期检测制度并切实落实。
２　评价方法
１）现场检查。
２）查阅上级消防部门和企业安全监查部门的检查结论。

８２７　车站消防管理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车站、主变电站、地铁控制中心等消防重点部位应
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明确岗位消防安全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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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车站在运营期间应至少每两小时进行一次防火巡查，
在运营前和结束后，应对车站进行全面检查。

３）车站应填写消防安全检查记录，对消防设施的状况、
存在火灾隐患以及火灾隐患的整改措施等有书面
记录。

４）地铁运营企业应对所属消防设施进行定期检查和维
护保养，建立记录档案；车站应建立消防安全检查
记录档案。

５）定期组织消防演练。
２　评价方法
１）现场检查。
２）查阅相关制度文件、记录、档案。

８２８　消防值班人员与设备管理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应建立消防控制室二十四小时值班制度，值班人员
交接班时应填写值班记录。

２）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应持有 “消防操作员”上岗证
并能正确操作消防联动设备。

３）消防控制室内除操作设备外，不能存放其他物品。
４）应建立ＦＡＳ系统及联动控制设备的检修制度，对
ＦＡＳ系统及联动控制设备的故障信息应有记录、分
析、纠正和预防措施。

２　评价方法
１）核查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持证情况。
２）现场抽考操作人员操作消防联动设备的能力。
３）查阅值班文件和记录，查阅检修文件和记录。

８２９　建筑与附属设施防火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地铁与地下及地上商场等地下建筑物相连接时，必
须采取防火分隔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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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车站内的墙、地、顶面、装饰装修材料以及座椅、
服务标识牌、广告牌和设备设施所用材料应符合
《地铁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１５７的有关规定。

３）车站站厅乘客疏散区、站台及疏散通道内不应设置
商业场所。

４）地下车站防火分区安全出口的设置应符合 《地铁设
计规范》ＧＢ５０１５７的有关规定。

５）地铁车站设备、管理用房区的安全出口、楼梯、疏散通
道的最小净宽应符合 《地铁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１５７的有
关规定。

２　评价方法
１）现场检查。
２）查阅相关文件、资料。
３）查阅上级消防部门和企业安全监查部门的检查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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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线路及轨道系统评价

９１　一 般 规 定

９１１　线路及轨道系统评价包括线路及轨道系统、维修体系２
个评价项目，满分为１００分。
９１２　线路及轨道系统评价可按附录Ｆ的格式确定评价内容及
其分值，制定评价表。

９２　线路及轨道系统

９２１　线路及轨道系统评价包括１个分项。
９２２　线路及轨道系统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两条正线接轨应选择在车站内，并采取同向相接，
避免车辆异向运行。

２）辅助线与正线接轨时，宜在列车进入正线之前设置
隔开设备。

３）任何情况下，线路平面、纵断面的变动不得影响
限界。

４）位于正线上圆曲线及曲线间夹直线的最小长度应不
小于一辆车辆的长度，困难情况下不应小于车辆全
轴距，夹直线长度还应满足超高顺坡和轨距加宽的
要求。

５）曲线地段严禁设置反超高。
６）道岔应铺设在直线上，并应避免设在竖曲线上。
７）轨道结构应坚固、耐久、稳定，应具有适当的弹性，
保证列车运行平稳安全。

８）正线及辅助线钢轨接头应符合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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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无缝线路联合接头距桥台边墙不小于２ｍ，铝热焊缝
距轨枕边不得小于４０ｍｍ。

１０）正线、试车线及辅助线的末端应设置车挡，车挡应
能承受不大于１５ｋｍ／ｈ速度的列车水平冲击荷载。

１１）在小半径曲线地段、缓和曲线与竖曲线重叠地段、
跨越河流、城市主要道路、铁路干线或重要建筑物
地段，高架线路应设置防脱护轨装置。

１２）轨道交通线路应布设线路与信号标志，无缝线路地
段应布设钢轨位移观测桩。

１３）轨道的路基应坚固、稳定，并满足防洪排水要求。
１４）地面及高架线路两旁应设置一定高度隔离栏，防止

外来人员侵入。
２　评价方法
１）查阅设计技术文件。
２）现场检查。

９３　维 修 体 系

９３１　维修体系评价包括管理与维护、维修配件２个分项。
９３２　管理与维护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应建立线路及轨道系统的保养制度、巡检制度。
２）应建立线路及轨道系统保养、巡检的记录台账。
３）检修人员应具有上岗资格。
４）应对检修人员定期技术培训。
５）对线路及轨道系统故障信息应有记录、分析、纠正
和预防措施。

６）轨道检测车、钢轨打磨车等维修设备应有质检合
格证。

２　评价方法
查阅维护相关文件、档案、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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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３３　维修配件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选择有资质的维修配件供货商。
２）建立维修配件检验制度。
３）对维修配件的质量信息有记录、分析、纠正和预防
措施。

２　评价方法
查阅维修配件相关文件、档案、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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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机电设备评价

１０１　一 般 规 定

１０１１　机电设备评价包括自动扶梯、电梯与自动人行道、屏蔽
门系统与防淹门系统、给水排水设备、通风和空调设备、风亭５
个评价项目，满分为１００分。
１０１２　机电设备评价可按附录Ｇ的格式确定评价内容及其分
值，制定评价表。

１０２　自动扶梯、电梯与自动人行道

１０２１　自动扶梯、电梯与自动人行道评价包括自动扶梯、电梯
与自动人行道设备、安全防护标识、管理与维护、维修配件４个
分项。
１０２２　自动扶梯、电梯与自动人行道设备评价应符合下列
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设备必须由法定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出具电梯使用证。
２）在用设备必须由法定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检验合
格并出具有效期内电梯验收检验报告和 “安全检验
合格”标志。

３）地铁车站自动扶梯宜采用公共交通型重载扶梯，其
传输设备及部件应采用不燃或难燃材料。

４）设备的各项安全保护装置设置齐全，动作灵敏、
可靠。

２　评价方法
１）查阅相关文件、资料。
２）现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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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２３　安全防护标识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所有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出入口处应贴图示警示
标志，所有电梯内应贴电梯使用安全守则。

２）对于穿越楼层和靠墙布置的自动扶梯，其扶手带中
心至开孔边缘和墙面的净距应符合 《地铁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１５７的有关规定。

２　评价方法
现场检查。

１０２４　管理与维护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应建立维护、保养制度和检修规程及应急处理程序。
２）检修人员应具有上岗资格。
３）对检修人员应定期进行技术培训。
４）对自动扶梯、电梯、自动人行道故障信息应有记录、
分析、纠正和预防措施。

２　评价方法
查阅相关档案、记录。

１０２５　维修配件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应选择有资质的维修配件供货商。
２）应建立维修配件检验制度。
３）对维修配件的质量信息应有记录、分析、纠正和预
防措施。

２　评价方法
查阅维修配件相关档案、记录和文件。

１０３　屏蔽门系统与防淹门系统

１０３１　屏蔽门系统和防淹门系统评价包括屏蔽门系统设备、防
淹门系统设备、安全防护标识、管理与维护、维修配件５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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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项。
１０３２　屏蔽门系统设备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屏蔽门无故障使用次数应不小于１００万次。
２）屏蔽门应接地连接牢固，接地电阻在允许值内。
３）屏蔽门应能与信号系统联动，实现屏蔽门的正常
开／关功能。

４）屏蔽门应急手动开门功能和站台级开／关门功能正
常。

５）ＡＴＰ系统应为列车车门、屏蔽门等开闭提供安全监
控信息。

６）可设有应急门；应急门的位置应保证当列车与滑动
门不能对齐时的乘客疏散。

２　评价方法
１）查阅相关资料。
２）现场检查。

１０３３　防淹门系统设备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防淹门应能与信号系统联动，实现防淹门的正常
开／关功能。

２）防淹门机房及车站控制功能应正常。
３）车站对防淹门系统所辖区间的水位应具备监视功能。

２　评价方法
１）查阅相关资料。
２）现场检查。

１０３４　安全防护标识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屏蔽门应有明显的安全标志、使用标志和应急情况
操作指示。

２）防淹门应有明显的安全标志、使用标志和应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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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指示。
２　评价方法
现场检查。

１０３５　管理与维护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应建立维护、保养制度、检修规程及应急处理程序。
２）检修人员应具有上岗资格。
３）应对检修人员定期技术培训。
４）对屏蔽门故障信息应有记录、分析、纠正和预防
措施。

２　评价方法
查阅相关档案、记录和文件。

１０３６　维修配件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应选择有资质的维修配件供货商。
２）应建立维修配件检验制度。
３）对维修配件的质量信息应有记录、分析、纠正和预
防措施。

２　评价方法
查阅维修配件相关档案、记录和文件。

１０４　给水排水设备

１０４１　给水排水设备评价包括给水系统、排水系统、管理与维
护、维修配件４个分项。
１０４２　给水系统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生活用水设备和卫生器具的水压，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１５的规定。

２）给水管不应穿过变电站、通信信号机房、控制室、
配电室等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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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评价方法
１）查阅相关文件、资料。
２）现场检查。

１０４３　排水系统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地铁车站及沿线的各排水泵站、排雨泵站、排污泵
站应设危险水位报警装置。

２）各水位报警装置应运行正常。
２　评价方法
１）查阅相关资料。
２）现场检查。

１０４４　管理与维护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应建立维护、保养制度、检修规程及应急处理程序。
２）检修人员应具有上岗资格。
３）对检修人员应定期进行技术培训。
４）对给水排水设备故障信息应有记录、分析、纠正和
预防措施。

２　评价方法
１）查阅相关档案、记录。
２）现场检查。

１０４５　维修配件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应选择有资质的维修配件供货商。
２）应建立维修配件检验制度。
３）对维修配件的质量信息应有记录、分析、纠正和预
防措施。

２　评价方法
查阅维修配件相关档案、记录和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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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５　通风和空调设备

１０５１　通风和空调设备评价包括通风和空调设备、管理与维
护、维修配件３个分项。
１０５２　通风和空调设备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空调系统设置的压力容器必须由国家认可资质的质
量技术监督部门出具压力容器使用证，并必须由国
家认可资质的特种设备监察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并出
具有效期内压力容器检验报告和 “安全检验合格”
标志。

２）防烟、排烟与事故通风系统应符合 《地铁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１５７的有关规定。

２　评价方法
１）查阅相关资料。
２）现场检查。

１０５３　管理与维护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应建立维护、保养制度、检修规程及应急处理程序，
对应急排烟、通风功能定期检查并有检查记录。

２）检修人员应具有上岗资格。
３）应对检修人员定期技术培训。
４）对设备故障信息应有记录、分析、纠正和预防措施。

２　评价方法
１）查阅相关文件、档案、记录。
２）现场检查。

１０５４　维修配件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应选择有资质的维修配件供货商。
２）应建立维修配件检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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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对维修配件的质量信息应有记录、分析、纠正和预
防措施。

２　评价方法
查阅维修配件相关档案、记录和文件。

１０６　风　　亭

１０６１　风亭评价包括风亭、管理与维护２个分项。
１０６２　风亭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进、排风亭口部距其他建筑物的距离应符合 《地铁
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１５７的有关规定。

２）进风风亭应设在空气洁净的地方。
３）风亭出口处连接道口的３５ｍ宽的通道上禁止堆放
物品。

２　评价方法
１）查阅相关资料。
２）现场检查。

１０６３　管理与维护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应建立维护、巡视制度。
２）应建立维护、巡视档案。

２　评价方法
查阅相关档案、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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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通信设备评价

１１１　一 般 规 定

１１１１　通信设备评价包括通信系统、维修体系２个评价项目，
满分为１００分。
１１１２　通信设备评价可按附录Ｈ的格式确定评价内容及其分
值，制定评价表。

１１２　通 信 系 统

１１２１　通信系统评价包括通信系统技术、传输系统、公务电话
系统、专用电话系统、无线通信系统、图像信息系统、广播系
统、通信电源、通信系统接地９个分项。
１１２２　通信系统技术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通信系统应能安全、可靠地传递语音、数据、图像、
文字等信息，并应具有网络监控、管理功能。

２）各轨道交通线路的通信系统应能互联互通，实现信
息资源共享。

３）当出现紧急情况时，通信系统应能迅速及时地为防
灾救援和事故处理的指挥提供通信联络。

４）通信系统各子系统应具有故障时降级使用功能，主
要部件应具有冗余保护功能。

５）通信系统应具有防止电机牵引所产生的谐波电流、
外界电磁波、静电等对通信系统的干扰功能，并采
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２　评价方法
查阅相关技术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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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２３　传输系统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传输系统应是独立专用传输网络。
２）传输系统必须有自保护功能。

２　评价方法
查阅相关技术文件。

１１２４　公务电话系统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对特种业务呼叫应能自动转接到市话网的 “１１９”、
“１１０”、“１２０”，并可进行电话跟踪。

２）公务电话系统应具有在线维护管理、安全保护措施、
故障诊断和定位功能。

２　评价方法
查阅相关技术文件。

１１２５　专用电话系统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专用电话系统宜由调度电话、区间电话、站间电话、
站内集中电话、紧急电话、市内直线电话组成。

２）调度电话应具有优先级，并具有录音功能。
３）专用电话系统应具有在线维护管理、安全保护措施、
故障诊断和定位功能。

２　评价方法
查阅相关技术文件。

１１２６　无线通信系统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无线通信系统应设置列车调度、事故及防灾、车辆
综合基地管理及设备维护四个子系统，其容量和覆
盖范围应满足轨道交通运营的要求。在地下车站及
区间应设置公安、消防无线通信系统。

２）无线通信系统应具有选呼、组呼、全呼、紧急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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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叫优先级权限等功能，并具有存储、监测功能。
２　评价方法
１）查阅相关技术文件。
２）现场检查。

１１２７　图像信息系统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图像信息系统应满足各级控制中心调度员、车站值
班员、列车司机对车站图像监视的功能要求。摄像
机的安装部位应满足运营监视和公安监视的要求，
并确保事故状态下摄像。

２）车站图像信息系统设备应能对运营监视的图像进行
录像，控制中心图像信息系统设备应能对各车站传
来图像进行录像。

２　评价方法
１）查阅相关技术文件。
２）现场检查。

１１２８　广播系统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控制中心和车站均应设置行车和防灾广播控制台。
控制中心广播控制台可以对全线选站、选路广播；
车站广播控制台可对本站管区内选路广播。

２）行车和防灾广播的区域应统一设置。防灾广播应优
先于行车广播。

３）列车上应设置广播设备，并可以接受控制中心调度指挥
员通过无线通信系统对运行列车中乘客的语音广播。

４）防灾广播可根据应急事件事先录制或制定广播内容，
且采用多语种。

２　评价方法
１）查阅相关技术文件。
２）现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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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２９　通信电源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通信电源系统必须是独立的供电设备，并具有集中
监控管理功能。

２）通信电源系统应保证对通信设备不间断、无瞬变地
供电。

３）地铁通信设备应按一级负荷供电。由变电站接双电
源双回路的交流电源至通信机房交流配电屏，当使
用中的一路出现故障时，应能自动切换至另一路。

４）控制中心、各车站及车辆段 （停车场）的通信设备
应按一类负荷供电，各通信机房应设置电源自动切
换设备。

５）交流供电电源电压波动范围不应大于±１０％，交流
供电容量应为各设备总额定容量的１３０％。

６）不间断电源的蓄电池容量应保证向各通信设备连续
供电不少于２ｈ。

２　评价方法
查阅相关技术文件。

１１２１０　通信系统接地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接地电阻值应符合 《地铁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１５７的有
关规定。

２）车辆段 （停车场）宜设置独立的通信接地体，作为
通信系统的联合接地，其接地体与其他接地体的间
隔应符合 《地铁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１５７的有关规定。

２　评价方法
查阅相关技术文件。

１１３　维 修 体 系

１１３１　维修体系评价包括管理与维护、维修配件２个分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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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３２　管理与维护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应建立通信系统检修制度。
２）应建立保养、巡检的记录台账。
３）检修人员应具有上岗资格。
４）应对检修人员定期技术培训。
５）对通信系统故障信息应有记录、分析、纠正和预防
措施。

２　评价方法
１）查阅检修和培训档案、记录。
２）现场检查。

１１３３　维修配件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应选择有资质的维修配件供货商。
２）应建立维修配件检验制度。
３）对维修配件的质量信息应有记录、分析、纠正和预
防措施。

２　评价方法
查阅维修配件相关档案、记录和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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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１２　信号设备评价

１２１　一 般 规 定

１２１１　信号设备评价包括信号系统、维修体系２个评价项目，
满分为１００分。
１２１２　信号设备评价可按附录Ｊ的格式确定评价内容及其分
值，制定评价表。

１２２　信 号 系 统

１２２１　信号系统评价包括信号系统技术、安全防护设施２个
分项。
１２２２　信号系统技术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运营线路上的车站应纳入ＡＴＳ（列车自动监控）系
统监控范围，涉及行车安全的应直接控制，由车站
办理，车辆段、停车场与正线衔接的出入段线应纳
入监控范围。

２）当信号系统设备发生故障时，ＡＴＣ （列车自动控制）
系统控制等级应遵循降级运行，按车站人工控制优
先于控制中心人工控制、控制中心人工控制优先于
控制中心的自动控制或车站自动控制的原则来确保
运营安全。

３）在ＡＴＣ控制区域内使用列车驾驶限制模式或非限制
模式时，应有破铅封、记录或特殊控制指令授权等
技术措施。

４）在需要进行折返作业的折返点，应提供完整的ＡＴＰ
（列车自动防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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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与列车运营安全有关的信号设备均应具备故障倒向
安全的措施；应具有自检及故障报警功能，应具有
冗余技术和双机自动转换功能。

６）列车内信号应有列车实际运行速度、列车运行前方
的目标速度两种速度显示报警装置和必要的切换装
置，并设于两端司机室内。

７）ＡＴＰ执行强迫停车控制时，应切断列车牵引，列车
停车过程不得中途缓解。如需缓解，司机应在列车
停车后履行一定的操作手续，列车方能缓解。

８）为确保行车安全，在各线车站站台及车站控制室应
设站台紧急关闭按钮，站台紧急关闭按钮电路应符
合故障安全原则。

９）装有引导信号的信号机因故不能正常开放时，应通
过引导信息实现列车的引导作业。

１０）各线的ＡＴＣ系统控制区域与非ＡＴＣ系统控制区域
的分界处，应设驾驶模式转换区，转换区的信号设
备应与正线信号设备一致。

１１）信号系统供电负荷等级应为一级，设两路独立
电源。

１２）信号系统电缆宜采用阻燃、低毒、防腐蚀护套
电缆。

２　评价方法
１）查阅相关技术文件。
２）现场检查。

１２２３　安全防护设施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信号设备应设置接地保护。
２）高架和地面线的室外信号设备与外线连接的室内信
号设备必须具有雷电防护设施。

３）转辙机及线路轨旁设备应有防进水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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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评价方法
１）查阅相关技术文件。
２）现场检查。

１２３　维 修 体 系

１２３１　维修体系评价包括管理与维护、维修配件２个分项。
１２３２　管理与维护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应建立使用涉及行车安全的产品的审批制度。
２）应建立信号系统的保养制度、巡检制度。
３）应建立保养、巡检的记录台账。
４）检修人员应具有上岗资格。
５）应对检修人员定期技术培训。
６）对信号系统故障信息应有记录、分析、纠正和预防
措施。

２　评价方法
１）查阅相关档案、记录。
２）现场检查。

１２３３　维修配件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应选择有资质的维修配件供货商。
２）应建立维修配件检验制度。
３）对维修配件的质量信息应有记录、分析、纠正和预
防措施。

２　评价方法
查阅维修配件相关档案、记录和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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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环境与设备监控系统评价

１３１　一 般 规 定

１３１１　环境与设备监控系统评价包括环境与设备监控系统
（ＢＡＳ／ＥＭＣＳ）、安全防护标识、维修体系３个评价项目，满分
为１００分。
１３１２　环境与设备监控系统评价可按附录Ｋ的格式确定评价
内容及其分值，制定评价表。

１３２　环境与设备监控系统

１３２１　环境与设备监控系统评价包括环境与设备监控系统１个
分项。
１３２２　环境与设备监控系统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环境与设备监控系统应具备机电设备监控、执行阻
塞模式、环境监控与节能运行管理、环境和设备的
管理功能。

２）环境与设备监控系统应能接收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ＦＡＳ）车站火灾信息，执行车站防烟、排烟模式；
接收列车区间停车位置信号，根据列车火灾部位信
息，执行隧道防排烟模式；接收列车阻塞信息，执
行阻塞通风模式；应能监控车站逃生指示系统和应
急照明系统；应能监视各排水泵房危险水位。

３）车站应配置车站控制室紧急控制盘 （ＩＢＰ盘）作为
ＢＡＳ火灾工况自动控制的后备措施，其操作权高于
车站和中央工作站，盘面应以火灾工况操作为主，
操作程序应简便、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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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评价方法
１）查阅相关资料。
２）现场检查。

１３３　安全防护标识

１３３１　安全防护标识评价包括安全防护标识１个分项。
１３３２　安全防护标识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环境与设备监控设备应有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使
用标志和应急情况操作指示。

２）车站、车辆段、地铁控制中心、主变电站、冷站、
冷却水塔和风亭等场所应设有减少和避免事故发生
的安全警示标志。

２　评价方法
现场检查。

１３４　维 修 体 系

１３４１　维修体系评价包括管理与维护、维修配件２个分项。
１３４２　管理与维护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应建立维护、保养制度、检修规程及应急处理程序。
２）检修人员应持证上岗。
３）应对检修人员定期技术培训。
４）对环境与设备监控系统故障信息有记录、分析、纠
正和预防措施。

２　评价方法
１）查阅相关资料、检修记录。
２）现场检查。

１３４３　维修配件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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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应选择有资质的维修配件供货商。
２）应建立维修配件检验制度。
３）对维修配件的质量信息应有记录、分析、纠正和预
防措施。

２　评价方法
查阅维修配件相关档案、记录和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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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自动售检票系统评价

１４１　一 般 规 定

１４１１　自动售检票系统评价包括自动售检票系统 （ＡＦＣ）、维
修体系２个评价项目，满分为１００分。
１４１２　自动售检票系统评价可按附录Ｌ的格式确定评价内容
及其分值，制定评价表。

１４２　自动售检票系统 （ＡＦＣ）

１４２１　自动售检票系统评价包括自动售检票系统１个分项。
１４２２　自动售检票系统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车站售检票设备数量配置应按近期高峰客流量配置，
并预留远期高峰客流量所需设备的供电，预埋套线
及安装位置等条件。

２）检票口的通过能力应与相应的楼梯、自动扶梯的通
过能力相适应，每个检票口的半单向检票机的数量
应不少于２台。

３）在紧急疏散情况下，车站控制室应能控制所有检票
机闸门开放，检票机工作状态显示应与之相匹配。

４）检票机对乘客应有明确、清晰、醒目的工作状态
显示。

２　评价方法
１）查阅相关技术文件。
２）现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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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３　维 修 体 系

１４３１　维修体系评价包括管理与维护、维修配件２个分项。
１４３２　管理与维护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应建立维护、保养制度。
２）检修人员应具有上岗资格。
３）应对检修人员定期技术培训。
４）对自动售检票系统故障信息应有记录、分析、纠正
和预防措施。

２　评价方法
１）查阅相关档案、记录。
２）现场检查。

１４３３　维修配件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应选择有资质的维修配件供货商。
２）应建立维修配件检验制度。
３）对维修配件的质量信息应有记录、分析、纠正和预
防措施。

２　评价方法
查阅维修配件相关档案、记录和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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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车辆段与综合基地评价

１５１　一 般 规 定

１５１１　车辆段与综合基地评价包括车辆段与综合基地设施、防
灾设施２个项目，满分为１００分。
１５１２　车辆段与综合基地评价可按附录 Ｍ的格式确定评价内
容及其分值，制定评价表。

１５２　车辆段与综合基地设施

１５２１　车辆段与综合基地设施评价包括车辆段与综合基地设施
１个分项。
１５２２　车辆段与综合基地设施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车辆段、停车场出入线的设计应符合 《地铁设计规
范》ＧＢ５０１５７的有关规定。

２）运用库根据车辆的受电方式设置架空接触网或地面
接触轨时，应符合 《地铁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１５７的有
关规定。

３）车辆段与综合基地供电系统应符合 《地铁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１５７的有关规定。

４）沿海或江河附近地区车辆段与综合基地的线路路肩
设计高程应符合 《地铁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１５７的有关
规定。

２　评价方法
查阅车辆段与综合基地的平面布置图和相关技术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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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３　防 灾 设 施

１５３１　防灾设施评价包括防灾设施１个分项。
１５３２　防灾设施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车辆段与综合基地设计应有完善的消防设施。
２）总平面布置、房屋设计和材料、设备的选用等应符
合现行有关防火规范的规定。

３）车辆段与综合基地内应有运输道路及消防道路，并
应有不少于两个与外界道路相连通的出口。

４）存放易燃品的仓库宜单独设置，并应符合 《建筑设
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０１６的有关规定。

５）车辆段与综合基地应设救援办公室，受地铁控制中
心指挥。

６）车辆段、停车场应设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ＦＡＳ）。
７）车辆段值班室应设置防灾无线通信设备。
８）应保证消防路轨平交通道畅通。

２　评价方法
１）查阅相关资料和上级消防部门及企业安全监查部门
的检查结论。

２）现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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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土 建 评 价

１６１　一 般 规 定

１６１１　土建评价包括地下、高架结构与车站建筑和车站设计２
个项目，满分为１００分。
１６１２　分别评价被评价地铁运营线路上的每个车站和区间
隧道。
１６１３　土建评价可按附录Ｎ的格式确定评价内容及其分值，
制定评价表。

１６２　地下、高架结构与车站建筑

１６２１　地下、高架结构与车站建筑评价包括地下、高架结构与
车站建筑１个分项。
１６２２　地下、高架结构与车站建筑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建立建筑结构设计缺陷 （不符合现行建筑设计规范
和防火规范）档案。

２）建立维护和巡检制度，且切实落实。
３）对建筑结构设计缺陷和劣化或破损有分析、监控、
记录。

４）针对建筑结构设计缺陷和劣化或破损制定对策措施。
２　评价方法
１）查阅建筑结构设计缺陷档案。
２）查阅维护和巡检记录、对策措施。

１６３　车 站 设 计

１６３１　车站设计评价应包括站台、楼梯与通道、车站出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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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策措施４个分项。
１６３２　站台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站台计算长度应采用远期列车编组长度加停车误差。
２）站台宽度应符合 《地铁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１５７的有关
规定。

３）站台边缘设置安全线应符合 《地铁设计规范》ＧＢ
５０１５７的有关规定。

４）站台边缘距车辆外边之间的空隙应符合 《地铁设计
规范》ＧＢ５０１５７的有关规定。

２　评价方法
１）查阅车站相关资料。
２）现场检查。

１６３３　楼梯与通道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楼梯与通道的最大通过能力应满足 《地铁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１５７的有关规定。

２）楼梯与通道的最小宽度应满足 《地铁设计规范》ＧＢ
５０１５７的有关规定。

３）人行楼梯和自动扶梯的总量布置应满足站台层的事
故疏散时间不大于 《地铁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１５７的有
关规定值。

２　评价方法
１）查阅车站相关资料。
２）现场检查。

１６３４　车站出入口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车站出入口的数量应符合 《地铁设计规范》ＧＢ
５０１５７的有关规定。

２）地下车站出入口地面标高应高出室外地面，并应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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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防洪要求。
２　评价方法
１）查阅车站相关资料。
２）现场检查。

１６３５　对策措施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建立车站设计缺陷档案。
２）针对车站设计缺陷制定对策措施。

２　评价方法
１）查阅车站设计缺陷档案。
２）查阅制定的对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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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外界环境评价

１７１　一 般 规 定

１７１１　外界环境评价包括防自然灾害、保护区２个评价项目，
满分为１００分。
１７１２　外界环境评价可按附录Ｐ的格式确定评价内容及其分
值，制定评价表。

１７２　防自然灾害

１７２１　防自然灾害评价包括防风灾、防雷电、防水灾、防冰
雪、防地震、防地质灾害６个分项。
１７２２　防风灾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应分析地铁所在地的气象条件 （风灾）及特点。
２）应针对风灾采取安全对策和措施。
３）风灾安全防护设备设施应完整、有效。
４）应建立风灾安全防护设备设施的定期检查记录。

２　评价方法
１）查阅防风灾安全对策措施及设备定期检查记录。
２）现场检查。

１７２３　防雷电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应分析地铁所在地的气象条件 （雷电）及特点。
２）应针对雷电采取安全对策和措施。
３）雷电安全防护设备设施应完整、有效。
４）应建立雷电安全防护设备设施的定期检查记录。

２　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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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查阅防雷电安全对策措施及设备定期检查记录。
２）现场检查。

１７２４　防水灾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应分析地铁所在地的气象条件 （水灾）及特点。
２）应针对水灾采取安全对策和措施。
３）水灾安全防护设备设施应完整、有效。
４）应建立水灾安全防护设备设施的定期检查记录。

２　评价方法
１）查阅防水灾安全对策措施及设备定期检查记录。
２）现场检查。

１７２５　防冰雪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应分析地铁所在地的气象条件 （冰雪）及特点。
２）应针对冰雪危害采取安全对策和措施。
３）冰雪危害安全防护设备设施应完整、有效。
４）应建立冰雪危害安全防护设备设施的定期检查记录。

２　评价方法
１）查阅防冰雪安全对策措施及设备定期检查记录。
２）现场检查。

１７２６　防地震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应分析地铁所在地的地震统计情况及特点。
２）应针对地震危害采取安全对策和措施。
３）地震危害安全防护设备 （设施）应完整、有效。
４）应建立地震危害安全防护设备 （设施）的定期检查
记录。

２　评价方法
１）查阅防地震安全对策措施及定期检查记录。
２）现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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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２７　防地质灾害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应分析地铁所在地的地质条件及特点。
２）应针对地质灾害采取安全对策和措施。
３）应设立地质灾害监控系统。
４）地质灾害监控系统设备应完整、有效。
５）应对地质灾害监控记录情况进行分析。

２　评价方法
１）查阅防地质灾害安全对策措施及监控记录。
２）现场检查。

１７３　保　护　区

１７３１　保护区评价包括保护区防护１个分项。
１７３２　保护区防护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评价标准
１）应建立保护区安全管理、监测办法与措施。
２）应建立保护区安全监测记录。
３）对于侵入保护区范围的事件应有反映和处理记录。

２　评价方法
１）查阅保护区安全管理文件和监测记录。
２）现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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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基础安全风险水平

１８１　一 般 规 定

１８１１　地铁运营系统基础安全风险水平划分为不可接受、可接
受及可忽略三个层次。

１８２　基础安全评价总分计算

１８２１　基础安全评价总分＝∑ （项目实得分×权重）
１８２２　权重按照表１８２２的规定确定。

表１８２２　权重表

评 价 项 目 权　重

安全管理评价 ０２５

运营组织评价 ０２０

设备设

施评价

车辆系统评价 ００７

供电系统评价 ００７

消防系统与管理评价 ００８

线路及轨道系统评价 ００３

机电设备评价 ００６

通信设备评价 ００３

信号设备评价 ００６

环境与设备监控系统评价 ００３

自动售检票系统评价 ００１５

车辆段与综合基地评价 ００１５

土建评价 ００４

外界环境评价 ００５

１７www.b
zfx

w.co
m



１８３　基础安全风险水平

１８３１　基础安全风险水平按照表１８３１的规定确定。

表１８３１　基础安全风险水平表

风险水平 不可接受 可接受 可忽略

地铁运营系统基础安全评价总分 ＜８８ ８８～９５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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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事故风险水平

１９１　一 般 规 定

１９１１　事故风险水平评价依据年度事故发生率进行评价，事故
风险水平划分为不可接受、可接受及可忽略三个层次。

１９２　运营事故统计

１９２１　事故等级分类按照表１９２１１的规定确定。人身伤亡、
直接经济损失、行车事故的定义按照表１９２１２的规定确定。

表１９２１１　事故等级分类表

危害程度

事故等级
人身伤亡 直接经济损失 行车事故

特别重大事故 死亡３０人及以上 １０００万元及以上 —

重大事故 死亡３人以上或
重伤５人及以上 ５００万元及以上 　 中 断 行 车 时 间 ｔ

≥１８０ｍｉｎ

大事故 死亡１～３人或
重伤３人及以上 １００～５００万元 　中断行车时间６０ｍｉｎ≤ｔ

＜１８０ｍｉｎ

险性事故 — —

　１列车冲突、脱轨、分
离或运行中重要部件脱落；
　２列车冒进信号、擅自
退行或溜车；
　３ 向 占 用 闭 塞 区 段
发车；
　４列车错开车门、夹人
走车、开门走车或运行中
开启车门；
　５线路或车辆超限界

一般事故 重伤１～２人 １万元及以上 　中断行车时间２０ｍｉｎ≤ｔ
＜６０ｍｉｎ

　注：１危害程度同时满足其中两项或两项以上条件者取最严重的条件作为事故等级
划分依据。

２中断行车时间为２０ｍｉｎ≤ｔ＜４０ｍｉｎ时，计１起一般事故；４０ｍｉｎ≤ｔ＜６０ｍｉｎ
时，计２起一般事故。

３每次事故轻伤１人时计０３起一般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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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９２１２　人身伤亡、直接经济损失、行车事故定义

人身伤亡
　发生事故后２４ｈ内，履行地铁运营生产职务或车站服务的现场人
员 （救援人员除外）、持有有效乘车凭证的人员 （包括乘客携带的享
受免费乘车待遇的儿童）的伤亡

重　伤 　 《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ＧＢ６４４１

轻　伤 　 《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ＧＢ６４４１

运营正线
中断行车

　事故发生在区间或站内，在正线上造成堵塞阻隔状态，造成单线
不能行车。由事故发生造成堵塞行车起，至实际恢复连续通行列车
行车条件的时间止，为中断行车时间

直接经
济损失

　车辆、线路、桥隧、通信、信号、供电等技术设备损失费用及事
故救援、伤亡人员处理费用 （不含人身保险赔偿费用）

１９２２　事故统计与计算应符合以下规定：
１　年度百万车公里等效事故率应按式 （１９２２１）计算。

年度百万车
公里等效事故率 ＝

Σ（事故个数×事故折算因子）
百万车公里

（１９２２１）
２　事故折算因子计算
１）责任事故折算因子按照表１９２２的规定确定。
２）非地铁方全责的事故折算因子应按式（１９２２２）计算。

非地铁方全责的
事故折算因子 ＝责任百分比×相应责任事故折算因子

（１９２２２）
３）非责任事故折算因子应按式 （１９２２３）计算。

非责任事故折算因子＝０１×相应责任事故折算因子
（１９２２３）

表１９２２　事故折算因子表

事 故 等 级 责任事故折算因子
特别重大事故 １００
重大事故 ２２
大事故 １１
险性事故 ３５
一般事故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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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　事故风险水平

１９３１　事故风险水平按照表１９３１的规定确定。

表１９３１　事故风险水平表

事故水平 不可接受 可接受 可忽略

年度百万车公里等效事故率 ＞０６５ ０６５～０２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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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Ａ　安全管理评价表

表Ａ

评价项目
及分值

分项
及分值

子项
序号

定性定量指标
分
值

安全管理
机构与
人员
（１０）

　安全管理
机构（３）

Ａ０１ 　应设有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 ３

　安全管理
专职和兼职
人员（３）

Ａ０２ 　公司及部门应设有专职和兼职的安全管
理人员 ３

　安全管理
人员资格（４）

Ａ０３ 　应建立严格的资格准入标准 ２

Ａ０４ 　安全管理人员应通过上岗前考核合格且
最新考核应在有效期内 ２

安全生产
责任制
（１０）

　主要负责
人（３）

Ａ０５ 　主要负责人应签订安全生产责任制 １

Ａ０６ 　安全生产责任制应切实落实 ２

　安全管理
人员（６）

Ａ０７ 　部门负责人应签订安全生产责任制并切
实落实 ２

Ａ０８ 　一般安全管理人员应签订安全生产责任
制并切实落实 ２

Ａ０９ 　其他从业人员应签订安全生产责任制并
切实落实 ２

　安全生产
责任制档案
管理（１）

Ａ１０ 　应建立健全的安全生产责任制的档案 １

安全管
理目标
（１０）

　安全生产
控制指标（４）

Ａ１１ 　应制定安全生产控制指标 ３

Ａ１２ 　应建立安全生产控制指标档案 １

　各级安全
生产目标（６）

Ａ１３ 　应建立各级安全生产目标 ２

Ａ１４ 　针对未能实现的安全生产目标应制定补
救措施 ２

Ａ１５ 　应配置实现安全生产目标所需要的资源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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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Ａ

评价项目
及分值

分项
及分值

子项
序号

定性定量指标
分
值

安全生
产投入
（１０）

　安全投入
保障制度（４）

Ａ１６ 　应投入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所必需的资金 ２

Ａ１７

　决策机构、主要负责人或者个人经营的
投资人应保证安全生产条件所必需的资金
投入，并对由于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
入不足导致的后果承担责任

２

　安全投入
落实（４）

Ａ１８ 　应每年投入相当数量的安全专项资金 ２

Ａ１９ 　应安排用于配备劳动防护用品及进行安
全生产培训的经费 １

Ａ２０ 　应依法参加工伤社会保险 １

　安全奖惩
制度（２）

Ａ２１ 　应建立安全考核和奖惩制度 １

Ａ２２ 　安全考核和奖惩制度应切实落实 １

事故应急
救援体系
（２０）

　应急救援
组织机构（３）

Ａ２３ 　应建立事故应急救援组织机构 １

Ａ２４ 　应急指挥系统应明确总公司和分公司的
应急指挥系统的构成及其相关信息 １

Ａ２５
　应明确应急救援专家委员会的构成，确
定应急救援专家委员会的负责人和组成
人员

１

　预案制定
情况（４）

Ａ２６

　针对轨道交通运营线路发生火灾、列车
脱轨、列车冲突、大面积停电、爆炸、自
然灾害以及因设备故障、客流冲击、恐怖
袭击等其他异常原因造成影响运营的非正
常情况时，地铁运营单位应制定相应的应
急救援预案

３５

Ａ２７ 　在国家或地方发生突发公共事件时，应
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 ０５

　预案管理
情况（１）

Ａ２８

　应依据我国有关应急的法律、法规和相
关政策文件，地铁运营单位向市轨道指挥
办公室（或类似职能部门）申请，经政府组
织有关部门、专家对市轨道交通运营突发
事件应急预案进行评审工作，并报市政府

０５

Ａ２９

　地铁运营单位应向市轨道指挥办公室（或
类似职能部门）申请，定期组织有关单位修
订轨道交通运营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并上
报市政府备案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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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Ａ

评价项目
及分值

分项
及分值

子项
序号

定性定量指标
分
值

事故应急
救援体系

　应急救援
设备和应急
救援人员配
备情况／救援
设备的维护
体系（６）

Ａ３０
　各专业部门应根据自身应急救援业务需
求，配备现场救援和抢险装备、器材，建
立相应的维护、保养和调用等制度

２５

Ａ３１
　应按照统一标准格式建立救援和抢险装
备信息数据库并及时更新，保障应急指挥
调度使用的准确性

０５

Ａ３２ 　建立应急救援队伍 １

Ａ３３ 　应急救援人员应掌握应急救援预案 ２

　事故应急
培训与应急
救援演练（４）

Ａ３４ 　应定期针对不同事故进行应急救援演练 ２

Ａ３５ 　对演练中发现的问题应及时整改 １

Ａ３６ 　应有完整的应急救援演练记录 ０５

Ａ３７ 　应对应急救援人员进行定期培训 ０５

　当年紧急
事故处置（２）

Ａ３８ 　发生紧急事故后，是否启动应急救援
预案 １

Ａ３９ 　应急救援后，是否对事故处置进行总结，
是否对应急救援预案提出必要的整改意见 １

安全培
训教育
（９）

　安全培训
教育制度（５）

Ａ４０ 　应建立各级领导定期安全培训教育制度
并切实落实 １

Ａ４１ 　应建立全体员工定期安全培训教育制度
并切实落实 １

Ａ４２ 　应建立新员工岗前三级教育制度并切实
落实 １

Ａ４３ 　应建立转、复岗人员上岗前培训制度并
切实落实 １

Ａ４４ 　应建立教育培训记录的档案 １

　特种作业
人员安全培
训（２）

Ａ４５ 　特种作业人员应持证上岗并定期考核 １

Ａ４６ 　特种作业人员应进行继续培训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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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Ａ

评价项目
及分值

分项
及分值

子项
序号

定性定量指标
分
值

安全培
训教育

　临时工安
全培训（１）

Ａ４７ 　应建立临时工安全培训考核制度并切实
落实 １

　租赁承包
人员安全培
训（１）

Ａ４８ 　应建立租赁承包人员安全培训考核制度
并切实落实 １

安全信
息交流
（３）

　信息交流
机构（１）

Ａ４９ 　应建立安全信息交流的渠道 ０５

Ａ５０ 　安全信息交流渠道应畅通 ０５

　乘客意见
反馈（１）

Ａ５１ 　应建立乘客意见反馈管理程序 ０５

Ａ５２ 　乘客反馈意见的处理情况 ０５

　员工意见
处理（１）

Ａ５３ 　应建立员工安全意见反馈管理程序 ０５

Ａ５４ 　员工安全建议的处理情况 ０５

事故隐
患管理
（１０）

　事故隐患
清查（１）

Ａ５５ 　应分类建立事故隐患统计表 ０５

Ａ５６ 　应建立事故隐患报告制度 ０５

　事故隐患
治理（４）

Ａ５７ 　应对事故隐患及时提出整改措施 １

Ａ５８ 　对事故隐患应采取防护措施 ３

　事故隐患
监控（４）

Ａ５９ 　应配备相应的安全隐患监控设备 ４

　事故隐患
档案管理（１）

Ａ６０ 　应建立事故隐患监控及整改的档案管理
制度 ０５

Ａ６１ 　应建立完整的事故隐患监控及整改的
档案 ０５

安全作
业规程
（１１）

　安全作业
规程（１１）

Ａ６２ 　应制定各专业各工种安全作业规程 ５

Ａ６３ 　安全作业规程落实情况 ６

安全检
查制度
（７）

　安全检查
制度（６）

Ａ６４ 　应建立年度、季度、特殊时期、日常安
全检查制度并切实落实 ２

Ａ６５ 　应建立安全检查复检制度并切实落实 ２

Ａ６６ 　安全检查出的问题应及时处理 ２

　安全检查
档案管理（１）

Ａ６７ 　应建立安全检查档案管理制度 ０５

Ａ６８ 　安全检查档案应完整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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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Ｂ　运营组织与管理评价表

表Ｂ

评价项目
及分值

分项
及分值

子项
序号 定性定量指标 分

值

系统负荷
（２０）

　线路负荷
（１０）

Ｂ０１ 　线路负荷 　１类得３分，２类
得２分，３类得１分 ３

Ｂ０２ 　行车密度 　１类得３分，２类
得２分，３类得１分 ３

Ｂ０３ 　高峰小时断
面列车满载率

　１类得４分，２类得３
分，３类得２分，４类得
１分

４

　车站设施
负荷（１０）

Ｂ０４ 　站台高峰小时集散量不应大于站台设计
最大能力 ４

Ｂ０５

　通道和楼梯每小时通过人数应不大于下
表中的值

名　　称 每小时通过人数

１ｍ宽楼梯

下行 ４２００

上行 ３７００

双向混行 ３２００

１ｍ宽通道
单向 ５０００

双向混行 ４０００

４

Ｂ０６ 　车站可随时通过ＡＦＣ系统控制乘客流量 ２

调度指挥
（２８）

　调度规章
（５）

Ｂ０７ 　应具有相对独立、全面的行车组织规则
或同等效力的规章文件 １

Ｂ０８ 　调度规章中应包括对运营设备故障和事
故模式下的行车组织措施 ２

Ｂ０９ 　调度规章中应包括对突发事件的应对措
施，并且切实可行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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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Ｂ

评价项目
及分值

分项
及分值

子项
序号

定性定量指标
分
值

调度指挥

　指挥系统
（５）

Ｂ１０
　指挥系统应具备中央控制和车站控制两
种控制模式，并在任何情况下都有一种模
式起主导作用

３

Ｂ１１ 　指挥系统应有自动闭塞或移动闭塞瘫痪
的情况下，采用电话闭塞的考虑和能力 ２

　调度人员
培训（８）

Ｂ１２ 　应建立调度人员培训制度 ３

Ｂ１３ 　培训内容应包括正常业务流程和应急预
案救援指挥 ３

Ｂ１４ 　培训方式应包括授课、实战演练或模拟
演练 ２

　调度人员
素质（１０）

Ｂ１５ 　调度人员应经过专业、系统的地铁运营
调度指挥培训并取得相应的资格证书 ４

Ｂ１６ 　调度人员应具备正常情况下，熟练指挥
调度和行车工作的能力 ３

Ｂ１７
　调度人员应具备在紧急或事故情况下，
沉着冷静，快速制定应对方案和组织救援
的能力

３

列车运行
（２５）

　列车运用
规章（４）

Ｂ１８ 　应制定明确、顺畅的列车日常运用规章 １５

Ｂ１９ 　应制定故障列车下线和救援列车运用
规章 １５

Ｂ２０ 　上述规章与调度规章应相协调 １

　列车操作
规程（６）

Ｂ２１ 　应制定明确、实用的列车操作规程 ４

Ｂ２２ 　规程中应明确写出列车故障模式下的操
作要点 ２

　驾驶员培
训（６）

Ｂ２３ 　应建立驾驶员培训制度 １

Ｂ２４ 　培训内容应包括正常操作流程和故障情
况下的操作要点 ３

Ｂ２５ 　培训方式应包括授课和实战演练或模拟
演练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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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Ｂ

评价项目
及分值

分项
及分值

子项
序号

定性定量指标
分
值

列车运行 　驾驶员素
质（９）

Ｂ２６ 　驾驶员应经过专业、系统的列车驾驶培
训并取得相应的资格证书 ３

Ｂ２７ 　驾驶员应具备正常情况下，熟练驾驶列
车运行的能力 ２

Ｂ２８ 　驾驶员应熟悉各种可能的突发事件的基
本应对流程 ２

Ｂ２９ 　驾驶员应具备事故情况下，沉着冷静，
在区间组织疏散乘客的能力 ２

客运组织
（２７）

　乘客安全
管理（１０）

Ｂ３０ 　服务标志系统应具有警示标志、禁止标
志、紧急疏散指示标志 ５

Ｂ３１ 　在容易发生事故部位，应设置警示标志
或有专人引导或设置安全防护设施 ４

Ｂ３２ 　应设置盲道、轮椅通道、垂直电梯等保
证残障人士安全进出车站的引导设施 １

　乘客安全
监控系统（３）

Ｂ３３ 　应至少设置中央和车站两级乘客安全监
控系统 １

Ｂ３４ 　乘客安全监控系统应能够监控车站所有
客流集中部位和意外情况易发部位 ２

　乘客安全
宣传教育（４）

Ｂ３５ 　应对乘客进行安全乘车常识的宣传教育 ２

Ｂ３６ 　应对乘客进行紧急情况下正确疏散以及
逃生自救知识的宣传 ２

　站务人员
培训（４）

Ｂ３７ 　应建立站务人员培训制度 １

Ｂ３８ 　培训内容应包括正常情况下的工作要点
和突发状况应对措施 ２

Ｂ３９ 　培训方式应包括授课、实战演练或模拟
演练 １

　站务人员
素质（６）

Ｂ４０ 　站务人员应经过客运组织培训并取得相
应的资格证书 ２

Ｂ４１ 　站务人员应具备辨识危险品的基本方法
和技巧 ２

Ｂ４２ 　站务人员应熟悉各种可能的突发事件的
基本应对流程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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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Ｃ　车辆系统评价表

表Ｃ

评价项目
及分值

分项
及分值

子项
序号

定性定量指标
分
值

车辆
（８５）

　车辆安全
性能与安全
防 护 设 施
（４５）

Ｃ０１ 　车辆的脱轨系数应小于０８；轮重减载率
应小于０６；倾覆系数应小于０８

５

Ｃ０２ 　列车两端的车辆可设置防意外冲撞的撞
击能量吸收区 １

Ｃ０３ 　地面或高架运行的列车两端可装设防爬
装置 １

Ｃ０４ 　动车转向架构架电机吊座与齿轮箱吊座
在寿命期内不发生疲劳裂纹 ５

Ｃ０５
　客室车门应具有非零速自动关门的电气
联锁及车门闭锁装置，行驶中确保门的锁
闭无误

２

Ｃ０６ 　客室车门处应设置紧急解锁开关 ２

Ｃ０７ 　司机台应设置紧急停车操纵装置和警惕
按钮 ２

Ｃ０８ 　列车在平直道上实施紧急制动时，应能
在规定的距离内停车 ２

Ｃ０９ 　在列车意外分离时，应立刻自动实施紧
急制动，保证分离的列车自动制动 ２

Ｃ１０

　列车应有两台或两台以上独立的电动空
气压缩机组，当一台机组失效时，其余压
缩机组的性能、排气量、供气质量和储风
缸容积应均能满足整列车的供气要求；储
风缸的容积应满足压缩机停止运转后列车
三次紧急制动的用风量

２

Ｃ１１ 　前照灯在车辆前端紧急制停距离处照度
不应小于２ｌｘ

１

Ｃ１２ 　在未设安全通道的线路上运行的列车两
端应设紧急疏散门 ２

Ｃ１３ 　列车各车辆之间应设贯通道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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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Ｃ

评价项目
及分值

分项
及分值

子项
序号

定性定量指标
分
值

车辆
　车辆安全
性能与安全
防护设施

Ｃ１４
　车门、车窗玻璃应采用一旦发生破坏时
其碎片不会对人造成严重伤害的安全玻璃 １

Ｃ１５

　蓄电池应能够满足车辆在故障情况下的
应急照明、外部照明、车载安全设备、广
播、通信、应急通风等系统工作不低于

４５ｍｉｎ；地面与高架线路不低于３０ｍｉｎ

２

Ｃ１６

　车辆应有列车自动防护系统（ＡＴＰ）或列
车自动防护系统（ＡＴＰ）与自动驾驶系统
（ＡＴＯ），以及可保证行车安全的通信联络
装置

３

Ｃ１７
　电气设备过电压、过电流、过热保护功
能应齐全 ２

Ｃ１８ 　采用受电弓受电的列车应设避雷装置 １

Ｃ１９

　凡散发热量的电气设备，在其可能与乘
客、乘务人员或行李发生接触时，应有隔
热措施，其外壳或防护外罩外面的温度不
得超过５０℃

１

Ｃ２０
　对安装采暖设备部位的侧墙、地板及座
椅等应进行安全隔热处理，车用电加热器
罩板表面温度不应大于６８℃

１

Ｃ２１
　车厢内应设置乘客紧急按钮或与司机紧
急对讲装置、应急照明灯、应急装备、消
防器材

３

Ｃ２２

　车辆应有各种警告标识：司机室内的紧
急制动装置、带电高压设备、电器箱内的
操作警示、消防器材、紧急按钮或与司机
紧急对讲装置的位置与使用方法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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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Ｃ

评价项目
及分值

分项
及分值

子项
序号

定性定量指标
分
值

车辆

　车辆防火
性能（３０）

Ｃ２３ 　车辆的车顶、侧板、内衬、顶棚、地板
应使用不燃或阻燃材料 １０

Ｃ２４
　车厢地板上铺物、座椅、扶手、隔热隔
声材料、装饰及广告材料等应使用不燃或
阻燃材料

７

Ｃ２５ 　车厢内非金属材料应具有耐熔化滴落
性能 ３

Ｃ２６ 　各电路的电气设备连接导线和电缆应使
用低烟、低卤阻燃材料 １０

　车辆可靠
性（１０）

Ｃ２７ 　车辆由于故障退出服务统计不大于０１
次／万组公里 １０

维修体系
（１５）

　维修制度
（５）

Ｃ２８ 　应建立车辆维修制度 ２

Ｃ２９ 　应制定车辆各级检修规程 ２

Ｃ３０ 　对车辆故障信息应有记录、分析、纠正
和预防措施 １

　维修人员
（５）

Ｃ３１ 　车辆维修人员应持证上岗 ３

Ｃ３２ 　应对车辆维修人员定期培训 ２

　维修配件
（５）

Ｃ３３ 　应选择有资质的维修配件供货商 ２

Ｃ３４ 　应建立维修配件检验制度 ２

Ｃ３５ 　对维修配件的质量信息应有记录、分析、
纠正和预防措施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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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Ｄ　供电系统评价表

表Ｄ

评价项目
及分值

分项
及分值

子项
序号

定性定量指标
分
值

主变电站
（２３）

　主变电站
设备（１０）

Ｄ０１

　每座主变电站应有两路相互独立可靠的
电源引入，并应设两台主变压器。当一路
电源或一台主变压器故障或检修时，应由
另一路电源或一台主变压器供电。当主变
电站全站停用时，应由相邻主变电站供电，
并应确保一、二级用电负荷

２

Ｄ０２ 　辅助主变电站应有一路专用电源供电，
设置一台主变压器 １５

Ｄ０３
　在地下使用的电气设备及材料，应选用
体积小、低损耗、低噪声、防潮、无自爆、
低烟、无卤、阻燃或耐火的定型产品

２

Ｄ０４ 　变电站继电保护装置应满足可靠性、选
择性、灵敏性和速动性的要求 ２

Ｄ０５ 　接地电阻应符合要求 １５

Ｄ０６ 　应设置接地保护 １

　主变电站
安全防护设
施（６）

Ｄ０７ 　主变电站周围建筑应设置避雷设施，并
每年进行检测 １

Ｄ０８ 　应设置完善的过负荷、短路保护装置 １

Ｄ０９ 　应设置防灾报警装置，配置必要的消防
设施、器材和应急装备 １

Ｄ１０ 　应设置应急照明 １

Ｄ１１ 　应设置安全操作警示标志和安全疏散指
示标志 １

Ｄ１２ 　主变电站设备应定期进行预防性试验，
试验合格后，才能继续使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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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Ｄ

评价项目
及分值

分项
及分值

子项
序号

定性定量指标
分
值

主变电站 　运作与维
护（７）

Ｄ１３ 　各供电设备及继电保护装置应定期检验，
满足电力或地铁相关规范要求 １

Ｄ１４
　供电试验使用的仪器仪表必须按照国家
标准定期检测，试验单位和人员应具有相
关专业资质和资格

１

Ｄ１５ 　主变电站值班或巡视维护人员和应急处
理人员数量及结构应配置合理 １

Ｄ１６ 　主变电站操作人员应具有上岗资格 １

Ｄ１７ 　主变电站操作人员应定期进行培训 １

Ｄ１８ 　应建立主变电站的维护规程 １

Ｄ１９ 　对主变电站故障信息应有记录、分析、
纠正和预防措施 １

牵引变
电站
（２７）

　牵引变电
站设备（１０）

Ｄ２０
　牵引变电站应有两路独立的电源供电，
两路电源引自同一主变电站的不同母线段
或不同主变电站母线段

２

Ｄ２１ 　牵引变电站应设置两台牵引整流机组，
两台整流机组并列运行 ２

Ｄ２２
　牵引变电站中一台牵引整流机组退出运
行时，另一台牵引整流机组在允许负荷的
情况下继续供电

１５

Ｄ２３
　在其中一座牵引变电站退出运行时，相
邻的两座牵引变电站应能分担其供电分区
的牵引负荷

１５

Ｄ２４ 　牵引变电站直流设备外壳应对地绝缘
安装 １５

Ｄ２５ 　接地电阻应符合要求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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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Ｄ

评价项目
及分值

分项
及分值

子项
序号

定性定量指标
分
值

牵引变
电站

　牵引变电
站安全防护
设施（９）

Ｄ２６ 　应设置接地保护 １

Ｄ２７ 　牵引变电站周围建筑应设置避雷设施，
并每年进行检测 １

Ｄ２８ 　应设置完善的短路和过负荷继电保护
装置 １

Ｄ２９ 　应设有防止大气过电压及操作过电压的
保护设施 １

Ｄ３０ 　设置防灾报警设施，配置必要的消防设
施、器材和应急装备 １

Ｄ３１ 　设置应急照明 １

Ｄ３２ 　无人值班的牵引变电站应设置监控系统 １

Ｄ３３ 　无人值班的牵引变电站所有设备故障信
息和操作信息能与调度中心联网 １

Ｄ３４ 　应设置安全操作警示标志和安全疏散指
示标志 １

　运作与维
护（８）

Ｄ３５ 　牵引变电站设备应定期进行预防性试验，
试验合格后，才能继续使用 １

Ｄ３６ 　各供电设备及继电保护装置应定期检验，
满足电力或地铁相关规范要求 １

Ｄ３７
　供电试验使用的仪器仪表必须按照国家
标准定期检测，试验单位和人员应具有相
关专业资质和资格

１

Ｄ３８ 　牵引变电站值班或巡视维护人员和应急
处理人员数量及结构配置合理 １

Ｄ３９ 　牵引变电站操作人员应具有上岗资格 １

Ｄ４０ 　牵引变电站操作人员应定期进行培训 １

Ｄ４１ 　应建立牵引变电站的维护规程 １

Ｄ４２ 　对牵引变电站故障信息应有记录、分析、
纠正和预防措施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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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Ｄ

评价项目
及分值

分项
及分值

子项
序号

定性定量指标
分
值

降压变
电站
（２３）

　降压变电
站设备（７）

Ｄ４３ 　降压变电站应有两路独立的电源供电 ２

Ｄ４４
　降压变电站应设置两台配电变压器。一
台配电变压器退出运行时，另一台配电变
压器承担变电站的全部一、二级负荷

２

Ｄ４５ 　配电变压器容量应按远期高峰小时考虑 １５

Ｄ４６ 　接地电阻应符合要求 １５

　降压变电
站安全防护
设施（９）

Ｄ４７ 　应设置接地保护 １

Ｄ４８ 　降压变电站周围建筑应设置避雷设施，
并每年进行检测 １

Ｄ４９ 　应设置完善的短路和过负荷继电保护
装置 １

Ｄ５０ 　应设有防止大气过电压及操作过电压的
保护设施 １

Ｄ５１ 　应设置防灾报警装置，配置必要的消防
设施、器材和应急装备 １

Ｄ５２ 　应设置应急照明 １

Ｄ５３ 　无人值班的降压变电站应设置监控系统 １

Ｄ５４ 　无人值班的降压变电站所有设备故障信
息和操作信息应能与调度中心联网 １

Ｄ５５ 　应设置安全操作警示标志和安全疏散指
示标志 １

　运作与维
护（７）

Ｄ５６ 　降压变电站设备应定期进行预防性试验，
试验合格后，才能继续使用 １

Ｄ５７ 　各供电设备及继电保护装置应定期检验，
满足电力或地铁相关规范要求 １

Ｄ５８
　供电试验使用的仪器仪表必须按照国家
标准定期检测，试验单位和人员应具有相
关专业资质和资格

１

Ｄ５９ 　降压变电站操作人员应具有上岗资格 １
Ｄ６０ 　降压变电站操作人员应定期进行培训 １
Ｄ６１ 　应建立降压变电站的维护规程 １

Ｄ６２ 　对降压变电站故障信息应有记录、分析、
纠正和预防措施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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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Ｄ

评价项目
及分值

分项
及分值

子项
序号

定性定量指标

接 触 网 分值 接 触 轨 分值

接触网
（接触
轨）
（９）

　接触网（接
触轨）（７）

Ｄ６３ 　接触线的磨耗
应在允许范围内 １ 　接触轨对地应

有良好的绝缘 ２

Ｄ６４

　牵引变电站直
流快速断路器至
正线接触网间应
设置隔离开关

１ 　接触轨应设防
护罩和警示标志 １

Ｄ６５

　接触网带电部
分与结构体、车
体之间的最小净
距：标 称 电 压
１５００Ｖ 时，静态
为１５０ｍｍ，动态
为１００ｍｍ；标称
电压７５０Ｖ时，静
态 为 ２５ｍｍ，动
态为２５ｍｍ

１

　接触轨带电部
分与结构体、车
体之间的最小净
距：标 称 电 压
１５００Ｖ 时，静态
为１５０ｍｍ，动态
为１００ｍｍ；标称
电压７５０Ｖ时，静
态 为 ２５ｍｍ，动
态为２５ｍｍ

２

Ｄ６６

　固定接触网的非
带电金属支持结构
物应与架空地线相
连接，架空地线应
引至牵引变电站接
地装置

１

　当杂散电流腐
蚀防护与接地有
矛盾时，应以接
地安全为主

１

Ｄ６７

　在地面区段、
高架区段，接触
网 应 设 置 避 雷
设施

１

　在地面区段、
高架区段，走行
轨 应 设 置 避 雷
设施

１

Ｄ６８

　车库线进口分
段处应设置带接
地 刀 闸 的 隔 离
开关

１

Ｄ６９

　洗车库内接触
网与两端接触网
绝缘分段，该接
触网接地系统应
可靠

１

— —

　运作与维
护（２）

Ｄ７０ 　检修人员应具有上岗资格 ０５
Ｄ７１ 　检修人员应定期进行培训 ０５
Ｄ７２ 　应建立接触网（接触轨）的维护规程 ０５

Ｄ７３ 　对接触网（接触轨）故障信息应有记录、
分析、纠正和预防措施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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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Ｄ

评价项目
及分值

分项
及分值

子项
序号

定性定量指标
分
值

电力电缆
（１５）

　电力电缆
（１１）

Ｄ７４

　电缆在地下敷设时应采用低烟无卤阻燃
电缆，在地上敷设时应采用低烟阻燃电缆。
为应急照明、消防设施供电的电缆，明敷
时应采用低烟无卤耐火铜芯电缆或矿物绝
缘耐火电缆

８

Ｄ７５ 　电缆贯穿隔墙、楼板的孔洞处，应实施
阻火封堵 ３

　运作与维
护（４）

Ｄ７６ 　检修人员应具有上岗资格 １

Ｄ７７ 　检修人员应定期进行培训 １

Ｄ７８ 　应建立电力电缆的维护规程 １

Ｄ７９ 　对电力电缆故障信息应有记录、分析、
纠正和预防措施 １

维件修配
（３）

　维件修配
（３）

Ｄ８０ 　应选择有资质的维修配件供货商 １

Ｄ８１ 　应建立维修配件检验制度 １

Ｄ８２ 　对维修配件的质量信息应有记录、分析、
纠正和预防措施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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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Ｅ　消防系统与管理评价表

表Ｅ

评价项目

及分值

分项

及分值

子项

序号
定性定量指标

分

值

消防系统

与管理

（１００）

　火灾自动报

警系统（ＦＡＳ）

及联动控制

（２０）

　气体灭火

系统（１５）

Ｅ０１
　在车站控制室，ＦＡＳ系统应能按照预定

模式启、停，应能显示运行状态；消防联

动盘应运行情况正常
５

Ｅ０２

　车站ＦＡＳ系统必须显示气体自动灭火系

统保护区的报警、放气、风机和风阀状态、

手动／自动放气开关所处位置；火灾自动报

警系统主、备电及其相互切换功能应正常，

并应显示主、备电状态

５

Ｅ０３

　站厅、站台、各种设备机房、库房、值

班室、办公室、走廊、配电室、电缆隧道

或夹层等处应设火灾探测器；设置火灾探

测器的场所应设置手动报警按钮；车站相

应场所应设有消防对讲电话

５

Ｅ０４
　地铁中央控制中心应能控制消防救灾设

备的启、停，应能显示运行状态；消防联

动系统应能正常运行
５

Ｅ０５
　设置气体灭火装置的房间应设置机械通

风系统，所排除的气体必须直接排出地面
７

Ｅ０６
　地下车站通信设备房、信号设备房、变

电站、电控室等重要设备房应设置气体自

动灭火装置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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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Ｅ

评价项目

及分值

分项

及分值

子项

序号
定性定量指标

分

值

消防系统

与管理

　消防给水

系统（１５）

　应急照明

及 散 指 示

（１０）

　灭火器配

置与管理（９）

Ｅ０７

　地下车站站厅、站台、设备及管理用房

区域、人行通道、区间隧道应设室内消火

栓，地面或高架车站室内消火栓应符合《建

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０１６的有关规定

６

Ｅ０８
　地下车站消火栓用水量应满足≥２０Ｌ／ｓ；

地下折返线及地下区间隧道消火栓用水量

应≥１０Ｌ／ｓ

３

Ｅ０９
　水泵结合器和室外消火栓应设有明显标

志且方便操作
１

Ｅ１０
　消防主、备泵均应工作正常，出水压力

符合要求
５

Ｅ１１

　站厅、站台、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

楼梯口、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区间隧道、

车站控制室、值班室、变电站、配电室、

信号机械室、消防泵房、公安用房等处应

设置应急照明；应急照明的照度不小于正

常照明照度的１０％

４

Ｅ１２ 　应急照明的连续供电时间应≥１ｈ ２

Ｅ１３

　站厅、站台、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

楼梯口、人行疏散通道拐弯处、安全出口

和交叉口等处沿通道长向每隔≤２０ｍ处应

设置醒目的疏散指示标志；疏散指示标志

距地面应＜１ｍ

３

Ｅ１４
　区间隧道内应设置集中控制型疏散指示

标志
１

Ｅ１５
　地铁各相关场所选择、配置和设置的灭火

器应符合《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ＧＢ

５０１４０的有关规定。灭火器应在使用期限内
６

Ｅ１６ 　制定灭火器定期检测制度并切实落实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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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Ｅ

评价项目

及分值

分项

及分值

子项

序号
定性定量指标

分

值

消防系统

与管理

　车站消防

管理（１０）

　人员与设

备管理（７）

　建筑与附

属设施防火

（１４）

Ｅ１７
　车站、主变电站、地铁控制中心等消防

重点部位应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明确岗

位消防安全职责
２

Ｅ１８
　车站在运营期间至少每２ｈ应进行一次防

火巡查；在运营前和结束后，应对车站进

行全面检查
２

Ｅ１９
　车站应认真填写消防安全检查记录；对

消防设施的状况、存在火灾隐患以及火灾

隐患的整改措施等有书面记录，并存档
２

Ｅ２０
　地铁运营企业应对所属消防设施进行定

期检查和维护保养，建立记录档案；车站

应建立消防安全检查记录档案
２

Ｅ２１ 　定期组织消防演练 ２

Ｅ２２
　应建立消防控制室２４小时值班制度，值

班人员交接班时应填写值班记录
２

Ｅ２３
　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应持有“消防操作

员”上岗证并能正确操作消防联动设备
２

Ｅ２４
　消防控制室内除操作设备外，不能存放

其他物品
１

Ｅ２５
　应建立ＦＡＳ系统及联动控制设备的检修

制度，对ＦＡＳ系统及联动控制设备的故障

信息应有记录、分析、纠正和预防措施
２

Ｅ２６
　地铁与地下及地上商场等地下建筑物相

连接处应采取防火分隔设施
２

Ｅ２７
　车站内的墙、地、顶面、装饰装修材料

及设备设施应采用不燃材料，不应采用石

棉、玻璃纤维及塑料类制品
２

Ｅ２８
　车站站厅乘客疏散区、站台及疏散通道

内不应设置商业场所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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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Ｅ

评价项目

及分值

分项

及分值

子项

序号
定性定量指标

分

值

消防系统

与管理
　建筑与附

属设施防火

Ｅ２９

　车站站台和站厅防火分区安全出口的数

量不应少于两个，应直通车站外部空间；

其他各防火分区安全出口的数量也不应少

于两个，应有一个安全出口直通外部空间

２

Ｅ３０

　地铁车站设备、管理用房区安全出口及

楼梯的最小净宽为１０ｍ；单面布置房间的

疏散通道最小净宽为１２ｍ；双面布置房间

的疏散通道最小净宽为１５ｍ

２

Ｅ３１

　附设于设备及管理用房的门至最近安全

出口的距离不得超过３５ｍ，位于尽端封闭

的通道两侧或尽端的房间，其最大距离不

得超过上述距离的１／２

２

Ｅ３２
　地下车站中的座椅、服务标识牌、广告

牌等设施应采用不燃材料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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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Ｆ　线路及轨道系统评价表

表Ｆ

评价项目

及分值

分项

及分值

子项

序号
定性定量指标

分

值

线路及轨

道系统

（７０）

　线路及轨

道系统（７０）

Ｆ０１
　两条正线接轨应选择在车站内，并采取
同向相接，避免车辆异向运行 ５

Ｆ０２
　辅助线与正线接轨时，宜在列车进入正
线之前设置隔开设备 ５

Ｆ０３
　任何情况下，线路平面、纵断面的变动
不得影响限界 ５

Ｆ０４

　位于正线上圆曲线及曲线间夹直线的最
小长度应不小于一辆车辆的长度，困难情
况下不应小于车辆全轴距，夹直线长度还
应满足超高顺坡和轨距加宽的要求

５

Ｆ０５ 　曲线地段严禁设置反超高 ５

Ｆ０６
　道岔应铺设在直线上，并应避免设在竖
曲线上 ５

Ｆ０７
　轨道结构应坚固、耐久、稳定，应具有
适当的弹性，保证列车运行平稳安全 ５

Ｆ０８ 　正线及辅助线钢轨接头应符合有关规定 ５

Ｆ０９
　无缝线路联合接头距桥台边墙不小于

２ｍ，铝热焊缝距轨枕边不得小于４０ｍｍ
５

Ｆ１０
　正线、试车线及辅助线的末端应设置车
挡，车挡应能承受不大于１５ｋｍ／ｈ速度的
列车水平冲击荷载

５

Ｆ１１

　在小半径曲线地段、缓和曲线与竖曲线
重叠地段、跨越河流、城市主要道路、铁
路干线或重要建筑物地段，高架线路应设
置防脱护轨装置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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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Ｆ

评价项目

及分值

分项

及分值

子项

序号
定性定量指标

分

值

线路及轨

道系统

维修体系

（３０）

　线路及轨

道系统

　管理与维

护（２１）

　维修配件

（９）

Ｆ１２
　轨道交通线路应布设线路与信号标志，

无缝线路地段应布设钢轨位移观测桩
５

Ｆ１３
　轨道的路基应坚固、稳定，并满足防洪、

排水要求
５

Ｆ１４
　地面及高架线路两旁应设置一定高度隔

离栏，防止外来人员侵入
５

Ｆ１５
　应建立线路及轨道系统的保养制度、巡

检制度
３

Ｆ１６
　应建立线路及轨道系统保养、巡检的记

录台账
３

Ｆ１７ 　检修人员应具有上岗资格 ５

Ｆ１８ 　应对检修人员定期技术培训 ５

Ｆ１９
　对线路及轨道系统故障信息应有记录、

分析、纠正和预防措施
５

Ｆ２０ 　应选择有资质的维修配件供货商 ３

Ｆ２１ 　应建立维修配件检验制度 ２

Ｆ２２
　对维修配件的质量信息应有记录、分析、

纠正和预防措施
２

Ｆ２３
　轨道检测车、钢轨打磨车等维修设备应

有质检合格证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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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Ｇ　机电设备评价表

表Ｇ

评价项目

及分值

分项

及分值

子项

序号
定性定量指标

分

值

自动扶梯、

电梯与自

动人行道

（１７）

　自动扶梯、

电梯与自动

人行道设备

（８）

　安全防护

标识（２）

　管理与维

护（４）

Ｇ０１
　设备必须由法定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出具

设备使用证
２

Ｇ０２
　在用设备必须由法定特种设备检验检测

机构检验合格并出具有效期内设备验收检

验报告和“安全检验合格”标志
２

Ｇ０３
　地铁车站自动扶梯宜采用公共交通型重

载扶梯，其传输设备及部件应采用不燃或

难燃材料
２

Ｇ０４
　设备的各项安全保护装置设置齐全，动

作灵敏、可靠
２

Ｇ０５
　所有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出入口处应

贴图示警示标志，所有电梯内应贴电梯使

用安全守则
１

Ｇ０６
　对于穿越楼层的自动扶梯，其扶手带中

心至开孔边缘的净距＜４００ｍｍ时，应设有

防碰撞安全标志
１

Ｇ０７
　应建立维护、保养制度、检修规程及应

急处理程序
１

Ｇ０８ 　检修人员应具有上岗资格 １

Ｇ０９ 　应对检修人员定期技术培训 １

Ｇ１０
　对自动扶梯、电梯、自动人行道故障信

息应有记录、分析、纠正和预防措施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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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Ｇ

评价项目

及分值

分项

及分值

子项

序号
定性定量指标

分

值

自动扶梯、

电梯与自

动人行道

　维修配件

（３）

Ｇ１１ 　应选择有资质的维修配件供货商 １

Ｇ１２ 　应建立维修配件检验制度 １

Ｇ１３
　对维修配件的质量信息应有记录、分析、

纠正和预防措施
１

屏蔽门

系统与

防淹门

系统

（３０）

　屏蔽门系

统设备（１４）

　防淹门系

统设备（８）

　安全防护

标识（２）

Ｇ１４ 　屏蔽门无故障使用次数应≥１００万次 ３

Ｇ１５
　屏蔽门应接地连接牢固，接地电阻在允

许值内
１

Ｇ１６
　屏蔽门应能与信号系统联动，实现屏蔽

门的正常开／关功能
３

Ｇ１７
　屏蔽门手动开门功能（应急）和站台级开／

关门功能正常
３

Ｇ１８
　ＡＴＰ系统应为列车车门、屏蔽门等开闭

提供安全监控信息
２

Ｇ１９
　可设有应急门；应急门的位置应保证当

列车与滑动门不能对齐时的乘客疏散
２

Ｇ２０
　防淹门应能与信号系统联动，实现防淹

门的正常开／关功能
３

Ｇ２１ 　防淹门及车站控制功能应正常 ３

Ｇ２２
　车站对防淹门系统所辖区间的水位应具

备监视功能
２

Ｇ２３
　屏蔽门应设有明显的安全标志、使用标

志和应急情况操作指示
１

Ｇ２４
　防淹门应有明显的安全标志、使用标志

和应急情况操作指示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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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Ｇ

评价项目

及分值

分项

及分值

子项

序号
定性定量指标

分

值

屏蔽门

系统与

防淹门

系统

　管理与维

护（４）

　维修配件

（２）

Ｇ２５
　应建立维护、保养制度、检修规程及应

急处理程序。对应急排烟、通风功能定期

检查并有检查记录
２

Ｇ２６ 　检修人员应具有上岗资格 ０５

Ｇ２７ 　应对检修人员定期技术培训 ０５

Ｇ２８
　对屏蔽门故障信息应有记录、分析、纠

正和预防措施
１

Ｇ２９ 　应选择有资质的维修配件供货商 １

Ｇ３０ 　应建立维修配件检验制度 ０５

Ｇ３１
　对维修配件的质量信息应有记录、分析、

纠正和预防措施
０５

给排水

设备

（１３）

　给水系统

（２５）

　排水系统

（６）

　管理与维

护（３）

　维修配件

（１５）

Ｇ３２
　生活用水设备和卫生器具的水压，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０１５的规定
１

Ｇ３３
　给水管不应穿过变电站、通信信号机房、

控制室、配电室等房间
１５

Ｇ３４
　地铁车站及沿线的各排水泵站、排雨泵

站、排污泵站应设有危险水位报警装置
３

Ｇ３５ 　各水位报警装置应运行正常 ３

Ｇ３６
　应建立维护、保养制度、检修规程及应

急处理程序
１

Ｇ３７ 　检修人员应具有上岗资格 ０５

Ｇ３８ 　应对检修人员定期技术培训 ０５

Ｇ３９
　对给排水设备故障信息应有记录、分析、

纠正和预防措施
１

Ｇ４０ 　应选择有资质的维修配件供货商 ０５

Ｇ４１ 　应建立维修配件检验制度 ０５

Ｇ４２
　对维修配件的质量信息应有记录、分析、

纠正和预防措施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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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Ｇ

评价项目

及分值

分项

及分值

子项

序号
定性定量指标

分

值

通风和

空调设备

（３０）

　通风和空

调设备（２１）

　管理与维

护（５）

　维修配件

（４）

Ｇ４３

　空调系统设置的压力容器必须由国家认

可资质的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出具压力容器

使用证，并必须由国家认可资质的特种设

备监察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并出具有效期内

压力容器检验报告和“安全检验合格”标志

５

Ｇ４４

　地下车站内站台发生火灾时，应保证站

厅到站台的楼梯和扶梯口处具有不小于

１５ｍ／ｓ的向下气流。区间隧道发生火灾

时，应能背着乘客疏散方向排烟，迎着乘

客疏散方向送新风；单洞区间隧道断面排

烟流速不小于２ｍ／ｓ且不大于１１ｍ／ｓ

１０

Ｇ４５

　区间隧道排烟风机及烟气流经的辅助设

备应保证在１５０℃时能连续有效工作１ｈ。

地下车站站厅、站台和设备及管理用房发

生火灾时，应保证排烟风机及烟气流经的

辅助设备在２５０℃时能连续有效工作１ｈ

６

Ｇ４６
　应建立维护、保养制度、检修规程及应

急处理程序
２

Ｇ４７ 　检修人员应具有上岗资格 １

Ｇ４８ 　应对检修人员定期技术培训 １

Ｇ４９
　对设备故障信息应有记录、分析、纠正

和预防措施
１

Ｇ５０ 　应选择有资质的维修配件供货商 ２

Ｇ５１ 　应建立维修配件检验制度 １

Ｇ５２
　对维修配件的质量信息应有记录、分析、

纠正和预防措施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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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Ｇ

评价项目

及分值

分项

及分值

子项

序号
定性定量指标

分

值

风亭

（１０）

　风亭（８）

　管理与维

护（２）

Ｇ５３
　地铁进、排风亭口部距其他任何建筑物

的直线距离≥５ｍ；当风亭高于路边时，风

亭开口底距地面的高度≥２ｍ

４

Ｇ５４ 　进风风亭应设在空气洁净的地方 ２

Ｇ５５
　风亭出口处连接道口的３５ｍ宽的通道

上禁止堆放物品
２

Ｇ５６ 　应建立维护、巡视制度 １

Ｇ５７ 　应建立维护、巡视档案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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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Ｈ　通信设备评价表

表Ｈ

评价项目

及分值

分项

及分值

子项

序号
定性定量指标

分

值

通信系统

（８７）

　通信系统

技术（１５）

　传统系统

（６）

　公务电话

系统（６）

　专用电话

系统（９）

Ｈ０１
　通信系统应能安全、可靠地传递语音、
数据、图像、文字等信息，并应具有网络
监控、管理功能

３

Ｈ０２
　各轨道交通线路的通信系统应能互联互
通，实现信息资源共享 ３

Ｈ０３
　当出现紧急情况时，通信系统应能迅速
及时地为防灾救援和事故处理的指挥提供
通信联络

３

Ｈ０４
　通信系统各子系统应具有故障时降级使
用功能，主要部件应具有冗余保护功能 ３

Ｈ０５
　通信系统应具有防止电机牵引所产生的
谐波电流、外界电磁波、静电等对通信系
统的干扰功能，并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３

Ｈ０６ 　传输系统应是独立专用传输网络 ３

Ｈ０７ 　传输系统必须有自保护功能 ３

Ｈ０８
　对特种业务呼叫应能自动转接到市话网的
“１１９”、“１１０”、“１２０”，并可进行电话跟踪

３

Ｈ０９
　公务电话系统应具有在线维护管理、安
全保护措施、故障诊断和定位功能 ３

Ｈ１０
　专用电话系统宜由调度电话、区间电话、
站间电话、站内集中电话、紧急电话等组成 ３

Ｈ１１
　调度电话应具有优先级，并具有录音
功能 ３

Ｈ１２
　专用电话系统应具有在线维护管理、安全
保护措施、故障诊断和定位功能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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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Ｈ

评价项目

及分值

分项

及分值

子项

序号
定性定量指标

分

值

通信系统

　无线通信

系统（１０）

　图像信息

系统（１２）

　广播系统

（７）

Ｈ１３

　无线通信系统应设置列车调度、事故及

防灾、车辆综合基地管理及设备维护四个

子系统，其容量和覆盖范围应满足轨道交

通运营的要求。在地下车站及区间应设置

公安、消防无线通信系统，满足市公安、

消防统一调度要求

６

Ｈ１４
　无线通信系统设备应能平滑稳定地升级

和扩容，不得中断正常的运营
４

Ｈ１５

　图像信息系统应满足各级控制中心调度

员、车站值班员、列车司机对车站图像监

视的功能要求。摄像机的安装部位应满足

运营监视和公安监视的要求，并确保事故

状态下摄像

６

Ｈ１６
　车站图像信息系统设备应能对运营监视

的图像进行录像，控制中心图像信息系统

设备应能对各车站传来图像进行录像
６

Ｈ１７

　控制中心和车站均应设置行车和防灾广

播控制台。控制中心广播控制台可以对全

线选站、选路广播；车站广播控制台可对

本站管区内选路广播

２

Ｈ１８
　行车和防灾广播的区域应统一设置。防

灾广播应优先于行车广播
２

Ｈ１９
　列车上应设置广播设备，并可以接受控

制中心调度指挥员通过无线通信系统对运

行列车中乘客的语音广播
２

Ｈ２０
　防灾广播可根据应急事件事先录制或制

定广播内容，且采用多语种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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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Ｈ

评价项目

及分值

分项

及分值

子项

序号
定性定量指标

分

值

通信系统

　通信电源

（１８）

　通信系统

接地（４）

Ｈ２１
　通信电源系统必须是独立的供电设备，

并具有集中监控管理功能
３

Ｈ２２
　通信电源系统应保证对通信设备不间断、

无瞬变地供电
３

Ｈ２３

　地铁通信设备应按一级负荷供电。由变

电站接双电源双回路的交流电源至通信机

房交流配电屏，当使用中的一路出现故障

时，应能自动切换至另一路

３

Ｈ２４
　控制中心、各车站及车辆段（停车场）的

通信设备应按一类负荷供电，各通信机房

应设置电源自动切换设备
３

Ｈ２５
　交流供电电源电压波动范围不应大于

±１０％，交流供电容量应为各设备总额定容

量的１３０％

３

Ｈ２６
　不间断电源的蓄电池容量应保证向各通

信设备连续供电不少于２ｈ
３

Ｈ２７
　综合接地的接地电阻不大于１Ω，控制中

心、各车站的综合接地宜与供电系统合设

接地体
２

Ｈ２８
　分设保护接地时，应采用供电系统的接

地（ＴＮ－Ｓ制），其接地电阻应不大于４Ω
１

Ｈ２９
　车辆段（停车场）宜设置独立的通信接地

体，作为通信系统的联合接地，其接地体

应与其他接地体的间隔不小于２０ｍ

１

维修体系

（１３）

管理与维护

（１０）

Ｈ３０ 　应建立检修制度 ２

Ｈ３１ 　应建立保养、巡检的记录台账 ２

Ｈ３２ 　检修人员应具有上岗资格 ２

Ｈ３３ 　应对检修人员定期技术培训 ２

Ｈ３４ 　应对通信系统故障信息有记录、分析、
纠正和预防措施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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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Ｈ

评价项目

及分值

分项

及分值

子项

序号
定性定量指标

分

值

维修体系 　维修配件

（３）

Ｈ３５ 　应选择有资质的维修配件供货商 １

Ｈ３６ 　应建立维修配件检验制度 １

Ｈ３７
　对维修配件的质量信息应有记录、分析、

纠正和预防措施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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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Ｊ　信号设备评价表

表Ｊ

评价项目

及分值

分项

及分值

子项

序号
定性定量指标

分

值

信号系统

（８５）
　信号系统

技术（６５）

Ｊ０１

　运营线路上的车站应纳入ＡＴＳ系统监控
范围，涉及行车安全的应直接控制，由车
站办理，车辆段、停车场与正线衔接的出
入段线应纳入监控范围

６

Ｊ０２

　当信号系统设备发生故障时，ＡＴＣ系统
控制等级应遵循降级运行，按车站人工控
制优先于控制中心人工控制、控制中心人
工控制优先于控制中心的自动控制或车站
自动控制的原则来确保运营安全

６

Ｊ０３
　在ＡＴＣ控制区域内使用列车驾驶限制模
式或非限制模式时，应有破铅封、记录或
特殊控制指令授权等技术措施

６

Ｊ０４
　在需要进行折返作业的折返点，应提供
完整的ＡＴＰ功能

６

Ｊ０５

　与列车运营安全有关的信号设备均应具
备故障倒向安全的措施；应具有自检及故
障报警功能，应具有冗余技术和双机自动
转换功能

６

Ｊ０６

　列车内信号应有列车实际运行速度、列
车运行前方的目标速度两种速度显示报警
装置和必要的切换装置，并设于两端司机
室内

５

Ｊ０７

　ＡＴＰ执行强迫停车控制时，应切断列车
牵引，列车停车过程不得中途缓解。如需
缓解，司机应在列车停车后履行一定的操
作手续，列车方能缓解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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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Ｊ

评价项目

及分值

分项

及分值

子项

序号
定性定量指标

分

值

信号系统

　信号系统

技术

　安全防护

设施（２０）

Ｊ０８
　为确保行车安全，在各线车站站台及车

站控制室应设站台紧急关闭按钮，站台紧

急关闭按钮电路应符合故障－安全原则
５

Ｊ０９
　装有引导信号的信号机因故不能正常开

放时，应通过引导信息实现列车的引导

作业
５

Ｊ１０
　各线的ＡＴＣ系统控制区域与非ＡＴＣ系统

控制区域的分界处，应设驾驶模式转换区，

转换区的信号设备应与正线信号设备一致
５

Ｊ１１
　信号系统供电负荷等级应为一级，设两

路独立电源
５

Ｊ１２
　信号系统电缆宜采用阻燃、低毒、防腐

蚀护套电缆
５

Ｊ１３ 　信号设备应设置接地保护 ８

Ｊ１４
　高架和地面线的室外信号设备与外线连

接的室内信号设备必须具有雷电防护设施
７

Ｊ１５ 　转辙机及线路轨旁设备应有防进水设施 ５

维修体系

（１５）

　管理与维

护（１２）

　维修配件

（３）

Ｊ１６ 　应建立使用涉及行车安全的产品的审批
制度 ２

Ｊ１７ 　应建立信号系统的保养制度、巡检制度 ２

Ｊ１８ 　应建立保养、巡检的记录台账 ２

Ｊ１９ 　检修人员应具有上岗资格 ２

Ｊ２０ 　应对检修人员定期技术培训 ２

Ｊ２１ 　对信号系统故障信息应有记录、分析、
纠正和预防措施 ２

Ｊ２２ 　应选择有资质的维修配件供货商 １

Ｊ２３ 　应建立维修配件检验制度 １

Ｊ２４ 　对维修配件的质量信息应有记录、分析、
纠正和预防措施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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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Ｋ　环境与设备监控系统评价表

表Ｋ
评价项目
及分值

分项
及分值

子项序号 定性定量指标 分值

ＢＡＳ／ＥＭＣＳ
系统
（６５）

ＢＡＳ／ＥＭＣＳ
系统
（６５）

Ｋ０１
　ＢＡＳ／ＥＭＣＳ系统应具备机电设备
监控、执行阻塞模式、环境监控与节
能运行管理、环境和设备的管理功能

２０

Ｋ０２

　ＢＡＳ／ＥＭＣＳ系统应能接收ＦＡＳ系
统车站火灾信息，执行车站防烟、排
烟模式；执行隧道防排烟模式；执行
阻塞通风模式；能监控车站逃生指示
系统和应急照明系统；能监视各排水
泵房危险水位

３０

Ｋ０３

　车站应配置车站控制室紧急控制盘
（ＩＢＰ盘）作为ＢＡＳ火灾工况自动控
制的后备措施，其操作权高于车站和
中央工作站，盘面应以火灾工况操作
为主，操作程序应简便、直接

１５

安全防护
标识
（１０）

安全防护
标识
（１０）

Ｋ０４
　环境与设备监控设备应设有明显的
安全警示标志、使用标志和应急情况
操作指示

５

Ｋ０５

　车站、车辆段、地铁控制中心、主
变电站、冷站、冷却水塔和风亭等场
所应设有减少和避免事故发生的安全
警示标志

５

维修体系
（２５）

管理与维护
（１６）

维修配件
（９）

Ｋ０６ 　应建立维护、保养制度、检修规程
及应急处理程序 ４

Ｋ０７ 　检修人员应持证上岗 ４
Ｋ０８ 　应对检修人员定期技术培训 ４

Ｋ０９ 　对环境与设备监控系统故障信息应
有记录、分析、纠正和预防措施 ４

Ｋ１０ 　应选择有资质的维修配件供货商 ３
Ｋ１１ 　应建立维修配件检验制度 ３

Ｋ１２ 　对维修配件的质量信息应有记录、
分析、纠正和预防措施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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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Ｌ　自动售检票系统评价表

表Ｌ
评价项目

及分值

分项

及分值
子项序号 定性定量指标 分值

自动售检票

系统

（６０）

自动售检票

系统

（６０）

Ｌ０１

　车站售检票设备数量配置应按近期

高峰客流量配置，并预留远期高峰客

流量所需设备的供电，预埋套线及安

装位置等条件

２０

Ｌ０２

　检票口的通过能力应与相应的楼

梯、自动扶梯的通过能力相适应，每

个检票口的半单向检票机的数量应不

少于２台

１５

Ｌ０３
　在紧急疏散情况下，车站控制室应

能控制所有检票机闸门开放，检票机

工作状态显示应与之相匹配
１５

Ｌ０４
　检票机对乘客应有明确、清晰、醒

目的工作状态显示
１０

维修体系

（４０）

管理与维护

（２０）

维修配件

（２０）

Ｌ０５ 　应建立维护、保养制度 ５

Ｌ０６ 　检修人员应具有上岗资格 ５

Ｌ０７ 　对检修人员应定期技术培训 ５

Ｌ０８
　对自动售检票系统故障信息应有记

录、分析、纠正和预防措施
５

Ｌ０９ 　应选择有资质的维修配件供货商 １０

Ｌ１０ 　应建立维修配件检验制度 ５

Ｌ１１
　对维修配件的质量信息应有记录、

分析、纠正和预防措施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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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Ｍ　车辆段与综合基地评价表

表Ｍ

评价项目

及分值

分项

及分值
子项序号 定性定量指标 分值

车辆段与

综合基地

（１００）

车辆段与

综合基地

设施

（４０）

Ｍ０１
　车辆段出入线应按双线双向运行设计，并
避免切割正线，有条件时可结合段型布置，
实现列车调头转向功能

５

Ｍ０２

　运用库根据车辆的受电方式设置架空接触
网或地面接触轨时，地面接触轨应分段设置
并加装安全防护罩，列检库和月检库的架空
接触网列位之间和库前均应设置隔离开关或
分段器，并均应设有送电时的信号显示或音响

１０

Ｍ０３ 　车场牵引供电系统应根据作业和安全要求
实行分区供电 １０

Ｍ０４ 　当牵引供电采用接触轨方式时，车场线路
的外侧应设安全防护网 １０

Ｍ０５
沿海或江河附近地区车辆段与综合基地的线
路路肩设计高程不小于１／１００潮水位、波浪
爬高值和安全高之和

５

防灾设施
（６０）

Ｍ０６ 　车辆段与综合基地设计应有完善的消防
设施 １０

Ｍ０７ 　总平面布置、房屋设计和材料、设备的选
用等应符合现行有关防火规范的规定 １０

Ｍ０８
　车辆段与综合基地内应有运输道路及消防
道路，并应有不少于两个与外界道路相连通
的出口

５

Ｍ０９
　存放易燃品的仓库宜单独设置，并应符合
现行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０１６的有
关规定

５

Ｍ１０ 　车辆段与综合基地应设救援办公室，受地
铁控制中心指挥 ５

Ｍ１１ 　车辆段、停车场应设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ＦＡＳ） １５

Ｍ１２ 　车辆段值班室应设置防灾无线通信设备 ５

Ｍ１３ 　在备有消防路轨两用车的车辆段，应保证
消防路轨平交通道畅通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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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Ｎ　土建评价表

表Ｎ

评价项目

及分值

分项

及分值
子项序号 定性定量指标 分值

地下、高

架结构与

车站建筑

（４０）

地下、高

架结构与

车站建筑

（４０）

Ｎ０１ 　建立建筑结构设计缺陷 （不符合现行建筑
设计规范和防火规范）档案 ５

Ｎ０２ 　建立维护和巡检制度，且切实落实 １０

Ｎ０３ 　对建筑结构设计缺陷和劣化或破损有分
析、监控、记录 １０

Ｎ０４ 　针对建筑结构设计缺陷和劣化或破损制定
对策措施 １５

车站设计
（６０）

站台
（２０）

Ｎ０５ 　站台计算长度应采用远期列车编组长度加
停车误差 ３

Ｎ０６

　站台宽度应按车站客流量计算确定，最小
宽度并应满足下表：

名　　　称
最小宽度
（ｍ）

　岛式站台 ８

　岛式站台的侧站台 ２５

　侧式站台 （长向范围内设
梯）的侧站台 ２５

　侧式站台 （垂直于侧站台
开通道口）的侧站台 ３５

１０

Ｎ０７
　距站台边缘４００ｍｍ处设置不小于８０ｍｍ
宽的纵向醒目安全线。采用屏蔽门时不设安
全线

３

Ｎ０８ 　站台边缘距车辆外边之间空隙，在直线段
宜为８０～１００ｍｍ，在曲线段应不大于１８０ｍｍ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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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Ｎ

评价项目

及分值

分项

及分值
子项序号 定性定量指标 分值

车站设计

楼梯与

通道

（２５）

Ｎ０９

　楼梯与通道的最大通过能力 （每小时通过

人数）应满足下表：

名　　称 每小时通过人数

１ｍ宽楼梯

下行 ４２００

上行 ３７００

双向混行 ３２００

１ｍ宽通道
单向 ５０００

双向混行 ４０００

８

Ｎ１０

　楼梯与通道的最小宽度应满足下表：

名　　称 最小宽度 （ｍ）

通道或天桥 ２４

单向公共区人行楼梯 １８

双向公共区人行楼梯 ２４

与自动扶梯并列设置的

人行楼梯
１２

消防专用楼梯 ０９

站台至轨道区的工作梯

（兼疏散梯）
１１

８

Ｎ１１
　人行楼梯和自动扶梯的总量布置应满足站

台层的事故疏散时间不大于６ｍｉｎ
９

车站出

入口

（５）

Ｎ１２ 　车站出入口的数量不少于２个 ３

Ｎ１３
　地下车站出入口地面标高应高出室外地

面，并应满足防洪要求
２

对策措施

（１０）
Ｎ１４ 　建立车站设计缺陷档案 １

Ｎ１５ 　针对车站设计缺陷制定对策措施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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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Ｐ　外界环境评价表

表Ｐ

评价项目

及分值

分项

及分值
子项序号 定性定量指标 分值

防自然

灾害

（８４）

防风灾

（１３）

Ｐ０１ 　应分析地铁所在地的气象条件 （风灾）及特点 ３

Ｐ０２ 　应针对风灾采取安全对策和措施 ５

Ｐ０３ 　风灾安全防护设备设施应完整、有效 ４

Ｐ０４ 　应建立风灾安全防护设备设施的定期检查记录 １

防雷电

（１３）

Ｐ０５ 　应分析地铁所在地的气象条件 （雷电）及特点 ３

Ｐ０６ 　应针对雷电采取安全对策措施 ５

Ｐ０７ 　雷电安全防护设备设施应完整、有效 ４

Ｐ０８ 　应建立雷电安全防护设备设施的定期检查记录 １

防水灾

（１３）

Ｐ０９ 　应分析地铁所在地的气象条件 （水灾）及特点 ３

Ｐ１０ 　应针对水灾采取安全对策措施 ５

Ｐ１１ 　水灾安全防护设备设施应完整、有效 ４

Ｐ１２ 　应建立水灾安全防护设备设施的定期检查记录 １

防冰雪

（１３）

Ｐ１３ 　应分析地铁所在地的气象条件 （冰雪）及特点 ３

Ｐ１４ 　应针对冰雪危害采取安全对策措施 ５

Ｐ１５ 　冰雪危害安全防护设备设施应完整、有效 ４

Ｐ１６
　应建立冰雪危害安全防护设备设施的定期检查

记录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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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Ｐ

评价项目

及分值

分项

及分值
子项序号 定性定量指标 分值

防自然

灾害

防地震

（１３）

Ｐ１７ 　应分析地铁所在地的地震统计情况及特点 ３

Ｐ１８ 　应针对地震危害采取安全对策和措施 ５

Ｐ１９ 　地震危害安全防护设备 （设施）应完整、有效 ４

Ｐ２０
　应建立地震危害安全防护设备 （设施）的定期

检查记录
１

防地质

灾害

（１９）

Ｐ２１ 　应分析地铁所在地的地质条件及特点 ３

Ｐ２２ 　应针对地质灾害采取安全对策和措施 ４

Ｐ２３ 　应设立地质灾害监控系统 ４

Ｐ２４ 　地质灾害监控系统设备应完整、有效 ５

Ｐ２５ 　应对地质灾害监控记录情况进行分析 ３

保护区

（１６）

保护区

（１６）

Ｐ２６ 　应建立保护区安全管理、监测办法与措施 １０

Ｐ２７ 应建立保护区安全监测记录 １

Ｐ２８ 对于侵入保护区范围的事件应有反映和处理记录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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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１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１）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必须”，反面词采用 “严禁”。

２）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应”，反面词采用 “不应”或 “不得”。

３）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用词：
正面词采用 “宜”，反面词采用 “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
“可”。

２　本标准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的写法为
“应符合……的规定”或 “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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