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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互联互通已成为国内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系统新的发展方向，信号系统通过规范系统总体架构、通信协议、工程设计标

准等，在信号系统层面实现 CBTC及降级模式下的互通互换及联通联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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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rconnection has become a new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urban rail transit signal system in China. Through 

standardizing the overall architecture of the system, communication protocol, engineering design standards and so on, the signal 

system realizes the interworking, exchange and connectivity of CBTC and downgrade mode at the signal system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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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国内的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系统是单独存在的，与其他系统是不存在任何的关联的，铁路信号系统具备良好的稳定

性，并且表现出较强的故障导向安全性能。在针对列车的行进加以控制的过程中，是利用无线通信的形式来对列车的

移动闭塞来实现控制的，其拥有精准的车辆行驶以及停靠控制性能，能够保证列车同时大量的行驶加以高效的管控。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其利用的是 CHTC 系统，其优越性在车辆发动的初期是不会发挥出来的，具有一定的后发优势。

因为借助 CBTC 系统来对列车实施控制是建立在车地信息的无线传输的基础上的，无线通信传输平台务必要具备良好的

稳定性以及安全性，无线传输技术的进步是促进国内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系统不断优化创新的助动力，并且也是促进国

家综合国力稳定提升的基础。因为最近几年时间里，科学技术在快速的发展，进而使得信息无线传输技术水平在不断

的提升，进而有效的带动了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系统的健康稳定的发展。 

1 CBTC系统互联互通的特点 

因为所有的信号厂商生产的 CBTC 在结构设计以及性能方面都是不一样的，进而在进行相互连接的时候务必要解决

下列问题： 

首先，各种不同的信号系统框架以及信息结构设计形式也是不一样的。 

其次，不同类型的信号系统的接入端以及设置的性能也是不一样的。 

还有，不同理性的信号系统的配置结构的形式和规格也是不同的。 

最后，不同类型的信号系统的性能分配以及软件实现的差别十分明显。 

想要有效的解决上述问题，并且完成不同性质的 CBTC 系统的连接，在制定连接协议的视乎务必要关注下面几个层

面的内容： 

首先，统一性，因为所有的信号系统设备以及在实际云哟经中都会具有一定的限制特点，技术标准具有一定的局

限性，进而需要借助协议来实现统一。 

其次，多样性，协议内容需要具备一定的额多样性，并且需要需要涉及到之前各个地区城市轨道交通发展的趋势。 

再有，专业性，协议中需要将城市轨道交通设备生产商的 CBTC 系统中安设的所有的分支系统的专业特征以及需求

来加以说明。 

还有,系统性，在协议中需要将所有可能遇到的影响因素加以说明，并且要保证尽可能的详细。 

最后，安全性，信号系统的安全级别务必要达到国家相关行政机构制定的标准水平，这样才能确保信息传递的效

果和质量
[1]
。 



智能城市应用·2019 第2卷 第3期 

Smart City Application.2019,2(3) 

78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2 互联互通的层级 

2.1 互通互换 

互通互换工作的实施务必要以节约投资为目的，并且需要对运输车辆以及各个地区的机械加以互通互换。车辆的

互通互换其实质就是不同运行轨迹的车裂在相同的线路上以 CBTC 或者是下降等级的形式行驶，这样能够起到统一生产

厂家车辆和地面完全对应的作用，最终能够从下面几个层面对投资加以了管控： 

首先互联互通线路之间的行驶的列车能够实现统一安排，也就是结合互联互通的客流状况，来对所有的列车的形

式情况以及检修列车的数量加以控制，这样能够更好的避免列车重复投资的情况发生
[2]
。 

其次，运行线路安设完成之后，生产厂家会对车载所有的设备进行赠予，采买方可以在多个存在互联互通的厂家

之间进行配置的选择，地面护筒互换其实质就是说在同一个运行轨迹而不同范围内能够采买多个厂家生产的信号设备。

地面的护筒互换在扩展运行线路，预留拆卸线路工程方面存在着一定的优越性，这些工作的开展能够借助不同生产厂

商的信号设备，这样能够更好的控制成本花费。 

2.2 联通联运 

联通联运是实施互联互通公祖的本质目的。联通联运其实质就是在网络运营的基础上，结合客流的需要，来对列

车跨线路进行联运，这样能够为乘客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 

3 互联互通的外部条件 

3.1 线路 

互联互通线路上涉及到的所有的斜坡，站台以及运行轨迹都需要实施统一计划，线路中的最大的倾斜坡度都与信

号系统的安全防护距离存在密切的关联，站台和存车线的长度与跨线列车是不是能够在互联互通的情况下实现稳定的

运用存在直接的关系
[3]
。 

3.2 限界 

互联互通线路的限界的标准需要加以统一规划。 

3.3 车辆 

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和需要来判断互联互通车辆运行启动相应的最低线标准，这样能够为信号系统的安全防护距离

的计算工作提供参考，其次，互联互通车辆的车门位置，列车站点设置都需要进行统一规定。 

4 信号系统互联互通的关键技术点 

4.1 系统总体架构及功能分配统一 

因为所有的生产厂商生产的系统的运行形式都是不一样的，进而系统的整体结构以及性能的施展也是存在一定的

差异的，诸如：联锁以及车载结构能够实现直接通信，并且可以借助专门设置的发射设备来完成转发，在各种类型的

系统结构下来完成互联互通技术的运用可以是十分困难的，为了降低互联互通工作开展的困难，需要对系统整体结构

实施统一的设计，现如今互联互通统一的系统结构结合具有代表性的信号系统的结构形式设置了多种分支辅助设备，

能够实现借助无线通信来实现信息的传递，互联互通信号系统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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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系统的功能配置情况来说，CBTC 所有的分支系统的性能以及是国内穿厂商的实现形式都是不一样的，在制定互

联互通标准的同时也会对连锁性能的配置实施了说明
[4]
。 

4.2 电子地图描述方式 

电子地图车载设备往地面接收设备发送列车的形式情况信息的主要部件，移动授权其实质也是安全指令，车载设

备需要对移动授权的实施的效果进行检核，也就是对移动授权是不是在车载设备的控制之内加以判断。在以往陈旧形

式的 CBTC 系统中，车载设备只能够对本线路的情况加以存储，为了保证列车可以实现跨线行车，这就需要车载设备务

必要对存储信息进行充实，需要将所有的线路信息地图进行存储，这就需要对互联互通线路电子地图的信息加以充实。 

（1）对电子地图的表示形式进行统一的规定，促使互联互通线路内存在的所有的电子地图能够准确的加以判断。 

（2）将电子地图的输出形式加以统一，这样能够更加灵活的完成不同的电子地图之间的信息的互换和共享，最终

创建出更加清晰的电子地图，能够为列车的行使给予指导。 

4.3 轨旁设备设计原则统一 

在轨道周边安设信息接收设备的原则是要保证互联互通系统的运行效果，只有遵照统一的设计原则来实施施工，

才可以保证列车能够完成跨线运行。轨道周边的设备的安设原则涉及到的层面较多，在开展各项工作的时候务必要遵

照规范要求来开展各项工作
[5]
。 

（1）精确停车应答器的布置原则，例如布置多少个应答器，每个应答器安装在什么位置，都是需要在对所有的数

据进行综合分析之后来加以计算的，并且在后期需要将所有的应答器的位置在地图中加以标注。 

（2）区间位置校正应答器的布置原则，例如为实现列车区间位置校正，在丢失一个应答器的情况下保证列车定位

的精确度，需要每隔多少米布置 1 个应答器，两两之间的间隔需要进行前期的计算，在开展计算工作之前，需要获取

需要的各项数据和信息，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加以计算，这样对于车辆的安全运行也会起到积极的影响作用。 

（3）轮径校准应答器的布置验证，例如为实现轮径自动校准，需要在什么样的线路条件及位置布置应答器，布置

几个应答器，以及轮径校准应答器之间的距离要求，这些工作在正式开始之前，务必要做好准确的计算和规划。 

（4）有源应答器的安装原则，想要确保这一原则的切实实施，最为重要的是需要对转换轨道出入位置的信号结构

设备加以安设，这样能够对确定辅助设备应答器其他相关设备的暗账位置有所帮助。 

5 结语 

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系统的互联互通可以说是整个行业的必然发展方向，其切实的运用牵涉到大量的生产厂家的信

息数据的共享，可以说是具有定的发展需要的。在互联互通标准制定制定的影响下，CBTC 系统的互联互通必将成为后

期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系统建造的最终目标，对于信号系统大范围的运用会起到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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