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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各大城市为了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不断建设城市轨道，无论是轨道的数量还是规模都

在不断扩大。为了保障轨道运行的安全性和秩序性，就需要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系统的有效控制，所以在不断发展的大环境下，

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系统还将会进一步发展。就现如今城市交通网络实际结构来看，最为普遍的就是以城市交通轨道为主，各

类公路项目为辅，逐渐的构成了一个具有一定复杂性的交通网络，为城市发展、地区经济进步创造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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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urbanization, major cities continue to build urban orbits in order to meet their own 

development needs, both in terms of the number and scale of orbits.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afety and order of the orbital operation, the 

effective control of the urban rail transit signal system is required. Therefore, in the ever-developing environment, the urban rail transit 

signal system will further develop. As far as the actual structure of urban transportation networks is concerned, the most common is the 

urban traffic track, supplemented by various road projects, which gradually constitutes a transportation network with certain 

complexity, creating good foundation for urban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economic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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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轨道交通系统整体包容量较大，并且其实际运用的安全性与乘客的人身安全存在密切的关联。信号系统在列车行

驶中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在整个轨道交通网络中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能够更加高效的完成轨道交通的统一规划和

安排，为列车有序的行进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在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城市铁路技术快速发展壮大的带动下，

有效的促进了列车行驶速度和效率的提升，并且将最前沿的电子系统引用到信号领域之中，为国内轨道交通信号系统

技术的健康稳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动力。 

1 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系统的基本构成 
列车自动控制系统，轨道电路系统，连锁设备是现如今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系统中的主要部分。列车自动控制系统

其作用是较为重要的，将这一系统切实的运用到整个城市轨道交通网络中，最为重要的作用就是提升列车运行的自动

化效率，确保列车运行能够长时间的保证安全稳定，并且促进列车运输效率的不断提升，更好的对人工加以控制，这

就充分的说明了列车自动控制系统在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系统中的重要所用。其次，连锁系统在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系统

中的影响力也是较为重要的，核心连锁系统以及车站连锁系统是整个轨道交通信号系统中最为基础的部分，其中核心

连锁系统的主要作用就是针对安设在室外的信息号系统进行切实的监督管控，将列车轨道信息能够更加高效的传递给

自动控制系统中，保证列车行驶的稳定性
[1]
。 

2 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系统的功能理解 
（1）连锁其实质就是为了从根本上保证列车行驶的稳定性，将轨道线路中涉及到的全部交通信号设备，轨道电路

以及道岔等独立存在的信号设备之间创建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联系。其最为重要的作用就是对列车的形式线路进行

设计，并且能够结合需要对行驶线路进行调整。 

（2）ATC 系统各部分的功能解释。①列车自动防护（ATP）子系统。能够按照实际需要和指令来对列车的形式速度

进行调整和防护，最为重要的是对列车形式加以保护，针对与安全存在密切关联的系统或者是设备加强监督和管控，

更好的完成列车之间的隔离保护。如果列车的形式速度超出规范标准速度得到时候，ATP 子系统就能够借助全制动或者

是紧急制动系统来对车辆的行驶速度加以控制，避免危险事故的发生。②列车自动监控（ATS）子系统。这一系统其实

质就是凭借 ATP 系统的辅助来实现对列车行驶的高效的监督管控。ATS 子系统在电子设备的协助下，能够完成对列车形

式路线的规划和管理，具备良好的智能性。其最为重要的所用就是这单对列车在轨道上的运行进行实时监控。协助行

车控制人员对所有线路列车的形式情况加以监督管理。列车形式控制人员可以借助 ATO 系统的显示结构，相无线通信，

广播，乘客提供基本的行车信息。③列车自动运行（ATO）子系统。④列车自动运行（ATO）子系统。这一系统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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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就是针对列车的行使中自动运行设备加以管控，通常都是由车载设备以及地面设备组合而成，其能够协助控制系

统来完成列车的自动驾驶，并且对列车的行使安全性以及稳定性加以保证。能够更好的规避因为巨大的加速度或者是

减速度而导致列车运行出现危险隐患。在将 ATO 子系统加以切实使用之后，列车能够结合停车的站点的位置以及准确

度来对车门的开启和关闭进行管控，更好的为乘客创造舒适的乘车感受
[2]
。 

3 轨道交通信号系统技术难点 
3.1 高铁信号系统 

（1）在社会快速发展的影响下，使得人们的生活节奏在不断的加快，这样有效的促进了高铁行业的发展。高铁运

营对信号系统的稳定性要求较高，需要我们对高铁信号系统加以重点关注。当前的信号系统因为其自身技术方面的特

征，在达到新的需求标准之后，往往会遇到诸多的难以解决的问题，也包括超出标准规定的高速运行的需要，运输效

率想要进一步的进行提升是非常困难的，维护工作花费保持在较高的状态，智能化的程度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创

新。想要更加高效的对上述问题加以解决，需要我们联系城市轨道交通各项功能系统来实施技术长信，并编制出更加

完善的铁路信号系统，为社会的快速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3]
。 

（2）为了能够更好的提升铁路运输的效率和质量，新型高铁信号系统需要充分结合实际情况来进行优化完善，在

列车运行速度逐渐提升的过程中，因为列车的整体长度极限值会超出闭塞分区的长度，单纯的对前行列车移动以及固

定闭塞相对比来促进效率的提升是存在一定的困难的
[4]
。 

（3）在上述模式下，由地面核心设备担负复杂的智能化稳定计算工作，地面轨道旁边设置车载设备只担负信息的

收集，整理以及核对工作。很多的研究工作人员对技术发展趋势进行了明确的判断，借助车车通信分散控制形式来取

代地面集中控制的模式。在这一形势下，因为缺少基本的地面安全设备来对车辆运行情况信息来进行统一管控，继而

需要我们采用适当的措施来解决因为网络互通，设备运行故障导致的不良问题。高速列车智能驾驶技术以及安全稳定

性的提升为主要目的，以取代人为控制列车为方法，控制高速列车遵照既定行车方案在线路上行驶。更好的提升车辆

运行的效率和稳定性，从根本上促进运输能力的提升，最大限度的对能源消耗加以控制。但是需要对人员以及车辆中

各项设备的情况进行定期的检核，保证设备能够长期保持在良好的运行状态上，规避危险事故的发生，促进交通运输

网络效率的不断提升。 

3.2 地铁信号系统 

与高铁信号进行比较来说，地铁信号系统中使用的技术更加的前沿，效率更好。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互联互通以及

全程自动驾驶的升级，，LTE-M 系统现如今已经被人们大范围的运用到了城市交通网络之中，并且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

效。因为地铁通常都是在隧道中行驶的，并且都是在北斗星的覆盖范围之内，继而我们不需要对卫星定位技术加以过

多的考虑。因为单线地铁线路情况相对较为清晰，中间站分岔道很少，整套设备通常都是从同一个生产厂家所购买，

可以选择车辆通信分散控制的形式，将列控联锁功能集成至车载，使用在操作较为简便，车站规模较小的线路中
[5]
。 

4 通信信号系统的发展趋势 
4.1 系统的应用实现 IP化 

在科学技术水平大幅度提升的带动下，有效地推动了轨道交通信号系统朝着 IP 化的方向迈进。多信息传递和共享

平台以及多个新型技术的不断优化完善，促进了 IP 服务质量的快速提升，这样就能够更加稳定的带动轨道交通运营信

号系统朝着 IP 化的方向过渡，最终实现交通运行成本控制的目的。 

4.2 通信、信号系统一体化 

就目前而言，城市轨道交通的信号和通信系统还是相对独立的。这种局面不利于轨道交通的发展。近年来，轨道

交通列车自动控制系统（ATC），需要经过多次数据处理和信息交换，才能实现安全防护功能，这种情况需要通信技术

和信号技术的融合统一。我们有理由相信，发展中的通信信号系统将逐步走向一体化，最大限度地实现信息共享和信

息传输，发挥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信号系统的最大作用，体现系统一体化优势。 

5 结语 
综合以上阐述的内容我们可以总结出，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系统主要针对的对象是轨道列车，是对列车的行使安全

性和稳定性加以实时监督管控的专业系统，进而需要我们更好的借助前沿科学技术，带动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系统的健

康稳定发展，这也是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网络建设的未来趋势，并且对于社会和谐健康发展，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也是

非常有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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