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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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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首都机场集团设备运维管理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民用机场协会归口。 

《民用机场胶轮旅客捷运信号系统维护技术规范》共分7章，分别是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

和定义、基本要求、维护技术要求、维护管理要求、更新改造等。 

《民用机场胶轮旅客捷运信号系统维护技术规范》由主编单位负责日常管理。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

和建议，请函告首都机场集团设备运维管理有限公司（地址：北京市顺义区首都机场街道四纬路中国服

务大厦C区6层627），邮编：101399，电话：010-64557434，电子邮箱：Zhangzit@cahs.com.cn）以便

修订时参考。 

本文件起草单位：首都机场集团设备运维管理有限公司、新誉庞巴迪信号系统有限公司、北京首都

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杨金怡、佟晓雪、黎龙辉、肖山、张毅、赵彦龙、马超、胡杰、祖国强、高琳、

宋斌、展杰、张志里、周用、刘文文、王超、陈玲、黄玲颖、张薇、刘怡辰、张紫婷。 

本文件主要审查人：顾培忠、弓剑、王悉、堵建中、廖宇明、宋永学、阮晓俊、谢冉、李隽鹏、王

英龙、潘亦欣。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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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胶轮旅客捷运系统是机场综合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机场运行和旅客出行关系极为密切，与机场

多个运行子系统相连，而信号系统是胶轮旅客捷运系统的核心，负责控制地面设备和列车协同运作，对

列车安全高效运行至关重要，从而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保障旅客出行安全。随着我国民用机场胶轮捷运

系统的迅速发展，机场运力的增加、运能的提升以及运输安全的迫切，亟需建立适用于我国机场实际情

况的胶轮旅客捷运信号系统维护技术规范。 

在本文件编制过程中，在北京首都机场、深圳宝安机场、成都天府机场等捷运信号系统的经验基础

上，借鉴交通部行业标准JT/T 1218.3《城市轨道交通运营设备维修与更新技术规范 第3部分:信号》和

铁运[2012]280号《铁路营业线施工安全管理办法》的架构和深度。 

本文件共7章、3个附录。本文件第5章“维护技术要求”、第6章节“维护管理要求”以及3个“附

录”为胶轮旅客捷运信号系统专有技术要求，是基于目前北京首都机场、深圳宝安机场、成都天府机场

等所采用的较为成熟且国产化较好的胶轮旅客捷运信号系统。本文件其余章节为机场旅客捷运系统的

通用性要求，可供其他制式捷运系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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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机场胶轮旅客捷运信号系统维护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民用机场胶轮旅客捷运信号系统维护的一般规定、维护技术要求和维护管理要

求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民用机场胶轮旅客捷运信号系统的维护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

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

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2758   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GB 50157     地铁设计规范 

GB/T 50833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基本术语标准 

JT/T 1218.1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设备维修与更新技术规范第 1 部分：总则 

JT/T 1218.3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设备维修与更新技术规范第 3 部分：信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机场胶轮旅客捷运系统 airport automated people mover system 

按机场运行需求在机场陆侧、空侧、航站楼提供旅客运输服务，采用全自动运行的胶轮车

辆，具有独立路权的自动化交通系统。 

[来源：T/CCAATB 0015—2021，3.1.1] 

3.2 机场胶轮旅客捷运信号系统 

基于通信的列车自动控制系统 CBTC，由列车自动防护系统 ATP、列车自动运行系统 ATO、联锁

系统 CBI、列车自动监控系统 ATS、数据通信系统 DCS 和信号维护监测子系统等构成。 

3.3 维护 

维护是指对某种事物的保持、修复和保护，以确保其正常功能和状态。在此规范中包括常规

维护、故障修和更新改造。 

3.4 常规维护  routine maintenance 

为维持设备正常状态而实施的清扫、外观检查、状态检查、功能检查、润滑、调整、损耗件

更换、系统优化、数据备份等常规性维修作业。 

[来源：JT/T 1218.3—201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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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天窗修 

天窗是指列车运行图中铺画列车运行线或调整、抽减列车运行线为施工和维修作业预留的时

间，按用途分为施工天窗和维修天窗。 

[来源：铁运[2012]280 号] 

3.6 中修 medium repair 

对达到规定使用周期的设备及部件进行轮换的维修作业。 

[来源：JT/T 1218.3—2018，3.2] 

3.7 大修 heavy repair 

对达到设计寿命的设备进行更换的维修作业。 

[来源：JT/T 1218.3—2018，3.3] 

3.8 应急修 emergency repair 

设备故障后，通过重启、复位、调整、部件替换等基本操作，为快速恢复设备的基本功能、

维持运营服务活动而进行的紧急维修作业。 

[来源：JT/T 1218.3—2018，3.4] 

3.9 状态修 condition based maintenance(CBM)     

运用状态监测和诊断技术，判断设备的性能状态是否正常，在故障发生前进行维修的方式。 

[来源：JT/T 1218.1—2018, 3.9] 

3.10 周转件 turnover spare parts 

用于提高生产效率而周转使用的，可反复修理使用、价值较高、编有独立序号的备品备件。 

[来源：JT/T 1218.2—2018，3.3] 

3.11 关键信号设备 critical  signal equipment 

设备故障后，可能造成行车延误的信号设备，如 ATP 设备、DCS 设备、道岔转辙控制设备、联

锁设备等。 

3.12 单点故障  single point of failure 

 

关键信号设备发生模块故障、线缆断开、软件参数配置错误等异常情况，可能造成行车延误

或影响运营安全。 

[来源：JT/T 1218.3—2018，3.6] 

4 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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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运营单位应建立信号设备维修管理、技术管理、设备质量控制及风险控制制度，落实安全生产管

理规定，对设备进行常规维护、应急修、中修、大修及更新，以维持正常运行。信号设备更新改造范围

可分为全系统或局部更新改造。 

4.2 运营单位信号设备维修与更新工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配备具有相应岗位资格能力的维护、技术、管理等工作人员，并健全岗位责任制，保障定员合

理、责任落实； 

b) 建立设备管理体系，加强资产管理、控制风险和降低成本； 

c) 配置信号设备维修所必需的器材和配件； 

d) 材料选型和技术运用应满足环保、节能及防火要求。 

4.3 在保证设备安全及可靠使用的基础上，运营单位调整信号设备修程修制应符合有关规定。宜采用

先进成熟的检（监）测设备，建立以状态修为主的维修模式。 

4.4 信号设备在投入使用前或应用新技术的，信号维护人员应接受相关技能和安全培训，并经考核合

格后方可上岗，特殊工种或岗位应持证上岗。 

4.5 关键信号设备的维护实行双人互控。 

4.6 运营单位应与机场各部门的协调配合，制定信号设备故障应急预案并定期演练。 

4.7 运营单位应制定信号设备维护管理计划，进行统筹安排并执行。 

5 维护技术要求  

5.1 运营单位应对信号系统检修工作的具体步骤和方法进行规定。制定不同检修项目的维护规程和技

术标准。 

5.2 运营单位应编制设备维护手册、风险管控措施等相关维护规程和工艺文件并贯彻执行。维护规程

和工艺文件管理应满足以下要求： 

a) 维护规程和工艺文件应包括起草部门、起草/修订、审核、批准人员、适用范围、简写词定义、

文件编号、版本号、生效日期等； 

b) 维修和工艺文件应对现场故障类型作出规定，并根据系统设计等相关要求制定相应的故障排查

表； 

c) 根据技术文件编制相应的维修规程和工艺文件。维修规程和工艺文件应包括设备类型、排查方

向、排查方式等，必要时可使用相应的图、表进行补充； 

d) 运营单位应建立维修规程和工艺文件的审核、批准、发布及废止管理制度，并定期组织修订完

善。 

5.3 计划修 

5.3.1 计划修包括巡检、月检、年检、中修、大修，信号设备计划修的维护等级与维护间隔宜符合表

1的规定。 

表 1  信号设备维护等级和维护间隔要求 

序号 维护等级 维护间隔 

1 巡检 ≤7天 

2 月检 ≤3个月 

3 年检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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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修 4-6年 

5 大修 10年/设计寿命 

5.3.2 常规维护：信号设备常规维护包括巡检、月检及年检，对于影响运行的设备维护应使用天窗修

的方式进行。常规维护内容、要求及周期参见附录 A。运营单位可根据运营线路及设备特点进行调整。 

5.3.3 中修：设备中修内容、要求及周期参见附录 B，运营单位可根据运营线路及设备特点进行调整。 

5.3.4 大修：设备大修内容、要求及周期参见附录 C，运营单位可根据运营线路及设备特点进行调整。 

5.4 状态修 

5.4.1 运营单位可以利用既有的信号系统设备监测和诊断功能进行实时监控,需要时宜建设基于信号

设备的智能运维平台，实现对轨旁、车载、中心等设备数据的采集和存储，实时监测基础设施状态和设

备运行情况。 

5.4.2 通过查看数据临界值、冗余件告警或其他告警信息，实现设备故障预测，提前进行维护。 

5.5 应急修 

5.5.1 运营服务期间需进行设备应急修时，应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开展维修作业。 

5.5.2 运营单位应编制设备故障处理手册、应急处置预案，涉及的内容包括 ATS、ATP、ATO、联锁、

DCS 等子系统。 

5.5.3 运营单位应结合运营线路和设备特点，制定应急处理的基本操作方法和安全防护措施，应急修

应包括以下内容： 

a) 系统计算机、服务器等程序运行不稳定故障，采用重启或复位方法； 

b) 电子板卡或芯片等硬件故障，采用替换排除法； 

c) 道岔控制设备故障，采用本地控制，组织维修； 

d) 具有双机或系统热(冷)备功能，主用系统故障时可切换至备用系统； 

e) 运营列车车载信号设备故障，在退出运营服务后进行离线维修； 

f) 设备冗余失效后，在不影响正常的运营秩序和服务质量的情况下，在运营服务结束后进行维修。 

5.5.4 运营单位根据典型应急修事件编制典型案例汇编，用于培训和指导后续故障处置并根据工艺文

件要求定期组织修订完善。 

6 维护管理要求 

6.1 质量管控体系 

6.1.1 运营单位应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建立信号设备维修质量管控体系，设置质量管理组织机构，按

照过程控制和最终验收并重的原则，开展设备维修质量检查验收工作。     

6.1.2 运营单位实行记名修制度和质量检查制度。 

6.1.3 维修人员作业内容以相应的工艺文件为指导。 

6.1.4 维修人员应及时、如实填写维修作业记录，并将作业记录归档保存。  

6.1.5 维修作业的工器具和仪器仪表应定期检定、校准合格，生产设备应进行必要的维护保养，备品

备件等物资应验收合格。 

6.1.6 运营单位应明确设备维修后的验收标准，对验收内容、技术要求进行规定。并对以下设备维护

更新，加强检验、测试等质量控制： 

a) 更换设备部件，应测试设备部件性能或功能； 

b) 更换电缆（含配线）或光缆，应测试电缆或光缆性能，检查设备一致性； 

c) 更换道岔转辙控制设备，应检查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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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更换信号机机构或配线，应检查一致性； 

e) 更换电子板卡，应测试板卡功能或性能； 

f) 更换车地通信设备，应测试车地通信质量或网络性能指标； 

g) 改变设备安装位置并涉及线路限界要求，应测量限界； 

h) 调整系统性能或自检测功能参数，应定期校核。 

6.1.7 经维修的信号设备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验收记录归档留存。 

6.2 记录管理  

6.2.1 运营单位对维修记录的录入、修订、删除、查询进行管理。包含设备履历管理、计划修记录和

应急修记录。 

6.2.2 运营单位应建立设备履历管理制度，要求如下： 

a) 明确设备名称、品牌、规格型号、制造商、投入使用时间、使用寿命、软件版本等信息；  

b) 设备或部件进行中修、大修、更新改造时，应及时更新设备履历。 

6.2.3 规范计划修记录要求和内容，可用表单的形式记录执行相应修程的维修数据，应包含数据测量

值、对于重要数据应记录实际测量值。对于涉及行车安全的数据、磨耗性部件定期测量数据、特殊部件

物理跟踪数据等可另建专项台账记录；完成以上作业后，互控人员签字确认。 

6.2.4 规范应急修填报记录要求和内容，应包含故障现象、处理经过、原因分析及处置情况等（如部

件参数调整、相应备件更换、清洁润滑等信息）。 

6.2.5 普查、整改、状态修等维修记录可参照信号系统计划修要求执行。 

6.2.6 运营单位宜建立信息化管理平台，实现现场电子化维修记录。 

6.2.7 纸质版维修记录应保存不少于 3 年，更新改造记录应保存至设备的使用期限终止。电子版维修

记录应长期保存至设备的使用终止期限并备份留档。 

6.3 备件及周转件管理  

6.3.1 运营单位应建立标准化的备件库及周转件的管理流程，对入库履历管理、出库领用管理、库存

盘点管理、维护保养管理等过程进行规范。宜采用数字化管理方式，建立电子数据库来记录和跟踪备件。 

6.3.2 运营单位应结合设备故障统计分析情况，合理配备备品备件，保证系统运行的必要储备。 

6.3.3 运营单位宜通过地面测试装置试验或委托第三方对备件及周转件进行测试，经验收合格后入库，

并留存验收记录。 

6.3.4 运营单位应做好仓储备件及周转件的管理，避免出现受潮、过热等情况。应按规定定期对备件

及周转件进行维护保养。  

6.3.5 运营单位应界定周转件的范围，将周转件与其他备件区分管理。 

6.3.6 运营单位应建立周转件的纸质或电子履历，内容应包含使用记录、运用时间或动作频次、维修  

记录、改造与升级记录等信息。周转件履历应及时填写，并跟随周转件流转。  

6.3.7 对周转件进行的分解、检查、更换主要零部件、测量主要技术参数、组装、测试试验等维修作

业，应留存相应的作业记录。 

6.4 软件升级管控 

6.4.1 运营单位应建立完善的软件管理制度，明确软件升级/修订的要求。 

6.4.2 运营单位应要求软件升级/修订方按照其单位内部质量控制体系，提供升级/修订后软件的审批

和发布依据。 

6.4.3 运营单位应要求软件升级/修订方对软件进行实验室验证，因实验室条件限制的，可与运营单位

协商后在运营单位进行现场设备验证。 

6.4.4 运营单位应要求软件升级/修订方提交涉及软件升级/修订的软件修改说明及相关资料，运营单

位在验证、审批后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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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5 软件升级/修订应满足以下内容： 

a) 提交设备软件升级优化内容、功能、参数、安全限制、操作手册、维护手册等相关技术文档，

如涉及设备操作和维护方式改变，应提前进行相应的培训； 

b) 软件芯片烧录前，应做好病毒防护措施； 

c) 系统软件功能升级优化，应进行现场测试； 

d) 子系统软件升级优化，应测试软件兼容性； 

e) ATP 系统软件升级优化涉及系统安全防护功能或参数改变，应测试安全防护功能正确性，符

合设计要求，并提供第三方安全认证或相关说明； 

f) 涉及接口设备或系统功能，应测试接口功能正确性，符合设计要求。 

7 更新改造 

7.1 信号系统整体或局部符合下列情况之一者，应按照规定组织开展技术论证： 

a) 国家规定应淘汰的技术性能落后、高能耗、低效率的或国家规定报废的；  

b) 因技术标准改变而不符合当前使用要求，且初步判断不具备维修价值的；  

c) 全系统使用年限已达合同约定年限或 15 年以上的； 

d) 系统、设备已无法达到设计要求或存在严重设计缺陷，影响运营安全的；  

e) 备品、备件供应严重不足或厂家已停产，无法满足正常运营要求的；  

f) 系统性能不能满足线路运能要求的。 

7.2 运营单位应对需要更新改造的信号系统进行全面论证，包括系统能力、设备物理状态、备品备件

和风险源，根据论证结果明确更新方案。 

7.3 运营单位应在信号更新改造项目开展前编制更新改造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案和验收标准。经技术

论证有安全风险的应制定应急预案。 

7.4 运营单位应预先制定更新改造项目目标无法实现的处置方案，包括项目终止、方案变更及让步接

收的条件。 

7.5 更新改造完成后应按规定组织验收，并根据需要开展安全评估，确保安全投入运营。  

7.6 信号设备更新改造项目验收应提交验收报告，资料应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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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信号设备常规维护内容、要求及周期表 

信号设备常规维护内容、要求及周期表参见表 A.1。 

表 A.1    信号设备常规维护内容、要求及周期表 

序号 设备类型 维 修 内 容 维 修 要 求 建议周期 

1  

轨旁

ATP/ATO

设备 

查看 ATP/ATO计算机机柜外观 外观完好、加封加锁齐全 

每周不少于

1次 

2  
查看 ATP/ATO计算机运行状态 

设备运行状态正常、指示灯显示

正确、开关或按钮位置状态正

确、风扇无异常 

3  查看 ATP/ATO计算机告警信息、

设备连接状态、时钟等信息 

运行状态正常，无异常告警、时

钟正确 

4  分析 ATP/ATO计算机系统告警日

志 
记录异常结果 

5  分析 ATP/ATO计算机设备运行状

态 
记录异常结果 

6  检查 ATP/ATO计算机板卡、插接

器等部件 
部件安装牢固 

每季度不少

于 1次 

7  
测试 ATP/ATO计算机冗余功能 符合设备设计要求 

8  
测试 ATP/ATO计算机自检功能 符合设备设计要求 

9  
检查 ATP/ATO计算机机柜接地 地线齐全、接地良好 

每年不少于

1次 

10  清扫 ATP/ATO 计算机机柜防尘

网、过滤组件 
完好、清洁 

11  
测量 ATP/ATO计算机电气特性 符合设备设计要求 

12  

联锁设备 

查看联锁计算机机柜外观 外观完好、加封加锁齐全 

每季度不少

于 1次 

13  
查看联锁计算机运行状态 

设备运行状态正常、指示灯显示

正确、开关或按钮位置状态正

确、风扇无异常 

14  查看联锁计算机告警信息、设备

连接状态等信息 
运行状态正常，无异常告警 

15  
查看联锁计算机时钟 时钟正确 

16  检查联锁计算机板卡、插接器等

部件 
部件安装牢固 

17  
分析联锁计算机系统告警日志 记录异常结果 

18  
分析联锁计算机设备运行状态 记录异常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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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清扫联锁计算机机柜防尘网、过

滤组件 
完好、清洁 

20  
检查联锁计算机机柜接地 地线齐全、接地良好 

每年不少于

1次 

21  
测量联锁计算机电气特性 符合设备设计要求 

22  
测试联锁计算机冗余功能 符合设备设计要求 

23  
测试联锁计算机自检功能 符合设备设计要求 

24  

轨旁控制

设备单元 

查看设备外观 外观完好、加封加锁齐全 

每周不少于

1次 25  
查看设备运行状态 

设备运行状态正常、指示灯显示

正确、开关或按钮位置状态正

确、风扇无异常 

26  
电源检查 符合设备设计要求 

每年不少于

1次 

27  
接地检查 地线齐全、接地良好 

28  
接入电缆的密封检查 符合设备设计要求 

29  

站台屏蔽

门控制单

元 

查看设备外观 外观完好、加封加锁齐全 

每周不少于

1次 30  
查看设备运行状态 

设备运行状态正常、指示灯显示

正确、开关或按钮位置状态正

确、风扇无异常 

31  
测试控制单元冗余功能 符合设备设计要求 

每季度不少

于 1次 

32  
电源检查 符合设备设计要求 

每年不少于

1次 

33  
接地检查 地线齐全、接地良好 

34  
接入电缆的密封检查 符合设备设计要求 

35  

ATS 服务

器设备 

查看计算机机柜外观 外观完好、加封加锁齐全 

每周不少于

1次 

36  
查看计算机运行状态 

设备运行状态正常、指示灯显示

正确、开关或按钮位置状态正

确、风扇无异常 

37  查看计算机告警信息、设备连接

状态等信息 
运行状态正常，无异常告警 

38  
分析计算机系统告警日志 记录异常结果 

39  
分析计算机设备运行状态 记录异常结果 

40  
检查计算机板卡、插接器等部件 部件安装牢固 

每季度不少

于 1次 41  
测试计算机冗余功能 符合设备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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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测试计算机自检功能 符合设备设计要求 

43  清扫计算机机柜防尘网、过滤组

件 
完好、清洁 

每年不少于

1次 

44  
检查计算机机柜接地 地线齐全、接地良好 

45  
测量计算机电气特性 符合设备设计要求 

46  

ATS设备 

查看计算机机柜外观 外观完好、加封加锁齐全 

每周不少于

1次 

47  
查看计算机运行状态 

设备运行状态正常、指示灯显示

正确、开关或按钮位置状态正

确、风扇无异常 

48  查看计算机告警信息、设备连接

状态、时钟等信息 

运行状态正常，无异常告警、设

备连接状态正常、时钟正确 

49  
分析计算机系统告警日志 记录异常结果 

50  
分析计算机设备运行状态 记录异常结果 

51  备份系统日志、数据，清理系统

磁盘垃圾文件 

符合设备设计要求，记录异常结

果 

每季度不少

于 1次 

52  
查看计算机板卡、插接器等部件 部件安装牢固 

53  
测试计算机冗余功能 符合设备设计要求 

54  
测试计算机自检功能 符合设备设计要求 

55  清扫计算机机柜防尘网、过滤组

件 
完好、清洁 

每年不少于

1次 

56  
检查计算机机柜接地 地线齐全、接地良好 

57  
测量计算机电气特性 符合设备设计要求 

58  

数据传输 

系统

(DCS) 

设备 

查看计算机机柜外观 外观完好、加封加锁齐全 

每周不少于

1次 

59  查看网管告警信息、设备连接状

态、时钟等信息 

运行状态正常，无异常告警、设

备连接状态正常、时钟正确。 

60  
查看计算机运行状态 

设备运行状态正常、指示灯显示

正确、开关或按钮位置状态正

确、风扇无异常 

61  
分析系统告警日志 记录异常结果 

62  
分析设备运行状态 记录异常结果 

63  备份系统日志、数据，清理系统

磁盘垃圾文件 

符合设备设计要求，记录异常结

果 

每季度不少

于 1次 

64  
查看计算机板卡、插接器等部件 部件安装牢固 

65  
测试计算机冗余功能 符合设备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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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测试计算机自检功能 符合设备设计要求 

67  
检查计算机机柜接地 地线齐全、接地良好 

每年不少于

1次 68  
测量计算机电气特性 符合设备设计要求 

69  

人员防护

开关 

检查配线、端子及各螺栓 紧固、无锈蚀 
每季度不少

于 1次 70  
测试零速功能 符合设备设计要求 

71  

电源设备 

查看电源屏、不间断电源(UPS)

外观 
外观完好、加封加锁齐全 

每季度不少

于 1次 

72  
查看电源屏、UPS 运行状态、电

源屏监测告警信息、电源屏监测

单元时钟 

设备运行状态正常、指示灯显示

正确、开关或按钮位置状态正

确、无异常，运行状态正常，无

异常告警、时钟正常 

73  
检查稳压柜工作状态 

设备运行状态正常、指示灯显示

正确、开关或按钮位置状态正

确、无异常 

74  
检查防雷配电箱状态 

防雷元件状态良好、开关或按钮

位置状态正确、无异常 

75  测试电源屏电源切换功能、电源

屏模块冗余功能 
符合设备设计要求 

每年不少于

1次 

76  测试 UPS正常工作与静态旁路相

互切换功能 
符合设备设计要求 

77  测量电源屏输入、输出电气以及

电池的电气特性 
符合设备设计要求 

78  
测试 UPS放电功能 符合设备设计要求 

79  
检查 UPS电池 连接良好，无漏液，无膨胀 

80  
检查地线，安装牢固 地线齐全、接地良好 

81  

操作按钮 

检查各按钮、指示灯等 齐全，完好 
每周不少于

1次 

82  
测试扣车、紧急停车按钮功能 符合设备设计要求 

每年不少于

1次 

83  
检查清扫配线、紧固端子螺栓 配线整齐，接触牢固 

84  
检查、整修，防尘 完好 

85  

组合架、

防雷分线

柜等设备 

检查清扫组合架、综合架、走线

架、分线架及电缆沟槽 
清洁 

每季度不少

于 1次 

86  
检查测试地线，不良整修 符合设备设计要求 

87  检查防雷元件、阻容元件、二极

管 
状态正常 

88  
检查、整修防尘、防鼠设施 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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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检查熔丝报警试验，熔丝容量核

对 
符合设备设计要求 

90  

道岔控制

设备 

检查控制设备箱盒、基础 无破损、漏水、漏油，安装良好 

91  检查转辙机控制设备线缆、电缆

和配线 

配线整齐，标牌、图表齐全、准

确 

92  
道岔转动试验（自动/手动） 状态正常 

93  
一致性测试 符合设备设计要求 

94  

信号机设

备 

检查机构、机柱外观 
外观完好，基础稳固、粉饰良好，

限界标记清晰，机构加锁良好 

每年不少于

1次 

95  
检查梯子、箱盒、箱盒加锁状态 无损伤、无漏水、加锁完好 

96  
基础面清扫 清洁 

97  
检查接地、测量电气特性 符合设备设计要求 

98  
检查机构、机柱及梯子机械强度 符合设备设计要求 

99  

光/电缆 

检查设备安装环境 无漏水或积水 

每年不少于

1次 

100  
检查电缆经路及电缆盒外观 

电缆标、地下接头标、警示牌齐

全、清晰，过桥、过涵电缆防护

良好 

101  检查箱盒、检查外部安装螺栓、

检查光/电缆安装固定 
无破损、裂纹、紧固、牢固 

102  
检查室内电缆沟(槽) 封堵、防护良好 

103  

信标 

检查设备外观、部件 
无破损，标识清晰、齐全、安装

牢固，无锈蚀 每年不少于

1次 104  
测量电气和机械性能 符合设备设计要求 

105  

轨旁无线 

传输设备 

检查设备工作状态、安装设备基

础检查 
符合设备设计要求 

每季度不少

于 1次 

106  
天线方向检查 符合设备设计要求 

107  
检查设备安装环境 无漏水或积水 

108  检查柜门关闭是否良好，锁头是

否完好 
完好，动作灵活 

109  检查设备箱盒外观、铭牌、标识

是否良好、箱盒密封性 
齐全，完好，密封 

110  检查设备和箱盒安装螺栓、螺栓

清洁 
紧固，无锈蚀、清洁 

111  检查电缆连接及地线、测试电气

参数 

紧固，无锈蚀，符合设备设计要

求 

每年不少于

1次 

112  
维护系统 查看计算机机柜外观 外观完好、加封加锁齐全 

每周不少于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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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查看计算机告警信息、设备连接

状态、时钟等信息 

运行状态正常，无异常告警、时

钟正确 

114  
查看计算机运行状态 

设备运行状态正常、指示灯显示

正确、开关或按钮位置状态正

确、风扇无异常 

115  
分析计算机系统告警日志 记录异常结果 

116  
分析计算机设备运行状态 记录异常结果 

117  
查看计算机板卡、插接器等部件 部件安装牢固 

每季度不少

于 1次 

118  备份系统日志、数据，清理系统

磁盘垃圾文件 

符合设备设计要求，记录异常结

果 

119  
校核计算机自检测精度 符合设备设计要求 

120  清扫计算机机柜防尘网、过滤组

件 
完好、清洁 

每年不少于

1次 

121  
检查计算机机柜接地 地线齐全、接地良好 

122  
测量计算机电气特性 符合设备设计要求 

123  

车载 ATP/ 

ATO设备 

检查外观、标识标签 完好 

每周不少于

1次 

124  
检查车载计算机初始化状态 符合设备设计要求 

125  
检查各板卡工作状态 符合设备设计要求 

126  
查看散热装置工作状态 运行状态良好 

127  清洁设备外观、防尘网及散热装

置 
清洁 

每季度不少

于 1次 

128  检查防尘、防鼠设施、接插件、

地线及各部螺栓 
完好、紧固，无锈蚀 

129  
检查设备地线、各部件插接器 紧固，完好 

130  
检查计算机通信功能 符合设备设计要求 

131  检查与车辆系统接口开关、按钮

功能 
符合设备设计要求 

每年不少于

1次 

132  
冗余功能测试 符合设备设计要求 

133  
ATP 防护人工驾驶模式功能测试 符合设备设计要求 

134  
自动驾驶模式功能测试 符合设备设计要求 

135  
车辆驾驶模式切换功能测试 符合设备设计要求 

136  
停车精度测试 符合设备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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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自动折返驾驶模式功能测试 符合设备设计要求 

138  检查系统测速与车辆系统测速

误差 
符合设备设计要求 

139  清洁设备、维护终端内部、防尘

网及散热装置 (板卡级除外) 
清洁 

140  

车载人机 

界面 

检查外观、标识标签 
显示屏完好、清晰、标签齐全完

好 

每周不少于

1次 

141  
检查设备运行状态 符合设备设计要求 

142  
检查触摸功能 符合设备设计要求 

143  设备外观清洁，接插件、地线及

各部螺栓紧固检查 
清洁、紧固 

每季度不少

于 1次 

144  

车载接收

/发送装

置 

检查外观完好、标识标签 

安装紧固，部件齐全，无松脱或

脱落现象，标识齐全完好，外观

清洁 
每季度不少

于 1次 
145  检查接插件及各部螺栓、减振装

置 
紧固，完好 

146  
检查连接电缆 紧固，无扯拉现象 

147  

车载测速 

装置 

检查外观完好、标识标签 

安装紧固，部件齐全，无松脱或

脱落现象，标识齐全完好，外观

清洁 
每季度不少

于 1次 
148  检查接插件及各部螺栓、减振装

置 
紧固，完好 

149  
检查连接电缆 紧固，无扯拉现象 

150  

网络安全

设备 

病毒库更新 符合正版、安全、稳定要求 
每年不少于

1次 151  
安全设备运行状态检查 符合设备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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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信号设备中修内容、要求及周期表 

信号设备中修内容、要求及周期表参见表 B.1。 

表 B.1  信号设备中修内容、要求及周期表 

序号 设备类型 维 修 内 容 维 修 要 求 建议周期 

1 
道岔控制

设备 
配线测试 

检查、测试室内分线柜与道岔

控制设备箱内之间配线，对外

观龟裂、绝缘不良的应更换。更

换后做一致性测试并保留记录 

4-6年 

2 继电器 继电器轮换测试维护 

对继电器进行检查、性能测试、

修理，更换不良部件，经维护后

恢复设备性能 

4-6年 

3 

电源设备 

检查通风防尘部件 
检查测试通风防尘部件，更换

不良部件 
4-6年 

4 
小型不间断电源整机下线测试

维护 

对功率小于 5kVA 的不间断电

源进行整机下线测试维护，经

维护后恢复设备性能 

4-6年 

5 

ATS服务

器、工作

站终端 

性能测试和部件更换 

根据设备特点进行性能测试，

对性能不良的内存、主板、硬

盘、显卡、风扇、电源等部件进

行更换，经维护后恢复设备性

能 

4-6年 

6 
数据传输

系统

（DCS）

设备 

检查通风防尘部件 
检查测试通风防尘部件，更换

不良部件 
4-6年 

7 备用通道误码率和光功率测试 
测试结果参见 GB50382 中的规

定 
4-6年 

8 

车载设备 

通风防尘检查 

a)检查测试通风部件，更换不

良部件； 

b)防尘滤网、密封圈更换 

4-6年 

9 
接收/发送天线装置检查和性

能测试 

接收/发送天线装置进行性能

测试，更换性能不良部件 
4-6年 

10 紧固件检查 

a)对锈蚀、氧化部件进行更换，

补强防松防脱落措施 ； 

b)检查螺栓、螺母紧固力矩符

合标准 

4-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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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信号设备大修内容、要求及周期表 

信号设备大修内容、要求及周期表参见表 C.1。 

表 C.1  信号设备大修内容、要求及周期表 

序号 设备类型 维 修 内 容 维 修 要 求 建议周期 

1 
服务器、

工作站 
整机或部件更换 

结合系统设备性能需求选用原型号

或能与系统兼容且性能更佳的设备 

10年/设计寿

命 

2 

交换机、

路由器、

防火墙等

网络设备 

整机或部件更换 
结合系统设备性能需求选用原型号

或能与系统兼容且性能更佳的设备 

10年/设计寿

命 

3 
操作终端

显示器 
整机或部件更换 

结合系统设备性能需求选用原型号

或能与系统兼容且性能更佳的设备 

10年/设计寿

命 

4 

电源设备 

小型不间断电源整机更换 

功率小于 5kVA 的不间断电源进行

整机更换，选用原型号或能与系统

兼容且性能更佳的设备 

10年/设计寿

命 

5 
大型不间断电源整机或部

件更换 

结合系统设备性能需求选用原型号

或能与系统兼容且性能更佳的设备 

10年/设计寿

命 

6 蓄电池整组更换 
结合系统设备性能需求选用原型号

或能与系统兼容且性能更佳的设备 

10年/设计寿

命 

7 电源屏整体或部件更换 
结合系统设备性能需求选用原型号

或能与系统兼容且性能更佳的设备 

10年/设计寿

命 

8 磁盘阵列 整机或部件更换 
结合系统设备性能需求选用原型号

或能与系统兼容且性能更佳的设备 

10年/设计寿

命 

9 

车载接收

/发送天

线装置 

整机或部件更换 
结合系统设备性能需求选用原型号

或能与系统兼容且性能更佳的设备 

10年/设计寿

命 

10 
车载测速

装置 
整机或部件更换 

结合系统设备性能需求选用原型号

或能与系统兼容且性能更佳的设备 
10年/设计寿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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