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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传输系统应用实践探究
陈　鹤，余　适

（中兴（温州）轨道通讯技术有限公司，浙江 温州 325000）

摘　要　随着城市轨道交通的快速发展，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传输系统在交通运行、乘客服务、设备监控和应急响

应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传输系统的定义和功能进行阐述，分析了其组成和技术

特点。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传输系统的应用场景和需求，并重点介绍了其在应急响应、设备监

控和维护以及车辆运行中的实际应用。通过实践案例的分析，总结了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传输系统的优势和局限性，

并提出了未来发展的方向和挑战。本研究旨在为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传输系统的应用提供实践经验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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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和交通需求的不断增长，城

市轨道交通作为一种高效、环保的交通方式得到了广

泛的推广和应用。在城市轨道交通系统中，通信传输

系统作为信息交流和数据传输的重要基础设施，对于

保障交通运行安全、提升乘客服务质量以及实现设备

监控和维护至关重要。

1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传输系统的定义和功能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传输系统是城市轨道交通系统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负责实现列车、车站、控制中

心等各个部件之间的信息传递和控制 [1]。通信传输系

统在城市轨道交通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不仅

直接影响着列车运行的安全性和效率，还直接关系到

乘客的出行体验和交通运营的整体效益。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传输系统的功能包括：（1）实

时通信：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传输系统能够实现列车、

车站和控制中心之间的实时通信。（2）信号控制：通

信传输系统承载着信号控制的重要任务。它将控制中

心发送的信号传输给各个车站和列车，确保列车按照

指定的时刻表和运行计划进行运行。同时，通信传输

系统还能够接收列车和车站发送的信号，实时监测列

车的运行状态，并根据需要进行调整和控制。（3）故

障监测与报警：通信传输系统能够监测和检测通信设

备的工作状态和运行质量。一旦发现通信故障或异常

情况，系统会及时发出报警信号，通知相关人员进行

处理。这有助于快速定位故障点并采取措施修复，保

证通信系统的稳定运行。（4）数据传输和存储：通信

传输系统能够高效地传输各类数据，包括列车运行数

据、乘客信息、故障报警等。（5）远程监控与管理：

通信传输系统支持远程监控和管理功能，使得运营人

员可以通过控制中心或其他指定终端实时监测和管理

城市轨道交通的运行情况。通过远程监控，运营人员

可以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相应措施，提高运行效率和

安全性。

2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传输系统的组成和技术

特点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传输系统是由多个组成部分构

成的，包括列车通信设备、车站通信设备、控制中心

通信设备和网络传输设备等。

首先，列车通信设备是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传输系

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列车无线通信设备和列车

内部通信设备。列车无线通信设备用于车辆之间的通

信，包括列车间通信和列车与控制中心之间的通信。

列车内部通信设备用于乘客和乘务人员之间的通信，

例如乘客呼叫按钮和车内广播系统。其次，车站通信

设备也是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传输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包括车站广播系统、自动售票机系统、安检系统等。

车站广播系统用于向乘客提供列车信息和安全提示。

自动售票机系统用于实现自助售票功能，提供便利的

购票方式。安检系统用于确保乘客的安全和防范恶意

行为。控制中心通信设备是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传输系

统的核心部分。它包括信号设备和调度通信设备。信

号设备用于实现列车的运行控制，确保列车在轨道上

安全运行。调度通信设备用于实现运营调度员与列车

驾驶员之间的通信，进行运营指挥和调度。最后，网

络传输设备是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传输系统的基础设施。

它包括光缆、交换机等，用于实现数据的传输和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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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传输设备需要具备高带宽和高速度的特点，以满

足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对大容量数据传输的需求。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传输系统的特点有以下几个方

面。（1）高可靠性：由于城市轨道交通的运营安全和

效率对通信传输系统的可靠性要求非常高，因此通信

传输系统必须具备高可靠性的特点，能够保证系统的

稳定运行。（2）高实时性：城市轨道交通的运营需要

对各个部件进行实时控制和监测，因此通信传输系统

需要具备高实时性的特点，能够快速响应和处理各种

信息，确保运营的及时性和准确性。（3）高带宽和高

速度：城市轨道交通的信息量较大，包括列车位置、

速度、信号状态等信息，同时还需要传输乘客信息、

广播信息等。因此，通信传输系统需要具备高带宽和

高速度的特点，以满足信息传输的需求 [2]。

综上所述，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传输系统由多个组

成部分构成，包括列车通信设备、车站通信设备、控

制中心通信设备和网络传输设备等。它具有高可靠性、

高实时性和高带宽、高速度的技术特点，以满足城市

轨道交通系统对通信传输的需求。

3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传输系统的应用场景和

需求分析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传输系统在日常运营中有多个

应用场景，并需要满足相应的需求。

首先，通信传输系统在列车运行信息传递中起着

重要作用。它能够实时传递列车的位置、速度、运行

状态等信息，以便进行运行调度和决策。通过通信传

输系统，调度员可以及时了解列车的运行情况，确保

列车的正常运行和乘客的安全。其次，通信传输系统

在列车调度指挥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调度员通过通

信传输系统与列车驾驶员进行通信，进行列车的运行

调度和指挥。调度员可以根据列车的位置信息和运行

状态，对列车进行准确的调度和控制，以保证运营的

顺利进行 [3]。另外，通信传输系统在安全监测预警方

面也具有重要意义。通过通信传输系统，可以实时传

输安全监测设备所采集到的数据，如视频监控、火灾

报警等。这些数据可以帮助运营管理人员及时发现潜

在的安全隐患，并采取相应的预警和应急措施，确保

乘客和工作人员的安全。此外，通信传输系统还用于

广播通知和乘客信息发布。通过通信传输系统，可以

向车站和列车内传递广播通知、列车运行信息、乘客

服务信息等。这样可以及时向乘客提供相关信息，方

便乘客的出行和使用体验。

综上所述，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传输系统的应用场

景涵盖了列车运行信息传递、列车调度指挥、安全监

测预警、广播通知等多个方面。在应用中，通信传输

系统需要满足实时性、可靠性以及带宽和速度的需求，

以确保运营的安全和效率。

4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传输系统应用实践

4.1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传输系统在应急响应

中的应用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是城市重要的公共交通方式之

一，其安全性和可靠性对于乘客和运营机构至关重要。

在应急情况下，如突发故障、自然灾害或恐怖袭击等，

快速而有效的应急响应至关重要。城市轨道交通通信

传输系统在应急响应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下将详

细介绍其应用实践。

首先，实时监控和指挥系统。城市轨道交通通信

传输系统通过实时监控和指挥系统，能够迅速获取车

辆运行状态、乘客流量以及设备故障等信息。当发生

应急情况时，监控中心可以立即收到相关信息并进行

分析，从而快速做出应对决策。例如，在列车发生故

障或人员滞留时，监控中心可以通过通信传输系统与

现场工作人员实时沟通，指导他们采取适当的应急措

施 [4]。其次，紧急广播和信息发布系统。城市轨道交

通通信传输系统配备了紧急广播和信息发布系统，可

以在应急情况下向乘客发布紧急通告和指示。通过列

车内部和车站的音频和视频设备，系统可以向乘客传

达重要的安全信息和疏散指示，确保乘客的安全和秩

序。再次，应急通信系统。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传输系

统的应急通信系统包括对讲机、无线通信设备等，用

于现场工作人员之间的快速通信。在应急情况下，工

作人员可以通过应急通信系统与监控中心或其他工作

人员进行紧急联系，协调救援行动，并及时汇报情况。

最后，紧急救援设备的通信支持。城市轨道交通通信

传输系统为紧急救援设备提供通信支持，如消防车、

救护车等。这些设备通常配备了专用的通信设备，可

以与轨道交通通信传输系统进行联动，确保在应急情

况下能够及时到达事故现场，展开救援行动。

通过以上实践应用，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传输系统

在应急响应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提高了应急处理的效

率和准确性。然而，随着城市轨道交通的不断发展和

扩大规模，系统的容量和覆盖范围也需要不断提升，

以应对更复杂的应急情况。此外，数据安全和网络保

护也是应急响应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确保系统的



69

科 创 产 业总第 542期 2023年 9期 (上 )

稳定性和可靠性。

4.2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传输系统在设备监控

和维护中的应用

首先，设备状态监测和故障诊断。城市轨道交通

通信传输系统通过各种传感器和监测设备，对车辆、

信号设备和轨道等关键设备的状态进行实时监测。通

过传输系统，监测中心可以接收到设备传感器的数据，

并进行分析和诊断。一旦发现设备异常或故障，可以

及时发出警报，并派遣维护人员进行修复，以确保设

备的正常运行。其次，远程控制和操作。城市轨道交

通通信传输系统提供了远程控制和操作功能，使得维

护人员可以通过网络远程访问设备，进行控制和操作。

例如，通过传输系统，维护人员可以对信号设备进行

远程控制和调整，以确保列车的运行安全和准时性。

这种远程操作的方式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减少人员上

下车和设备维护的时间和成本。然后，数据传输和存储。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传输系统可以实现大量数据的传输

和存储，包括设备状态数据、故障记录、维护日志等。

这些数据通过传输系统上传到监测中心或云服务器中

进行存储和分析。维护人员可以通过访问这些数据，

了解设备的历史运行情况，分析设备的故障模式，并

制定更有效的维护策略。最后，维护管理系统的应用。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传输系统与维护管理系统相结合，

能够实现对设备维护的全面管理。维护管理系统可以

根据设备的状态和维护计划，自动生成维护任务，并

分配给相应的维护人员。通过传输系统，维护人员可

以接收任务和指令，并及时上报维护结果和反馈。这

种维护管理系统的应用可以提高维护的效率和准确性，

保障设备的正常运行。

通过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传输系统在设备监控和维

护中的应用，可以实现对设备状态的实时监测和故障

诊断，提高设备的运行效率和可靠性。远程控制和操

作的功能可以减少人员上下车和设备维护的时间和成

本。数据传输和存储的能力可以为设备维护提供历史

数据和分析依据。维护管理系统的应用可以提高维护

工作的效率和准确性。然而，在实际应用中，还需要

解决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的问题，确保传输系统的稳

定性和可靠性。

4.3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传输系统在车辆运行

中的应用

首先，列车调度和运行控制。城市轨道交通通信

传输系统通过与列车的实时通信，可以对列车进行调

度和运行控制。调度员可以通过传输系统获取列车位

置、速度和运行状态等信息，根据交通情况和乘客需求，

做出合理的调度决策，以确保列车的正常运行和乘客

的安全。其次，列车与车站之间的无线通信系统。城

市轨道交通通信传输系统配备了列车与车站之间的无

线通信系统，使得车辆与车站之间可以进行实时的双

向通信。乘客可以通过这个无线通信系统获取到列车

到站时间、车厢拥挤程度等信息，以便做出合理的乘

车决策。同时，车辆与车站之间的通信也能够提供实

时的运行信息，帮助车站人员做好站台的管理和服务。

然后，车辆内部通信系统。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传输系

统还包括车辆内部的通信系统，用于乘客与乘务员之

间的通信。乘客可以通过车辆内部通信系统向乘务员

提出问题、报告异常情况或寻求帮助。乘务员可以及

时回应并采取适当的措施，保障乘客的安全和服务质

量。最后，乘客信息传输系统。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传

输系统通过乘客信息传输系统，可以向乘客提供实时

的列车到站时间、运行调整信息等。这些信息可以通

过车站显示屏、车厢信息显示器、手机应用程序等方

式传递给乘客，方便他们做出乘车决策和行程安排。

5 结论

总之，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传输系统是城市轨道交

通运营中至关重要的一环。通过对城市轨道交通通信

传输系统的应用实践进行探究，我们可以发现该系统

在应急响应、设备监控和维护以及车辆运行等方面发

挥着重要作用。它提高了交通运行的安全性和效率，

优化了乘客服务体验，并实现了对设备状态的实时监

控和维护。然而，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传输系统在数据

安全和隐私保护、系统运维和升级等方面仍面临一些

挑战。因此，在未来的发展中，需要引入新技术，加

强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同时解决系统运维和升级的

问题，以进一步提升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传输系统的应

用效果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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