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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务来源，起草单位，协作单位，主要起草人 

1、任务来源 

本标准依照《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的规定，由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新技术促进分会于 2020 年 5 月提出，报请中国交

通运输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批准立项为团体标准（中交协秘字

【2020】52 号），标准立项时间为 2020 年 11 月，按计划标准编制完

成日期为 2022 年上半年。 

2、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中车浦镇

庞巴迪运输系统有限公司。 

3、协作单位：上海轨道交通八号线三期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地

铁维护保障有限公司、上海申凯公共交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市

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成都

天府国际机场建设指挥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博

维航空设施管理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

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华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标准主要起草人 

序号 姓  名 单  位 职务/职称 分工 

1 赵小文 
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

公司 
副总师/教高 标准总牵头 

2 徐海大 
中车浦镇庞巴迪运输系

统有限公司 
总经理 标准总牵头 

3 王振 
中车浦镇庞巴迪运输系

统有限公司 

车辆总体设计

师/高工 

标准起草（试

验） 

4 朱冬进 
中车浦镇庞巴迪运输系

统有限公司 

研发中心总监/

高工 

标准起草（总

体） 

5 王传福 中车浦镇庞巴迪运输系 市场总监 标准修改 



 

 

序号 姓  名 单  位 职务/职称 分工 

统有限公司 

6 赖锦堂 
中车浦镇庞巴迪运输系

统有限公司 
系统集成总体 

标准起草(工

程接口) 

7 龚继如 
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

公司 

教授级高级工

程师 

标准起草（空

调） 

8 王晓玲 
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

公司 
高级工程师 

标准起草（内

装） 

9 王庆国 
上海轨道交通八号线三

期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

理/教高 
标准审查 

10 陈丽峰 
上海轨道交通八号线三

期发展有限公司 

机电部经理/高

工 
标准审查 

11 余佑民 
上海地铁维护保障有限

公司车辆分公司 

设备管理部经

理/高工 
标准修改 

12 王琰 
上海申凯公共交通运营

管理有限公司 

松江线总经理/

高工 

标准起草（控

制） 

13 朱蓓玲 

上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

通设计研究院线路综合

规划研究分院 

院长/教高 标准审查 

14 李珂 
深圳市机场（集团）有

限公司扩建工程指挥部 

机电工程部部

长/高工 
标准修改 

15 刘书琼 
深圳市机场（集团）有

限公司扩建工程指挥部 

捷运系统副经

理 

标准起草（牵

引） 

16 杨建伟 
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建设

指挥部 

机电工程部总

经理/高工 

标准起草（安

全） 

17 李霖 
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建设

指挥部 

规划设计部副

总经理/高工 

标准起草（车

体） 

18 任海平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

有限公司 

航站楼管理部

副总经理 

标准起草（控

制） 

19 祖国强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

有限公司 

APM系统业务

经理/高工 

标准起草（转

向架） 

20 李磊 
北京博维航空设施管理

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标准修改 

21 张兆南 北京博维航空设施管理 捷运管理部经 标准起草(运



 

 

序号 姓  名 单  位 职务/职称 分工 

有限公司 理 输质保) 

22 张颀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

有限公司 
经济师 标准修改 

23 姚烁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

有限公司 
经济师 

标准起草(验

收) 

24 田连升 
深圳市市政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教高 标准审查 

25 李苍楠 
华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轨道所 
副所长/高工 

标准起草（空

调） 

26 施江冲 
中车浦镇庞巴迪运输系

统有限公司 

科技管理部主

管 
标准化审查 

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1、制定标准的必要性 

自动导向系统属于中低运量系统，可作为大城市骨干线网的接驳

线、加密线，也可为机场或园区快速公共交通系统解决方案，符合当

前城镇化发展对中、小城市轨道交通干线及大型机场、CBD 商贸区、

企业园区的中低运量轨道交通建设需求。与大运量地铁相比，其技术

体系尚不够成熟和完备。从技术标准体系的完整性来看，不同主机厂

各自拥有不兼容的专利或规格，无论是系统设计还是各项产品设计均

未形成统一或兼容的规范和标准，有必要规范车辆的主要技术参数、

性能指标和车辆的基本功能性能要求，为车辆的安全生产和运行标准

化提供标准保障。 

2、编制的意义 

目前，国内上海浦江线、成都天府国际机场、深圳宝安机场、香

港机场、首都机场等均采用自动导向轨道交通系统来解决城市线路末

端或机场内部旅客运输，未来国内将会有更多自动导向轨道交通系统

投入运营，制定统一的规范对促进自动导向轨道交通系统的规范化、

合理化、标准化具有重要意义，为轨道交通多制式不断发展完善建立

坚实的基础。 



 

 

三、主要工作过程 

1、申报阶段：2020 年 4 月，协会新技术促进分会下达《关于开

展 2020 年度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团体标准立项申请工作的通知》（中交

协新促秘字【2020】16 号），主编单位开展项目编制建议、预研、开

题工作，于 2020 年 5 月正式提交标准申报书及标准建议稿。 

2、立项阶段：2020 年 9 月，协会组织召开标准立项论证会议，

会议通过了本标准的立项论证，并报中国交通运输协会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批准立项；2020 年 11 月正式下达立项公告（中交协秘字【2020】

52 号），标准正式立项。 

3、大纲制定阶段：标准立项后，由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

和中车浦镇庞巴迪运输系统有限公司正式组建工作组，启动标准大纲

编制工作；2021 年 4 月，协会标委会在北京组织召开标准大纲审查

会，标委会领导及与会专家对标准的大纲进行了逐条研讨，并对本标

准的层级划分和标准名称等内容提出了修改建议，完善后形成本标准

的编制大纲。 

4、起草阶段：2021 年 4 月，起草组按照大纲要求，启动标准草

案编制工作，起草组由相关业主、设计院、高校等专家代表组成，对

草案具体内容进行了反复讨论、协调和修改，并在内部征求意见，完

善后，现形成征求意见稿草案。 

5、征求意见稿阶段：2021 年 9 月，协会组织召开标准征求意见

稿草案审查会，与会专家对标准征求意见稿草案进行了逐条研讨，充

分交流讨论后，确定修改意见。9 月～10 月，起草组处理上述意见，

修改完善草案，形成本征求意见稿。 

6、后期工作计划：2021 年 11 月～2021 年 12 月，根据征求的意

见，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修改完善，形成送审稿；2022 年 1 月，提交

送审稿，报请主管部门审查，召开送审稿审查会议，征求专家意见；

2022 年 3 月，根据送审稿专家意见，修改完善送审稿，形成报批稿。



 

 

根据协会对报批稿的意见，完善并提交修改后的报批稿。 

四、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的编制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化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等标准化法律法规规章，以及《标准化工

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

给出的规则。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实验验证的论述 

1、主要条款说明 

本文件规定了自动导向轨道交通车辆的使用条件、车辆类型、基

本要求与一般规定、车辆制式与列车编组、车体及其内装设备、转向

架、制动系统、电气系统、空气调节装置、安全设施、控制诊断系统、

通讯与乘客信息系统、试验与验收、标志、运输与质量保证期限等内

容。 

本文件适用于采用中央导向轨导向，橡胶轮胎走行的自动导向轨

道交通车辆（以下简称车辆）。 

本标准依据 GB/T 7928《地铁车辆通用技术条件》，参考 GB 50490

《城市轨道交通技术规范》、GB 50157《地铁设计规范》、ASCE 21《自

动旅客捷运系统标准》及 CJJ/T 277《自动导向轨道交通设计标准》，

结合应用实际编制。 

2、主要技术指标、参数 

（1）车辆主要技术规格。 

序

号 
名称 

参数 

I型车 II型车 

1 最高运行速度/km/h 80 60 

2 
车辆长度（车钩连接面之

间）/mm 
12 750 

3 车辆宽度/mm 2 850 



 

 

序

号 
名称 

参数 

I型车 II型车 

4 车辆高度/mm ≤3 615 

5 车内净高/mm ≥2 100 ≥2 070 

6 地板面高（空载）/mm 1 110 1 100 

7 轴重/t ≤14 

8 轴距/mm 7 580 6 096 

9 车轮中心距/mm 2 050 2 032 

10 每辆车侧门/对 2 

11 车钩高度/mm 805 711 

（2）关键指标的确定 

本次新编标准，在 GB/T 7928 的基础上，比对了 ASCE 21 及 CJJ/T 

277 的情况，参考了 GB 50157、GB 50490 等相关标准，补充 RAMS、

LCC、防水要求、质量与材料、接口、全自动驾驶等内容，增加车辆

总体和各系统的描述条款数量，升级不合时宜的参数、结构和性能描

述，细化自动导向轨道交通车辆的参数。 

在 GB/T 7928 的基础上，具体升级项点如下（包含但不限于）： 

（1）正常工作海拔不超过 1200m 改为不超过 1400m，更改依据

GB 32347.1《轨道交通 设备环境条件 第 1 部分：机车车辆设备》。 

（2）规范车辆尺寸，补充 GB 50157 中合理的，GB/T 7928 中缺

少的部分（如车辆总体参数方面）。 

（3）增加橡胶轮胎的定义，更改轨距、曲线半径等线路定义。 

（4）规定列车编组车型，避免国内形式过于繁杂，避免车辆厂

疲于修改编组车型，目前国内暂无相关标准规定自动导向轨道交通车

辆的类型。 

（5）按照 GB 50157，细化车辆基本布置及尺寸的条款。 

（6）重核载客量，将超员载荷按照 9 人/m²计算。 



 

 

（7）删除受电弓受电的供电方式，与自动导向轨道交通系统的

特点对应，可降低隧道线路的设计高度、增强高架线路的美观性。 

（8）自动导向轨道交通车辆采用 GOA4 等级的无人驾驶技术，

不设置司机室，删除了关于司机室设计方面的内容。 

（9）重新定义橡胶轮胎转向架的结构内容；将基础制动装置的

形式由踏面制动改为鼓式制动，符合橡胶轮胎转向架的技术特点。 

（10）增加防水要求、质量与材料、接口。 

（11）本标准在车辆电磁兼容等方面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既考虑

了独立设备的相关测试和限值要求，也考虑了整车测试的相关要求，

同时提出了电磁场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尤其是对安装心脏起搏器的人

员的影响的相关测试要求。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标准的编制过程中没有遇到重大分歧意见。 

七、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说明采标程度，以及与国内外

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八、作为推荐性标准建议及其理由。 

本标准建议作为推荐性发布实施。 

九、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 

无。 

十、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标准起草组 

2021 年 10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