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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车辆 列车视频监控系统》
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1、任务来源，起草单位，协作单位，主要起草人

1）任务来源

根据《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相关规定，中

国交通运输协会组织专家对申报 2020 年度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团

体标准制定征集工作的团体标准组织专家评审，评审结果报中国

交通运输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进行审定，同意《城市轨道交通

车辆 列车视频监控系统》标准立项。

2）起草单位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 列车视频监控系统》由中车青岛四方机

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郑州地铁集

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济南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建设投资公

司、苏州华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天津市北海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起草。

3）协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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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4）主要起草人

表 1 主要起草人汇总表

姓名 性别
职务/职

称
工作单位 任务分工

蒋 欣 男 正 高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主 编

吴文佳 女 工程师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主 编

曹洪凯 男 正 高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主 编

丁 颍 女 高 工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主 编

邵凯兰 男 高 工 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 章节编写

吴安伟 男 正 高 郑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 章节编写

杨培盛 男 正 高
济南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建设投资公

司
章节编写

赵贺飞 男 高 工 苏州华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章节编写

于子飞 男 高 工 天津市北海通信技术有限公司起草 章节编写

万 里 男 高 工 中车成都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章节编写

李 伟 男 高 工 中车成都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章节编写

麦 行 男 高 工 中车成都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章节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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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城市化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交通运

输行业也呈高速发展的态势，城市轨道交通因其便捷和快速的特

点得到广泛的应用，由于运量大，运营时间长，城轨列车长期处

于高负荷运营状态，列车视频监控系统作为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的

关键部件之一，其视频监视管理功能在列车运行安全中起到重要

作用，制定本标准非常必要，能够为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列车视频

监控系统的生产、制造、试验提供依据和保障。

目前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安装列车视频监控系统已成为基本

配置，但此系统生产厂家众多，各主机厂有应用业绩的厂家大约

有 18 家，存在技术选择、系统架构方面的差异性，且系统接口

规范不统一、业务模式不统一，不同项目在互联互通方面存在较

大困难，在备品备件方面存在品种过多、无法替换的现象。本标

准的制定能够为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列车视频监控系统的设计、制

造和检验提供统一的标准要求，在行业内建立统一的标准规范要

求，提升系统的技术水平，降低生产制造成本，具有一定的经济

和社会效益。

具体来说，制定《城市轨道交通车辆 列车视频监控系统》

团体标准，必要性和意义如下：

1）规定列车视频监控系统架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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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厂家不同，列车视频监控系统的组网方式多种多样，目

前系统架构主要有 RS485/CAN+以太网、MVB 总线+以太网总线、

双以太网总线等多种方式，通过项目实际应用情况及各种可靠性

指标分析，双以太网链路聚合架构更适应系统发展需求；

2）规定统一的接口要求。

列车视频监控系统包含设备较多，主要有监控触摸屏、网络

硬盘录像机、司机室摄像机、客室摄像机等，以上部件的以太网

接口多种多样，主要有 RJ45 接口、DB9 接口、M12 接口等多种方

式，由于行业对设备接口没有统一的规范要求，项目执行时通常

按照厂家推荐的接口执行，导致项目执行时产品的物料种类多样，

经调研发现采用 POE 供电的 M12 接口更适应系统发展需求，此类

接口在施工阶段更易检修维护。

3）规定系统执行的试验标准要求。

系统应进行的型式项点无统一要求，供应商通常按照经验进

行试验，本标准根据以往项目经验，总结概括出型式试验项点及

参考标准，为系统的试验提供依据和保障。

4）规定系统接口要求。

对系统的对外接口进行调研，除对常规的 TCMS 接口、地面

PIS 接口、无线电接口、列车广播系统接口做出统一要求外，还

预留车车通信接口、视频分析系统接口等一些新技术的接口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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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本系统在未来市场日益发展的业务需求。

综上所述，亟需制订一个专门的、系统的列车视频监控系统

标准，为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列车视频监控系统的设计、制造和检

验提供统一的标准要求，在行业内建立统一的标准规范要求，提

升系统的技术水平，降低生产制造成本，为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列

车视频监控系统的生产、制造、试验提供依据和保障。

3、主要起草过程

1）标准调研、验证阶段

标准制订前期，标准编制组召开专门会议，对编制《城市轨

道交通车辆 列车视频监控系统》的立项的必要性进行论证，并

提出工作项目建议。编制组进行了广泛的调研，收集、整理和学

习了《动车组车厢视频监控系统暂行技术条件》（TJ/CL

408-2015）,《安全防范视频监控联网系统信息传输、交换、控

制技术要求》（GB/T 28181-2011），《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期间

安全评估规范》等国内已有相关技术文件和标准，为后续编制《城

市轨道交通车辆 列车视频监控系统》提供指导和依据。

2）标准起草阶段

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学习吸收了已有相关文献资料的成果，

经标准编制组多次会议讨论，对标准的范围、结构、大纲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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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反复研究，起草了《城市轨道交通车辆 列车视频监控系

统》初稿，经修改完善后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3）标准征求意见阶段

标准征求意见阶段将广泛邀请相关领域专家进行评审，提出

意见和建议。根据评审专家提出的反馈意见，编制组将快速对标

准进行修改和完善，形成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预期于 2021 年

10 月完成标准送审稿。

4、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规程以标准化工作导则为依据，充分学习了《标准化工作

导则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GB/T 1.1-2020），《标

准化工作指南》（GB/T 20000）、《标准编写规则》（GB/T 20001）、

《标准中特定内容的起草》（GB/T 20002）等相关标准文件，在

编制过程中充分遵循“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规范

性”的原则，完成标准初稿的编制。本标准主要参照了《动车组

车厢视频监控系统暂行技术条件》（TJ/CL 408-2015）,《安全

防范视频监控联网系统信息传输、交换、控制技术要求》（GB/T

28181-2011），《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期间安全评估规范》等相关

标准的内容和经验，并研究了列车视频监控系统的架构、设计要

求、制造条件和检验要求，综合多方面研究成果完成对本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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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相协调、无冲突。

5、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实验验证的论述

1.范围：术语和定义

明确指出了本标准的适用范围：城市轨道交通地铁系统车辆

列车视频监控系统，轻轨系统、单轨系统、有轨电车、磁浮系统、

自动导向轨道系统、市域快速轨道系统车辆可参照使用。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明确指出了本标准引用的相关标准文件。

3.术语和定义

明确了本标准所涉及的专业术语与定义。

4.缩略语

明确了本标准所涉及的缩略语。

5.使用条件

规定了本标准适用的海拔、环境温度、存储温度、相对湿度、

运行环境等环境条件以及电气条件。

6.技术要求

规定了列车视频监控系统涉及的设备的一般性要求，如产品

图纸、重量、外观、紧固件、接地等要求，以及系统的基本构成

和网络构成要求、功能要求、设备参数要求、性能要求、设计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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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要求、界面显示要求、仅用限用物质要求。

7.接口

规定了列车视频监控系统涉及的外部接口功能要求。

8.检验方法

规定了列车视频监控系统应进行的试验要求，包括外观尺寸

检车、重量检查、功能试验、低温试验、高温试验、低温存放试

验、交变湿热试验、振动冲击试验、电磁兼容试验、非金属件防

火试验、防护等级试验、盐雾试验、电源波动和断电试验。

9.检验规则

规定了列车视频监控系统应进行的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项

点及要求，以及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的适用范围。

10.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规定了列车视频监控系统的标识、包装、运输和贮存要求。

6、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起草方对《中国交通运输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团体标准会

议纪要〔2021〕第 25 期 (纲审)》中的意见给与答复，并对标准

进一步修改完善，该标准征求意见稿意见汇总如下表表 2 所示：

表 2 征求意见稿意见汇总处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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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意见内容 答复 处理意见 备注

1
调研城市轨道交通车

辆的基本情况。

根据 CJJ/T114-2007 标准要

求，对城市轨道列车大致分

了七类，就列车视频监控系

统而言，除了供电制式受车

型影响外，其他性能均可适

用于各个车型。

已将适用的

车型范围增

加到第 1章

节的描述中。

2
采用视频监控系统列

车的基本情况。

目前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安装

列车视频监控系统已成为基

本配置。

/

3

涉及轨道交通车辆监

控系统相关的法律法

规和文件标准。

已对交通部下发的 15 个文

件进行研读，对于车辆的视

频监控系统没有明确的要

求，以上文件只对车站及线

路的一些设计安全方面的内

容提出了要求。

/

4

标准应明确车辆监控

系统的使用范围和功

能作用。

已在标准中增加相关内容。

第 1章节、第

6.3.1 章节

已增加描述。

7、采标程度，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主要参照了《动车组车厢视频监控系统暂行技术条件》

（TJ/CL 408-2015）,《安全防范视频监控联网系统信息传输、

交换、控制技术要求》（GB/T 28181-2011），《城市轨道交通

运营期间安全评估规范》等相关标准的内容和经验，并研究了列

车视频监控系统的架构、设计要求、制造条件和检验要求，综合

多方面研究成果完成对本标准的编制。

8、作为推荐性标准建议及其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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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已经颁布了数部安防相关的标准与文件，如《视

频安防监控系统工程设计规范》（GB 50395），《城市轨道交通

综合监控系统工程技术标准》（GB 50636），《城市轨道交通工

程远程监控系统技术标准》（CJJ/T 278），《动车组车厢视频

监控系统暂行技术条件》（TJ/CL 408）,这些标准主要涉及地面

站台安防监控系统、动车组安防监控系统以及其他行业的多个领

域的安防监控系统，为保证安全防范工程建设质量、保护公民人

身安全和国家、集体、个人财产安全提供技术保障。

相较上述已颁布各标准而言，本标准更具有针对性，是专门

针对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的列车视频监控系统，基于项目执行情况

及相关调研研究，为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列车视频监控系统的设计、

制造和检验提供统一的标准要求，在行业内建立良好的产品标准

化工作秩序，推动列车视频监控系统的科学应用和进一步发展。

9、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

目前，国内主要有适用于 CRH 系列新造动车组产品的《动车

组车厢视频监控系统暂行技术条件》（TJ/CL 408），其适用性、

性能要求及检验要求与城轨车辆不一致，本标准的制定以城市轨

道交通车辆为应用对象，能够为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列车视频监控

系统的生产、制造、试验提供依据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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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借鉴已有的相关视频监控系统标准及产品方案，编

制《城市轨道交通车辆 列车视频监控系统》，在编制过程中参

考了已有的技术标准及用户、产品供应商等相关技术人员的意见

和建议，尽可能全面考虑系统设计要求、制造条件和检验要求，

限于编制时间与人员能力，编制的标准难免存在不足。该标准在

推行过程中，将持续咨询与接收各应用单位的意见和建议，积累

应用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总结经验；同时，关注其他相关标准的

制修订，借鉴其融合有益内容，在本标准后续修订过程中进行修

改和完善。

10、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本标准预期的经济、社会效益如下：

本标准的制定能够为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列车视频监控系统

的设计、制造和检验提供统一的标准要求，在行业内建立统一的

标准规范要求，提升系统的技术水平，降低生产制造成本，具有

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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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车辆 列车视频监控系统》起草小组

2021 年 9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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