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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述

1.任务来源

2020年 5月，中铁电气化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向中国交通运输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提交了团标申报，建议对《城市轨道交通不间断电源（UPS）整合设计规范》进行立项。

2020年 11月，标委会依据《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经组织专家

评审，通过《城市轨道交通不间断电源（UPS）整合设计规范》立项审核，与 2020年 9月进

行立项公示。2020年 11月 19日，中国交通运输协会正式发布立项公告，由中铁电气化勘测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牵头负责团体标准《城市轨道交通不间断电源（UPS）整合设计规范》

的编制工作。

2.提出与归口单位

本团体标准由中国交通运输协会新技术促进分会单位提出，由中国交通运输协会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归口。

3.起草单位

本团体标准由中铁电气化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主编，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厦门

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起草。

二、标准编制的背景和意义

1.必要性

随着城市轨道交通的迅速发展，城市轨道交通车站内包含众多的弱电设备系统，如通信、

信号、综合监控、环境监控、办公自动化、门禁、自动售检票、火灾自动报警、安全门、应

急照明、变电所综合自动化等系统，均由计算机、网络设备及自动化控制设备组成，不间断

电源（UPS）为上述重要系统承担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城市轨道交通车站内上述重要弱电系统负责地铁车站的旅客运输、环境监控、信息传递

和乘客导引等，都属于重要或特别重要的一级负荷，因此需要高可靠性的 UPS，以保证供电

的质量和供电的连续性。

目前，城市轨道交通不间断电源（UPS）的设计、配置及整合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由于城市轨道交通上述弱电系统所需电源配置分散，存在设备重复配置、利用率低，占

地面积大等缺点，经济性不高。而 UPS的设计、配置及整合方案，从而达到对 UPS集中维

护管理、集中信息监控、合理利用资源等优化效果。纵观全国各地城市轨道交通项目 UPS配

置及整合情况并无统一的标准，做法各异。如 UPS设备本身设备接线方式、充电及逆变模块

的选型、蓄电池组的配置等均有区别；同时，UPS整合方式也不尽相同。主要体现在：

1）UPS系统的设计、配置及整合准则不统一，缺乏本规范的指导；

2）UPS的容量选择，设备选型有较大差异，本规范选型范例可作为参考；

3）各系统对 UPS容量需求余量较大、缺乏宏观上的合理整合优化，本规范可提供一定

的指导作用；

4）缺乏统一的适用于城市轨道交通 UPS标准支撑，本规范专门针对城市轨道交通行业，

具有更好的适用性。

2.主要意义

本标准的制定能够解决上述现存问题同时其意义在于一下几个方面：

1）在资源共享方面：对各 UPS电源系统的蓄电池、UPS装置进行硬件整合和集中布置，

使各个系统共用 UPS电源；实现资源共享，使达到电能资源利用的最大化。

2）在运营管理方面：通过整合电源，使运营管理更便捷、更集中，解决了设备过于分散，

运营管理不方便的问题。

3）在工程投资方面：通过集中布置，可减少设备用房面积，降低车站土建工程造价。通

过硬件整合减少 UPS设备重复配置，实现资源共享，节省设备投资。

4）在人力资源方面：整合电源后，只要设置一组维护人员，或由某个专业维护人员负责。

改变了每个设备系统专业都重复设置维护人员的情况，大大节省了人力资源。



5）在维修维护方面：对于电源整合设备，设置专业的维护人员，配备专用维修设备；用

集中的维护方式，代替原来的分散的维护方式。提高维修维护工作效率与工作质量。

6）在备品备件方面：进行电源整合后，车站电源设备统一，减少备品备件的类型。

本标准的制定能够为城市轨道交通不间断电源系统（UPS）的设计、整合、选型提供统

一的标准要求，在行业内建立良好的产品标准化工作秩序，提升系统的技术水平，降低生产

制造成本，推动城市轨道交通不间断电源系统的科学应用和进一步发展。

二、标准编写的技术路线

本标准的制定立足于行业发展的实际情况，以科学技术和实际应用经验的综合成果为基

础，组织对标准相关的事项进行调研分析、技术研究、试验论证，以增强团体标准的科学性、

合理性、有效性。在标准制定过程中遵循开放、透明、公平的原则，保证各参与主体获取相

关信息，反映各参与主体的共同需求。制定的标准与现行相关标准协调配套，客观合理，避

免重复或矛盾。积极参考和采用国际标准或发达国家的先进标准，增强企业面对国际竞争的

适应性和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1）前期策划工作，主编单位成立标准编制筹备小组，紧密围绕城市轨道交通不间断

电源系统进行相关调研以及标准资料的收集、梳理工作；组织编写组成员研究讨论、拟定标

准编制工作大纲初稿。

（2）调研分析产品应用情况，充分调研分析城市轨道交通不间断电源系统在国内外的

技术发展现状和发展趋势，《城市轨道交通不间断电源（UPS）整合设计规范》本标准结合市

场应用情况，推出适用于大部分城市轨道交通的优选方案，标准内容体现通用性、合理性、

先进性、有效性，满足市场和创新需要，为后续项目的执行提供指导意见。

（3）分析国内外相关标准，城市轨道交通不间断电源（UPS）整合设计规范，增强企业

面对国际竞争的适应性和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4）充分采纳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且经验证实为安全可靠的新技术，并纳入标准

中，完成标准的制定工作。

（5）制定过程中严格按团体标准制定工作的要求实施，在技术条款的制定过程中坚持

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征求业内各相关单位、专家的意见，积极采纳有利于轨道交通不间断电

源系统安全可靠运行的要求。



三、标准主要框架和内容

1范围

给出了本标准的适用范围。

2规范性引用文件

给出了规范性的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给出了本标准的主要的术语。

4 负荷

给出了需要整合的弱电负荷的性质及后备时间一般规定、整合的原则、负荷统计方法。

5 系统配置

给出了 UPS及蓄电池的配置。

6 系统功能

给出了 UPS系统的功能。

7 系统接线方式

给出了 UPS系统的接线方式。

8 保护与测控

给出了 UPS系统的保护、测量、信号、控制、通信等要求。

9 接地

给出了 UPS系统的接地要求。

10 设备技术性能

给出了 UPS主机、旁路、蓄电池、断路器及电缆等的技术要求。

11 主要技术指标

给出了 UPS系统的输入/输出参数要求、综合指标。

12 设备布置及环境要求

给出了 UPS系统设备的布置要求及环境要求。



附录 AUPS主机容量计算

给出了 UPS主机容量的计算方法。

附录 B 蓄电池容量计算

给出了 UPS系统蓄电池容量的计算方法。

附录 C UPS接线图

给出了 UPS系统的接线图。

四、标准编写的保障措施

1. 参考的资料（标准）

GB 50157 地铁设计规范

GB 50054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B 50065 交流电气装置的接地设计规范

GB/T 50063 电力装置的电测量仪表装置设计规范

GB 50217 电力工程电缆设计标准

GB/T 7260 不间断电源设备

GB/T 14715 信息技术设备用不间断电源通用规范

GB/T 34940静态切换系统（STS）

GB/T 3859 半导体变流器

GB/T 19639 通用阀控式铅酸蓄电池

DLT/T 5044 电力工程直流电源系统设计规程

DL/T 5491 电力工程交流不间断电源系统设计技术规程

TB/T 1528 铁路信号电源系统设备

YD/T 109 通信用交流不间断电源（UPS）

IEC/EN 62040 Uninterruptible power systems (UPS) Part1-Part5

IEC/EN 62310 Static transfer systems (STS) Part1-Part3

IEEE Std 446 (Orange Book) IEEE Recommended Practice for Emergency and Standby Power



Systems for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Applications

IEEE Std 1184 IEEE Guide for Batteries for Uninterruptible Power Supply Systems

结合应用实际编制。

2. 调查研究解决的主要问题

目前城市轨道交通不间断电源在系统配置和电源整合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城市轨道交通

不间断电源（UPS）整合设计规范拟解决以下重点难点问题：

1）UPS电源整合范围的问题

现阶段全国各地区城市轨道交通 UPS 电源整合范围有所不同：有些地区采用集中 UPS

的设置方案，将通信、信号、电力监控、自动售检票、旅客信息系统共用一套 UPS电源装置。

而有些地区整合了通信、信号、综合监控、火灾自动报警、旅客信息等系统。整合后的 UPS

供电系统采用单台 UPS供电的方式。UPS电源整合范围多样的问题，直接影响到对 UPS集

中维护管理、集中信息监控、合理利用资源等方面，因此 UPS电源整合范围有必要进一步规

范和统一。

2）UPS电源负荷分类和统计的问题

城市轨道交通对 UPS电源有需求的专业众多，负荷类型多样，后备时间也不尽相同。若

不根据各种负荷的特性进行分类和统计，则直接会导致 UPS容量偏大。不但会造成投资浪费，

而且增加了能耗，不利于节能减排。

因此，通过研究各类负荷特性，按长期负荷，短期负荷，冲击性负荷，随机负荷等类归

类，再进行 UPS选型计算，可最大程度地优化 UPS的容量。

3）UPS蓄电池容量计算的问题

蓄电池容量计算受蓄电池类型、系统后备时间长短、环境温度、电池寿命衰减等多方面

因素影响。首当其冲的系统后备时间，各系统设备所需后备时间均有差异，因此，蓄电池的

选型计算应将其分别计算，避免一刀切的问题。同样可以优化蓄电池的容量，提高经济效益。

因此，建立一套统一合理的 UPS电源整合方案是城市轨道交通行业的发展趋势，是切实

可行的。



3.进度安排

序号 工作阶段 工 作 内 容 完成时间 负责人

1 前期策划

主编单位成立标准编制筹备小组，

进行课题调研，标准资料的收集、梳理

工作；联络各参编单位，落实各单位联

系人。组织召开编制组预备会，初步讨

论编制组构成及分工等。组织课题组研

究讨论、拟定标准编制工作大纲初稿。

2021.3.30

2
工作大纲评

审会

标准编制大纲、草案稿及编制说明

提交标准归口单位审核后，由标准归口

单位邀请专家，组织标准大纲评审会，

对编制思路、进度安排、人员配置、资

金筹措等各项内容进行评审。

2021.07.30

3
内部征求意

见稿阶段

根据工作大纲评审会专家提出的

意见，组织召开编制组工作会议，确定

最终的标准编制工作大纲，开展调查研

究、资料收集及标准的起草工作；完成

相关章节条文编写，由主编单位汇总形

成初稿，然后召开编制组工作会议，讨

论，提出修改意见。各参编单位根据内

部征求意见进行修改，完成征求意见稿

（初稿）。

2021.11.30

4

征求意见稿

提交归口单

位

工作组将工作组讨论稿提交归口

单位。主编单位根据各参编单位提交的

修改稿，形成标准的讨论稿，上报标准

归口单位。归口单位对征求意见稿进行

审查。工作组根据审查意见修改征求意

见稿。

2022.1.30

5
广泛征求意

见阶段

标准归口单位将审核通过的征求

意见稿发送给相关单位，进行标准的征

求意见。

2022.3.15

6

送审稿编制

并提交归口

单位

主编单位完成征求意见汇总处理，

修订相应的标准条款，完成送审稿的编

制。组织各参编单位进行会议讨论，完

善送审稿。

相关送审稿和具体审查方案，报归

口单位审查。

2022.5.15

7 会议审查

按标准归口单位要求，邀请相关专

家，组织标准会议审查。标准归口单位

主持，编制组、参编单位专家和有关单

位代表参加。

2022.6.30

8 报批稿编制

主编单位根据“标准审查会会议纪

要的要求组织完成对标准送审稿的修

改。完善形成报批稿。
2022.7.15



序号 工作阶段 工 作 内 容 完成时间 负责人

9 报批发布
提交报批材料，完成报批稿的报批

和发布。
2022.7.31

五、标准编写组成员及分工

1.标准编写组成员

本标准是由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主管。由中国交通运输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技术归口，

由中铁电气化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组织编制。标准主编单位负责本标准制定的组织管理

与协调，标准现状整体研究、分析，城市轨道交通不间断电源系统相关标准研究分析，提出

标准制定内容、组织起草标准。

参编单位和人员见下表：

序号 姓 名 单 位 职责

1 杜林 中铁电气化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主体标准起草

2 桑梓杰 中铁电气化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主体标准起草

3 沈菊 中铁电气化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主体标准起草

4 尹超准 中铁电气化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主体标准起草

5 王纯伟 中铁电气化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主体标准起草

6 吴爱艳 中铁电气化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部分标准起草

7 李振芳 中铁电气化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部分标准起草

8 王兵 中铁电气化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部分标准起草

9 李雅丽 中铁电气化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部分标准起草

10 王军平 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主体标准起草

11 张四永 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主体标准起草

12 刘艺超 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主体标准起草

13 周敏 厦门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部分标准起草

14 吴凡 厦门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部分标准起草

15 弓瑞强 厦门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部分标准起草

16 温敏健 厦门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部分标准起草

17 姚燕明 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部分标准起草

18 姚任行 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部分标准起草



19 黄江伟 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部分标准起草

20 叶如 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部分标准起草

21 琚永刚 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部分标准起草

22 李守杰 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部分标准起草

2. 分工

主编单位负责组织、指导参编单位编写大纲，并对各阶段草案进行汇总、审核、定稿。

其中组长负责主持、组织各阶段草案的编写工作，组稿人协助组长工作。

参编单位负责协助主编单位按规定计划进行各阶段草案的起草及修改。

主要章节编写分工及人员：

章节 主要章、节 主要编写人 参与编写人 所属单位

1 总则 桑梓杰 全体人员

2 术语 沈菊 全体人员
中铁电气化勘测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3 系统配置 杜林 全体人员

中铁电气化勘测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厦门轨道交通集团有

限公司

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4 系统功能 王纯伟 全体人员

中铁电气化勘测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厦门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

司

5 接线方式 沈菊 全体人员
中铁电气化勘测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6 负荷 李雅丽 全体人员
中铁电气化勘测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7 保护与监控 李振芳 全体人员
中铁电气化勘测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8 接地 王兵 全体人员
中铁电气化勘测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9 设备技术性能 王军平 全体人员

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10 主要技术指标 张永四 全体人员

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11
设备布置及环境要

求
吴爱艳 全体人员

中铁电气化勘测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附录 A 不间断电源系统接 刘艺超 全体人员 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章节 主要章、节 主要编写人 参与编写人 所属单位

线图

附录 B UPS 容量计算 李雅丽 全体人员
中铁电气化勘测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附录 C 蓄电池容量计算 尹超准 全体人员
中铁电气化勘测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六、标准内容与相关产品挂钩情况

本标准适用于城市轨道交通不间断电源系统（UPS）。

七、标准内容征求相关利害人的意见情况

本标准的制定能够为城市轨道交通不间断电源（U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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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市轨道交通不间断电源的科学应

用和进一步发展。在标准制定过程中，将广泛征求意见，充分考虑行业专家、UPS生产商、

城市轨道交通用户、产品供应商提出的各种意见和建议，并对意见作出回复，对于有益意见

和建议及时修订到标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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