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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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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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立项时间为

2022年 5月，按计划标准编制完成日期为 2022年底。

2、标准立项申请单位：中车浦镇阿尔斯通运输系统有限公司。

3、协作单位：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芜湖市运达轨道交

通建设运营有限公司、芜湖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广西柳州市轨道交

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柳州轨道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芜湖市轨道

交通产业领导小组办公室、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华士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同济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安徽工

程大学、合肥工业大学、芜湖市标准化研究院、华设设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中铁第四勘察

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中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4、标准起草人

序号 姓 名 单 位 职务/职称

1 黄文杰 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教高

2 胡基贵 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副主任/教高

3 李拥军 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 结构研发部副部长/教高

4 马晓光 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 转向架研发部副部长/高工

5 张弛 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 总体研发部副部长/高工

6 崔周森 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 总体设计主管/高工

7 林业 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 总体研发主管/高工

8 徐海大 中车浦镇阿尔斯通运输系统有限公司 董事长



9 朱冬进 中车浦镇阿尔斯通运输系统有限公司 研发中心总监/高工

10 王振 中车浦镇阿尔斯通运输系统有限公司 车辆总体设计师/高工

11 邵克成 中车浦镇阿尔斯通运输系统有限公司 牵引主管/高工

12 包佳健 中车浦镇阿尔斯通运输系统有限公司 车辆部部长/高工

13 王传福 中车浦镇阿尔斯通运输系统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14 姚雨龙 中车浦镇阿尔斯通运输系统有限公司 产品经理

15 许彦强 中车浦镇阿尔斯通运输系统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高工

16 周仁旭 中车浦镇阿尔斯通运输系统有限公司 工艺部长/高工

17 李东博 中车浦镇阿尔斯通运输系统有限公司 高级主管工艺师 /高工

18 王嘉鑫 中车浦镇阿尔斯通运输系统有限公司 科技管理部部长/高工

19 何孝强 中车浦镇阿尔斯通运输系统有限公司 标准化工程师

20 奚华峰 芜湖市运达轨道交通建设运营有限公司 董事长/教高

21 黄坤林 芜湖市运达轨道交通建设运营有限公司 机电设备部部长/高工

22 汪毅明 芜湖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 董事长/教高

23 缪正祥 芜湖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高工

24 魏巍 芜湖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 机电设备部部长/高工

25 刘恺
广西柳州市轨道交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运营分公司
总经理/高级经济师

26 李积栋
广西柳州市轨道交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副总经理、总工程师/高工

27 邵铭 柳州轨道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高工

28 赵晨 芜湖市轨道交通产业领导小组办公室 专业负责人

29 肖惠杰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运营设施设备管理部主管

30 顾佳樑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运营设施设备管理部车辆工

程师

31 张岳明 南京华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裁/高工

32 陈爱林 南京华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高工

33 周劲松 同济大学 教授/博导

34 朱涛 西南交通大学 教授/博导

35 张立伟 北京交通大学 教授/博导

36 王建平 安徽工程大学 机械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37 王佐才 合肥工业大学 研究生院副院长 教授、博导

38 张振华 合肥工业大学
土木与水利工程学院副院长

教授、博导

39 蒯勇 芜湖市标准化研究院 院长/高工

40 王涛 华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工程师/教高



41 李苍楠 华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轨道所所长/高工

42 罗章波 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工程师/教高

43 周敏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所总工/教高

44 朱捷 上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 线路分院副院长/教高

45 胡仲凡 上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 供电主管/高工

46 李文胜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工/教高

47 李雪松 中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副总工/高工

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储能式自动导向胶轮电车车辆作为新型低运量轨道交通制式，与

传统钢轮钢轨车辆存在较大技术差异，其客运能力、走行方式、导向

方式、车体构造、供电方式、疏散方式等均有不同；储能式自动导向

胶轮电车车辆是在成熟的 APM 自动导向系统技术平台上基础研发

的，新开发的轻量化车体结构和有轨电车标准车宽设计，以及储能式

牵引系统等，属于创新技术应用，均与现行轨道交通相关标准存在较

大差异，现行的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相关标准不适用，国家层面也尚未

形成相关完整的系统的标准体系，无法满足城市公共交通发展建设的

需要。有必要制定本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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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定统一的规范有利于为车辆的安全生产和运行标准化提供标

准保障，对促进储能式自动导向胶轮电车车辆生产的规范化、合理化、

标准化具有重要意义，填补本制式相关标准的空白，为轨道交通多制

式不断发展完善建立坚实的基础。该制式的应用有益于建立和完善城

市轨道交通线网功能；有益于辅助大城市骨干线收集末端客流；有益

于建立重点社区快速公共交通系统，符合当前城镇化发展对二三线城

市轨道交通干线、大城市联络线和补偿线、以及大型机场、CBD商

贸区、企业园区的中低运量轨道交通建设需求。



三、主要工作过程

1、申报阶段：2022年 1月，协会新技术促进分会下达《关于开

展 2022年度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团体标准申报工作的通知》（中交协

新促秘字【2022】3号），主编单位开展项目编制建议、预研、开题

工作，于 2022年 3月正式提交标准申报书及标准建议稿。

2、立项阶段：2022 年 4 月 20日，协会组织召开标准立项论证

会议（腾讯会议线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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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4月正式发布标准

立项公示。

3、大纲制定阶段：标准立项后，由中车浦镇阿尔斯通运输系统

有限公司召集个编制单位正式组建工作组，启动标准大纲编制工作，

并对工作时间节点以及专业分工进行了明确；2022年 5月，大纲审

查会相关材料提交分会，报请协会协调召开标准大纲审查会；2022

年 5月 18日，线上腾讯会议召开大纲审查会，专家组一致同意本标

准编制大纲通过审查。

4、征求意见草案阶段：编制组按照专家意见修改完善，开展下

一阶段工作；2022 年 6 月初，编制组提交征求意见草案审查会相关

材料至分会，报请协会协调召开标准征求意见草案审查会；6月 9日，

通过腾讯会议线上召开本标准的征求意见草案审查会，专家组一致同

意本标准征求意见草案通过审查。

5、征求意见阶段：编制组按照专家意见修改完善，开展下一阶

段工作；2022年 8 月初，编制组提交征求意见稿相关材料至分会，

报请协会协调本标准挂网征求意见事宜。



四、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储能式自动导向胶轮车辆技术指南》为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团体

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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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按照“开放、公平、透明、协商一致、促进贸易和交流”的

要求，遵循以下原则：

（1）系统性、安全性、先进性原则。标准文件建立在先进的理

论研究水平之上，在指标和要求上以满足车辆生产和运行的安全和质

量为基础。

（2）包容性和可行性的原则。标准文件突出了对应用过程的实

际指导意义，内容更加侧重技术指标包容性和规范化。

（3）与相关标准、规范相协调的原则。标准文件建立在已有研

究成果和项目实践的基础上，相关技术指标保持协调。

五、主要内容与编制方向，主要技术指标、参数、实验验证的论述

1、主要内容与编制方向

本标准规定了储能式自动导向胶轮车辆的使用条件、车辆主要技

术规格、基本要求与一般规定、车体及其内装设备、转向架、制动系

统、电气系统、车载储能系统、空气调节及采暖系统、安全设施、控

制诊断系统、通讯与乘客信息系统、RAMS要求、试验与验收、标志、

运输与质量保证期限等内容。

编制参考 GB 50157-2013《地铁设计规范》中车辆总体的要求和



编制深度，吸纳 GB/T 7928-2003《地铁车辆通用技术条件》修订版的

最新成果。现行 GB/T 7928对车辆子系统的规定较多，但缺乏胶轮制

式的技术要求、缺少车载储能系统的性能及安全性的规定，目前正在

修编中。GB 50157对车辆的整车和 4个系统（车体、转向架、电气、

制动）顶层重要参数和性能做出了规定，车辆总体方面规定的比 GB/T

7928要全面，但是针对钢轮钢轨地铁车辆，在转向架、噪声指标、

车辆所适应的最小曲线和坡道均不能适用，车辆长宽高等参数也差异

较大，且缺少针对储能式车辆电池等牵引系统技术要求。本次标准编

制拟参考地铁通用技术要求，结合胶轮车辆的参数和性能补充或修改

完善。同时，针对储能式车辆的技术特点，参考电动汽车用动力电池

相关国标 GB/T 31486 、GB 38031、QC/T 741等，明确车载储能系统

的技术要求。

标准在编写过程中也参考了已发布的《T/CCTAS 30-2022自动导

向轨道交通车辆通用技术条件》，根据本文件所规定的储能式自动导

向胶轮电车车辆技术规格，对比与自动导向轨道交通车辆的差异，确

定本文件的架构和深度。对于转向架、空气调节及采暖系统、控制诊

断系统、试验与验收、标志、运输与质量保证期限等内容可参照

《T/CCTAS 30-2022自动导向轨道交通车辆通用技术条件》。

2、主要技术指标、参数

序号 名称 参数

1 最高运行速度/km/h 80
2 构造速度/km/h 90
3 车辆长度（车钩连接面之间）a/mm 10 000
4 车辆宽度 a/mm ≤2 650
5 车辆高度 a/mm ≤3 800
6 车内净高/mm ≥2 100
7 地板面高（空载）a/mm 1 110
8 轴重/t ≤10
9 轴距 a/mm ≤7 000



序号 名称 参数

10 车轮中心距 a/mm 2 050
11 每辆车侧门数 a/对 1
12 车钩高度 a/mm 780
13 车轮规格 a 445/65 R22.5

注：a项点为参考值。

3、试验验证

储能式自动导向胶轮电车车辆是采用中央 H型导向轨导向的低

运量胶轮车辆，其具备小运量、低投资、有独立路权的特点，并拥有

成熟的转向架技术、GOA4级的智能无人驾驶、储能供电、自主化网

络控制等优点，是在成熟的 APM自动导向系统技术平台上基础研发

的，采用该种导向方式的车辆系统在我国上海浦江线、深圳宝安机场、

成都天府机场、北京首都机场、香港国际机场和国外新加坡吉隆坡、

泰国曼谷金线等系统等地已应用，技术成熟，并由此形成了一系列技

术体系，包括：自主化车体设计、列车环境控制设计、列车网络控制

设计、空调系统仿真设计、国产化牵引系统设计、车载储能系统设计、

车载辅助系统计算、自主化转向架仿真设计、国产化制动系统设计、

集成化车载电路设计、编组车辆连接设计、车辆制造技术、转向架制

造技术、RAMS管理、系统集成设计、配置管理设计。

生产基地建设有试验线及设施设备。线路长约 1.3km，敷设有运

行道、导向轨等机构，以及道岔及小曲线等特殊工况，能够满足最高

设计速度 80km/h的试验条件，可以开展列车牵引、制动、噪音、舒

适度等性能试验，目前已开展了相关试验，包括：

例行试验：外观尺寸检查、车辆称重平衡试验、车体及外部设备

箱体密封试验（淋雨试验）、压缩空气系统气密性检查与运转试验、

储能供电及辅助供电电路检查、绝缘试验、照度试验、胎压监测系统

试验、摩擦制动试验、牵引系统试验、通风和空调试验、车门试验、



车载通信系统试验、人工驾驶功能试验、照明功能试验、烟雾探测功

能试验等。

型式试验：噪声试验、通风和空调试验、曲线连挂试验、舒适性

试验、牵引性能试验、制动性能试验、列车网络系统试验等。

车轴试验：驱动桥传动效率试验、驱动桥桥壳试验、驱动桥桥总

成噪音、静扭、疲劳试验、驱动桥制动衬片试验、驱动桥制动器试验、

驱动桥例行试验、驱动桥桥总成振动冲击试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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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针对车体试验载荷

进行要求时，由于国内无合适标准参照，故在正文中将 EN 12663中

数据进行列举。同时，根据车体载荷情况及手动驾驶限速值确定车辆

可承受的最大纵向冲击速度为 8km/h。

八、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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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编制组

2022年 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