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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务来源、起草单位、协作单位、主要起草人

根据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发布的“2022 年度第二批团体标准项目立项的公告”（中交

协秘字〔2021〕34 号）要求，由北京和利时系统工程有限公司联合多家单位作为起草单

位，负责本团体标准的编制工作。

主要起草人：赖化凤、严大龙、陈利东、刘重均、任强、曾光、王维、宋岩、陈玉

泉、王洋、张明、岳玉堂、石立伟、王建文、顾建荣、郝明雷、侯军、张鸿斌、毕硕、

秦志圣、周永、马少波、冯桂刚、许晓波、吴清军。

二、制订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本标准的制定是为了规范铁路信号设备智能检修基地的总体要求、设施设备、管理

系统、数据应用及安全要求等内容，适用于铁路信号设备智能检修基地新建和改建工程

建设和运营，其他轨道交通信号设备智能检修基地可参照使用。通过规范的约定，来提

高装备水平，优化管理手段，提升检修能力，完善检修手段，促使信号设备检修工艺标

准强化、检修质量提升、检修效率提高，进一步实现强化保障铁路安全运营和安全运维

的目标。

同时通过对检修基地管理软件系统的功能及接口进行规范，促进各类管理系统及设

备互联互通和数据共享，为后续推进全路构建铁路信号设备大数据平台提供基础数据支

撑。

三、主要工作过程

1、2022 年 1 月-2022 年 6 月：调研并收集近五年内全路检修基地建设及运营情况，

对近五年内实施的信号设备检修基地工程进行了详尽务实的调研工作，对其工程应用实

施情况、运用问题等进行着重调研；同期，调查全路历年智能检修基地相关科研、学术

项目及其研究成果、试验试制结果、终端用户使用情况等综合分析，最终确定标准的编

制方向，并经中国交通运输协会评审后立项。

2、2022 年 7 月-2024 年 1 月：基于调研结果编制标准大纲，及标准初版内容，并

经中国交通运输协会评审，进一步明确标准内容及方向。

3、2024 年 1 月-2024 年 5 月：继续深入调研铁路信号设备入所修的现状及后期发

展方向，调研智能检修基地的当前运营问题及建设现状，汇集多个检修车间、信号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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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家、检修设备厂家的意见，编写了征求意见稿初稿，并上会评审。

4、2024 年 5 月-2024 年 9 月：根据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专家们的评审意见，对征求

意见稿初稿进行修订，同时联系征求意见单位和个人，形成本标准的征求意见稿。

5、2024 年 9 月-2024 年 10 月：挂网征求意见。

四、制订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编制的基本原则是以现有研究工作为基础，参照国家、行业规范、标准，依

据铁总运【2015】238 号《普速铁路信号维护规则》、铁总运【2015】322 号《高速铁路

信号维护规则》的基本规定要求，结合当前各路局信号设备标准化检修基地建设及运用

过程中的经验进行定义、描述和规范。

本规程编制过程中，查阅了下列规范、标准和技术规程：

GB 14443-2007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涂层烘干室安全技术规定；

GB 14444-2006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喷漆室安全技术规定；

GB 16297-1996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 50016-2014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222-2017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

GB 51245-2017 工业建筑节能设计统一标准；

GB 7691-2003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安全管理通则；

GB/T 10595-2017 带式输送机;

GB/T 16895 低压电气装置;

GB/T 18268 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用的电设备电磁兼容性要求；

GB/T 20270-2006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基础安全技术要求；

GB/T 20271-2006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通用安全技术要求；

GB/T 20721-2022 自动导引车 通用技术条件;

GB/T 25338-2019 铁路道岔转辙机;

GB/T 50065 交流电气装置的接地设计规范；

GB/T 5169-2008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GB/T 5226-2019 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GB/T 6587-2012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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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6902-2010 铁路信号继电器试验方法;

JB/T 10822-2008 自动化立体仓库设计通则；

JB/T 5321-2020 链式悬挂输送机；

JB/T 7012-2020 辊子输送机；

TB 10056-2019 铁路房屋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TB 10097-2019 铁路房屋建筑设计标准；

TB 10180 铁路防雷及接地工程技术规范；

TB/T 1869 铁路信号用变压器;

TB/T 3202 铁路信号点灯单元；

Q/CR 783-2021 铁路通信网络安全技术要求；

并参考了下面部分文献：

运电通信函〔2017〕269 号 铁路通信设备设施单元划分和编码规范；

运电信号函〔2016〕360 号 铁路信号设备单元划分、编码及表征规范（暂行）；

GJ/DW 214-2022 电务设备器材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V1.0)技术规范；

T/WHDQHX 004-2022 电气成套设备制造业数字化车间通用要求。

智能检修基地是一个综合型的生产作业及管理机构，由基础房建、暖通、检修测试

装备、各类自动化装备及管理系统组成，属于系统集成项目。各个组成部分需要通过有

效的管理手段来维持智能检修基地的高效、可靠运转，在设计过程中不仅需要考虑可靠

性、耐久性，还得考虑各类安全因素，以及人文关怀，上述诸多标准、规范可在各个设

计要素上对智能检修基地进行指导。

智能检修基地的运行基础是各类设施设备，但其智能化的运转核心是信息化的管理

系统建设。管理系统不仅在基础设备管理上替代人工进行信息化运作，同时在智能装备

的协同调度、数据应用与分析、环境监控辅助等多方面更能体现其作用。借鉴中国铁路

总公司下发的一些管理要求，以及广铁集团内部管理规范，形成智能检修基地管理系统

的框架及要求，旨在更加有效的为检修基地信息化建设及数据再应用提供帮助。

现行铁路信号维护规范对检修作业的业务和技术管理做出了详细的规定，但是对检

修基地的标准配置及管理系统建设未做出明确的要求。这就导致部分检修基地从设计初

期就未充分考虑其智能化、标准化及信息化要素，对后续检修基地运营提质增效带来障

碍，乃至对后续检修基地改建、扩建也带来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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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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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规定了铁路信号设备智能检修基地（以下简称智能检修基地）的总体要求、设施设备、

管理系统、数据应用及安全要求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铁路信号设备智能检修基地新建和改建工程建设和运营，其他轨道交通信号设备

智能检修基地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罗列本标准中的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3.1 术语和定义

描述本标准中的术语和定义。

3.2 缩略语

解释本标准中的略说语。

4 总体要求

描述智能检修基地的功能要求，并对检修基地选址参考及建筑标准进行约定。

5 智能检修基地布设

描述智能检修基地布设设计时需要考虑的各个要素，包含对工艺、周转、维保及消防等各个方

面。

6 智能检修基地设施设备

6.1 一般规定

描述检修基地设施设备的配置参考要素，并对节能设计、防火设计、电磁兼容性设计、防雷接

地设计，及有害物质排放标准进行要求。

6.2 检修测试装备

对检修测试装备的主要形式进行描述，同时对各检修测试装备的功能要求、供电要求、计量要

求，及维护要求进行详细描述。

6.3 自动化仓储设备

对自动化仓储设备的主要形式、功能要求、安全要求及维护要求进行描述，同时明确自动化立

体库设备应符合现JB/T 10822-2008的相关要求。

6.4 自动化转运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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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动化转运设备的主要形式、功能要求、安全要求及维护要求进行描述，同时引入GB/T

20721-2022、JB/T 5321-2020、、JB/T 7012-2020、GB/T 10595-2017对AGV设备、悬挂式输送线、

滚筒式输送线、皮带式输送线的规范要求。

6.5 自动化协作设备

对自动化协作设备的主要形式、功能要求、安全要求及维护要求进行描述，同时引入GB

7691-2003、GB 14444-2006、GB 14443-2007对表面喷涂设备、表面喷烤漆房的规范要求。

6.6 辅助监控设备

对辅助监控设备的主要形式、监控要素求进行描述。

6.7 信息展示设备

对信息展示设备的主要形式、展示信息素求进行描述。

7 智能检修基地管理系统

7.1 一般规定

描述智能检修基地管理系统的组成框架，及各个子系统的功能要求，同时对管理系统的设计框

架及接口开放进行要求。

7.2 检修作业管理子系统

结合各个路局对检修作业管理的基础流程，综合和优化后形成检修作业管理子系统的基础功能。

该子系统需要实现对信号设备的入所、检修、出所、返所、返厂、报废等各个环节进行流程化管控，

并记录各个环节的关键数据，同时实现与检修基地各检修测试装备、自动化设备进行通讯，交互作

业信息，下发调度指令。

7.3 物资管理子系统

详细定义了物资管理子系统的功能要素，明确系统需具备各类信息统计及预警功能。

7.4 检修装备管理子系统

对检修装备管理子系统的功能进行描述，明确检修装备管理子系统的数据要素、功能要素、数

据记录等功能。

7.5 辅助监控子系统

对辅助监控子系统的功能要求进行描述。

7.6 移动端子系统

对移动端子系统的基础功能进行描述。

8 数据分析与应用

8.1 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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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检修作业需求及管理要求，对智能检修基地管理系统及各子系统的数据分析功能部分进行

描述，明确管理系统的数据分析要素及数据存储形式。

8.2 数据应用

对智能检修基地管理系统的数据应用部分进行描述，明确管理系统数据应用的基础功能，及与

其他系统扩展对接接口的要求。

9 安全要求

9.1 信息安全

对检修基地各信息化系统的设计提出信息安全要求。

9.2 网络安全

参考GB/T 20270-2006及Q/CR 783-2021，对检修基地设备联网的网络安全部分进行要求。

附录A （资料性）常用检修测试装备选型表

为检修基地的检修测试装备设计选型提供参考。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及结果

本标准制订过程中尚未发生过重大意见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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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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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轨道交通领域技术不断进步，铁路线路运行频次不断提高，对铁路信号设备的

稳定性、可靠性要求也越来越高，对铁路信号设备运维水平也提出新要求。

近几年来随着工业技术不断发展，智能化、自动化的技术装备不断应用在铁路信号

设备运维过程中，检修基地后续朝着自动化、智能化及信息化的道路发展是必然趋势。

对于检修基地这类综合型机构，如何将各类设施设备进行标准化的配置，及统一化的调

度管理是检修基地迈入智能化的必经门槛。

本标准规范从检修基地的整体要求、基地布设、设施设备、管理系统信息化建设等

多方面进行了描述和约定，同时对检修基地设计初始该考虑的各种规范要求进行了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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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能够有效为智能化检修基地建设提供参考，也为检修基地后续信息化、规范化管理

提供了方向，旨在数据共享的基础上实现作业互通，有利于提高数据的利用率，有利于

提高资源利用率，进而促进提升生产效率。

九、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

（1）联合铁路局、电务段进行项目科研，以某一个新建检修基地项目作为试点，

应用本标准的技术及要求进行项目实施，并结合局、段及车间的实际需求进行系统升级

优化，通过实际效果来进行成果展示。

（2）系统及设备研发人员深入到各层级单位进行调研考察，在本标准已经定义的

功能上进行深入的数据挖掘与应用，通过数据应用成果来展现本标准的优势。

（3）组织产品及研发人员定期与局、段、车间使用人员进行沟通交流，从用户角

度不断完善和优化系统功能，让整个系统成为能够真正为用户带来价值的产品。

十、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暂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