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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案 介 绍

综合监控系统｜系统架构

ISCS系统由以下系统组成：

 位于控制中心的中心级ISCS系统（CISCS）

 位于各车站的车站级ISCS系统（SISCS）

 位于车辆基地的车站级ISCS系统、中心级ISCS系

统（备用中心）

 位于各车辆上的车载ISCS系统(TISCS)

 以及培训管理系统（TMS）、维修支持系统

（MSS）、网络管理系统（NMS）等。



综合监控系统｜系统架构

深度集成：

 PSCADA

 EMCS

 ACS

 FAS

 PSD

 AFC

 PIS

操作集成：

 PA
 CCTV
 EMS

互联：

 ATS

 ALM

 CLK



综合监控系统｜主、备系统切换

 ISCS系统为满足全自动运行的需求，设置了备用中

心，综合监控系统相应设置备用中心级系统。

 备用中心ISCS系统主体所有设备与中心ISCS系统主

体完全一致。

 备用中心ISCS系统主体与中心ISCS系统,车站ISCS系

统，车辆基地ISCS系统通过主干网相连。

 备用中心ISCS系统始终处于热备用实时在线状态。



综合监控系统｜集成ATS的综合监控系统方案

 通过对两个系统进行集成，实现对无人驾驶自动运

营场景的充分支持。提供更简便清晰的操作功

能，降低运营人员操作难度，提升运营管理效率，

分析了在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



综合监控系统｜全自动运营方案

 在整体设计上，本综合监控系统的人机界面从风格，

形式，到配色，造型，再到监控功能设计保持高度

的整体统一；

 人机界面在设计时，引入在大型综合体设计中表现

突出、日趋重要的“动线”设计概念。

全自动运营模式下的综合监控人机界面设计方案



综合监控系统｜维护支持系统技术方案

数据层

业务层

应用层 报表展示人机交互
故障分析

……
设备监控

设备状态监视

与报警管理
设备资料管理

设备运行统计

报表

设备维修计划

管理

设备报警统计

报表

维修工单管理
预防性维护管

理

维护知识库及
维修标准作业

指导管理
自动检修管理 安全防范管理

基于BIM的设
施设备运维管

理

数据挖掘实现

动态维护管理
工作流管理计量设备管理 文档管理

运维人员权限

管理

施工要点申请

管理
采购管理

备品备件仓库

管理
合同管理

故障分析管理
设备全生命周

期管理
设备健康评价

设备隐患预警

分析

运维联动分析

……

事件服务历史数据服务 历史数据库报警服务
实时库访问插

件……

•MSS系统对全线受控对象运行状态与故障报警信息、综合监控系统自身设备运行状态与自诊断信息进行监

视，获取相关设备运行状态数据，并实时显示在监控界面，实时呈现设备运行状态。

维护支持系统



综合监控系统｜综合监控系统分段开通实施方案

综合监控系统分段开通

针对轨道交通建设中后开通线路处于整体线路的延伸

段或中间段，对应提出综合监控系统以延伸方式开通与以单

站插入方式开通两种方案。

 延伸方式开通针对后开通段处于整体线路延伸段的情

形。延伸段系统自建单独环网，在调试完成后，完成

主干传输环网与延伸段独立环网的拆解，并重组为环

网结构，完成延伸线路网络接入工作。

 单站插入方式开通主要针对后开通站点处于已开通线

路中间段的情形。需要建立临时控制中心进行中心级

接口功能调试，临时中心的设置按照一站一中心的结

构，最终在完成中心级数据集成后，将单站接入主干

环网。

 延伸段综合监控系统的工厂构建

 延伸段车站级综合监控系统调试

 接入备用中心或搭建临时控制中心

 中心级接口调试

 中心级数据集成

 环网拆解与重构

延伸方式开通

 单站综合监控系统的工厂构建

 单站车站级综合监控系统调试

 搭建临时控制中心

 中心级接口调试

 中心级数据集成

 单站接入主干环网

单站插入方式开通



综合监控系统｜降级运营技术方案

降级运营

 信号系统降级运营后对ISCS的影响及相应的对策；

 ISCS系统本身的故障和外在因素引起的相应对策；

 网络电调中心下发线路电力调度指令的应对措施。

权限移交概念

• 为了防止不同区域的操作人员同时对受

控对象进行控制操作，保证操作控制的

唯一性，ISCS系统具备操作权转移、操

作互斥功能，能对控制权限进行管理。

中心ISCS完全失效权限移交

• ISCS系统在控制中心和备用中心都发生

故障的情况下，车站级ISCS系统会获得

控制权限，实现对各子系统的监控。

中心ISCS部分功能失效权限移交

• 中心级ISCS并未完全失效的情况下，中心ISCS系统可以将部

分控制权限移交至车站ISCS，使以中心ISCS为主的控制环境

转变为中心和车站共同作用的控制环境。

控制中心、
备用中心
分别配置



智慧车站 | 客运管理

面向维保

智能运维系统

人员管理

设备管理

设备故障诊断

面向乘客

移动支付购票

自助补票功能

掌静脉出入功能

自助查询服务

LCD、LED导向屏

面向运营

建立ISCS系统

完善机电系统

一键开关站

通道门人脸识别

智慧限流

车站物资管理



手持终端

智慧限流决策模块

LCD/LED屏

列车离、到站时间
编组信息

AFC客流WiFi嗅探

视频分析
广播系统

Metro大都会
公众号

智慧车站 | 智慧限流



智慧车站 | 一键开站

01 一键开站检测

03 一键开站实施

05 开启照明系统

07 开启电梯

09完成一键开站

02 设备自检正常

04 PSD开站检测

06 开启环控系统

08 开启卷帘门



智慧车站 | 一键关站

01 一键关站检测

03 一键关站实施

05 关闭电梯

07 关闭环控系统

09完成一键关站

02 设备自检正常

04 关闭卷帘门

06 关闭AFC系统

08 关闭照明系统



智慧车站 | 基于BIM的智能运维

 基于BIM的车站智能运维平台

• 结合运营公司运维业务需求，对接既有运营、维保管理系统，并通过网闸

与生产网打通，对接ISCS系统，直接获取设备状态及相关数据。

方案



智慧车站 | 基于BIM的智能运维

基于GIS地图的线路总览

虚拟巡检、设备状态可视化、

设备信息查看、设备详细信息查

看、视频监控查看、人员定位

三维车站

通过图表的形式，从多个维度对

设备资产情况进行展示。

设备资产管理

根据运维工作需要，提供多种维

度的统计图表，直观展示车站各

项运维指标和情况。

统计数据

根据竣工模型和设备模型，收集

所有相关文档资料形成资料库

文档资料管理

展示客流统计情况、运营报警信

息、当前天气状况等。
对突发事件、设备故障、日常管理、日

常巡检等事件进行记录、跟踪、归档

运营维保管理

集成各专业动态运维数据，结合

物联网技术实现设备的状态监控，

并实时推送预警报警信息。

综合监控管理

支持蓝牙定位、CCTV查看、

设备二维码扫描等功能

移动端



方 案 介 绍

技术特点



电力监控设备状态更新时间典型车站设备状态更新时间

ISCS中心设备状态更新时间

所有数据变化刷新时间：≤3s

重要数据变化刷新时间：≤2s

重要报警信息的响应时间：≤2s

数字量信息更新时间：≤2s

模拟及脉冲量信息更新时间：≤3s

操作站上画面刷新时间：≤2s

历史数据查询刷新时间：≤10s

所有数据变化刷新时间：≤2s

重要数据变化刷新时间：≤1s

重要报警信息的响应时间：≤1s

数字量信息更新时间：≤1s

模拟及脉冲量信息更新时间：≤2s

操作站上画面刷新时间：≤1s

历史数据查询刷新时间：≤3s

遥控命令传送时间≤1s；

遥信变位传送时间≤2s；

遥测数据传送时间≤3s；

画面调用响应时间≤1s。

遥控正确率不低于99.99%；

遥信正确率不低于99.99%。

技术特点｜主要技术指标



方 案 介 绍

典型案例



典型案例

上海轨道交通18号线
一期工程综合监控系统

上海轨道交通18号线（Shanghai Metro Line 18），是上

海地铁新一轮轨交规划重要线路之一，工程于2016年5月12

日全面启动，工程总投资459.37亿元，将于2020年开通。

18号线沟通宝山、杨浦、浦东三区。一期工程全长约36公

里，将建设26座车站，全部为地下线路，重点穿越杨浦、浦

东“腹地”。设车辆基地一座（航头定修段）。

我司于2018年10月承接上海轨道交通18号线一期综合监

控系统项目。18号线全线按照全自动运行标准建设，集成了

EMCS、ACS等系统，建成后将与同期建设的14、15号线

并称为全国首例全自动运行轨交线路。



典型案例

上海轨道交通7号线
综合监控系统

上海轨道交通7号线（Shanghai Metro Line 7），是上海轨道交

通系统中第9条开通运营的线路，途径宝山、普陀、静安、徐汇、浦

东新区5个区。该线从宝山区美兰湖（沪太公路美丹路）起，穿越上

海市中心城区，至浦东新区花木路，线路全长约44.35km，共有33座

车站，其中换乘车站9座，龙阳路和锦秋路停车场2个车辆段。线路最

大站间距离约2248米，最小站间距离约714米，平均约为1273米。

该线于2009年12月5日部分车站通车。此后，先后开通后滩站、

北延伸段、祁华路站。

上海轨道交通7号线是上海近年来第一条综合监控系统的典范路线。



典型案例

上海轨道交通3号线（Shanghai Metro Line 3），又称明珠线，

是上海首条环绕上海中心城区的高架轨道交通线路。该线从徐汇区

的上海南站站至虹口区江湾镇站再至江杨北路站，全长40.3公里，

共设29座车站，其中换乘车站12座（含与4号线共线区段换乘站），

拥有石龙路停车场和江杨北路车辆段2个车辆段。

该线于2000年12月26日一期通车。2006年12月18日，北延伸

段通车。

上海轨道交通3号线是我司承接的第一条使用综合监控系统的

线路。

上海轨道交通明珠线
一期工程综合监控系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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