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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城市客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29)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深

圳地铁运营集团有限公司、成都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地铁运营

有限公司、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地铁运营有限公司、长沙市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
郑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北京交通大学、乌鲁木齐城市轨道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北京市交通委员

会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贾文峥、宋晓敏、殷峻、蔡昌俊、张建平、饶咏、姚国如、蔡佳妮、汪侃、冯旭杰、

吴殿华、李颖峰、张剑、胡清梅、葛鑫、王石生、陈勇、张炘、艾文伟、刘宏泰、张兴凯、张红欣、彭章硕、张铭、
陈文、杨斌、吕楠、王春强、徐平、吴珂琪、徐安雄、王艳辉、黄嘉、熊振兴、欧阳德胜、海增辉、杨新征、
刘书浩、李永、徐磊、龚云海、柏赟、唐金金、元进辉、王刚。

Ⅲ

GB/T41594—2022



城市轨道交通线网综合应急指挥系统
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城市轨道交通线网综合应急指挥系统的总体要求、系统功能要求、系统性能要求、系
统构成要求、系统软件要求、系统接口要求和系统信息安全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城市轨道交通线网综合应急指挥系统的设计、建设和运营。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22239—2019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B/T25070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安全设计技术要求

GB/T38374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指标体系

GB/T38707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综合应急指挥系统 comprehensiveemergencycommandsystem
监督城市轨道交通线网的总体运营状态,具有应急资源管理、监测控制与预警和应急处置功能的计

算机信息集成系统。

4 总体要求

4.1 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达到网络化运营条件时,应有综合应急指挥系统(以下简称“系统”),网络化运

营的应急需求应满足GB/T38707的规定。

4.2 正常运营时,系统应具备运营监测、风险管控和信息发布功能;非正常运营时,系统应具备对线网、
线路和现场各层级间的协调指挥功能。

4.3 系统应满足信息内容全面、实时准确、快捷调阅、灵活组合的线网应急指挥要求。

4.4 系统应满足安全性、可靠性、可用性的要求,并具有可扩展性和可维护性。

4.5 系统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级别应不低于GB/T22239—2019规定的二级要求。

4.6 系统应能满足新线接入、线路改造和延伸等扩展需要。

4.7 系统宜采用数据级灾备方式建立备用系统。

4.8 系统可实现数据共享,为企业其他业务和应用提供数据支撑。

4.9 系统应记录线网应急决策现场的音视频信息和突发事件相关系统界面,并具有回溯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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