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铁车站通风空调系统智能化运维技术标准》编制说明

一、编制的背景、目的作用和必要性

我国已经成为全世界城市轨道交通发展最迅猛的国家，新建线路

遥遥领先,运营里程持续增长。作为地铁线网关键节点，地铁车站是

典型的人员、设备密集型场所，且位于地下、环境相对密闭，因此高

度依赖通风空调系统来保障环境的安全性和舒适性。此外，作为能耗

大户，车站通风空调系统能耗占比 30%以上，对运营成本影响巨大。

因此，采取科学合理运维技术，来保障通风空调系统的稳定节能运行，

将有助于营造高品质的车站运营环境和创造突出的节能减排效益。

通过调研，当前车站运维管理普遍存在自动化程度低、设备监测

点位少、运维数据挖掘不足、运维档案纸质台账化、故障判定依赖人

工的特点，导致现场运营人员不能有效掌握设备实际运行状态和缺乏

现场控制指导，通风空调系统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呈现设备故障率高、

环境冷热不均、运营能耗高等问题。

为促进地铁车站通风空调系统运维技术智能化的革新，特申请制

定本标准，以数字化、智能化、安全可靠、功能完善、运行高效、节

能环保为原则，为通风空调系统优化设计和智能运维提供规范指导。

二、工作简况

（1）工作开展情况

1）工作大纲编制

编制组从从发布立项通知到工作大纲评审会，通过收集、分析、

整理基础资料等，形成《地铁车站通风空调系统智能化运维技术标准》

工作大纲，提交学会标准分委，于 2022 年 3 月 17 日开展工作大纲评



审，专家一致通过标准大纲。

2）补充调研

编制组根据标准内容增加和补充进行的调研，包括调研对象、方

式，主要问题及必要的试验验证、论证内容等。

3）编制起草

编制组起草编制《地铁车站通风空调系统智能化运维技术标准》

初稿，提交有关专家进行初步交流后，形成《地铁车站通风空调系统

智能化运维技术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4）征求意见

编制组向 20余家单位进行定向征求意见，共收集到 249 条意见，

其中采纳意见 202 条，部分采纳意见 22 条。7 月中旬-8 月中旬完成

公开征求意见，后期会根据征求意见情况，形成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

修改完善形成《地铁车站通风空调系统智能化运维技术标准》送审稿。

5）技术审查

编制组计划 9 月中旬完成技术审查，同时根据审查意见修改完善

形成《地铁车站通风空调系统智能化运维技术标准》总校稿。

（2）起草人员信息及分工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专业
编制分工

（细化到章节）

1 车轮飞 铁四院 正高级 暖通

（负责人、负责

整个规程的协

调、编制）

2 王庆亮

苏州市轨道

交通集团有

限公司

副总工程师/

高级工程师
机电 统筹审查

3 郝盛

南京地铁建

设有限责任

公司

研究员级高级

工程师
机电 统筹审查

4 谭琼亮

苏州市轨道

交通集团有

限公司

总工室副主任

/高级工程师
机电 统筹审查



5 刘俊 铁四院 正高级 暖通
负责移动办公等

章节内容

6 徐新华
华中科技大

学
教授 暖通 统筹审查

7 廖承波

重庆市轨道

交通（集团）

有限公司

正高级 机电 统筹审查

8 周春云

米珑科技

（上海）股

份有限公司

高级 暖通
负责移动办公等

章节内容

9 李国栋 铁四院 高级 暖通 统筹审查

10 冯腾 铁四院 工程师 暖通
负责移动办公等

章节内容

11 陈慧 铁四院 工程师 暖通
负责节能诊断等

章节内容

12 张之启 铁四院 高级 暖通
负责安全预警等

章节内容

13 胡忠炜 铁四院 高级 暖通
负责环境监测等

章节内容

14 黄昕 同济大学 教授 暖通
负责施工验收内

容

15 梅方晨 铁四院 工程师 暖通
负责节能诊断等

章节内容

16 吴晶

南京地铁建

设有限责任

公司

高工 机电
负责施工验收内

容

17 王晖

南京地铁建

设有限责任

公司

高工 机电
负责施工验收内

容

18 景建平

搏力谋自控

设备(上海)

有限公司

高工 机电
负责施工验收内

容

三、标准编制原则

目前，国内外机电设备管理已有综合监控系统、环境设备监控系

统等相关系统服务于机电运维人员的日常工作。作为城市轨道交通自

动化系统发展方向，目前国内新建地铁综合监控系统已经成为地铁的

核心系统之一，被广泛应用。然而综合监控系统的应用主要还是以设

备本身的监控为主（比如状态监视、简单开关控制、设备联动、设备



连锁等），对监控采集数据的深度挖掘和应用还在摸索阶段，尚不具

备对设备故障的分析和统计、对机电设备的预警反馈等功能。

此外，虽然国内外学者在车站通风空调系统实际工程节能控制方

向做了大量的理论和实测研究，但当前国内外对建筑设备的运维管理

仍偏重于巡检、保养、检修维护及故障维修四个方面，缺乏对节能控

制功能的融合，未能充分考虑车站通风空调系统巨大的节能潜力。既

有标准体系下，国内外尚无相关规范标准可直接用于指导地铁车站通

风空调系统智能化运维。

该标准依托重庆地铁红土地站通风空调运维改造项目为基础，从

系统监测、节能控制、安全预警、移动办公等方面，制定出地铁车站

通风空调智能运维基础框架，统一了规范准则，该标准将有力促进本

次团体标准的编制工作，提高成果水平。其具体为：

《空调通风系统运行管理标准》，适用于民用建筑集中管理的空

调通风系统的常规运行管理，以及在发生与空调通风系统相关的突发

性事件时的应急运行管理，该标准中的管理办法将有力支撑本标准的

编制工作。

《数据中心综合监控系统工程技术标准》，规范了数据中心综合

监控系统工程的设计、施工与验收，保证系统安全、可靠、高效地运

行,该标准的数据机房建设，将有力支撑本标准总控平台章节的编制

工作。

《公共建筑节能改造技术规程》，规定了各类公共建筑的外围护

结构、用能设备及系统等方面的节能改造，为本标准节能诊断控制系

统章节提供依据。

四、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本标准聚焦于地铁车站通风空调智能运维时的规范性要求，如通



风空调系统监控、系统运行与节能控制、能效监测与专家系统、故障

报警、移动办公、施工安装、系统调试、竣工验收等内容。

其中地铁车站通风空调系统的监控范围应包括公共区通风空调系

统、设备管理用房通风空调系统、空调冷源及水系统、车站轨行区排

热系统、区间隧道通风系统的环境、设备及系统运行参数。智能运维

管理系统应及时掌握地铁车站通风空调系统运行状况，宜对系统制定

节能运行控制策略及方案。智能运维管理系统宜对通风空调能耗进行

监测、统计和评估。智能运维管理系统应具备通风空调系统能耗监测

功能，且具备通风空调系统能耗系数等参数测算及能效计算功能。移

动办公系统应包含技术资料、人员管理、设备台账管理、工单管理、

检修管理等。

五、标准的创新性、前瞻性和可靠性

1）环境与设备监测参数的调查研究

地铁车站包含公共区通风空调系统、设备用房通风空调、空调水、

防排烟、隧道通风等多个系统，所需要的监测的参数繁多，因此需要

对环境与设备监测参数进行梳理，做到重要参数必须测，一般参数有

条件测，非重要参数不用测。以下为监测参数部分调研情况：

系统 分项 监测量 控制量

公共区

通风空

调系统

环境参数
站厅和站台公共区温度、湿度、CO2浓度、颗粒物

浓度。
新风量

风管系统

新风温度、新风湿度、 颗粒物浓度；

送风温度、送风湿度、 颗粒物浓度、风速；

回风温度、回风湿度、风速；

新、回风混合点温度、湿度。

回风温度、

回风湿度、

送风温度、

送风湿度

组合式空调机

组

送风机的启停状态及故障报警；

送风机工作电流、电压；

送风机变频器运行频率；

运行/停止

频率



空气过滤装置控制状态、故障状态；过滤装置前后

压差或者两侧压差超限报警；

启动次数和运行时长；

用电量。

回排风机

回排风机的启停状态及故障报警；

回排风机工作电流、电压；

启动次数和运行时长；

回排风机变频器运行频率；

用电量。

运行/停止

频率

风阀
电动阀风阀的开关状态；

电动调节风阀开度。
开/关、开度

设备及

管理用

房风系

统

环境参数

重要房间和人员密集房间温度、湿度、 颗粒物浓

度；

污水泵房等特殊设备环境的有害气体浓度；

/

风管系统

新风温度、新风湿度、 颗粒物浓度；

送风温度、送风湿度、 颗粒物浓度；

回风温度、回风湿度。

/回风温度、

回风湿度、

送风温度、

送风湿度

空调机组（新风

机组）

机组（送风机）的启停状态及故障报警；

机组（送风机）工作电流、电压；

机组（送风机）变频器运行频率；

启动次数和运行时长；

空气过滤装置两侧压差或者两侧压差超限报警；

用电量。

运行/停止、

频率、压差

回排风机

回排风机的启停状态、及故障报警；

回排风机工作电流、电压；

启动次数和运行时长；

用电量。

运行/停止

排风机

排风机的启停状态、及故障报警；

排风机工作电流、电压；

启动次数和运行时长；

用电量。

运行/停止



2）通风空调智能运维系统的研究

地铁车站智能运维总控平台的建设关系到智能运维方案的可实施

性，其数据采集系统、数据传输系统以及系统平台均大大影响初投资，

因此应在标准中对系统平台关键要求进行规定，确保系统平台建设有

序高效。

3）智能运维系统整体框架研究

对于智能运维主要包括监测系统、节能诊断系统、安全预警系统、

移动办公系统，对于每一个系统的具体功能，进一步明确功能需求，

以满足工程需求。

图 1 智能运维管理系统网络部署框架结构

新风机

新风机的启停状态、及故障报警；

新风机工作电流、电压；

启动次数和运行时长；

用电量。

运行/停止

风阀
电动阀风阀的开关状态；

电动可调节风阀开度。
开/关、开度

注：监测的颗粒物包含 PM1.0、PM2.5以及 PM10。



六、预期需求，以及社会、经济、生态效益。

本标准采用理论结合实践的技术路线，成果依赖实际项目检验，

并进行多轮反馈，落地成果所具备的可操作性高，能够有效发挥成果

的效益。本标准的成果将作为标准体系的一部分，与其它标准一起有

力促进地区轨道交通智慧化运营技术应用的发展，从而提升建设项目

信息化管理水平，提高管理水平，长远来看，将为社会带来巨大的经

济效益。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和依据。

无。

八、标准推广应用的前景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

等内容）。

本标准拟通过对地铁通风空调智能化运维的环境监控、节能诊断、

安全预警等内容进行规范统一，从而提高通风空调设备的设计、施工、

运营水平，实现地铁通风空调系统运维管理的无纸化、数字化、智能

化、规范化、便捷化管理。

标准编制完成并完成推广后，设计人员通过本标准可解决暖通专

业在地铁中的智慧化运维的问题。

九、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如涉及专利的处理、修订（废止）现

行有关标准的建议等。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