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背景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交通拥堵越来越严重，城市轨道交通因其舒

适、便捷、准点的特性正日益成为群众出行优先考虑的交通工具。

由于城市轨道交通具有运营线路长、站点多、客流量大、地下车站空间封闭、

隧道区间狭窄等特点，极易造成群死群伤的重特大火灾事故。为此，消防主管部

门要求高度重视城市轨道交通的火灾防控工作，把城市轨道交通作为消防监督和

灭火救援工作的重点。

地铁智慧消防集中监管系统作为国内城市轨道交通应用领域里的新技术、新

模式，为地铁车站提供了一个集中操作、运营管理的平台。

二、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随着地铁建设的不断发展，多线路运营，地铁消防安全管理任务显著增加。

南京地铁集团有限公司通过地铁智慧消防集中监管系统的建设，充分发挥信

息数据平台的能力，对地铁消防系统的集中监控、设备运维、消防隐患等进行信

息化管理，全面提升了南京地铁消防工作信息化水平。

地铁智慧消防集中监管系统的建设，打破不同品牌和产品之间的技术屏障，

实现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不同品牌、不同产品之间互联互通。通过万物互联的理念，

实现地铁正线和延伸线的多线并网，并能实现不同线路之间的多线互通。

2、主要起草单位（人）

本标准由南京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提出，报江苏省综合交通运输学会批准，与

南京地铁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南京地铁运营有限责任公司、苏州市轨道交通集团

有限公司、无锡地铁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常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徐州地铁集团

有限公司、南通城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中

铁电气化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南京苏瑞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太通建设有限

公司等共同承担了《江苏省地铁智慧消防集中监管系统技术标准》的编制工作，

共同组建该团体标准编制小组，明确了各自的责任和分工，并开展工作。在编制

过程中，编制小组认真查阅有关资料，收集相关数据信息，结合南京地铁既有线

路的智慧消防集中监管系统的建设，进行本团体标准的编制工作。主要起草人：



陈志宁、裴顺鑫、王健、汪理、卢蓉、洪涛、吴戈、丁亮、汪青、万青、张文杰、

张亦然、黄娟、徐晔、刘明明、刘毅、吴立桥、王强等。

3、主要工作过程

本标准的编制过程主要分为立项阶段、调研阶段、编制阶段、征求意见及处

理阶段、技术审查阶段、报批阶段等。

3.1立项阶段

江苏省综合交通运输学会铁路（轨道）标准分委组织专家对《地铁智慧消防

集中监管系统技术标准》进行立项评审。江苏省综合交通运输学会于 2020 年 9

月 23 日发文（苏交学办[2020]36 号），经审查本团体标准符合立项条件，同意

批准立项。

3.2调研阶段

2020年 9 月~2022 年 5月

3.3编制阶段

2021 年 4 月 6 日在南京雨润涵月楼酒店召开了《江苏省地铁智慧消防集中

监管系统技术标准》团体标准工作组会议，通过组织专家会议，以集中讨论的方

式确定标准原则及基本框架，在会上专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根据专

家的意见，编制小组撰写和修改了团体标准。

3.4征求意见及处理阶段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编制小组收集发现的问题和建议，及时开会讨论形成

文稿。

三、标准编制原则及依据

1、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结构、技术要素和表述规则按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等规定的表述方式及要求编写。

2、标准编制依据

本标准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不可少的条款。其中，

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GB/T5907 (所有部分) 消防词汇



GB 50016-2014（2018 年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116-2013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GB 50166-2019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157-2013 地铁设计规范

GB 51298-2018 地铁设计防火标准

GB 51348-2019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

GB /T 50636-2018 城市轨道交通综合监控系统工程技术标准

GB 50440-2007 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技术规范

GB/T 22240-2020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定级指南

四、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及确定的论据

1、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

本标准共分 6章和 3 个附录，主要技术内容包括: 总则、术语、系统设计、

施工与调试、系统检测与验收、运行维护。

1.1总则

1.1.1 随着地铁建设的不断发展，城市轨道交通多线路运营，地铁消防安全

管理任务显著增加，为提高地铁消防安全管理水平，通过地铁智慧消防集中监管

系统的建设，充分发挥信息数据平台的能力，提高消防系统的集中监控、设备运

维、消防隐患的信息化管理，全面提高地铁消防工作信息化水平。

1.1.2 为了合理设计和建设江苏省地铁智慧消防集中监管系统，保障地铁智

慧消防集中监管系统的设计和施工质量，提高建设单位消防安全管理水平，制定

本标准。

1.1.3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扩建和改建的地铁智慧消防集中监管系统的设计、

施工与调试、检测与验收、运行维护。

1.1.4 地铁智慧消防集中监管系统的设计和施工，应与地铁火灾自动报警系

统统筹组织，做到安全可靠、技术先进、经济合理。

1.1.5 地铁智慧消防集中监管系统的设计、施工、检测、验收及运行维护除

应执行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1.2术语

本标准规定了地铁、地铁智慧消防集中监管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线网



级监管系统、线路级监管系统、车站级监管系统、系统调试、综合联调、城市消

防远程监控系统、客体等定义内容

1.3系统设计

（1）一般规定（2）系统架构与功能（3）系统软件（4）接口设计（5）电

源设计

1.4施工与调试

（1）一般规定（2）系统施工（3）车站级监管系统功能调试（4）线路级监

管系统功能调试（5）线网级监管系统功能调试（6）云平台（如有）/主服务器

功能调试

1.5系统检测与验收

（1）一般规定（2）系统检测（3）系统验收

1.6运行维护

1.7附录 A（资料性）一级汇总数据记录表格

1.8附录 B (资料性) 二级汇总数据记录表格

1.9附录 C（资料性） 系统调试记录表

2、新旧标准对比

不涉及

五、标准的创新性、前瞻性和可靠性

作为国内城市轨道交通应用领域里的新技术、新模式，地铁智慧消防集中监

管系统是按照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的要求，综合运用物联网、大数据、网络

通讯等新兴信息技术，整合消防电源监控、感温光纤探测（隧道温度探测）等消

防专业子系统，实现对消防设备状态及运行工况的全方位综合监控、实现消防设

备信息资源共享，及时发现消防设备存在的安全隐患，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平

台化、智能化、集成化的消防集中监管系统。

现代化的地铁运营管理也要求提供一个可实现信息互通和资源共享的平台。

智慧消防集中监管系统符合新的管理需求，采用符合国际标准或行业标准的消防

监控主机、交换机等网络和计算机产品来构建统一硬件集成平台，通过分布式系

统结构，将中央监控人员和车站值班人员所关心的消防安全监控信息汇集在一起，

实现对各地铁车站消防监控主机、探测器的运行状态及各类传感数据的在线监测



与集中展现，以及各子系统之间信息共享和协调联动，实现对消防安全隐患的动

态感知、信息互联互通，组成精准防控应用体系，能有效提升消防安全突发事件

应急保障的能力，对于提升地铁安全管理，保护乘客生命财产安全等具有重要作

用。

六、预期需求、以及社会、经济、生态效益

地铁智慧消防集中监管系统打破传统消防报警系统产品封闭性，实现线路与

线路(多品牌多型号报警主机）、多专业、多系统之间的互联互通，可实现地铁

车站各消防设施的集中显示，减少操作值班人员在多设备之间切换监视，执行多

步操作的负担；能够根据运营操作人员的要求对传统消防报警系统进行定制或扩

展，满足地铁消防系统向城市级消防系统融合的需求，并减少了建设和运营管理

费用。

结合大数据分析及人工智能 AI 算法分析，对消防隐患全方位进行预判及原

因分析，并形成分析报告，提高火灾主动防御能力，避免和减少了发生重特大火

灾的可能性。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和依据。

目前无重大分歧意见

八、标准推广应用的前景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归口单位为江苏省综合交通运输学会，经过审定报批后，由江苏省综

合交通运输学会发布，建议在江苏省城市轨道交通相关专业进行宣贯执行。

九、其他说明事项

1、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的发布实施不涉及对现行有关标准的代替和废止。

2、涉及专利处理

本标准未涉及相关专利问题。

《江苏省地铁智慧消防集中监管系统技术标准》

编制工作组

2022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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