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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运营设备维修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城市轨道交通运营设备维修管理工作的一般要求、各系统设备常规维护和定期检修的

项目及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在全封闭条件下，采用钢轮钢轨系统、A型车或B型车的城市轨道交通系统运营设备

的常规维护和定期检修，并可为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期的设备选型提供指导。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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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21431  建筑物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 
GB/T 22239  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B 25201  建设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65  交流电气装置的接地设计规范 
GB 50263  气体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381  城市轨道交通自动售检票系统质量验收规范 
GB 50382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工程质量验收规范 
GB 50578  城市轨道交通信号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DL/T 596  电力设备预防性试验规程 
DL/T 724  电力系统用蓄电池直流电源装置运行与维护技术规程 
DL/T 995  继电保护和电网安全自动装置检验规程 
TB/T 1477  ZD6系列电动转辙机 
TB/T 3069  S700K-C型电动转辙机 
TB/T 3113  ZD9/ZDJ9系列电动转辙机 
DB11/418  电梯日常维护保养规则 
DB11/485  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管理规范 

3 术语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运营设备 operation 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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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安全有效运送乘客而组织开展的一系列活动所使用的设备，包括车辆系统、供电系统、通信系统、

信号系统、自动售检票系统、乘客信息系统、环境与设备监控系统、站台门、综合监控系统、电梯、通

风空调系统、给排水系统、动力与照明系统、火灾自动报警及气体灭火系统等。 

3.2  

常规维护 routine maintenance 

为维持设备状态而实施的清扫、外观检查、状态检查、功能检查、润滑、调整、消耗件更换、系统

优化、数据备份等常规性维护作业。 

3.3  

定期检修 periodic repair 

为恢复设备性能而实施的全面检查、性能测试、修理、不良部件更换、系统调试等周期性检修作业。 

4 一般要求 

4.1 基本要求 

4.1.1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设备维修管理工作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要求，将运营安全指标与设
备运行指标紧密结合，确保运营设备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 

4.1.2 设备维修单位应根据运营设备的功能、数量和分布等情况设置维修管理的职能部门，并应做到： 

a) 部门职责明确； 
b) 岗位分工合理； 
c) 管理制度健全； 
d) 人员管理规范； 
e) 技能培训及时； 
f) 资料管理科学； 
g) 维修质量达标； 
h) 设备运行指标可靠。 

4.1.3 运营设备维修分为常规维护和定期检修。 

4.1.4 设备维修单位可根据运营设备的实际状态，安排定期或不定期的日常巡视检查工作。 

4.1.5 设备维修单位应按本标准规定的维修周期和要求制定维修规程，当出现以下情况可适度调整： 

a) 设备实际状态及表现发生变化时； 
b) 厂家对设备常规维护和定期检修有明确要求时； 
c) 其他需要调整的情况。 

4.1.6 设备维修单位应制定维修作业指导文件，内容应包括： 

a) 指导作业的工艺、标准、方法、流程； 
b)  需配置的工具和设备等。 

4.2 维修计划与实施 

4.2.1 设备维修单位应按设备技术状态和维修周期要求，编制设备的常规维护和定期检修年度维修计划
并组织实施。 

4.2.2 维修计划的编排不应超过本标准规定的周期要求，特殊情况可适度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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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维修工作开始前，应说明维修作业的安全注意事项，并确认维修工具、设备以及备品备件状态完
好，并在有效期内。 

4.2.4 维修人员应按安全管理的规定和有关要求穿戴劳动防护用品。 

4.2.5 在维修实施的过程中，应确保作业人员的安全和设备的完好，对于维修工作的步骤严格按作业指
导文件的要求执行。 

4.2.6 在维修作业完成后，维修人员应进行清场，内容包括清点维修人员人数、收集维修工具、清理现
场杂物等，确保设备不得侵入限界。 

4.3 维修人员管理 

4.3.1 设备维修单位应建立维修人员培训机制，根据维修作业的需求制定、调整、更新培训计划。 

4.3.2 维修人员应接受安全教育、专业技能培训，经考核合格，持证上岗。 

4.3.3 从事特种作业的维修人员应具有特种行业维修能力和资格，持证上岗。 

4.3.4 设备维修单位应对维修人员的资格证书按有关规定组织定期复审。 

4.4 维修物资管理 

4.4.1 设备维修单位应建立物资管理制度。 

4.4.2 应按年度维修计划、项目预算、储备定额等制订年度维修物资需求计划并进行采购。 

4.4.3 应建立物资管理信息系统，内容包括：入出库设备名称、时间、属性代号、规格、数量、位置编
号、经办人等。 

4.4.4 物资库应建立完整的账卡、台账，物资应分类存放，入出库应登记，做到账物一致。 

4.4.5 在维修物资入库前，应按物资管理规定进行检查和验收。 

4.4.6 维修物资应定期进行盘点，达到数量准确、账表清晰。 

4.4.7 易燃品物资应根据物品性质和仓库条件分类隔离储存，并按规定进行保管和养护。 

4.5 维修工具、设备和仪器仪表管理 

4.5.1 设备维修单位应制定维修工具、设备和仪器仪表的管理办法，并建立维修工具、设备和仪器仪表
的档案管理制度。 

4.5.2 应对维修工具、设备和仪器仪表进行定期检查、监控、测量、试验、校准等工作，并应标注标签。 

4.5.3 应对易损坏、使用复杂以及可改变校准设置的维修工具、设备和仪器仪表制定相应的操作规程。 

4.5.4 应对不符合要求的维修工具、设备和仪器仪表采取处置或控制措施，以防止意外使用。 

4.5.5 应对用于测量、监视、控制和测试目的而开发的专用软件进行功能验证、更新、升级和确认。 

4.5.6 应按 GB/T 22239的要求建立有效的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4.6 维修记录及信息管理 

4.6.1 各类维护检修作业应做好维修记录，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日期、时间、地点、检修人； 
b） 被维护检修设备的名称、编号、位置及部位； 
c） 维护检修的项目和内容； 
d） 使用的计量器具； 
e） 被维护检修设备的技术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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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维修记录应填写清楚、便于日后查阅，不应涂改。 

4.6.3 设备维修单位应建立电子化维修记录信息管理系统。 

4.6.4 维修记录应分类管理、定期存档。 

4.7 环境保护与职业健康管理 

4.7.1 设备维修单位应建立有效的环境保护及职业健康安全方面的管理要求。 

4.7.2 应对产生环境污染的维修，制定防止环境污染的措施。 

4.7.3 应对维修过程中产生的废品、废料进行统一回收、集中处理，其中高污染废弃物应交由有资质的
单位进行回收处理。 

4.7.4 应有效地识别针对人员的危害，建立相应的保护控制措施。 

4.7.5 设备维修单位应结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定期安排员工进行体检。 

4.8 维修质量考核与持续改进 

4.8.1 设备维修单位应定期开展维修质量考核工作，主要包括：设备运行指标评定、作业现场检查及维
修信息记录情况检查。 

4.8.2 应定期对设备运行指标的考核项目及标准进行量化分析，确保考核项目及标准符合维修管理目标
要求。 

4.8.3 应设置具有层级的现场检查机制，对维修过程及结果进行现场检查。 

4.8.4 应建立维修信息记录、签批及检查制度，确保维修信息记录完整、规范。 

4.8.5 根据维修质量考核结果，持续优化维修方法和流程、调整维修周期、修订维修相关程序文件。 

5 车辆系统 

5.1 一般规定 

5.1.1 本章的维护检修要求仅适用于设计最高运行速度不大于 100km/h的车辆系统。 

5.1.2 应对车辆系统的牵引及电气系统、制动及风源系统、走行系统、车体及内装、车门系统、空气调
节系统、广播与乘客信息系统、列车监控系统、车钩及缓冲装置等进行常规维护。 

5.1.3 应对车辆系统的牵引及电气系统、制动及风源系统、走行系统、车门系统、空气调节系统、车钩
及缓冲装置等进行定期检修。 

5.2 常规维护项目及要求 

5.2.1 牵引及电气系统 

5.2.1.1 对牵引电机、牵引逆变器、辅助逆变器进行清扫，周期不应大于 0.75万公里，应达到清洁，通
风滤网无异物。 

5.2.1.2 对牵引电机、蓄电池箱、各电气箱、接线箱进行外观检查、安装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2.25
万公里，应达到外观良好，安装牢固。 

5.2.1.3 对受流器滑块进行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0.75万公里，必要时更换受流器滑块。 

5.2.1.4 对受电弓滑板条进行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2.25万公里，必要时更换受电弓滑板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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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5 对受流装置进行外观检查、安装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2.25万公里，应达到外观良好，安装
牢固。 

5.2.1.6 对牵引及电气系统的其他设备进行常规维护，周期不宜大于 1年。 

5.2.2 制动及风源系统 

5.2.2.1 对风源系统、制动控制装置、基础制动单元进行外观检查、安装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0.75
万公里，应达到外观良好，安装牢固。 

5.2.2.2 对风源系统空压机润滑油进行状态检查，必要时更换空压机润滑油及消耗件，周期不应大于
0.75万公里，应达到润滑油油色、油位正常。 

5.2.2.3 对制动闸瓦/闸片厚度进行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0.75万公里，必要时更换制动闸瓦/闸片。 

5.2.2.4 对制动系统进行常用制动、紧急制动功能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0.75万公里，应达到制动功能正
常。 

5.2.2.5 对风管路进行气体泄漏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2.25万公里，泄漏量应达到压缩空气泄漏指标。 

5.2.2.6 对风源设备进行充风功能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2.25万公里，应达到充风功能正常。 

5.2.2.7 对制动及风源系统的其他设备进行常规维护，周期不宜大于 1年。 

5.2.3 走行系统 

5.2.3.1 对构架、车轴及转向架附属件进行外观检查、安装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0.75万公里，应达
到外观良好，安装牢固。 

5.2.3.2 对车轮进行外观检查、安装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0.75万公里，应达到弛缓线无错位，外观
良好。 

5.2.3.3 对一系悬挂、二系悬挂进行外观检查、安装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0.75万公里，应达到外观
良好，安装牢固。 

5.2.3.4 对齿轮箱及联轴节进行外观检查、安装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0.75万公里，应达到外观良好，
安装牢固。 

5.2.3.5 对齿轮箱润滑油进行状态检查，必要时更换齿轮箱润滑油，周期不应大于 0.75万公里，应达到
润滑油油色、油位正常。 

5.2.3.6 对轴箱进行外观检查、安装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0.75万公里，应达到外观良好，安装牢固。 

5.2.3.7 对走行系统其他设备进行常规维护，周期不宜大于 1年。 

5.2.4 车体及内装 

5.2.4.1 对车体进行外观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2.25万公里，应达到外观良好。 

5.2.4.2 对客室座椅、扶手、立柱进行外观检查、安装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2.25万公里，应达到外
观良好，安装牢固。 

5.2.4.3 对车体及内装其他设备进行常规维护，周期不宜大于 1年。 

5.2.5 车门系统 

5.2.5.1 对客室车门进行集控开关门功能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0.75万公里，应达到列车监控系统人机界
面显示车门状态与车门实际状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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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2 对客室车门及其传动装置进行外观检查、安装状态检查、手动开关门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2.25
万公里，应达到外观良好，安装牢固，车门动作顺畅。 

5.2.5.3 对客室车门进行防挤压功能检查、隔离锁功能检查、紧急解锁功能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6个月，
应达到车门防挤压、隔离、紧急解锁功能正常。 

5.2.5.4 对司机室侧门进行外观检查、安装状态检查、手动开关门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2.25万公里，应
达到外观良好，安装牢固，车门动作顺畅。 

5.2.5.5 对逃生门进行外观检查、安装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2.25万公里，应达到外观良好，安装牢
固。 

5.2.5.6 对车门系统其他设备进行常规维护，周期不宜大于 1年。 

5.2.6 空气调节系统 

5.2.6.1 对空调滤网进行清扫，周期不应大于 2.25万公里，应达到清洁。 

5.2.6.2 对空调系统进行通风、紧急通风功能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2.25万公里，应达到通风、紧急通风
功能正常。 

5.2.6.3 对幅流风机进行工作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2.25万公里，应达到工作正常。 

5.2.6.4 在空调制冷启用前，对空调系统进行清洁、制冷管路泄漏检查、制冷功能检查，应达到清洁，
管路无泄漏，制冷功能正常；在电加热启用前，对电加热进行功能检查，应达到电加热功能正常。 

5.2.6.5 对空气调节系统其他设备进行常规维护，周期不宜大于 1年。 

5.2.7 广播与乘客信息系统 

5.2.7.1 对司机操作单元进行司机对讲功能检查、备用麦克功能检查、监听功能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0.75
万公里，应达到对讲、备用麦克、监听功能正常。 

5.2.7.2 对司机操作单元的各按键进行功能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0.75万公里，应达到各按键功能正常。 

5.2.7.3 对广播与乘客信息系统进行报站功能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2.25万公里，应达到报站功能正常，
终点站显示屏、电子地图及液晶显示屏报站信息显示正常。 

5.2.7.4 对广播与乘客信息系统进行乘客报警功能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2.25万公里，应达到乘客报警功
能正常。 

5.2.7.5 对广播与乘客信息系统进行视频监视功能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2.25万公里，应达到监视功能正
常，视频存储功能正常。 

5.2.8 列车监控系统 

对列车监控系统进行通信功能检查，周期不应大于0.75万公里，应达到信息显示正常，存储功能正
常。 

5.2.9 车钩及缓冲装置 

5.2.9.1 对车钩及缓冲装置进行外观检查、安装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0.75万公里，应达到外观良好，
安装牢固。 

5.2.9.2 对贯通道进行外观检查、安装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2.25万公里，应达到外观良好，安装牢
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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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0 对车辆系统中低压线缆及附件进行外观检查、安装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外观
良好，安装牢固。 

5.3 定期检修项目及要求 

5.3.1 牵引及电气系统 

5.3.1.1 对高速断路器进行全面检查、脱扣性能测试，周期不应大于 40万公里，应恢复设备性能。 

5.3.1.2 对蓄电池组进行全面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40万公里，必要时更换蓄电池，应恢复设备性能。 

5.3.1.3 对牵引电机进行全面检查、绝缘电阻及相间电阻性能测试，周期不应大于 80万公里，应恢复
设备性能。 

5.3.1.4 对受流装置进行全面检查、绝缘性能测试，周期不应大于 80万公里，应恢复设备性能。 

5.3.1.5 对牵引系统外部冷却风机的轴承进行全面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80万公里，应恢复设备性能。 

5.3.1.6 对牵引及电气系统的其他设备宜依据国家、行业、地方和厂家的维修作业指导文件和设备状态
进行定期检修。 

5.3.2 制动及风源系统 

5.3.2.1 对基础制动单元进行全面检查、制动施加/缓解性能测试，周期不应大于 120万公里，应恢复设
备性能。 

5.3.2.2 对制动控制设备进行全面检查（含常用制动、紧急制动、保持制动、防滑控制等），周期不应
大于 120万公里，应恢复设备性能。 

5.3.2.3 对供风单元进行全面检查、充风性能测试，周期不应大于 120万公里，应恢复设备性能。 

5.3.2.4 对制动及风源系统的其他设备宜依据国家、行业、地方和厂家的维修作业指导文件和设备状态
进行定期检修。 

5.3.3 走行系统 

5.3.3.1 对轴箱接地碳刷进行测量，周期不应大于 40万公里，必要时更换接地碳刷。 

5.3.3.2 对轴箱的轴承及密封件进行全面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80万公里，必要时更换零部件，应恢复
设备性能。 

5.3.3.3 对一系悬挂装置进行全面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40万公里，必要时更换一系悬挂装置，应恢复
设备性能。 

5.3.3.4 对一系悬挂装置进行压力性能测试，必要时更换一系悬挂装置，周期不应大于 80万公里，应
恢复设备性能。 

5.3.3.5 对二系悬挂装置进行气密性测试，周期不应大于 40万公里，应达到无气体泄漏。 

5.3.3.6 对二系悬挂装置进行全面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80万公里，必要时更换零部件，应恢复设备性
能。 

5.3.3.7 对齿轮箱进行齿轮齿面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40万公里，应达到齿轮齿面正常。 

5.3.3.8 对构架、车轴进行探伤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120万公里，必要时修复或更换构架、车轴，应恢
复设备性能。 

5.3.3.9 对走行系统的其他设备宜依据国家、行业、地方和厂家的维修作业指导文件和设备状态进行定
期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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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车门系统 

5.3.4.1 对密封胶条等各类胶条进行全面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40万公里，必要时更换胶条。 

5.3.4.2 对承载轮组件等各类滚轮组件进行全面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40万公里，必要时更换零部件。 

5.3.4.3 对逃生门进行全面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80万公里，必要时更换零部件。 

5.3.4.4 对车门系统的其他设备宜依据国家、行业、地方和厂家的维修作业指导文件和设备状态进行定
期检修。 

5.3.5 空气调节系统 

5.3.5.1 对空调机组进行全面检查，整机运行测试，必要时更换零部件，周期不应大于 40万公里，应
恢复设备性能。 

5.3.5.2 对回风机、送风机、冷凝风机、蒸发风机的轴承进行全面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80万公里，应
恢复设备性能。 

5.3.5.3 对空气调节系统的其他设备宜依据国家、行业、地方和厂家的维修作业指导文件和设备状态进
行定期检修。 

5.3.6 车钩及缓冲装置 

5.3.6.1 对车钩钩头、牵引杆、缓冲装置、对中装置进行全面检查，必要时更换零部件，周期不应大于
80万公里，应恢复设备性能。 

5.3.6.2 对车钩及缓冲装置的其他设备宜依据国家、行业、地方和厂家的维修作业指导文件和设备状态
进行定期检修。 

5.3.7 对车辆系统的其他设备宜依据国家、行业、地方和厂家的维修作业指导文件和设备状态进行定期
检修。 

5.3.8 列车系统调试 

列车在定期检修结束后应进行系统调试，调试工作应结合定期检修周期进行统筹安排。 

5.3.8.1 对司机室各按钮、开关进行功能调试，应达到系统设计要求。 

5.3.8.2 对风源系统进行启动方式、充风时间、保压调试，应达到系统设计要求。 

5.3.8.3 对制动系统进行紧急制动、常用制动、保持制动、停放制动功能调试，应达到系统设计要求。 

5.3.8.4 对车门系统进行集控开关门功能、关门压力、防挤压功能、紧急解锁功能、隔离功能调试，应
达到系统设计要求。 

5.3.8.5 对空气调节系统进行通风功能、半冷功能、全冷功能、半暖功能、全暖功能、自动/手动模式功
能、紧急通风功能、半载功能调试，应达到系统设计要求。 

5.3.8.6 对广播与乘客信息系统进行司机室对讲、人工广播、人工报站、自动报站、监听功能调试，应
达到系统设计要求。 

5.3.8.7 对牵引电机转向进行调试，应达到转向正确。 

5.3.8.8 对常用制动、紧急制动距离进行调试，应达到系统设计要求。 

5.3.8.9 对备用模式进行功能调试，应达到系统设计要求。 

5.3.8.10 在非零速工况下进行开门调试，应达到车门不能电控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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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供电系统 

6.1 一般规定 

6.1.1 应对供电系统的高压供电系统、直流牵引供电系统、架空接触网、低压供电系统、电力监控系统、
杂散电流防护系统、再生电能吸收装置等进行常规维护。 

6.1.2 应对供电系统的高压开关柜、高压断路器、低压开关柜、变压器、箱式变电站、继电保护装置、
综合基地网、架空接触网等进行定期检修。 

6.2 常规维护项目及要求 

6.2.1 高压供电系统 

6.2.1.1 对干式变压器进行内部清扫、外观检查、工作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内部清洁，
外观良好，工作正常。 

6.2.1.2 对高压开关柜进行内部清扫、外观检查、工作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2年，应达到内部清洁，
外观良好，工作正常。 

6.2.1.3 对高压断路器进行清扫、外观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2年，应达到部件清洁，外观良好。 

6.2.1.4 对高压开关柜、断路器进行功能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2年，应达到功能正常。 

6.2.1.5 对微机保护装置进行清扫、工作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接线端子清洁，工作正
常。 

6.2.2 直流牵引供电系统 

6.2.2.1 对隔离开关柜进行内部清扫、外观检查、工作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6个月，应达到内部清
洁，外观良好，工作正常。 

6.2.2.2 对隔离开关柜的隔离刀闸触头及附件进行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6个月，应达到转动灵活，触头
无腐蚀、无损伤、无过热现象。 

6.2.2.3 对直流开关柜进行内部清扫、外观检查、工作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内部清洁，
外观良好，工作正常。 

6.2.2.4 对直流开关柜、断路器进行功能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2年，应达到功能正常。 

6.2.2.5 对直流断路器进行清扫、外观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部件清洁，外观良好。 

6.2.2.6 对直流断路器进行触头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2年，应达到设备使用要求。 

6.2.2.7 对整流器柜进行内部清扫、外观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2年，应达到内部清洁，外观良好。 

6.2.2.8 对钢轨电位限制装置进行内部清扫、外观检查、工作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内
部清洁，外观良好，工作正常。 

6.2.2.9 对钢轨电位限制装置进行功能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2年，应达到功能正常。 

6.2.2.10 对微机保护装置进行清扫、工作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接线端子清洁，工作
正常。 

6.2.3 架空接触网 

6.2.3.1 对接触网隔离开关进行功能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6个月，应达到功能正常。 

6.2.3.2 对接触网进行导高与拉出值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1年，检查结果应符合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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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3 对分段绝缘器进行外观检查、技术参数测量，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外观良好，测量数据
合格。 

6.2.4 低压供电系统 

6.2.4.1 对操作电源屏进行交流屏互投功能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功能正常。 

6.2.4.2 对低压供电设备进行清扫、外观检查、工作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内部清洁，
外观良好，工作正常。 

6.2.4.3 对直流电源屏蓄电池的维护要求按 DL/T 724执行。 

6.2.5 电力监控系统 

6.2.5.1 对工作站进行软件功能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6个月，应达到功能正常。 

6.2.5.2 对电力监控设备进行清扫、工作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清洁，工作正常。 

6.2.5.3 对电力监控系统冗余设备进行切换功能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自动切换功能正常。 

6.2.5.4 对电力监控系统进行系统数据备份及存档，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系统数据完整、存档规
范。 

6.2.5.5 对电力监控系统进行系统优化，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系统运行稳定，磁盘空间正常。 

6.2.5.6 对电力监控系统各层级设备进行监控功能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2年，应达到各接口系统设备的
远程操作功能正常，监控信息传输符合设计要求，设备返回状态信息准确无误。 

6.2.6 杂散电流防护系统 

6.2.6.1 对排流柜进行功能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2年，应达到功能正常。 

6.2.6.2 对单向导通装置进行功能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2年，应达到功能正常。 

6.2.7 再生电能吸收装置 

对再生电能吸收装置进行内部清扫、外观检查、工作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1年，应达到内部清
洁，外观良好，工作正常。 

6.2.8 对供电系统电缆、光缆及附件进行外观检查、安装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外观良
好，安装牢固。 

6.2.9 对供电系统的其他设备进行常规维护，周期不宜大于 2年。 

6.3 定期检修项目及要求 

6.3.1 对高压开关柜进行防止误分/合断路器、防止带负荷拉/合隔离开关、防止带电（挂）合接地（线）
开关、防止带接地线（开关）合断路器、防止误入带电间隔的五防性能测试，周期不应大于 3年，应符
合 DL/T 596中的规定。 

6.3.2 对高压开关柜进行一次、二次回路绝缘电阻测量，周期不应大于 3年，测量结果应符合 DL/T 596
中的规定。 

6.3.3 对高压断路器进行交流耐压、导电回路电阻的诊断性测量，周期不应大于 3年，测量数据应符合
DL/T 596中的规定。 

6.3.4 对低压开关柜进行备自投功能检查、性能测试，周期不应大于 3年，应达到功能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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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 对变压器的绕组绝缘电阻、直流电阻、工频耐压、测温装置及二次回路等的性能技术参数进行诊
断性测量，周期不应大于 3年，测量数据应符合 DL/T 596中的规定。 

6.3.6 对变压器设备进行全面检查、测试、修理，周期不应大于 12年，应恢复设备性能。 

6.3.7 对箱式变电站进行全面检查、测试、修理，周期不应大于 12年，应恢复设备性能。 

6.3.8 对继电保护装置进行定值校验、保护逻辑关系测试，周期不应大于 3年，测试结果应符合DL/T 995
中的规定。 

6.3.9 对综合接地网进行接线检查、接地电阻值测量，周期不应大于 6年，应达到接线牢固，接地电阻
值应符合 GB 50065中的规定。 

6.3.10 对架空接触网系统的接触线进行技术状态综合评定，并更换在一个锚段内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
整锚段接触线，周期不应大于 6年，应恢复设备性能。 

6.3.11 对供电系统的其他设备宜依据国家、行业、地方和厂家的维修作业指导文件和设备状态进行定
期检修。 

7 通信系统 

7.1 一般规定 

7.1.1 应对通信系统的传输系统、无线通信系统、公专电话系统、闭路电视监视系统、广播系统、时钟
系统、电源及接地系统、大屏幕系统、集中录音系统、集中告警系统等进行常规维护。 

7.1.2 应对通信系统的传输设备、广播功率放大器、服务器、工作站设备、网络设备等进行定期检修。 

7.2 常规维护项目及要求 

7.2.1 传输系统 

7.2.1.1 对同步时钟设备、传输设备进行清扫、工作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3个月，应达到外部及风
扇、滤网清洁，工作正常。 

7.2.1.2 对同步时钟设备、传输设备进行冗余功能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板卡冗余功能、网
络自愈保护功能正常。 

7.2.1.3 对服务器、工作站设备进行外部清扫、工作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3个月，应达到外部清洁，
工作状态正常。 

7.2.1.4 对服务器、工作站设备进行系统优化，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系统运行稳定、磁盘空间正
常。 

7.2.1.5 对网管、服务器设备进行数据备份，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数据备份完整，存档规范。 

7.2.2 无线通信系统 

7.2.2.1 对无线集群交换机、集群基站、二次开发设备进行外部清扫、工作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3
个月，应达到外部清洁，工作状态正常。 

7.2.2.2 对无线集群交换机、集群基站、二次开发设备、后备设备进行冗余功能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1
年，应达到冗余功能正常。 

7.2.2.3 对集群基站、二次开发设备的风扇、滤网进行清扫，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风扇、滤网清
洁。 



DB11/T 1345—2016 

12 

7.2.2.4 对无线系统进行个呼、组呼及数据功能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终端设备号码正确，
通话语音清晰，数据传送正常。 

7.2.2.5 对无线覆盖区域进行场强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1年，测试结果应符合 GB 50382中的规定。 

7.2.2.6 对服务器、工作站设备进行外部清扫、工作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3个月，应达到外部清洁，
工作正常。 

7.2.2.7 对服务器、工作站设备进行系统优化，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系统运行稳定、磁盘空间正
常。 

7.2.2.8 对网管、服务器设备进行数据备份，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数据备份完整，存档规范。 

7.2.3 公务和专用电话系统 

7.2.3.1 对电话交换机进行清扫、工作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3个月，应达到外部清洁，工作正常。 

7.2.3.2 对电话交换机进行冗余功能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冗余功能正常。 

7.2.3.3 对网管、计费、查号设备进行外部清扫、工作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3个月，应达到外部清
洁，工作正常。 

7.2.3.4 对网管、计费、查号设备进行系统优化，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系统运行稳定、磁盘空间
正常。 

7.2.3.5 对网管、计费、查号设备进行数据备份及存档，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数据备份完整，存
档规范。 

7.2.4 闭路电视监视系统 

7.2.4.1 对视频存储、控制、编解码设备进行外部清扫、工作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3个月，应达到
外部清洁，工作正常。 

7.2.4.2 对视频存储设备进行录像存储、调用功能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3个月，应达到录像存储、调用
功能正常。 

7.2.4.3 对视频存储设备进行冗余功能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冗余功能正常。 

7.2.4.4 对交换机、光电转换设备进行外部清扫、工作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3个月，应达到外部清
洁，工作正常。 

7.2.4.5 对服务器、工作站设备进行外部清扫，工作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3个月，应达到外部清洁、
工作正常。 

7.2.4.6 对服务器、工作站设备进行系统优化，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系统运行稳定、磁盘空间正
常。 

7.2.4.7 对网管、服务器设备进行数据备份，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数据备份完整，存档规范。 

7.2.4.8 对操作终端进行功能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操作终端图像切换、云台控制、图像显
示功能正常。 

7.2.4.9 对摄像机进行清扫，工作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摄像机防护罩及摄像机清洁，
工作正常。 

7.2.5 广播系统 

7.2.5.1 对控制单元、功率放大器、工控机进行外部清扫、工作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3个月，应达
到外部清洁，工作状态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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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2 对操作终端进行功能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操作终端功能正常。 

7.2.5.3 对功率放大器进行功能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功率放大器功能正常。 

7.2.5.4 对交换机、光电转换设备进行外部清扫、工作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3个月，应达到外部清
洁，工作正常。 

7.2.5.5 对服务器、工作站设备进行外部清扫、工作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3个月，应达到外部清洁，
工作正常。 

7.2.5.6 对服务器、工作站设备进行系统优化，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系统运行稳定、磁盘空间正
常。 

7.2.5.7 对网管、服务器设备进行数据备份，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数据备份完整，存档规范。 

7.2.5.8 对广播系统冗余设备进行切换功能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自动切换功能正常。 

7.2.6 时钟系统 

7.2.6.1 对一、二级母钟进行外部清扫，周期不应大于 3个月，应达到外部清洁。 

7.2.6.2 对一、二级母钟进行冗余功能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冗余功能正常。 

7.2.6.3 对子钟进行外部清扫，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外部清洁。 

7.2.6.4 对子钟进行校时、显示功能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时间自动同步功能正常，时间数
字显示完整。 

7.2.6.5 对服务器、工作站设备进行外部清扫、工作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3个月，应达到外部清洁，
工作正常。 

7.2.6.6 对服务器、工作站设备进行系统优化，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系统运行稳定、磁盘空间正
常。 

7.2.6.7 对网管、服务器设备进行数据备份，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数据备份完整，存档规范。 

7.2.7 电源及接地系统 

7.2.7.1 对交、直流配电设备进行外部清扫、工作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3个月，应达到外部清洁，
工作正常。 

7.2.7.2 对交、直流配电设备进行切换保护功能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功能正常。 

7.2.7.3 对服务器、工作站设备进行外部清扫、工作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3个月，应达到外部清洁，
工作正常。 

7.2.7.4 对服务器、工作站设备进行系统优化，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系统运行稳定、磁盘空间正
常。 

7.2.7.5 对网管、服务器设备进行数据备份，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数据备份完整，存档规范。 

7.2.7.6 对综合接地进行接地电阻测试，周期不应大于 1年，测试结果应符合 GB 50382中的规定。 

7.2.7.7 对室外天线、全球定位系统（GPS）天线、室外摄像机的立杆防雷接地进行电阻测试，周期不
应大于 1年，测试结果应符合 GB 50382中的规定。 

7.2.7.8 对不间断电源设备的维护要求按 17.2.1中的规定执行，蓄电池维护要求按 DL/T 724执行。 

7.2.8 大屏幕系统 

7.2.8.1 对图像控制设备、显示单元进行外部清扫、工作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3个月，应达到外部
清洁，工作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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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8.2 对图像控制设备进行功能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功能正常。 

7.2.8.3 对服务器、工作站设备进行外部清扫、工作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3个月，应达到外部清洁，
工作正常。 

7.2.8.4 对服务器、工作站设备进行系统优化，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系统运行稳定、磁盘空间正
常。 

7.2.8.5 对网管、服务器设备进行数据备份，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数据备份完整，存档规范。 

7.2.9 集中录音系统 

7.2.9.1 对集中录音工作站进行录音存储、调用功能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6个月，应达到录音存储、调
用功能正常。 

7.2.9.2 对服务器、工作站设备进行外部清扫、工作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3个月，应达到外部清洁，
工作正常。 

7.2.9.3 对服务器、工作站设备进行系统优化，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系统运行稳定、磁盘空间正
常。 

7.2.9.4 对网管、服务器设备进行数据备份，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数据备份完整，存档规范。 

7.2.10 集中告警系统 

7.2.10.1 对服务器、工作站设备进行外部清扫、工作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3个月，应达到外部清
洁，工作正常。 

7.2.10.2 对服务器、工作站设备进行系统优化，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系统运行稳定、磁盘空间
正常。 

7.2.10.3 对网管、服务器设备进行数据备份，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数据备份完整，存档规范。 

7.2.11 对通信系统电缆、光缆及附件进行外观检查、安装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外观
良好，安装牢固。 

7.2.12 对通信系统的其他设备进行常规维护，周期不宜大于 1年。 

7.3 定期检修项目及要求 

7.3.1 对传输设备备用通道进行误码率和光功率测试，周期不应大于 6年，测试结果应符合 GB 50382
中的规定。 

7.3.2 对广播功率放大器进行性能测试，并进行必要的维修或更换，周期不应大于 6年，测试指标应符
合设计要求。 

7.3.3 对服务器、工作站设备进行性能测试，必要时更换风扇、电源等部件，周期不应大于 6年，应恢
复设备性能。 

7.3.4 对交换机、路由器、防火墙等网络设备进行性能测试，并进行必要的更换，周期不应大于 6年，
应达到系统功能正常。 

7.3.5 对通信系统的其他设备宜依据国家、行业、地方和厂家的维修作业指导文件和设备状态进行定期
检修。 

8 信号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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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一般规定 

8.1.1 应对信号系统的列车自动防护系统、列车自动驾驶系统、列车自动监控系统、数据通信系统、联
锁系统、维护支持系统、信号电源及接地系统等进行常规维护。 

8.1.2 应对信号系统的转辙机、服务器、工作站设备、网络设备、继电器设备、传输设备、备用电缆等
进行定期检修。 

8.2 常规维护项目及要求 

8.2.1 列车自动防护系统 

8.2.1.1 对车载列车自动防护设备进行清扫、外观检查、安装状态检查、工作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3个月，应达到清洁，外观良好，安装牢固，工作正常。 

8.2.1.2 对区域控制器、数据存储单元、线路控制器、线路电子单元进行清扫、外观检查、安装状态检
查、工作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6个月，应达到清洁，外观良好，安装牢固，工作正常。 

8.2.1.3 对信标进行清扫、外观检查、安装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6个月，应达到安装牢固、外观良
好。 

8.2.2 列车自动驾驶系统 

对车载列车自动驾驶设备进行清扫、外观检查、安装状态检查、工作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3个
月，应达到清洁，外观良好，安装牢固，工作正常。 

8.2.3 列车自动监控系统 

8.2.3.1 对列车自动监控系统的各种服务器、工控机、工作站设备进行清扫，周期不应大于 3个月，应
达到清洁、无灰尘。 

8.2.3.2 对列车自动监控系统的各种服务器、工控机、工作站设备进行外观检查、安装状态检查、工作
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3个月，应达到外观良好，安装牢固，工作正常。 

8.2.3.3 对列车自动监控系统的各种服务器、工控机设备进行冗余功能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3个月，应
达到冗余功能正常。 

8.2.4 数据通信系统 

8.2.4.1 对数据通信系统车载设备进行清扫、外观检查、安装状态检查、工作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3个月，应达到清洁，外观良好，安装牢固，工作正常。 

8.2.4.2 对室内交换机、光传输设备、光电转换设备进行清扫、外观检查、安装状态检查、工作状态检
查，周期不应大于 3个月，应达到清洁，外观良好，安装牢固，工作正常。 

8.2.4.3 对接入点（AP）箱进行外观检查、安装状态检查、工作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6个月，应达
到外观良好、箱体密封良好，安装牢固，工作正常。 

8.2.4.4 对 AP天线进行外观检查、安装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6个月，应达到外观良好，安装牢固。 

8.2.4.5 对波导管设备进行外观检查、安装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外观良好，安装牢固。 

8.2.4.6 对全线进行无线场强覆盖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场强覆盖正常。 

8.2.5 联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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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1 对计算机联锁设备、微机监测设备进行清扫、外观检查、安装状态检查、工作状态检查，周期
不应大于 3个月，应达到清洁，外观良好，安装牢固，工作正常。 

8.2.5.2 对计算机联锁设备进行冗余功能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3个月，应达到冗余功能正常。 

8.2.5.3 对单元控制台进行功能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3个月，应达到功能正常。 

8.2.5.4 对计轴室内设备进行清扫、外观检查、安装状态检查、工作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3个月，
应达到清洁，外观良好，安装牢固，工作正常。 

8.2.5.5 对计轴室外设备进行清扫、外观检查、安装状态检查、工作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6个月，
应达到清洁，外观良好，安装牢固，工作正常。 

8.2.5.6 对轨道电路室内设备进行清扫、外观检查、安装状态检查、工作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3个
月，应达到外部清洁，外观良好，安装牢固，工作正常。 

8.2.5.7 对轨道电路室外设备进行外部清扫、外观检查、安装状态检查、主要部件工作状态检查，周期
不应大于 6个月，应达到清洁，外观良好，安装牢固，工作正常。 

8.2.5.8 对转辙机进行清扫、外观检查、安装状态检查、工作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1个月，应达到
清洁，外观良好，安装牢固，工作正常。 

8.2.5.9 对信号机进行外观检查、安装状态检查、工作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3个月，应达到外观良
好、密封良好，安装牢固，工作正常。 

8.2.5.10 对按钮及开关进行外观检查、安装状态检查、工作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3个月，应达到
外观良好，安装牢固，工作正常。 

8.2.6 维护支持系统 

8.2.6.1 对维护服务器、工作站设备进行清扫，周期不应大于 3个月，应达到清洁、散热格栅无灰尘。 

8.2.6.2 对维护服务器、工作站设备进行外观检查、安装状态检查、工作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3个
月，应达到外观良好，安装牢固，工作正常。 

8.2.6.3 对维护服务器进行冗余功能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3个月，应达到冗余功能正常。 

8.2.7 信号电源及接地系统 

8.2.7.1 对电源屏、稳压柜进行清扫、外观检查、安装状态检查、工作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1年，
应达到清洁，外观良好，安装牢固，工作正常。 

8.2.7.2 对电源屏进行冗余功能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3个月，应达到冗余功能正常。 

8.2.7.3 对稳压柜进行安装状态检查、工作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安装牢固，工作正常。 

8.2.7.4 对信号系统设备进行接地和防雷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接线牢固，防雷正常。 

8.2.8 对信号系统电缆、光缆及附件进行外观检查、安装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外观良
好，安装牢固。 

8.2.8.1 对不间断电源设备的维护要求按 17.2.1中的规定执行，蓄电池维护要求按 DL/T 724执行。 

8.2.9 对信号系统的其他设备进行常规维护，周期不宜大于 1年。 

8.3 定期检修项目及要求 

8.3.1 对转辙机进行全面检查、性能测试、修理，必要时更换部件，周期不应大于 TB/T 1477、TB/T 3113、
TB/T 3069中规定的动作次数，应恢复设备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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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 对服务器、工作站设备进行性能测试，必要时更换风扇、电源等部件，周期不应大于 6年，应恢
复设备性能。 

8.3.3 对交换机、路由器、防火墙等网络设备进行性能测试，并进行必要的更换，周期不应大于 6年，
应达到系统功能正常。 

8.3.4 对继电器设备进行全面检查、性能测试、修理，必要时更换部件，周期不应大于 6年，应恢复设
备性能。 

8.3.5 对传输设备备用通道进行误码率和光功率测试，周期不应大于 6年，测试结果应符合 GB 50382
中的规定。 

8.3.6 对信号设备备用电缆的导电芯线电阻、绝缘电阻进行测试，周期不应大于 6年，测试结果应符合
GB 50382中的规定。 

8.3.7 对信号系统的其他设备宜依据国家、行业、地方和厂家的维修作业指导文件和设备状态进行定期
检修。 

9 自动售检票系统 

9.1 一般规定 

9.1.1 应对自动售检票系统的服务器、工作站设备、网络设备、存储设备、车站终端设备、配电箱、不
间断电源设备、电（光）缆等进行常规维护。 

9.1.2 应对自动售检票系统的服务器、工作站设备、网络设备、车站终端设备等进行定期检修。 

9.2 常规维护项目及要求 

9.2.1 对服务器、存储设备进行外部清扫、安装状态检查、工作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6个月，应达
到外部清洁，安装牢固，工作正常。 

9.2.2 对服务器进行数据备份及存档，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数据备份完整，存档规范。 

9.2.3 对服务器、工作站设备进行系统优化，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系统环境良好、磁盘空间正常。 

9.2.4 对交换机、路由器、防火墙等网络设备进行外部清扫、工作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6个月，应
达到外部清洁，工作正常。 

9.2.5 对紧急按钮控制器进行安装状态检查、工作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6个月，应达到安装牢固，
工作正常。 

9.2.6 对车站紧急放行模式进行功能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功能正常。 

9.2.7 对车站终端设备进行清扫，周期不应大于 6个月，应达到清洁。 

9.2.8 对车站终端设备各模块进行安装状态检查、工作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6个月，应达到安装牢
固，润滑良好，工作正常。 

9.2.9 对便携式检/验票机进行功能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6个月，应达到票卡处理、数据传输功能正常。 

9.2.10 对自动检票机进行功能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票卡处理、传感器功能正常。 

9.2.11 对自动售票机进行功能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车票发售、充值及单据打印功能正常。 

9.2.12 对半自动售票机进行功能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票卡处理、单据打印功能正常。 

9.2.13 对自动查询机进行功能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票卡分析、信息查询功能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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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4 对车站配电箱进行安装状态检查、工作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6个月，应达到安装牢固，工
作正常。 

9.2.15 对不间断电源设备的维护要求按 17.2.1中的规定执行，蓄电池维护要求按 DL/T 724执行。 

9.2.16 对自动售检票系统电缆、光缆及附件进行外观检查、安装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
到外观良好，安装牢固。 

9.2.17 对自动售检票系统的其他设备进行常规维护，周期不宜大于 1年。 

9.3 定期检修项目及要求 

9.3.1 对服务器、工作站设备进行性能测试，必要时更换风扇、电源等部件，周期不应大于 6年，应恢
复设备性能。 

9.3.2 对交换机、路由器、防火墙等网络设备进行性能测试，必要时进行更换，周期不应大于 6年，应
满足系统设计要求。 

9.3.3 对自动检票机进行全面检查、性能测试，必要时更换车票回收模块、扇门模块的传送皮带、滚轮、
齿轮、弹簧等部件，周期不应大于 6年，应恢复设备性能。 

9.3.4 对自动售票机进行全面检查、性能测试，必要时更换车票发售模块、纸币回收模块、纸币找零模
块的传送皮带、滚轮等部件，周期不应大于 6年，应恢复设备性能。 

9.3.5 对半自动售票机进行全面检查、性能测试，必要时更换车票发售模块的传送皮带、滚轮等部件，
周期不宜大于 6年，应恢复设备性能。 

9.3.6 对自动售检票系统的其他设备宜依据国家、行业、地方和厂家的维修作业指导文件和设备状态进
行定期检修。 

10 乘客信息系统 

10.1 一般规定 

10.1.1 应对乘客信息系统的服务器、工作站设备、音视频编辑设备、终端显示设备、网络/网管设备、
无线覆盖设备、电（光）缆等进行常规维护。 

10.1.2 应对乘客信息系统的服务器、工作站设备、网络设备等进行定期检修。 

10.2 常规维护项目及要求 

10.2.1 对服务器、工作站、音视频编辑设备、终端显示设备进行外部清扫、工作状态检查，周期不应
大于 3个月，应达到外部清洁，工作正常。 

10.2.2 对交换机、路由器、防火墙等网络设备进行外部清扫、工作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3个月，
应达到外部清洁，工作正常。 

10.2.3 对服务器、交换机设备进行冗余功能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冗余功能正常。  

10.2.4 对工作站进行功能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功能正常。 

10.2.5 对服务器、工作站设备进行系统优化，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系统运行稳定、磁盘空间正
常。 

10.2.6 对网管、服务器设备进行数据备份，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数据备份完整，存档规范。 

10.2.7 对无线覆盖设备进行各覆盖区域场强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1年，检查结果应符合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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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8 对乘客信息系统电缆、光缆及附件进行外观检查、安装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
外观良好，安装牢固。 

10.2.9 对乘客信息系统的其他设备进行常规维护，周期不宜大于 1年。 

10.3 定期检修项目及要求 

10.3.1 对服务器、工作站设备进行性能测试，必要时更换风扇、电源等部件，周期不应大于 6年，应
恢复设备性能。 

10.3.2 对交换机、路由器、防火墙等网络设备进行性能测试，必要时进行更换，周期不应大于 6年，
应满足系统设计要求。 

10.3.3 对乘客信息系统的其他设备宜依据国家、行业、地方和厂家的维修作业指导文件和设备状态进
行定期检修。 

11 环境与设备监控系统 

11.1 一般规定 

11.1.1 应对环境与设备监控系统的服务器、工作站设备、综合后备盘、现场监控与通讯设备、不间断
电源设备、电（光）缆等进行常规维护。 

11.1.2 应对环境与设备监控系统的服务器、工作站设备、现场监控与通讯设备等进行定期检修。 

11.2 常规维护项目及要求 

11.2.1 对服务器、工作站设备进行清扫、工作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3个月，应达到清洁，工作正
常。 

11.2.2 对综合后备盘进行清扫、工作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6个月，应达到清洁，面板各指示灯、
开关按钮工作正常，触摸屏运行正常，柜内设备工作正常。  

11.2.3 对综合后备盘进行监控功能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盘面指示灯状态显示与现场设备
状态一致，按钮、开关控制及联锁功能、试灯功能正常。 

11.2.4 对现场监控与通讯设备进行安装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部件齐全、安装稳固。 

11.2.5 对现场监控与通讯设备进行工作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工作正常。 

11.2.6 对环境与设备监控系统进行功能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各接口设备的远程控制功能
正常，设备返回状态信息准确无误。 

11.2.7 对环境与设备监控系统冗余设备进行切换功能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自动切换功能
正常。 

11.2.8 对服务器、工作站设备进行数据备份，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数据备份完整，存档规范。 

11.2.9 对服务器、工作站设备进行系统优化，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系统运行稳定、磁盘空间正
常。 

11.2.10 对不间断电源设备的维护要求按 17.2.1中的规定执行，蓄电池维护要求按 DL/T 724执行。 

11.2.11 对环境与设备监控系统电缆、光缆及附件进行外观检查、安装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1年，
应达到外观良好，安装牢固。 

11.2.12 对环境与设备监控系统的其他设备进行常规维护，周期不宜大于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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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定期检修项目及要求 

11.3.1 对服务器、工作站设备进行性能测试，必要时更换风扇、电源等部件，周期不应大于 6年，应
恢复设备性能。 

11.3.2 对现场监控与通讯设备进行性能测试，并进行必要的更换，周期不应大于 6年，应满足系统设
计要求。 

11.3.3 对环境与设备监控系统的其他设备宜依据国家、行业、地方和厂家的维修作业指导文件和设备
状态进行定期检修。 

12 站台门 

12.1 一般规定 

12.1.1 应对站台门的门体结构、门机系统、电源系统、监控系统等进行常规维护。 

12.1.2 应对站台门的监控系统、门机系统等进行定期检修。 

12.2 常规维护项目及要求 

12.2.1 门体结构 

12.2.1.1 对端门、应急门、司机门进行开启情况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1个月，打开时应顺畅。 

12.2.1.2 对滑动门与立柱之间的间隙进行调整，周期不应大于 6个月，间隙应符合设计要求。 

12.2.1.3 对应急门与地槛之间的间隙进行调整，周期不应大于 6个月，间隙应符合设计要求。 

12.2.1.4 对立柱进行安装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安装牢固。 

12.2.1.5 对门体与车站结构之间的绝缘性能进行测试，周期不应大于 1年，绝缘电阻应符合设计要求。 

12.2.2 门机系统 

12.2.2.1 对门机驱动设备进行外观检查、安装状态检查、工作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3个月，应达
到外观良好，安装牢固，工作正常；必要时应对传动部件进行润滑。 

12.2.2.2 对滑动门进行开关门功能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1个月，应达到开关门正常。 

12.2.2.3 对滑动门进行障碍物探测功能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6个月，应达到障碍物探测功能正常。 

12.2.3 电源系统 

12.2.3.1 对电源柜进行外观检查、工作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3个月，应达到外观良好，工作正常。 

12.2.3.2 对电源柜进行清扫，周期不应大于 6个月，应达到清洁。 

12.2.3.3 对后备电源进行切换功能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切换功能正常。 

12.2.3.4 对蓄电池的维护要求按 DL/T 724执行。 

12.2.4 监控系统 

12.2.4.1 对控制柜进行外观检查、工作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3个月，应达到外观良好，工作正常。 

12.2.4.2 对控制柜进行清扫，周期不应大于 6个月，应达到清洁。 

12.2.4.3 对监视主机进行外观检查、工作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6个月，应达到外观良好，工作正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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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4.4 对就地控制盘、就地控制盒进行外观检查、工作状态检查、功能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3个月，
应达到外观良好，工作正常，功能正常。 

12.2.5 对站台门的其他设备进行常规维护，周期不宜大于 1年。 

12.3 定期检修项目及要求 

12.3.1 对监控系统进行全面检查、性能测试，必要时更换部件，周期不应大于 6年，应恢复设备性能。 

12.3.2 对门机系统驱动设备进行全面检查、性能测试，必要时更换部件，周期不应大于 12年，应恢复
设备性能。 

12.3.3 对站台门的其他设备宜依据国家、行业、地方和厂家的维修作业指导文件和设备状态进行定期
检修。 

13 综合监控系统 

13.1 一般规定 

13.1.1 应对综合监控系统的服务器、工作站设备、数据存储设备、网络设备、通信处理机、不间断电
源设备、电（光）缆等进行常规维护。 

13.1.2 应对综合监控系统的服务器、工作站设备、数据存储设备、网络设备、通信处理机等进行定期
检修。 

13.2 常规维护项目及要求 

13.2.1 对服务器、工作站设备、数据存储设备进行清扫、工作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
清洁，工作正常。 

13.2.2 对服务器、工作站设备进行数据备份，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数据备份完整，存档规范。 

13.2.3 对服务器、工作站设备进行系统优化，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系统运行稳定、磁盘空间正
常。 

13.2.4 对网络设备、通信处理机进行清扫、工作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清洁，工作正
常。 

13.2.5 对综合监控系统集成、互联系统进行功能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各接口系统设备的
监控功能正常。 

13.2.6 对综合监控系统冗余设备进行切换功能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自动切换功能正常。 

13.2.7 对不间断电源设备的维护要求按 17.2.1中的规定执行，蓄电池维护要求按 DL/T 724执行。 

13.2.8 对综合监控系统电缆、光缆及附件进行外观检查、安装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
外观良好，安装牢固。 

13.2.9 对综合监控系统的其他设备进行常规维护，周期不宜大于 1年。 

13.3 定期检修项目及要求 

13.3.1 对服务器、工作站设备、数据存储设备进行性能测试，必要时更换风扇、电源等部件，周期不
应大于 6年，应恢复设备性能。 

13.3.2 对网络设备、通信处理机进行性能测试，并进行必要的更换，周期不应大于 6年，应满足系统
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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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3 对综合监控系统的其他设备宜依据国家、行业、地方和厂家的维修作业指导文件和设备状态进
行定期检修。 

14 电梯 

电梯设备的维修按照不低于DB11/  418的要求执行。 

15 通风空调系统 

15.1 一般规定 

15.1.1 应对通风空调系统的隧道通风系统、车站通风系统、空调水系统、多联机及分体空调等进行常
规维护。 

15.1.2 应对通风空调系统的大型轴流风机、水泵、冷水机组、多联机及分体空调室外机等进行定期检
修。 

15.2 常规维护项目及要求 

15.2.1 隧道通风系统 

15.2.1.1 对风机进行外观检查、安装状态检查、工作状态检查，大型轴流风机、射流风机的周期不应
大于 6个月，其他各类风机的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外观良好，安装牢固，工作正常。 

15.2.1.2 对风阀进行外观检查、安装状态检查、工作状态检查，电动组合风阀的周期不应大于 6个月，
其他风阀的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外观良好，安装牢固，工作正常。 

15.2.1.3 对消音器进行外观检查、安装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6个月，应达到外观良好，安装牢固。 

15.2.2 车站通风系统 

15.2.2.1 对风机进行外观检查、安装状态检查、工作状态检查，大型轴流风机、射流风机的周期不应
大于 6个月，其他各类风机的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外观良好，安装牢固，工作正常。 

15.2.2.2 对风阀进行外观检查、安装状态检查、工作状态检查，电动组合风阀的周期不应大于 6个月，
其他风阀的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外观良好，安装牢固，工作正常。 

15.2.2.3 对风管道进行清扫、外观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2年，管道内表面卫生指标应达到 DB11/ 485
要求，外观良好。 

15.2.2.4 对消音器进行外观检查、安装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6个月，应达到外观良好，安装牢固。 

15.2.2.5 对过滤网进行清扫、外观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1个月，应达到清洁，外观良好。 

15.2.2.6 对风道表冷器、空调机组进行清扫、外观检查、安装状态检查、工作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
于 6个月，应达到清洁，外观良好，安装牢固，工作正常。 

15.2.2.7 对挡烟垂壁和防火卷帘进行外观检查、安装状态检查、工作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6个月，
应达到外观良好，安装牢固，工作正常。 

15.2.3 空调水系统 

15.2.3.1 对冷水机组进行外观检查、安装状态检查、工作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6个月，应达到外
观良好，安装紧固，工作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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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3.2 对水泵进行外观检查、安装状态检查、工作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6个月，应达到外观良
好，安装紧固，工作正常。 

15.2.3.3 对阀门进行外观检查、安装状态检查、工作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6个月，应达到外观良
好，安装紧固，润滑良好、转动灵活。 

15.2.3.4 对冷却塔进行清扫、外观检查、安装状态检查、工作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6个月，应达
到清洁，外观良好，安装紧固，工作正常。 

15.2.3.5 对定压补水装置、水处理设备进行外观检查、安装状态检查、工作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6
个月，应达到外观良好，安装紧固，工作正常。 

15.2.3.6 制冷季后，对防冻区域内的系统管道进行泄水吹干，应达到水排干净。 

15.2.4 多联机及分体空调 

对室内机、室外机进行清扫、外观检查、安装状态检查、工作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3个月，应
达到内外部清洁、过滤网清洁，外观良好，安装紧固，工作正常。 

15.2.5 对通风空调系统的其他设备进行常规维护，周期不宜大于 1年。 

15.3 定期检修项目及要求 

15.3.1 对大型轴流风机进行全面检查、性能测试，必要时更换部件，周期不应大于 12年，应恢复设备
性能。 

15.3.2 对水泵进行全面检查、性能测试，必要时更换部件，周期不应大于 12年，应恢复设备性能。 

15.3.3 对冷水机组进行全面检查、性能测试，必要时更换部件，周期不应大于 12年，应恢复设备性能。 

15.3.4 对多联机及分体空调室外机进行全面检查、性能测试，必要时更换部件，周期不应大于 12年，
应恢复设备性能。 

15.3.5 对通风空调系统的其他设备宜依据国家、行业、地方和厂家的维修作业指导文件和设备状态进
行定期检修。 

16 给排水系统 

16.1 一般规定 

16.1.1 应对给排水系统的给水系统、排水系统等进行常规维护。 

16.1.2 应对给排水系统的水泵进行定期检修。 

16.2 常规维护项目及要求 

16.2.1 给水系统 

16.2.1.1 对水泵进行外观检查、安装状态检查、工作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6个月，应达到外观良
好，安装紧固，工作正常。 

16.2.1.2 对阀门进行外观检查、安装状态检查、工作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6个月，应达到外观良
好，安装紧固，润滑良好、转动灵活。 

16.2.1.3 对消火栓箱及其附件进行外观检查、安装状态检查，工作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6个月，
应达到外观良好，安装紧固，附件工作正常。 

16.2.1.4 对消防水系统进行压力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6个月，系统压力应符合 GB 50016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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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1.5 冬季前对管道电伴热进行季前维护，应达到外观良好、功能正常，伴热带绝缘电阻不应小于
厂家规定。 

16.2.2 排水系统 

16.2.2.1 对水泵进行外观检查、安装状态检查、工作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6个月，应达到外观良
好，安装紧固，工作正常。 

16.2.2.2 对阀门进行外观检查、安装状态检查、工作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6个月，应达到外观良
好，安装紧固，润滑良好、转动灵活。 

16.2.2.3 冬季前对管道电伴热进行季前维护，应达到外观良好、功能正常，伴热带绝缘电阻应符合厂
家规定。 

16.2.3 对给排水系统的其他设备进行常规维护，周期不宜大于 1年。 

16.3 定期检修项目及要求 

16.3.1 对水泵进行全面检查、性能测试，必要时更换部件，周期不应大于 12年，应恢复设备性能。 

16.3.2 对给排水系统的其他设备宜依据国家、行业、地方和厂家的维修作业指导文件和设备状态进行
定期检修。 

17 动力与照明系统 

17.1 一般规定 

17.1.1 应对动力与照明系统的不间断电源设备、逆变应急电源设备、配电箱、环控柜、电缆等进行常
规维护。 

17.1.2 应对动力与照明系统的不间断电源设备、逆变应急电源设备等进行定期检修。 

17.2 常规维护项目及要求 

17.2.1 对不间断电源设备进行内部清扫、外观检查、工作状态检查、功能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1年，
应达到内部清洁，外观良好，工作正常，功能正常。 

17.2.2 对不间断电源蓄电池的维护要求按 DL/T 724执行。 

17.2.3 对逆变应急电源设备进行内部清扫、外观检查、工作状态检查、功能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1年，
应达到内部清洁，外观良好，工作正常，功能正常。 

17.2.4 对逆变应急电源蓄电池的维护要求按 DL/T 724执行。 

17.2.5 对配电箱（含双电源切换箱）进行内部清扫、外观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6个月，应达到内部清
洁，各元器件外观良好。 

17.2.6 对环控柜进行内部清扫、外观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内部清洁，各元器件外观良好。 

17.2.7 对双电源切换箱进行互投功能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功能正常。 

17.2.8 对动力与照明系统电缆及附件进行外观检查、安装状态检查，周期不应大于 1年，应达到外观
良好，安装牢固。 

17.2.9 对动力与照明的其他设备进行常规维护，周期不宜大于 1年。 

17.3 定期检修项目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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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间断电源设备、逆变应急电源设备进行全面检查、性能测试、修理，周期不应大于 12年。 

18 火灾自动报警及气体灭火系统 

火灾自动报警及气体灭火系统的维修按GB 25201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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