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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附录 A 为规范性目录。 

本标准由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提出。 

本标准由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由北京市交通委员会组织实施。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战明辉、梁平、孙方、徐小林、郭初光、潘晓军、张通利、耿佩诗、邓济民、

李平、刘利忠、赵路敏、谢华、曹国梁、黄悦、张华兵、李岩、赵兴东。



DB11/T 814—2011 

III 

 

引  言 

本标准在广泛调查研究、吸收并借鉴国内外相关经验的基础上，立足于北京市轨道交通网络化运营

管理的实际情况，明确了城市轨道交通路网运营指标体系，确定了指标的基本概念及计算方法。 

本标准通过对城市轨道交通路网运营指标体系和指标进行规定，为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统计分析工

作提供支撑，使统计数据能够全面、真实、科学地反映北京市轨道交通的运营特点和发展趋势，使轨道

交通各企业、各部门运营统计工作进一步规范，从而促进北京市轨道交通规划、投资、建设、运营管理

一体化协调发展，提升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与服务的规范化、科学化和信息化水平，更好地适应北

京市轨道交通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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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路网运营指标体系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城市轨道交通路网运营指标体系的构成、内容及其定义和计算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城市轨道交通行业管理和运营指标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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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438 地铁运营安全评价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运营事故 Operational Accident 

运营事故标准及分类参照GB/T 50438执行。 

4 运营指标体系构成和内容 

4.1 运营指标体系构成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指标体系包括基础指标、客流指标、列车运行指标、安全指标、服务指标、能耗

指标和财务指标 7 大类，33 小类，102 项指标，如图 1 所示。 

 

图 1 城市轨道交通路网运营指标体系构成图 

4.2 运营指标体系内容 

4.2.1 基础指标 

基础指标包括运营线路、运营长度、运营车站和站间距4类9项指标组成，反映城市轨道交通路网的

发展规模，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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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基础指标内容 

类别 指标名称 

运营线路 运营线路数 

线路运营长度 
运营长度 

路网运营长度 

线路车站数 

换乘车站数 运营车站 

路网车站数 

站间距 

线路平均站间距 站间距 

路网平均站间距 

4.2.2 客流指标 

客流指标包括进站量（进线量）、出站量（出线量）、换乘量、客运量、断面客流量、客运周转量、

乘客出行特征、强度、客流不均衡9类28项指标，反映轨道交通路网客流时间、空间等特征，如表2所示。 

表2  客流指标内容 

类别 指标名称 

车站进站量 

线路进线量 进站量（进线量） 

路网进站量（进线量） 

车站出站量 

线路出线量 出站量（出线量） 

路网出站量（出线量） 

换乘站换乘量 

线路换乘量 换乘量 

路网换乘量 

线路客运量 
客运量 

路网客运量 

断面客流量 
断面客流量 

高峰小时最大断面客流量 

线路客运周转量 
客运周转量 

路网客运周转量 

线路平均运距 

路网平均运距 

路网换乘系数 

路网换乘比例 

换乘站换乘距离 

换乘站换乘时间 

一票通（一卡通）乘客比例 

乘客出行特征 

付费（非付费）乘客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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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客流指标内容(续) 

类别 指标名称 

客运强度 
强度 

负荷强度 

方向不均衡系数 

断面不均衡系数 客流不均衡 

时间不均衡系数 

4.2.3 列车运行指标 

列车运行指标包括车辆利用、运力、行驶公里、运行速度、满载率、计划兑现、运行晚点、延误事

件、清人、掉线、通过11类36项指标，反映列车运用、在线运行等情况，如表3所示。 

表3  列车运行指标内容 

类别 指标名称 

运营车辆数 

运营车日数 

完好车日数 

工作车日数 

完好车率 

工作车率 

车辆利用 

完好车利用率 

列车编组辆数 

列车定员 

发车间隔 
运力 

断面运力 

运营公里 

走行公里 行驶公里 

里程利用率 

技术速度 
运行速度 

旅行速度 

断面满载率 

高峰小时最大断面满载率 

线路列车平均满载率 
满载率 

路网列车平均满载率 

计划开行列数 

实际开行列数 

停运列数 

客运列车开行列数 

开行总列数 

计划兑现 

兑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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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列车运行指标内容（续） 

类别 指标名称 

晚点列数 
运行晚点 

正点率 

5 分钟延误事件 
延误事件 

列车服务可靠度 

清人列数 
清人 

清人率 

掉线列数 
掉线 

掉线率 

通过列数 
通过 

通过率 

4.2.4 安全指标 

安全指标包括安检、运营事故2类6项指标，反映轨道交通路网安检、运营事故情况，如表4所示。 

表4  安全指标内容 

类别 指标名称 

安检 安检检出率 

行车无事故天数 

行车事故次数 

行车责任事故次数 

行车责任事故频率 

运营事故 

行车责任事故伤亡人数 

4.2.5 服务指标 

服务指标包括乘客服务、设备设施可靠度、设备设施完好率3类16项指标，反映轨道交通路网对乘

客服务的情况，如表5所示。 

表5  服务指标内容 

类别 指标名称 

线路运营时间 

乘客有效投诉率 乘客服务 

乘客满意率 

电梯可靠度 

售票充值机可靠度 

进出站闸机可靠度 

乘客信息系统可靠度 

广播可靠度 

通风空调可靠度 

无障碍设施可靠度 

安检机可靠度 

设备设施可靠度 

屏蔽门（安全门）可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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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服务指标内容（续） 

类别 指标名称 

照明完好率 

客运标志完好率 

乘客座椅完好率 
设备设施完好率 

列车扶手、拉环完好率 

4.2.6 能耗指标 

能耗指标包括牵引、动力照明2类3项指标，反映轨道交通路网消耗的电能情况，如表6所示。 

表6  能耗指标内容 

类别 指标名称 

牵引能耗 
牵引 

百公里牵引能耗 

动力照明 动力照明能耗 

4.2.7 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包括运营成本、运营收入2类4项指标，反映轨道交通路网成本、收入情况，如表7所示。 

表7  财务指标内容 

类别 指标名称 

运营总成本 

车公里成本 运营成本 

人公里成本 

运营收入 运营票款收入 

5 运营指标定义及计算方法 

城市轨道交通路网运营指标定义及计算方法见附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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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城市轨道交通路网运营指标定义及计算方法 

A.1 基础指标 

A.1.1 运营线路 

A.1.1.1 运营线路数 

城市轨道交通为运营列车设置的对社会开通载客运营、独立命名的固定运营线路总条数。单位：条。 

注： 运营线路数含试运营阶段的线路。 

A.1.2 运营长度 

A.1.2.1 线路运营长度 

运营线路按始发站站中心至终点站站中心，沿正线线中心测得的长度。单位：公里。 

2



上行起点至终点里程 下行起点至终点里程

线路运营长度  

注： 机场线运营长度为东直门站中心至T2站中心（东直门->三元桥->T3->T2）沿正线线中心测得的长度。 

A.1.2.2 路网运营长度 

路网各线路运营长度之和。单位：公里。 

 路网运营长度 线路运营长度 

A.1.3 运营车站 

A.1.3.1 线路车站数 

运营线路上，供乘客乘降列车、办理运营业务的车站个数。单位：座。 

A.1.3.2 换乘车站数 

轨道交通线路间具备从一条线路转乘到另一条线路功能的车站个数。单位：座。 

注： 路网中两线或两线以上换乘车站只计为一座换乘站。 

A.1.3.3 路网车站数 

路网中各条运营线路的车站总数。单位：座。 

注1：两条或者多条线路的换乘车站，计为两座或多座。 

注2：共线运营车站只计一座。 

A.1.4 站间距 

A.1.4.1 站间距 

同一线路单向相邻两车站站中心间的距离。单位：公里。 

A.1.4.2 线路平均站间距 

线路上两个相邻车站站中心间距离的平均值。单位：公里。 

 站间距
线路平均站间距

线路站间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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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4.3 路网平均站间距 

路网中全部运营线路站间距的平均值。单位：公里。 

 


站间距
路网平均站间距

线路站间个数
 

A.2 客流指标 

A.2.1 进站量（进线量） 

A.2.1.1 车站进站量 

统计期内，在轨道交通车站刷卡进站的乘客数量。单位：人次。 

A.2.1.2 线路进线量 

统计期内，在运营线路所属车站刷卡进站的乘客总量。单位：人次。 

 线路进线量 本线进出量 本线进其他线出量 

注1：本线进出量指进站与出站均属于本线路的乘客在统计期内的值。 

注2：本线进其他线出量指进站属于本线路而出站不属于本线路的乘客在统计期内的值。 

注3：北京市轨道交通目前存在共用闸机车站，线路进线量不等于该线车站进站量之和。 

A.2.1.3 路网进站量（进线量） 

统计期内，路网各运营线路车站刷卡进站的乘客总量。单位：人次。 

=    路网进站量 路网进线量 线路进线量 车站进站量 

A.2.2 出站量（出线量） 

A.2.2.1 车站出站量 

统计期内，在轨道交通车站刷卡出站的乘客数量。单位：人次。 

A.2.2.2 线路出线量 

统计期内，在运营线路所属车站刷卡出站的乘客总量。单位：人次。 

 线路出线量 本线进出量 其他线进本线出量 

 

注1：其他线进本线出量指进站不属于本线路而出站属于本线路的乘客在统计期内的值。 

注2：北京市轨道交通目前存在共用闸机车站，线路出线量不等于该线车站出站量之和。 

A.2.2.3 路网出站量（出线量） 

统计期内，路网各运营线路车站刷卡出站的乘客总量。单位：人次。 

=    路网出站量 路网出线量 线路出线量 车站出站量 

A.2.3 换乘量 

A.2.3.1 换乘站换乘量 

统计期内，换乘站线路间各方向换乘乘客的总量。单位：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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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乘站换乘量 线路间各方向换乘乘客量 

A.2.3.2 线路换乘量 

统计期内，换入该线的乘客数量。单位：人次。 

 线路换乘量 其他线进本线出量 途经本线量 

注： 途经本线量指进站与出站均不属于本线路，但按照乘客出行路径经过本线路的乘客在统计期内的值。 

A.2.3.3 路网换乘量 

统计期内，进入轨道交通路网的乘客在换乘站由一条线路换乘到另一条线路的总量。单位：人次。 

   路网换乘量 线路换乘量 换乘站换乘量 

A.2.4 客运量 

A.2.4.1 线路客运量 

统计期内，线路运送的乘客数量。单位：人次。 

 线路客运量 线路进线量 线路换乘量 

A.2.4.2 路网客运量 

统计期内，路网中各条运营线路运送的乘客总量。单位：人次。 

 路网客运量 线路客运量 

A.2.5 断面客流量 

A.2.5.1 断面客流量 

单位时间内，单向通过运营线路某一断面的乘客数量。单位：人次。 

A.2.5.2 高峰小时最大断面客流量 

在以小时为单位计算断面客流量的情况下，运营线路断面客流量的最大值。单位：人次。 

A.2.6 客运周转量 

A.2.6.1 线路客运周转量 

统计期内，运营线路乘客乘坐距离的总和。单位：人次公里。 

A.2.6.2 路网客运周转量 

统计期内，路网内乘客乘坐距离的总和。单位：人次公里。 

 

A.2.7 乘客出行特征 

A.2.7.1 线路平均运距 

统计期内，某一线路上乘客一次乘车的平均距离。单位：公里。 


线路客运周转量

线路平均运距
线路客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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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7.2 路网平均运距 

统计期内，路网中乘客平均一次出行的总乘车距离。单位：公里。 


路网客运周转量

路网平均运距
路网进站量

 

A.2.7.3 路网换乘系数 

统计期内，乘客在路网内完成一次出行需乘坐的平均线路条数。 


路网客运量

路网换乘系数
路网进站量

 

A.2.7.4 路网换乘比例 

统计期内，乘客在路网完成一次出行，需换乘的乘客数量与进站量的比值。 

100% 线路本线进其他线出量
路网换乘比例

路网进站量
 

A.2.7.5 换乘站换乘距离 

统计期末，换乘车站从一条线路转乘到另一条线路的步行距离。单位：米。 

换乘距离 换出线路站台首部、中部和尾部分别至换入线路站台的平均距离 

注： 若换乘车站从一条线路至另一条线路换乘时为多路径，则换乘距离取最短路径的值。 

A.2.7.6 换乘站换乘时间 

统计期末，换乘车站从一条线路转乘到另一条线路的步行时间与候车时间之和。单位：秒。 

 换乘时间 换出线路站台首部、中部和尾部分别至换入线路站台的平均走行时间 候车时间 

注1：若换乘车站从一条线路至另一条线路换乘时为多路径，则换乘时间取最短路径的值。 

注2：候车时间无法准确计算时，可取为最小行车间隔的一半值。 

A.2.7.7 一票通（一卡通）乘客比例 

统计期内，轨道交通使用一票通（一卡通）进站量占总进站量的比例。 

100% 
一票通进站量

一票通乘客比例
总进站量

 

100% 
一卡通进站量

一卡通乘客比例
总进站量

 

注： 一票通票种包括但不限于单程票、福利票、出站票、定值纪念票、一日票等。一卡通票种包括但不限于储值

卡、员工卡等。 

A.2.7.8 付费（非付费）乘客比例 

统计期内，轨道交通付费（非付费）进站量占总进站量的比例。 

100% 
付费进站量

付费乘客比例
总进站量

 

100% 
非付费进站量

非付费乘客比例
总进站量

 

注： 付费票种包括但不限于单程票、储值卡、定值纪念票、出站票、一日票等。非付费票种包括但不限于员工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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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票等。 

A.2.8 强度 

A.2.8.1 客运强度 

统计期内，单位运营长度上平均的载客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运营效率。单位：人次/公里。 


日均客运量

客运强度
运营长度

 

A.2.8.2 负荷强度 

统计期内，单位运营长度上平均承担的客运周转量。单位：人次公里/公里。 


日均客运周转量

负荷强度
运营长度

 

A.2.9 客流不均衡 

A.2.9.1 方向不均衡系数 

在一条线路上，单向最大断面客流量与双向最大断面客流量平均值之比。 

max[ ]



2 上，下行最大断面客流量

方向不均衡系数
上行最大断面客流量 下行最大断面客流量

 

A.2.9.2 断面不均衡系数 

在一条线路上，单向最大断面客流量与该时段该方向所有断面客流量平均值之比。 





最大单向断面客流量 单向线路断面数

断面不均衡系数
断面客流量

 

A.2.9.3 时间不均衡系数 

在一条线路上，单向高峰小时断面客流量与该方向所有时段分时最大断面客流量平均值之比。 





运营小时数 单向高峰小时最大断面客流量

时间不均衡系数
单向分时最大断面客流量

 

A.3 列车运行指标 

A.3.1 车辆利用 

A.3.1.1 运营车辆数 

统计期末，拥有或承租的用于运输乘客的电动客车数。单位：辆。 

  运营车辆数 在线运用车数 备用车数 检修车数 

A.3.1.2 运营车日数 

统计期内，所有运营车辆的车日总数。单位：车日 

A.3.1.3 完好车日数 

统计期内，技术情况完好车辆的车日总数。单位：车日。 

   完好车日数 运营车日数 全日检修车日数 待修车日数 待报废车日数 

注1：凡当天出车参加过运营，或虽未参加运营但处于完好状况的车辆均应计算完好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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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当天修理的运营车辆，只要竣工验收合格，可以参加运营的均作完好车日计算。 

A.3.1.4 工作车日数 

统计期内，为运营而上线工作的运营车辆的车日总数。单位：车日。 

注1：运营车辆只要当日出车参加过运营，不论其运营时间长短、运行次数多少、是否发生过修理或停运，均计算

一个工作车日。 

注2：同一列车一天中多次出库，只计算一个工作车日。 

注3：为调试、救援或其他专项任务而上线的车辆，不计算工作车日。 

A.3.1.5 完好车率 

统计期内，完好车日数与运营车日数之比，用以表示运营车辆的技术状况完好程度。 

100% 
完好车日数

完好车率
运营车日数

 

A.3.1.6 工作车率 

统计期内，工作车日数与运营车日数之比，用以表示运营车辆的利用程度。 

100% 
工作车日数

工作车率
运营车日数

 

A.3.1.7 完好车利用率 

统计期内，工作车日数与完好车日数之比，用以表示完好车辆的利用程度。 

100% 
工作车日数

完好车利用率
完好车日数

 

A.3.2 运力 

A.3.2.1 列车编组辆数 

统计期末，线路客运列车配备编组的车辆数。单位：辆。 

A.3.2.2 列车定员 

统计期末，线路客运列车额定载客的能力。单位：人。 

[ ]     列车定员 编组车辆定员 乘客座位数 车厢有效站立面积 每平方米允许站立人数  

注： 机场线车厢有效站立面积按照每平方米3人计算，其它线路车厢有效站立面积按CJ/T 8规定的每平方米6人计

算。 

A.3.2.3 发车间隔 

统计期末，某时段内线路前后相邻列车发车的时间间隔。单位：秒。 

A.3.2.4 断面运力 

单位时间内，线路某断面单向的额定运输能力。单位：人次。 

 断面运力 断面单向开行列数 列车定员 

A.3.3 行驶公里 

A.3.3.1 运营公里 

统计期内，列车为运营业务在运营线路上空车行驶和载客行驶的全部里程。单位：车公里。 

 运营公里 空驶公里 载客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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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空驶公里”包括两端折返线间的里程、车辆段（场）联络线的里程和正线空驶里程。轧道车空驶里程、为

运营业务放空到某站（段）的预备车里程、轧道兼通勤车里程均计入列车运营公里。 

注2：“载客公里”为载客列车始发站至终到站之间的行驶里程。 

A.3.3.2 走行公里 

统计期内，线路运营车辆所行驶的全部里程。单位：车公里。 

    走行公里 运营公里 车辆段（场）内运行公里 正线调试公里 救援公里 清人后运行公里 

注1：“正线调试公里”含异线过轨列车、停车场与车辆段调车、非运营线试验车里程； 

注2：“救援公里”包含救援与被救援列车里程。 

注3：若列车在区间清人，“清人后运行公里”以列车开行方向下一站开始计算里程。 

A.3.3.3 里程利用率 

统计期内，运营公里占总行驶里程的比例。 

100% 
运营公里

里程利用率
走行公里

 

A.3.4 运行速度 

A.3.4.1 技术速度 

统计期末，列车在运营线路上自起点站至终点站，不计站停时间的运行速度。单位：公里/小时。 


线路运营长度

技术速度
单程运行时间-站停时间 

注： 站停时间不包括列车在线路两端终点站的站停时间。 

A.3.4.2 旅行速度 

统计期末，列车在运营线路上运载乘客时的速度。单位：公里/小时。 


线路运营长度

旅行速度
单程运行时间

 

A.3.5 满载率 

A.3.5.1 断面满载率 

单位时间内，运营线路单向断面客流量与相应断面运力的比值。 

100% 
断面客流量

断面满载率
断面运力

 

A.3.5.2 高峰小时最大断面满载率 

高峰小时运营线路单向最大断面客流量与相应断面运力的比值。 

100% 
高峰小时最大断面客流量

高峰小时最大断面满载率
高峰小时断面运力

 

注： 高峰小时断面运力指高峰小时经过该断面的列车数与列车定员的乘积。 

A.3.5.3 线路列车平均满载率 

统计期内，运营线路列车的平均满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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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线路客运量 线路平均运距

线路列车平均满载率
线路运营长度 线路客运列车开行列数 线路列车定员

 

注： 如果同一线路存在大小交路或不同编组辆数的列车运行情况，公式中分母采用加和计算。 

A.3.5.4 路网列车平均满载率 

统计期内，路网各线路列车的平均满载情况。 

100%


 
 

路网进站量 路网平均运距
路网列车平均满载率

线路运营长度 线路客运列车开行列数 线路列车定员
 

A.3.6 计划兑现 

A.3.6.1 计划开行列数 

统计期内，列车运行图（时刻表）中计划开行的客运、回空列车数之和。单位：列。 

注： 列车运行图（时刻表）中的回空列车是指为完成运营任务不载客通过到目的站（段）的列车。 

A.3.6.2 实际开行列数 

统计期内，实际开行的计划开行列车数。单位：列。 

注1：列车按照列车运行图（时刻表）规定的始发、终到站完成完整的运行交路时，视为实际开行。 

注2：中途折返（含具有存车能力的库线开出的列车）的客运列车可视为实际开行。 

注3：客运列车中途改变列车性质，变更前的列车可视为实际开行。 

注4：同性质列车中途变更列车车次，实际开行列数只按初次变更前的列车车次统计为一列。 

A.3.6.3 停运列数 

统计期内，列车运行图（时刻表）中计划开行却未开行的列车数。单位：列。 

 停运列数 计划开行列数 实际开行列数 

A.3.6.4 客运列车开行列数 

统计期内，载客运行的列车总数。单位：列。 

 客运列车开行列数 运行图（时刻表）实际开行的客运列车数 临客列数 

A.3.6.5 开行总列数 

统计期内，线路为完成运营业务开行的列车总数。单位：列。 

   开行总列数 实际开行列数 临客列数 回空列数 救援列数 

注： “回空列数”指列车运行图（时刻表）计划外的回空列数。中途清人的列车若变更回空车次后，不再统计回

空列数，但中途清人后进行救援的列车应统计为救援列数。 

A.3.6.6 兑现率 

统计期内，列车运行图（时刻表）执行过程中，实际开行列数与计划开行列数之比。 

100% 
实际开行列数

列车运行图（时刻表）兑现率
计划开行列数

 

A.3.7 运行晚点 

A.3.7.1 晚点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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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期内，列车运行图（时刻表）在执行过程中，列车在始发站出发或到达终到站的时刻与列车运

行图（时刻表）计划时刻相比大于等于2分钟时均统计为晚点，分为始发晚点和到达晚点。单位：列。 

注1：列车始发晚点，但其全程运行时间未超过列车计划运行图（时刻表）规定的全程运行时分，不统计到达晚点。 

注2：对于中途退出的列车，按其退出运营的车站作为到达站统计晚点。 

注3：同性质列车中途变更列车车次，到达晚点按初次变更前的列车车次统计。 

A.3.7.2 正点率 

统计期内，实际开行列车正点次数与实际开行列数之比。 

2
100%

2

 
 


实际开行列数 始发到达晚点列数之和

正点率
实际开行列数

 

注： 正点率分为列车始发正点率和列车到达正点率，其计算公式如下： 

100%


 
实际开行列数 始发晚点列数

列车始发正点率
实际开行列数

 

100%


 
实际开行列数 到达晚点列数

列车到达正点率
实际开行列数

 

A.3.8 延误事件 

A.3.8.1 5 分钟延误事件次数 

统计期内，线路开行的列车在全程或某个车站的延误时间大于等于5分钟的事件次数。单位：次。 

注1：5 分钟延误事件分 5（含）-15 分、15（含）-30 分、30（含）分及以上三个等级。 

注2：因同一原因引起的多个 5分（15 分、30 分）延误，按事件造成的最大影响范围只计一次延误事件。 

A.3.8.2 列车服务可靠度 

统计期内，列车每发生一次5分钟及以上延误事件平均行驶的万车公里数。单位：万车公里/次。 

410 
运营公里

列车服务可靠度
5分钟延误事件次数

 

A.3.9 清人 

A.3.9.1 清人列数 

统计期内，线路列车运行图（时刻表）中实际开行客运列车与临客列车因故障、事故等无法继续执

行载客业务，根据调度员命令发生在正线（含始发站）将乘客由车厢清出的列数。单位：列。 

注1：同一列车两次或更多次清人，按照一列计算。 

注2：担当救援任务的列车需在运营途中清人的计入清人列数。 

A.3.9.2 清人率 

统计期内，线路客运列车每行驶一万车公里清人的列车数。单位：列/万车公里。 

410 
清人列数

清人率
运营公里

 

A.3.10 掉线 

A.3.10.1 掉线列数 

统计期内，因车辆、乘务等原因致使列车未完成列车运行图（时刻表）所规定的任务而回场（段）

的列数。单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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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10.2 掉线率 

统计期内，列车运行图（时刻表）计划开行的列车每行驶一万车公里掉线的列数。单位：列/万车

公里。 

410 
掉线列数

掉线率
运营公里

 

A.3.11 通过 

A.3.11.1 通过列数 

统计期内，列车运行图（时刻表）中实际开行客运列车与临客列车规定在站停车，根据调度员命令

未在车站停车进行乘降作业的列车数。单位：列。 

注1：同一列车两次或更多次执行通过命令，按照一列计算。 

注2：对于因行车组织需要异线配合发生的通过，需正常计算通过列数。 

注3：经上级批准的计划性封站发生的通过不计入通过列数。 

注4：始发站放空的列车不统计为通过列数。 

A.3.11.2 通过率 

统计期内，线路在车站不停车通过的列车数与客运列车开行列数之比。 

100% 
通过列数

通过率
客运列车开行列数

 

A.4 安全指标 

A.4.1 安检 

A.4.1.1 安检检出率 

统计期内，进站的乘客进行安检时查出的违禁物品的行李数量占所查行李总量的比例。 

100% 
违禁物品的行李数量

安检检出率
安检行李总数量

 

A.4.2 运营事故 

A.4.2.1 行车无事故天数 

统计期内，车站或运行线上，连续安全行车未发生运营事故的天数。单位：天。 

A.4.2.2 行车事故次数 

统计期内，列车在运行过程中意外发生的财产损失、人员伤亡的运营事故次数。单位：次。 

A.4.2.3 行车责任事故次数 

统计期内，由于运营企业组织管理和处置不当，造成乘客伤亡、车辆和设备损坏、中断 

行车及其他危及运营安全的运营事故次数。单位：次。 

A.4.2.4 行车责任事故频率 

统计期内，列车每发生一次行车责任事故平均行驶的万车公里数。单位：万车公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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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运营公里

行车责任事故频率
行车责任事故次数

 

A.4.2.5 行车责任事故伤亡人数 

统计期内，行车责任事故造成受伤和死亡的人数。单位：人。 

注1：受伤人数包括重伤和轻伤的总人数。 

注2：死亡人数包括当场死亡和 24 小时内由于受伤后伤情发展而死亡的人数。但伤、亡两项人数不得重复计算。 

A.5 服务指标 

A.5.1 乘客服务 

A.5.1.1 线路运营时间 

统计期末，轨道交通各线路每日向乘客开放运营的时间。 

注： 线路运营时间为第一班车发出时间至最后一班车到达终到站的时间。 

A.5.1.2 乘客有效投诉率 

统计期内，乘客有效投诉次数与百万人次客运量之比。单位：次/百万人次。 

610 
乘客有效投诉人次

乘客投诉率
客运量

 

注1：有效投诉人次是指通过服务热线、网站、媒体、来信来访受理的，且乘客留下详细住址或工作单位、姓名和

联系方式，经过调查属实的有责投诉乘客人数。 

注2：针对同一事件的多次有效投诉应记为多次。 

A.5.1.3 乘客满意率 

统计期末，通过抽样调查和统计分析，乘客对轨道交通运营服务满意的比例。 

100% 
满意乘客人数

乘客满意率
调查总人数

 

A.5.2 设备设施可靠度 

A.5.2.1 电梯可靠度 

统计期内，线路自动扶梯（垂直电梯）设备实际服务时间与计划服务时间的比值。 

100% 
自动扶梯计划服务时间-故障时间

自动扶梯可靠度
自动扶梯计划服务时间

 

100% 
垂直电梯计划服务时间-故障时间

垂直电梯可靠度
垂直电梯计划服务时间

 

A.5.2.2 售票充值机可靠度 

统计期内，线路售票机（充值机）设备实际服务时间与计划服务时间的比值。 

100% 
售票机计划服务时间-故障时间

售票机可靠度
售票机计划服务时间

 

100% 
充值机计划服务时间-故障时间

充值机可靠度
充值机计划服务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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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对于售票充值一体机，若售票或者充值中一项功能故障时，视为故障时间。 

A.5.2.3 进出站闸机可靠度 

统计期内，线路进出站闸机设备实际服务时间与计划服务时间的比值。 

100% 
进出站闸机计划服务时间-故障时间

进出站闸机可靠度
进出站闸机计划服务时间

 

A.5.2.4 乘客信息系统可靠度 

统计期内，线路车站和列车乘客信息显示设备实际并正确服务时间与计划服务时间的比值。 

 
乘客信息显示设备计划服务时间-故障时间

乘客信息显示可靠度
乘客信息显示设备计划服务时间

 

A.5.2.5 广播可靠度 

统计期内，线路车站和列车广播设备实际服务时间与计划服务时间的比值。 

 
广播设备计划服务时间-故障时间

广播可靠度
广播设备计划服务时间

 

A.5.2.6 通风空调可靠度 

统计期内，线路车站和列车通风空调设备实际服务时间与计划服务时间的比值。 

 
通风空调设备计划服务时间-故障时间

通风空调可靠度
通风空调设备计划服务时间

 

A.5.2.7 无障碍设备可靠度 

统计期内，线路无障碍设备实际服务时间与计划服务时间的比值。 

 
无障碍设备计划服务时间-故障时间

无障碍设备可靠度
无障碍设备计划服务时间

 

注： 无障碍设备为轮椅升降平台、爬楼车等。 

A.5.2.8 安检机可靠度 

统计期内，线路安检机实际服务时间与计划服务时间的比值。 

 
安检机计划服务时间-故障时间

安检机可靠度
安检机计划服务时间

 

A.5.2.9 屏蔽门（安全门）可靠度 

统计期内，线路各车站屏蔽门（安全门）正常开关次数与屏蔽门开关总次数的比值。 

 
开关总次数-故障次数

屏蔽门（安全门）可靠度
开关总次数

 

注： 屏蔽门(安全门)完成正常的开、关过程记为开关一次。 

A.5.3 设备设施完好率 

A.5.3.1 照明完好率 

统计期末，线路车站和列车照明设备实际服务数量占总数量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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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设备总数量-故障数量-缺损数量

照明完好率
照明设备总数量

 

A.5.3.2 客运标志完好率 

统计期末，线路车站和列车客运标志实际并正确服务数量占总数量的比例。 

 
客运标志总数量-缺损数量-错误数量

客运标志完好率
客运标志总数量

 

A.5.3.3 乘客座椅完好率 

统计期末，线路车站和列车乘客座椅实际服务数量占总数量的比例。 

 
乘客座椅总数量-缺损数量

乘客座椅完好率
乘客座椅总数量

 

A.5.3.4 列车扶手、拉环完好率 

统计期末，线路列车扶手、拉环实际服务数量占总数量的比例。 

 
列车扶手、拉环总数量-缺损数量

列车扶手、拉环完好率
列车扶手、拉环总数量

 

A.6 能耗指标 

A.6.1 牵引 

A.6.1.1 牵引能耗 

统计期内，运营车辆在线路、车辆段和停车场上运行所消耗的电能。单位：度。 

A.6.1.2 百公里牵引能耗 

统计期内，运营车辆在线路、车辆段和停车场上运行百公里所消耗的电能。单位：度/百车公里。 

210 
牵引能耗

百公里牵引能耗
运营公里

 

A.6.2 动力照明 

A.6.2.1 动力照明能耗 

统计期内，线路、车辆段和停车场动力照明能耗之和。单位：度。 

注： 动力照明能耗不包含商业用电等非营运性质的能耗。 

A.7 财务指标 

A.7.1 运营成本 

A.7.1.1 运营成本 

统计期内，线路为完成运营服务所发生的按国家规定应列入成本开支范围的总费用。单位：万元。 

注： 成本计算不含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折旧、摊销和财务费用。 

A.7.1.2 车公里成本 

统计期内，线路每车公里运营使用的成本。单位：元/车公里。 

运营成本
车公里成本＝

运营公里
 

A.7.1.3 人公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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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期内，线路每人公里运营使用的成本。单位：元/人公里。 

运营成本
人公里成本＝

客运周转量
 

A.7.2 运营收入 

A.7.2.1 运营票款收入 

统计期内，线路运营所得的票款收入的总和。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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