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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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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北京市交通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由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公共交通设施设备管理处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玲、蓝晓丹、游旻昱、郝森、秦存何、李娜、孟欣、李根茂、孙浩、武江虹、

吕杰、张伟、黄伟、李珅、付超、王文明、刘通、赵剑华、韩嵩、张月坤、梁材、吴婧、张传凯、潘建

杰、何军、王亮、王振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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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既有运营线路设施设备改造技术条件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城市轨道交通既有运营线路设施设备更新改造技术条件和提升安全服务改造技术条

件。 

本文件适用于城市轨道交通既有运营线路设施设备改造必要性的技术判别。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设施设备改造 

本文件所指设施设备改造包含更新改造和提升安全服务改造两大类。其中更新改造是指用新的设施

设备替换到期、报废或损坏的旧设施设备，或者为复原设施设备原功能而对其进行修复，或者增加其功

能、提升其性能而进行的改造；提升安全服务改造是指为在城市轨道交通既有运营线路中提升运能、提

升效率、提升安全及服务品质、提升经济效益等目的而对设施设备进行的改造。 

4 一般规定 

4.1 城市轨道交通既有运营线路设施设备改造项目应符合北京市轨道交通规划要求。 

4.2 城市轨道交通既有运营线路设施设备改造的必要性，按照重要程度和紧迫程度分为 A、B、C、D

四个等级。 

4.2.1 为消除重大安全隐患，经论证须限期启动的改造，其必要性为 A级。 

4.2.2 为提升安全与服务水平，经可行性论证后，应尽快实施的改造，其必要性为 B级。 

4.2.3 为提升安全与服务水平，经可行性论证后，宜在具备条件时或结合设施设备寿命周期实施的改

造，其必要性为 C级。 

4.2.4 为提升经济效益、降低运营成本，具备条件时可实施的改造，其必要性为 D级。 

4.3 同一项目所涉及到的设施设备的改造，其必要性级别相同。 

5 更新改造技术条件 

5.1 达到使用年限的设施设备，且经评估认定设施设备状态不能满足运营需求的，应进行局部或整体

更新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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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未达使用年限，但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设施设备，在进行充分的技术经济及社会影响论证后，可

提前进行更新改造： 

a) 故障率较高，影响运营安全和客运服务的； 

b) 存在安全隐患，经维修后仍无法消除的； 

c) 原设计功能、性能与当前运营要求不符的； 

d) 产品或设备供应商已退出市场，无法保障备品备件供应或服务质量的； 

e) 法律法规或强制性标准规定淘汰或功能需要提升的； 

f) 遭受事故或自然灾害破坏，不具备维修价值的。 

6 提升安全服务改造技术条件 

6.1 提升运能 

6.1.1 当早晚高峰小时最大断面列车满载率常态化超过 120%时，应采取（但不限于）改造车厢内部空

间扩大载客量，增购车辆、改造信号及线路折返条件缩小行车间隔，扩建站台增加列车编组等措施提升

运力。改造必要性等级为 B 级。 

6.1.2 当一条线路超过 40%数量车站的站厅、站台高峰小时最大饱和度常态化超过 100%时；或一条线

路的早晚高峰均常态化限流车站数量全线占比超过 30%，或限流时长超过 2h 的常态化限流车站数量全

线占比超过 30%时，应采取（但不限于）改造或减少车厢内部座椅布置形式以扩大载客量，增购车辆、

改造信号及线路折返条件缩小行车间隔，扩建站台增加列车编组等措施提升运力。改造必要性等级为 B

级。 

6.2 提升效率 

6.2.1 当一条线路客流空间分布不均匀特征明显，经充分的技术经济论证后，应采取增设库线、折返

线、越行线等配线改造措施，实现灵活行车组织，精准投放运力。改造必要性等级为 B级。 

6.2.2 当一条线路客流长距离 OD比例大且出行效率较低时，经充分的技术经济论证后，应采取增设越

行线等改造措施，实现快慢车灵活行车组织。改造必要性等级为 B级。 

6.2.3 当一条线路的终点与另一条线路的起点共用同一车站时，如确有大量跨线客流需求，经充分的

技术经济论证后，应进行线路贯通运营改造。改造必要性等级为 B级。 

6.2.4 当不同线路共用同一座车站时，经充分的技术经济论证后，宜进行线路跨线运营改造。改造必

要性等级为 C级。 

6.2.5 当线路区间在距离两相邻车站超过 2km 的部位，由于周边规划条件的变化出现较大的客流需求

时，在符合线路功能定位的条件下，经充分的技术经济论证后，宜进行线路加站改造。改造必要性等级

为 C 级。  

6.2.6 当一条线路的终点与另一条线路相距不超过 3km 时，经充分的技术经济论证后，宜进行线路延

伸联通改造。改造必要性等级为 C级。 

6.2.7 当车站土建设施已经建成但尚未投入使用，且出现较大的客流需求时，宜进行投用改造。改造

必要性等级为 C级。 

6.2.8 当线路与既有国有铁路、城际铁路、市郊铁路具备设置联络线条件时，经充分的技术经济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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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宜进行增设联络线改造，便于实现网络化运营。改造必要性等级为 C级。 

6.3 提升安全及服务品质 

6.3.1 土建 

6.3.1.1 当车站与周边交通枢纽、大型公建（体育场馆、会展中心、社会活动中心、商业购物中心、

旅游观光）缺乏联络时，经规划合理性论证后，宜增设联络通道，并进行交通一体化、空间一体化、功

能一体化、景观一体化改造。改造必要性等级为 C级。 

6.3.1.2 当城市副中心区域的枢纽站、换乘站与周边地下空间连通比例低于 50%时，经规划合理性论

证后，应进行改造。改造必要性等级为 B级。 

6.3.1.3 当站台高峰小时客流密度常态化超过 2.5人/㎡时，且无法通过增加设施设备和优化运营组织

等其他措施改善时，应扩建站台土建设施。改造必要性等级为 B级。 

6.3.1.4 当站台边缘与车体（包括开启状态下的车门）间距大于 70mm时，应加装防踏空设施。改造必

要性等级为 B级。 

6.3.1.5 当车站每个公共区直通地面的出入口数量少于两个时，应结合客流方向增设出入口。改造必

要性等级为 B级。 

6.3.1.6 当出入口位于立交桥区，且乘客进出站需要穿行机动车道的，应进行出入口通道延伸改造。

改造必要性等级为 B级。 

6.3.1.7 当进出站或换乘路径瓶颈部位高峰小时饱和度常态化超过 100%时，应扩大通行设施设备规

模。改造必要性等级为 B级。 

6.3.1.8 当地下车站出入口地面亭的出入口平台、无障碍电梯地面亭的出入口平台标高低于防淹标高

时，应采取抬高出入口平台标高或增设排水设施等防淹措施。改造必要性等级为 B级。 

6.3.1.9 当站台至站厅提升高度大于或等于 5.1m均未设置自动扶梯时，经技术经济论证后，应至少在

一处增设自动扶梯或无障碍电梯。改造必要性等级为 B 级。 

6.3.1.10 当车站周边 1km 范围内有大型城际客运交通枢纽，进出站及换乘接驳路径未设置自动扶梯

时，宜增设自动扶梯或无障碍电梯。改造必要性等级为 C级。 

6.3.1.11 当出入口通道或换乘通道内提升高度大于或等于 6m 均未设置自动扶梯时，经技术经济论证

后，应至少在一个出入口通道或换乘通道内增设自动扶梯或无障碍电梯。改造必要性等级为 B级。 

6.3.1.12 当出入口通道、换乘通道或站台至站厅提升段均未设置无障碍电梯时，经技术经济论证后，

宜至少在一个出入口通道、换乘通道内或一处站台至站厅增设无障碍电梯。改造必要性等级为 C级。 

6.3.1.13 无障碍电梯地面亭出入口需穿越机动车道才能与相邻城市道路的人行道相连通时，应改造无

障碍电梯地面亭的位置，使其与相邻城市道路一侧的人行道直接连通。改造必要性等级为 B级。 

6.3.1.14 当车站公共区未设置卫生间时，应增设卫生间；当卫生间未设置无障碍设施时，应增设无障

碍设施。改造必要性等级为 B级。 

6.3.1.15 对于早晚高峰常态化限流车站，当乘客等候区为露天环境时，经充分论证后，宜在等候区增

设雨雪篷等防雨雪设施。改造必要性等级为 C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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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16 当桥梁高度超过 20m且桥下无养护维修便道时，应在墩顶设置专门检查设施。改造必要性等

级为 B级。 

6.3.2 轨道 

地面线、高架线折返道岔及车场线咽喉区道岔为露天环境时，应增设融（吹）雪装置或设置雨雪篷。

改造必要性等级为B级。 

6.3.3 通风空调 

6.3.3.1 当排烟口的位置与最远排烟点的水平距离超过 30m 时，应调整排烟系统或排烟口位置。改造

必要性等级为 B级。 

6.3.3.2 当连续长度大于 60m 的地下通道和出入口通道未设排烟系统时，应结合规范和消防要求研究

改造方案。改造必要性等级为 B级。 

6.3.3.3 当区间隧道、地下车站公共区和车站设备与管理用房排烟风机、防火阀、消音器未满足 280℃

时能连续有效工作 1h的要求时，宜结合规范和消防要求研究改造方案。改造必要性等级为 C级。 

6.3.3.4 当地下车站站厅夏季温度超过 30℃，站台温度超过 29℃；地面车站站厅夏季温度超过 35℃

时，宜增设通风空调系统或对原通风空调系统进行改造。改造必要性等级为 C级。 

6.3.3.5 当地下车站公共区空调系统新风量小于 20m³/（人*h）、二氧化碳浓度大于 0.15%时，宜改造

空调系统并加大空调系统新风量。改造必要性等级为 C 级。 

6.3.3.6 当地下车站公共区可吸入颗粒物大于 0.25mg/m³时，空调及通风系统宜增设过滤设施。改造

必要性等级为 C级。 

6.3.3.7 当设置气体灭火系统的房间、卫生间及污水泵房的机械排风系统未直接排出地面时，宜采取

排入现有排风竖井与风亭的措施。改造必要性等级为 C 级。 

6.3.4 给水 

当给水系统的水质不满足现行规范要求时，宜进行水质防污染的改造。改造必要性等级为C级。 

6.3.5 供电 

6.3.5.1 当单台配电变压器高峰期负载率超过 100%且过载运行时间超过变压器允许短时过载时间限

制，或当一台主变压器退出运行时，其余主变压器不能负担供电范围内的一、二级负荷时，须结合现行

规范论证变电所改造方案。改造必要性等级为 A级。 

6.3.5.2 当高压设备不满足下列电气五防要求时，须对设备进行改造。改造必要性等级为 A级。 

a) 防止误分、误合断路器。 

b) 防止带负荷拉、合隔离开关。 

c) 防止带电挂（合）接地线（开关）。 

d) 防止带接地线（开关）合断路器（隔离开关）。 

e) 防止误入带电间隔。 

6.3.6 通信 

6.3.6.1 当传输系统容量无法满足全线数据承载要求时，应进行扩容改造。改造必要性等级为 B级。 



BJJT 0059—2021 

  5 

6.3.6.2 当专用电话系统中行车、电力、防灾、环控、维修、AFC 调度未设置调度电话时，宜结合现

行规范以及运营管理需求增设调度电话。改造必要性等级为 C级。 

6.3.6.3 当专用无线通信系统中核心设备无法满足新增基站接入，或无线场强覆盖区域无法满足运营

调度需求，应对无线通信设备进行改造。改造必要性等级为 B级。 

6.3.6.4 当车地无线通信不满足车地数据承载要求，应结合车地数据的重要性对既有车地无线通信进

行升级改造。改造必要性等级为 B级。 

6.3.6.5 当既有广播系统不满足运营管理需求时，宜结合现行规范、法规论证进行系统改造。改造必

要性等级为 C级。 

6.3.6.6 当视频监视系统前端安装、点位设置、系统整体功能性能及互联互通互换性协议、摄像机等

核心设备基础指标不满足提升系统安全性的需求时，宜结合现行规范、法规论证系统改造方案。改造必

要性等级为 C级。 

6.3.7 站台门 

当站台门与列车车体之间的空隙大于70mm时，应加装安全防护设施。改造必要性等级为B级。 

6.3.8 机电设备监控与火灾自动报警 

6.3.8.1 当广播、视频监视、乘客信息、时钟、自动售检票、门禁、站台门等系统未与综合监控系统

互联时，宜结合现行规范进行功能改造。改造必要性等级为 C级。 

6.3.8.2 当消防联动控制系统未实现消火栓系统、自动灭火系统、防烟排烟系统、消防电源及应急照

明、疏散指示、防火卷帘、电动挡烟垂帘、消防广播、售检票机、站台门、门禁、自动扶梯等系统在火

灾情况下的消防联动控制时，应完善消防联动功能。改造必要性等级为 B级。 

6.3.8.3 当机电设备监控系统和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之间未设置通信接口时，宜增加通信接口。改造必

要性等级为 C级。 

6.3.8.4 当防烟、排烟系统与正常通风系统合用的设备，在火灾情况下未实现由环境和设备监控系统

统一监控时，宜进行功能改造。改造必要性等级为 C级。 

6.3.8.5 当机电设备监控系统不具备下列功能时，宜对系统进行功能改造，改造必要性等级为 C级。 

a) 车站及区间机电设备监控。 

b) 执行防灾及阻塞模式。 

c) 车站环境监测。 

d) 车站环境和设备的管理。 

e) 系统用能计量。 

f) 设备节能运行管理与控制。 

6.3.9 乘客信息 

当乘客信息不满足系统稳定性及新增功能需求时，宜结合现行规范进行系统改造。改造必要性等级

为C级。 

6.3.10 自动售检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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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0.1 当自动售检票系统的售票充值设备无法识别国家新发行的现金货币时，应对售票充值设备进

行改造。改造必要性等级为 B级。 

6.3.10.2 当自动售检票系统架构不满足新票务服务发展需要时，应结合现行规范进行系统改造。改造

必要性等级为 B级。 

6.3.11 门禁 

6.3.11.1 当设有门禁装置的通道门、设备及管理用房门的电子锁不满足防冲撞的安全防护要求，或当

电子锁不具备断电自动释放功能，在火灾情况下不能够可靠释放，且不具备手动机械解锁功能时，应对

门禁系统进行功能完善。改造必要性等级为 B级。 

6.3.11.2 当重要设施的通道门、系统和设备用房门及管理用房门未设置门禁时，宜增设门禁系统。改

造必要性等级为 C级。 

6.3.12 其他 

6.3.12.1 当机电设备的管材、保温及消声材料未采用 A级不燃材料或 B1级难燃材料时，宜进行更换。

改造必要性等级为 C级。 

6.3.12.2 当地下线路的电气系统主要线缆未采用低烟、无卤、阻燃材料时，宜对材料进行升级改造。

改造必要性等级为 C级。 

6.3.12.3 当电气系统备用电源供电持续时间达不到提升供电可靠性的需求时，宜结合现行规范论证备

用电源进行升级改造方案，改造必要性等级为 C级。 

6.3.12.4 当设备机房环境无法满足设备运行环境要求时，应对机房环境进行改造。改造必要性等级为

B级。 

6.3.12.5 当车辆、供电、信号等设备自有的监测和诊断功能不够完备时，经充分论证后，应对以下关

键部位增加监控设备进行实时监控，且加装的监控设备不得影响设施设备正常运行。改造必要性等级为

B级。 

a) 车辆包括牵引系统、制动系统、受流装置、走行系统等。 

b) 供电包括断路器、继电保护装置、干式变压器、再生储能装置、UPS 电源等。 

c) 通信包括电源、传输设备、网络设备等。 

d) 信号包括应答器、转辙机、电源系统等。 

e) 机电包括通风空调与供暖、给水与排水、火灾自动报警、站台门、电扶梯等。 

6.3.12.6 当安检设施设备无法满足大客流通行需求时，经充分论证后，应根据公安部门相关标准进行

改造。改造必要性等级为 B 级。 

6.3.12.7 当土建设施无法满足最新消防安全要求时，经充分论证后，应根据公安部门相关标准进行改

造。改造必要性等级为 B级。 

6.3.12.8 当人防设施无法满足防护安全要求时，经充分论证后，应根据人防部门相关标准进行改造。

改造必要性等级为 B级。 

6.3.12.9 当需提升车站内、外部服务水平和形象时，经充分论证后，宜对装修装饰、标志标识、便民

设施等进行改造。改造必要性等级为 C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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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提升经济效益 

6.4.1 当交叉线路或平行线路之间未设置联络线时，经规划论证后，可增设联络线，实现跨线调车作

业。改造必要性等级为 D级。 

6.4.2 为减小列车的空驶距离，宜优化调整全网车辆段、停车场的使用功能；当不同线路之间设有联

络线时，经规划论证后，可进行车辆段、停车场的整合改造。改造必要性等级为 D级。 

6.4.3 因技术革新出现了更为节能的设备产品，经技术经济论证后，可对设备系统进行节能改造。改

造必要性等级为 D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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