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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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是T/CIITA 201 《城市轨道交通 自动售检票系统》的第6部分。T/CIITA 201已经发布如下

部分： 

——第1部分：系统架构、业务规则及软件要求； 

——第2部分：终端设备； 

——第3部分：系统测试与检测； 

——第4部分：网络安全规范； 

——第5部分：互联互通要求； 

——第6部分：安装施工规程。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信息产业商会团体标准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深圳地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地铁咨询监理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大通电气有限公司、北京中软万维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方正国际软件

（北京）有限公司、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普天轨道交通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上海中软华腾

软件系统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马怀清、赵文龙、缪佳敏、薛万彪、吴永锋、卢佳婷、廖东玲、杨承东、杨波、

甘灿、孙秀丽、胡威、鲁飞、丁非、赵达奇、王洪臣、吴志海、贺轩毅、王照钦、罗维良、陶克、方晖、

何隽乐、李道全、赵华伟、王峰、居天云、闫雷雷、张征航、陈园园、刘仲宇、李进。 

本文件为T/CIITA 201.6的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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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是智慧交通和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是落实交通强国战略的重要举措之一。

自动售检票系统（AFC）是伴随新产品、新技术和公众出行的内在需求应运而生。T/CIITA 201 旨在根

据不同城市的实际情况，在实现 AFC系统基本功能和性能要求的基础上，从 AFC系统总体、涉及产品及

通信、安全、检测等方方面面提出规范性要求，有效解决 AFC建设中的技术与产品的选型、设计、开发、

制造等方面无序混乱的问题，促进 AFC 系统产品化、标准化进程，支撑城市轨道交通自动售检票系统

（AFC）的建设、运营与管理。本文件由六个部分构成。 

——第 1部分：系统架构、业务规则及软件要求。目的在于为 AFC 确立总体性的技术要求和业务规

则。 

——第 2部分：终端设备。目的在于为 AFC所涉及的终端产品在组成、功能和性能等方面确立基本

要求。 

——第 3部分：系统测试与检测。目的在于为 AFC系统测试与相关产品检测确立测试（检测）方法

与判定准则。 

——第 4部分：网络安全规范。目的在于为 AFC系统的网络安全确立等保要求、运营管理及测评相

关的规范要求。 

——第 5部分：互联互通要求。目的在于为 AFC系统内部与系统之间的互联互通确立基本条件与要

求。 

——第 6部分：安装施工规程。目的在于为 AFC的系统设计、实施以及相关产品的安装确立原则及

操作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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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 自动售检票系统  

第 6 部分: 安装施工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城市轨道交通自动售检票系统的总体施工设计原则要求、车站终端设备安装设计及施 

工要求、管槽设计及施工技术要求、线缆敷设设计要求、电源及接地技术要求等安装施工规程。 

本文件适用于指导城市轨道交通自动售检票系统的新线建设、既有线路扩建、改建和运营。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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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57 地铁设计规范 

GB/T 20907 城市轨道交通自动售检票系统技术条件 

GB/T 420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T 50381 城市轨道交通自动售检票系统工程质量验收标准 

GB31247-2014 电缆及光缆燃烧性能分级 

IEC61034 电缆燃烧产生烟浓度试验 

IEC60754 电缆燃烧气体逸出试验 

GB 50303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T 50312 综合布线系统工程验收规范 

GB 50382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工程质量验收规范 

GB 14050 系统接地的型式及安全技术要求 

3.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与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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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自动售检票系统  automatic fare collection 

基于计算机、通信、网络、自动控制等技术，实现轨道交通售票、检票、计费、收费、统计、清分、

管理等全过程的自动化系统。 

3.2.  

轨道交通清分中心系统 AFC central clearing system 

用于发行和管理城市轨道交通车票，对线网内不同线路的票、款进行结算和清算，并具有与城市轨

道交通线网内乘用消费的其他付费卡进行清算功能的系统。 

3.3.  

集中线路中心  cluster line center 

用于管理和控制城市轨道交通全线网自动售检票系统的计算机系统。 

3.4.  

多线路中心  multiple line center 

用于管理和控制城市轨道交通多条线路自动售检票系统的计算机系统。 

3.5.  

车站计算机系统  station computer system  

用于车站级票务管理、运行管理和客流统计的计算机系统。 

CI
IT
A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4 

3.6.  

车站终端设备 Station terminal equipment 

安装在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各车站，进行车票发售、进站检票、出站检票、充值、验票分析等交易处

理的设备。 

3.7.  

自动检票机  automatic gate machine 

对车票进行自动检验和处理，放行或阻挡乘客出入付费区的设备。自动检票机分进站检票机、出站

检票机和双向检票机三种类型。 

3.8.  

自动售票机  automatic ticket vending machine 

用于自助发售、赋值有效车票，具备自动处理支付和找零功能的设备。 

3.9.  

半自动售票机  booking office machine 

用于人工辅助发售、赋值有效车票，具备补票、退票、查询、更新等票务处理功能的设备。 

3.10.  

便携式检验票机  portable card analyzer 

工作人员进行检票和验票的手持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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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自动充值机 automatic value-adding machine 

用于对储值票进行自助充值，并具有查验交易和余额等信息功能的设备。 

3.12.  

自助补票机 ticket handling machine 

用于现场自助对不可正常进出站的车票进行检验和处理，具备自动处理支付和找零功能的设备。 

3.13.  

多功能自助票务终端 multi function self service ticketing terminal 

    具备票务自助处理、票务查询、信息咨询服务、开具电子发票功能，用于部分替代车站票务客

服人员工作 

3.14.  

读写器 ticket reader-writer 

安装在自动售票机、自动补票机、半自动售票机、自动检票机、边门闸机、移动检票机、自动查询

机、便携式检验票机、多功能自助票务终端、智慧客服等设备中，用于对车票的发售、检票、充值、验

票分析作读写处理的设备。 

3.15.  

互联网票务  internet ticketing 

基于各种新型的介质（二维码、NFC虚拟卡、生物特征等），利用互联网实现的虚拟化、数字票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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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乘车凭证）。 

3.16.  

二维码车票  quick response code ticket 

应用二维码技术通过手机等移动终端将二维码图形作为自动售检票系统中进闸或出闸的凭证（或车

票介质）。 

3.17.  

互联网票务系统  internet ticketing system 

城市轨道交通企业在互联网票务使用、运营过程中提供各种管理功能的信息系统。 

3.18.  

进站  entry 

从非付费区到付费区通过的行为。 

3.19.  

出站  exit  

从付费区到非付费区通过的行为。 

3.20.  

单程票  single journey ticket 

在限定时间内一次性使用的车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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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ACC：轨道交通清分中心系统（AFC Central Clearing System） 

AFC：自动售检票（Automatic Fare Collection） 

AGM：自动检票机（Automatic Gate Machine） 

BOM：半自动售票机（Booking Office Machine） 

EnG：进站检票机（Entry Gate） 

ExG：出站检票机（Exit Gate） 

FAS：火灾自动报警系统（Fire Alarm System） 

IBP：综合后备盘（Integrated Backup Panel） 

ICM: 智慧客服设备（Intelligent Customer-Service Machine） 

LC：线路中心（Line Center）  

LCC / MLC：单线路中心/多线路中心（Line Central Computer / Multiple Line Center） 

MTT：轨道交通专用车票（Mass Transit Ticket） 

NFC：近场无线通信技术（Near Field Communication） 

OCC：控制中心（Operating Control Center） 

PCA：便携式检验票机（Portable Card Analyzer） 

RG：双向检票机（Reversible Gate） 

R/W：读写器（Reader/Writer） 

SAM：安全存取模块（Secure Access Module） 

SC：车站计算机系统（Station Computer） 

SJT：单程票（Single Journey Ticket） 

SLE：车站终端设备（Station Level Equipment ） 

SOC：车站操作控制台（Station Operation Console） 

SSM: 多功能自助票务终端（Self Service Machine） 

SVT：储值票（Store Value Ti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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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M：自动验票机（Ticket Checking Machine） 

TVM：自动售票机（Ticket Vending Machine） 

UPS：不间断电源（Uninterrupted Power Source） 

ITS：互联网票务系统（Internet Ticketing System ） 

ZLC：区域线路中心（Zone Line Center） 

5  总体施工设计原则及要求 

5.1 施工设计原则及要求 

5.1.1 消防设计  

消防设计的原则如下： 

a) 自动售检票终端设备安装位置不应遮挡消防疏散标识； 

b) 自动售检票终端设备安装位置不应遮挡消防栓，距离消防栓应大于 0.5 m；  

c) 车站控制室应设置紧急控制按钮，并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实现联动； 

d) 当车站处于紧急状态时，自动售检票应自动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实现联动，自动检票机扇门应

处于释放状态； 

e) 在紧急状态下，自动检票机均应处于自由开启状态，并应允许乘客快速通过，自动检票机疏散

指示器应显示通行标识； 

f) 自动售检票设备等应采用防火、防潮、防腐、容易清洁、光反射系数小的环保型材料。 

5.1.2 防水设计 

防水设计的原则如下： 

a) 自动售检票设备不应安装在通风、空调与采暖系统出风口的下方； 

b) 自动售检票设备需防水、防尘，符合 IP54 标准，并应防止液体、细小的金属和硬物进入设备

内部，导致电气和机械部件损坏； 

c) 自动售检票设备安装底座与地面间应进行防水处理； 

d) 预埋在地面下的线缆管槽、接线盒、分向盒和终端盒宜密封防水，在安装后宜进行密封性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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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整体防护等级不宜低于 IPX7； 

e) 预埋的线缆管槽、接线盒、分向盒和终端盒，在安装后的整体要进行密封防水处理，做好防漏

测试，应按照 GB/T 4208-2017 中 14. 2 的方法进行试验； 

f) 线缆标签应选用防水、防刮和防撕的材料。 

5.1.3 客流组织设计 

客流组织设计的原则如下： 

a) 车站自动售检票终端设备的布置应与车站建筑、出入口、扶梯和安检的设置、客流量和分向客

流、列车行车密度和服务水平等相适应，合理组织和疏导客流，减少交叉； 

b) 自动售票机和进站自动检票机的数量应满足最大预测客流量的需要；出站自动检票机应满足行

车间隔内下车乘客全部出站的要求； 

c) 自动售票机宜根据分向客流相对集中布置，以减少群组数，每组自动售票机数量不少于 3 台，

每个车站至少有 1 个宽通道自动检票机；每组自动售票机设置数量宜不少于 2 台。根据现场实际，尽可

能的预留远期设备安装位置、管槽预埋预留出线口； 

d) 在时段客流方向明显的车站，应多设置标准通道双向自动检票机； 

e) 自动售票机的设置应在满足乘客通行的基础上，保证乘客排队购票的空间，且保证购票后乘客

通行的空间，条件容许可 2 台自动售票机为一组,预留乘客购票后通行的空间。嵌入式安装的ＴＶＭ可

以多台并排设置。 

5.1.4 用房设计 

用房设计的原则如下： 

a) 轨道交通清分中心系统宜设置在控制中心，需单独的机房，配置不间断电源系统，同时需设置

终端室； 

b) 多线路中心宜设置在线路控制中心，宜单独的机房，配置不间断电源系统，同时需设置终端室 

c) 车站计算机系统宜设置在车站设备室或车站与其它专业公用机房，需配置不间断电源系统； 

d) 线路自动售检票系统宜设置维修测试室和培训室，如已建立线网中心，线路自动售检票系统可

综合设置线网维修测试室和培训室； 

e) 自动售检票系统宜采用车站、线路票务中心、线网票务中心三级管理模式，控制中心或线路控

制中心宜单独设置制票室和票库，车站宜单独设置票务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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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轨道交通清分中心系统、多线路中心机房宜具备气灭系统，温湿度监控、视频监控系统； 

g) 车站计算机系统宜配置消防灭火设备，温湿度监控、视频监控系统； 

h) 根据 AFC 检修作业工班设置，每工班宜在车站设置维修室、材料室。 

5.1.5 管槽及线缆敷设设计 

    管槽及线缆设计的原则如下： 

a) 预埋线槽的端头应设堵头进行封口，并应采取防水、防尘措施； 

b) 预埋管引出地面时，管口应高出地面 50mm-80mm； 

c) 预埋管槽、线管直埋超过 30 米需设置检修口，如有弯道时，弯道处需设置检修口； 

d) 预埋管槽、线管、接线盒、分向盒应电气连接，且应可靠接地； 

e) 暗配管槽、线管填埋深度应大于 15 毫米； 

f) 桥架需保证可靠接地，桥架连接的两端应保证可靠接地连通，桥架全长与接地干线连接不少于

2 处； 

g) 桥架与支架、桥架连接板之间的螺栓紧固，螺母位于桥架外侧； 

h) 线槽的出口边缘必须光滑，不得有尖角和毛刺； 

i) 数据线缆和控制线缆与电源线缆应分管分槽铺设，线缆出入口处应作密封处理并满足防火要

求； 

j) 管槽内线缆敷设应平直，无扭绞、打圈等现象，线缆在管槽内应无接头； 

k) 线缆敷设时应留有一定余量，在设备出线处根据实际情况预留； 

l) 光纤的弯曲半径不少于 40mm；   

m) 每个设备的端子接线不应多于 2 根电线； 

n) 线缆两端机经过分线盒应有标签，标明线缆的起始和终端位置，标签应清晰、准确、牢固、防

水、防腐； 

o) 电线电缆出入线槽、线管时必须加以保护，管口应加绝缘套或用绝缘物包扎； 

p) 配电箱金属外壳等外露导体部件通过直接的、相互有效连接，或通过由保护导体完成的相互有

效连接确保保护电路的连续性。接地端子排采用铜排；  

q) 保护接地端子的标志应能清楚而永久性地识别； 

r) 装有电器的可开启的柜门，应用软导线、铜编织带可靠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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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设备可维护设计 

设备可维护设计的原则如下： 

a) 自动售检票设备内部需详细提供接线图，并考虑照明的需要； 

b) 设备布线、模块安装应具有充分的可互换性，应可不损坏拆除和更换模块； 

c) 对后开门操作和维护的自动售票机采用离墙安装布置方式，背后预留大于 800mm 的净距通道； 

d) 自动检票机距墙安装宜大于 45cm，方便维护。 

6 车站终端设备安装设计及施工要求 

6.1 基本要求 

车站终端设备安装设计及施工工程应按 GB/T 50381 的有关规定进行安装设计及施工质量控制。 

6.2 通用要求 

车站终端设备安装设计及施工的通用要求如下： 

6.2.1 机房设备安装之前，建筑条件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墙面粉刷完毕； 

b) 地面找平层铺砌完毕； 

c) 防静电漆涂刷完毕； 

d) 防静电地板铺设完毕，架空高度、地板均布荷载符合设计要求； 

e) 防静电地板根据设计要求进行防静电接地连接，接地导线分别与地板支撑和防静电接地铜排可

靠连接。上走线，可以不铺设防静电地板； 

f) 机房门、窗、锁和环控等设施完好，温湿度等环境符合设计要求。 

6.2.2 车站终端设备安装之前，建筑条件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墙面、地面装饰完毕； 

b) 设备安装位置预留出线口，出线口尺寸、数量、位置符合设计要求。预留安装设备的出线口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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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活动地板或装饰面板。 

6.2.3 材料、构配件和设备到货、进场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对进场的设备进行检查验收，审核规格型号、数量、批次，查验质量证明文件； 

b) 根据设备特性，控制搬运、储存和保管的防护方式； 

c) 未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的，不得运进施工现场。 

6.2.4 设备安装之前，现场质量控制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施工现场应配齐相应的施工技术标准，施工单位要有健全的质量管理体系，要建立必要的施工

质量检验制度，施工准备工作要全面、到位； 

b) 施工前，应将工程概况、施工方法、安全技术措施等情况实行逐级交底； 

c) 特种作业人员必须经专门的安全技术培训并考核合格，取得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作业操作

证》后，且在证件有效期内，方可上岗作业。 

6.3 材料及工艺要求 

6.3.1 电气设备 

电气设备要求如下： 

a) 电气安全应符合相关规范及标准要求； 

b) 配电回路应具有独立的电气开关和断路器； 

c) 插座、开关电源、接线端子都应有防火塑料外罩保护，电压超过 24V 处有安全警告牌； 

d) 设备应具备相应的安全保护，设备内各模块应固定防止随意移动，所有接头应具有固定措施，

接头位置要有明显的警示标志，同时避免接头外露； 

e) 应有良好的接地措施保证设备金属外壳不带电； 

f) 设备及通信线路应具备相应的电源保护措施，如防雷、防浪涌等；高架车站系统及设备应考虑

完善的防雷措施及设备； 

g) 设备内部应设计统一接地端子，所有需要接地设备全部从统一接地端子引出接地线； 

h) AFC 终端设备的电源接线应采用接线端子的型式，对于采用插座供电的设备，其插座、插头

的连接应具备锁紧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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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电源、信号等接插端子应采用标准接插件，接插件耐压不得低于交流 300V。 

6.3.2 配电设备 

配电设备要求如下： 

a) 配电柜安装牢固，柜面标示完整清晰； 

b) 配电箱/柜需在顶部或底部安排电缆进路，应提供充足的电缆接线盘和接线空间，保证整体电

缆尾端齐整地密封，配电箱需安装在墙上或地面上； 

c) 配电柜内的各种空开安装准确、牢固，端子配线正确，接触紧密，各种零件不得脱落或碰坏； 

d) 配电柜门以软导线与接地的金属构架可靠地连接； 

e) 二次回路接线按设计图施工，接线正确，连接可靠，电缆芯线和所配导线的端部均标明其回路

编号，编号为永久性标志，导线绝缘良好，不得有接头，盘内配线截面符合设计要求，敷设时有合适的

裕量； 

f) 引进柜内的控制电缆排列整齐，避免交叉，电缆型号、规格符合设计要求。电缆固定牢靠，不

得使所接的端子排受到机械应力。电缆头一般宜固定于最低端子排 150-200nm 处。电缆（包括通信电

缆）按设计编号要求挂牌，挂牌为永久性标志； 

g) 每个配电箱/柜需有一份完整的、永久的电路标识图。该图需根据完成的电路，永久的、清晰

明确的绘制，包括电路描述、微型断路器/保险丝的额定功率； 

h) 所有二次回路经通断检查、耐压试验及模拟试验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使用； 

i) 每组微型断路器/保险丝需通过相位颜色/编码清晰识别，安放各组微型断路器/保险丝的架子需

便于拆除。应安装适合的相位绝缘套或防护罩，保证安装与配线完工后，覆盖所有裸露的端子和电线。 

6.3.3 线缆要求 

线缆要求如下： 

a) 电源线、数据线的导线绝缘、内护套、外护套应采用低烟、无卤、阻燃的材料；燃烧性能应满

足《电缆及光缆燃烧性能分级》GB31247-2014 要求，等级不低于 B1 级； 

b) 电源线、数据线燃烧时的无烟性能应满足 IEC61034（电缆燃烧产生烟浓度试验）最小透光率

不小于 60%的要求； 

c) 电源线、数据线燃烧时的无卤性能满足 IEC60754-1（电缆燃烧气体逸出试验）卤酸气体逸出

量不大于 2.0mg/g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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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电源线、数据线燃烧时的逸出气体 PH 值和导电率测试按 IEC60754-2 的规定，PH 值不小于 4.3，

导电率不大于 10μ s/mm； 

e) 光/电缆配件应低烟、无卤、阻燃、防潮，符合有关标准； 

f) 光/电缆应通过相关的浸水检查，以证明绝缘层不会因受潮而令绝缘下降； 

g) 同一定义的线缆（如电压相同的）使用同一的颜色，且与其他线缆区别，线缆的使用要符合国

家的规范标准； 

h) 网络电缆应采用屏蔽电缆，当敷设长度超过 80m 时，应采用光缆以保证网络数据传输质量；

用于系统网络的电缆应完全避免外部干扰，必要时应采用额外的保护措施降低外部干扰，如金属管槽、

保护设施、阻流铁氧体、电磁干扰滤波器等； 

i) 线缆应能避免高温或燃烧所导致的危险。线缆应为阻燃、低烟、无卤、防腐、防电蚀材料制作，

并具有防虫、防鼠咬特性，其材料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 

j) 线缆的电气特性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 

k) 电缆机械强度应与敷设的环境相适应。 

6.3.4 接地要求 

接地要求如下： 

a) 电气接地：配电柜/箱设有 PE 端子，并引至各设备金属外壳。线管、线槽、线盒、桥架的接地

也同样由 PE 端子引出，在分断处应设置跨接导线； 

b) 工作接地：为保证系统可靠工作，将敷设系统专用地线。专用地线应引至车站综合接地网接地

母排的弱电接地端。综合接地电阻小于 1 欧姆； 

c) 等电位连接：为保证安全，将在自动充值售票机之间、自动检票机之间、自动检票机与周围外

露金属件之间进行等电位连接。 

6.3.5 隐蔽工程 

设备出线口位置的线缆应有明显的标示及预留各设备的安装支架。检查所有管线是否根据图纸上的

要求来布管布线及出线口的位置是否正确，及时做好管线走向改动记录，填写隐蔽工程的报验资料。 

6.3.6 标识和标签要求 

5.3.6.1 设备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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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应具有永久性的标识牌。  

设备机箱内部部件或模块应具有永久标识牌，内容包括型号或部件号、序列号、生产日期等信息。 

器件、零部件、板卡应保留原产地的产品标识，不得涂抹和修改，以便于维修和更换。在设计原理

图中，器件标识必须与设备中的一致。 

5.3.6.2 线缆标识 

整条线缆应被标识且为永久性标识，标识应包括生产商名及商标、生产年份、阻燃/低烟/无卤等标

志。 

线缆的绝缘芯线应用符合相应的标准的颜色清晰标识。 

线缆敷设时，应在线缆两端及每个检查口处做明确的标识，以方便检修。 

设备内部的电缆应带有识别标签，包括电缆连接编号、两端连接头编号、线缆的起点位置编号、终

点位置编号等，敷设在电缆槽内的光/电缆应码放整齐，在每个检修口处应带有识别标签。 

6.3.7 材料和辅助配件要求 

材料和辅助配件要求如下： 

a) 除非有特别批准，不应使用木材； 

b) 粘合剂、胶合剂和密封剂应不能透过湿气，可抵抗霉菌滋生和防止其它形式的侵害或变质； 

c) 螺栓、双头螺栓、螺母、垫圈和销子应根据确定的用途，使用镀锌钢、不锈钢或高度抗拉的铜

合金制造，需特别参考防腐蚀要求。  

6.3.8 其他要求 

设备的零部件和元器件应以良好的加工工艺和商业惯例制造、加工。特别注意下述过程的整洁和仔

细：锡焊、配线、零部件铭牌、电镀、喷涂、铆接、机械化装配、电焊气焊、焊缝、钣金加工的折弯角、

门缝，以及零部件的倒角和去毛刺。 

固定类终端设备内包含的塑料应为高硬度、绝缘、阻燃、低烟、无卤制作。 

客服中心材料应环保、无毒、防火、阻燃。 

消防通道不应安装配电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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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AFC 终端设备安装施工要求 

6.4.1 安装准备 

设计文件、图纸齐全，并已会审和批准。设计文件及施工图应满足施工需要。施工人员应熟悉施工

图纸及有关资料，包括工程特点、施工方案、工艺要求、施工质量标准、操作规程、安全防护规程等； 

施工场地及建筑物基本达到施工标准，室内装修完成。与土建相关的预埋件、预留孔洞的位置符合

设计要求并已经完成； 

设备、器材供货、货源、规格数量与施工图相吻合。施工机具、仪表（器）、劳动力已安排落实，

可满足连续施工和阶段施工要求； 

干扰 AFC 系统工程施工的工作已基本处理完毕。 

6.4.2 工艺流程 

 

 

6.4.3 施工工艺 

AFC 终端设备设备安装工艺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施工前先将设备安装范围内的地面清理干净； 

b) 根据横向纵向定位或安装模板定位，钻螺栓孔，确保设备安装的位置与设计要求一致； 

c) 螺栓的孔洞大小、安装深度和露出地面高度要符合设计要求； 

d) 螺栓应垂直、牢固，并要求螺丝完好； 

e) 设备就位时要小心轻放； 

f) 设备安装与地面垂直、平稳，倾斜偏差小于设备高度的千分之一，固定应紧固； 

g) 设备底部与地面四周打上密封胶，密封胶与地面和设备接触紧密，没有缝隙和孔洞； 

h) 安装完成后，应在设备适当位置粘贴设备标识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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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 设备测试 

对安装完成后，对单台设备上电测试，进行基本功能的自诊断，检查和测量设备的外接电源，接地

电阻应符合设备要求。设备工作电压为单相交流供电：AC220×（1+10%）V ~ 220×（1-15%）V，50

×（1±4%）Hz。接地电阻值不超过 1Ω。在单机测试过程中，同一台设备上发生三次或更多的连续故

障或发生两次相同的故障，则该设备认为不合格。 

在单机测试完成后，对每个车站进行单站测试，以证明各个车站系统的技术指标、系统功能满足合

同要求。调试内容主要包括： 

a) 进行通电试验，检验设备是否在工作状态，设备控制是否正常； 

b) 车站主机与终端设备之间通信是否正常，数据是否能正常传输； 

c) 验证系统和设备的功能是否能正常实现，测试性能是否达到要求指标； 

d) 验证系统控制是否正常。 

在车站系统调试中，如果在同一台设备上发生三次或更多的连续故障或发生两次相同的故障，则该

设备认为不合格。 

6.5 AFC 中心设备安装施工要求 

6.5.1 机柜安装要求 

机柜安装要求如下： 

a) 机柜应固定牢固，机柜安装的垂直偏差和水平偏差不应大于 3‰； 

b) 同列机柜正面应位于同一平面，允许偏差不大于 5‰； 

c) 机柜应采用不小于 6 mm²的接地线，接地应牢固； 

d) 机柜、架应符合设计要求，线条中间不得有接头或绝缘破损，配线电缆排列整齐，剥切时不得

损伤线芯及绝缘，线把捆扎整齐，到位准确； 

e) 机柜内的设备、部件的安装，应在机柜定位完毕并加固后进行，安装在 机架内的设备应牢固、

端正； 

f) 机柜上的固定螺丝、垫片和弹簧垫圈均应按要求紧固不得遗漏；  

g) 控制台应安放竖直、台面水平；附件完整、无损伤，螺丝紧固，台面整洁；接插件和设备接触

应可靠，安装应牢固；  

h) 釆用地槽和墙槽时，电缆应从机架、控制台底部引入，将电缆顺着所盘方向理直，按电缆的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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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次序放入槽内。 

6.5.2 服务器等设备安装要求 

服务器、工作、网络设备、存储设备、打印机和编码分机安装应符合： 

a) 设备的布置应符合有关设计规范的要求； 

b) 设备的安装点应尽量远离排水口或漏水口及通风空调管道下方； 

c) 设备操作台应安装牢固，无摇晃； 

d) 机房设备的布置和安装应满足设备用房的荷载要求； 

e) 设备机房内按施工方案走线方式进行走线，并设电缆槽或钢管进行防护； 

f) 设备间的配线应采用不同的颜色，不同的颜色表示不同的含义和接线规则，且表示意义一致，

每根配线的端头应标明该线另一端的配线位置； 

g) 配线所采用的插接式连接器端子应为彩色设计，相邻的端子应以不同的颜色来区分，端子的

ID 号标识应清晰； 

h) 设备机柜间配线及布置应结实、合理、整齐、美观、排列有序，配线和布线应采用多种颜色和

标识及标签。 

6.5.3 电缆引入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电缆引入口应进行封堵，封堵应安全，且符合防鼠、防火要求； 

b) 储备电缆应排列整齐，盘在指定的位置； 

c) 电缆引入机柜时，不得有硬弯和背扣； 

d) 电缆应排列整齐，分段固定，严禁将电缆外护套及钢带剥除后固定； 

e) 电缆应有去向标识。 

6.5.4 配线焊接应符合下列要求： 

a) 严禁使用有腐蚀性焊剂； 

b) 焊接必须牢固，不得有脱落、断股现象，焊点光滑，无毛刺； 

c) 焊接端子片应套塑料软管，软管长度应一致； 

d) 压接配线应满足相应的工艺要求。 

CI
IT
A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19 

7 管槽设计及施工技术要求 

7.1 一般规定 

7.1.1 管槽安装之前，建筑条件宜符合下列规定： 

a) 车站结构已施工完毕； 

b) 房间的隔墙已砌筑完毕、预留孔无遗漏； 

c) 车站内的建筑垃圾已清理干净或残留的建筑垃圾不影响管槽安装施工； 

d) 车站内无积水； 

e) 车站地面预留的 AFC 系统线槽预埋位置符合设计要求； 

f) 车站公共区售票、检票设备及票亭与消火栓、导向牌（或指示牌）、进出站边门、围栏等其他

设施不冲突，操作和维护距离满足设计要求。 

7.1.2 线缆管槽的规格、型号、数量及预埋、安装、敷设的位置与路径，应符合设计要求。预埋在地

面下的线缆管槽、接线盒、分向盒和终端宜密封防水，在安装后宜进行密封性测试，其整体防

护等级不宜低于 IPX7。 

7.2 管槽安装 

7.2.1 金属配管预埋的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金属线槽采用焊接连接时应牢固，内层平整，不应有明显的变形，预埋时焊接处应做防腐处理，

采用螺栓连接或固定时应牢固； 

b) 金属导管不应采用对口熔焊连接，镀锌和壁厚小于或等于 2 mm 的钢导管不得套管熔焊连接； 

c) 镀锌的线缆管槽、可挠性导管不应熔焊跨接接地线，当专用接地卡跨接的两卡间连线为铜芯软

导线时，铜芯软导线截面面积不应小于 4 平方毫米。 

金属线缆管槽、分向盒、接线盒应有可靠电气连接并接地。金属线缆管槽、分向盒、接线盒的接地

电阻值应满足设计要求。 

当线缆管槽经过建筑物伸缩缝、沉降缝时，应采用伸缩节。 

预埋在地面下的线缆管槽、接线盒、分向盒及其防护盖板机械强度应能承受 4 kN/m
2 及以上的压力。 

线缆管槽、接线盒和分向盒以及全部线缆导管内应无积水、无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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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线缆管槽、接线盒和分向盒安装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线缆管槽、接线盒和分向盒应平整、内部光洁、无毛刺、无锈蚀、加工尺寸准确； 

b) 线缆管槽、接线盒和分向盒的连接应紧密牢固，连接后应无扭曲变形。 

预制金属弯管弯成的角度不应小于 90°，弯曲半径不应小于管外径的 10 倍，弯管处不应有裂缝和

变形。 

金属线缆管槽的填埋深度与建筑物或构建物表面的距离不应小于 15 mm。金属管槽应排列整齐，

固定点间距应均匀，安装应牢固。在距离金属线缆管槽的接头、终端、弯头中点或柜、屏、台、箱或盘

等边缘 150 mm～500 mm 范围内应设有管卡，中间直线段管卡间最大距离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 1 直线段管卡间最大距离表 

敷设方式  导管种类  

圆导管直径φ （mm）  方导管宽度 W（mm）  

15 ≤

φ  

＜25  

25 ≤

φ  

＜32  

32 ≤

φ  

＜50  

50 ≤

φ  

≤65  

φ ＞

65  

50≤W≤ 

150  

W＞150  

管卡间最大距离（m）  

暗配  

壁厚 t＞2mm刚性钢导管  1.5  2.0  2.5  2.5  3.5  3.0  2.0  

壁厚 t≤2mm刚性钢导管  1.0  1.5  2.0  -  -  -  -  

刚性绝缘导管  1.0  1.5  1.5  2.0  2.0  -  -  

7.2.3 当线缆管槽拐弯角度小于 135°时，应设置分向盒，线缆管槽管路设置分向盒的距离应符合下

列规定： 

a) 当两个分向盒之间无弯时，应小于 30 m； 

b) 当两个分向盒之间有 1 个弯时，应小于 20 m； 

c) 当两个分向盒之间有 2 个弯时，应小于 15 m； 

d) 当两个分向盒之间有 3 个弯时，应小于 8 m。 

可挠性导管与线缆管槽或电气设备、器具间的连接应采用专用接头；可挠性导管的连接处应密封良

好，防水覆盖层应完整无损。可挠性导管与线缆管槽或电气设备、器具间连接时安装的最大允许长度不

应大于 2 m，可挠性导管不得当作接地的接续导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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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可挠性导管经过建筑物的伸缩缝或沉降缝时，应采用钢制护套保护。 

7.3 管槽接头 

7.3.1 一般规定 

线缆管槽含接线盒和分向盒的接头应紧密、牢固，不得因后续施工而产生松动。 

线缆管槽端口应进行封堵。 

线缆管槽、接线盒和分向盒接口内应光滑、无毛刺，金属管槽不应有生锈现象，管槽切割加工后应

清理毛刺，镀锌金属管槽切割后的端口面应进行防腐处理 

7.3.2 当线缆管槽、接线盒和分向盒端口引出地面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进入落地式柜、屏、台、箱或盘的管槽端口，应与其底部连接牢固密贴； 

b) 线缆管槽出线口高出车站装修完成面不应小于 10 mm； 

c) 线缆管槽端口内应光滑、无毛刺、无破口。 

7.4 管槽封口 

所有预埋管的头部应进行封堵，防止杂物进入。 

预埋线槽的断头应设堵头进行封口，并应采取防水、防尘措施。 

当预埋管引出地面时，管口应光滑，管口宜高出基础面 50 mm~80 mm。 

当预埋线槽引出地面时，槽口应光滑，槽口宜高出基础面 50 mm~80 mm. 

8 线缆敷设设计要求 

8.1 电缆桥架 

8.1.1 电缆桥架安装质量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电缆桥架的规格、型号、质量、数量应满足设计要求； 

b) 金属电缆桥架和引入或引出的金属导管应连续可靠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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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金属电缆桥架与接地干线连接不应少于两处； 

d) 金属电缆桥架间连接板的接地应连接可靠，不应少于两处与接地（PE）干线连接；金属电缆

桥架间连接板的两端跨接铜芯接地线，其最小允许截面不应小于 4 平方毫米； 

e) 敷设在竖井内和穿越不同防火区的电缆桥架，应设置防火隔堵，且应符合 GB 50303 的规定； 

f) 当电缆桥架经过伸缩缝、沉降缝或直线段电缆桥架长度超过 30m 时，应设伸缩节。 

8.1.2 电缆桥架的安装质量除应符合 6.1.5.1 的规定外，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电缆桥架水平安装及垂直安装的支架间距不应大于 2 米，电缆桥架安装应排列整齐、弯曲度

一致，电缆桥架水平度偏差每米不应超过 2 毫米； 

b) 电缆桥架与支架间螺栓、电缆桥架连接板间螺栓应紧固，螺母应位于桥架外侧； 

c) 电缆桥架应敷设在易燃易爆气体管道和热力管道的下方，当设计无要求时，电缆桥架、线槽与

管道的最小间距宜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 2 电缆桥架、线槽与管道的最小间距表                      单位为米 

管道类别 平行间距 交叉间距 

一般工艺管道 0.2 0.2 

易燃易爆气体管道 0.5 0.5 

热力管道 
有保温层 0.5 0.3 

无保温层 0.5 0.5 

 

8.2 线缆敷设 

8.2.1 一般规定 

数据线缆、电源电缆和控制电缆的型号、规格、数量、质量及敷设路径、敷设方式、排布间距应满

足设计要求。 

线缆不得破损、受潮、扭曲、折皱，线径正确，每根电源线或控制缆不应断线、错线，线间绝缘、

组间绝缘应符合产品技术条件或设计要求。 

光、电缆的接续、测试人员应经过培训考核持证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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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线缆敷设 

数据线缆、控制电缆与电源电缆应分管分槽敷设。线缆出入口处应进行密封处理，并应符合 GB/T 

50312 的规定。 

8.2.3 电源布线应符合下列规定： 

a) 交流电源线缆和直流电源线缆应分开布放，不应绑在同一线束内； 

b) 电源线缆应采用整段线料，整段线料中不得有接头，布线不应受外力的挤压和损伤； 

c) 不同电压等级的线缆应分类布置，并应分别单独设线槽或管敷设，在同一线槽内应采用隔板隔

开； 

d) 电源线缆与数据线缆交叉敷设时宜成直角，当平行敷设时，电源线缆与数据线缆的间距应满足

设计要求。 

配线用柜、屏、台、箱或盘间线路的线间和线对地间绝缘电阻值，馈电线路应大于 0.5 MΩ，二次

回路应大于 1 MΩ。 

8.2.4 数据线缆、控制电缆和电源电缆在管槽内敷设的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管槽内线缆敷设应平直，无扭绞、打圈、表面护层划伤、断裂等现象，线缆在管槽内应无接头； 

b) 线槽敷设截面利用率和保护管敷设截面利用率应符合 GB 50382 的规定； 

c) 线缆应留有余量，并应符合 GB/T 50312 的规定； 

d) 对于明敷线槽，敷设于水平线槽内的线缆，每隔 3 m～5 m 宜绑扎固定，敷设于垂直线槽内的

线缆，每隔 2 m 宜绑扎固定； 

e) 线缆两端及经过分线盒应有标识和标签，并应标明线缆的起始和终端位置，标识和标签应齐全、

清晰、准确、牢固，标签应选用防水、防刮和防撕的材料。 

AFC 系统设备的室内配线高度应一致，当与其他管线交叉或穿越墙壁或楼板时，线缆布放完成后

应采取防火封堵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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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线缆引入 

8.3.1 引入线缆的型号、规格和数量应满足设计要求。配线设备应符合 GB/T 50312 的规定。 

8.3.2 线缆引入和接入配线端的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线缆引入时，引入口处应采取防护措施； 

b) 配线设备端子跳线排列应整齐顺直，配线箱底孔引进电缆后应封堵底孔。 

8.4 线缆接续 

8.4.1 光缆接续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芯线应按光纤色谱排列顺序对应接续，光纤接续部位应采用热缩加强管保护，加强管收缩应均

匀、无气泡； 

b) 光缆接头盒盒体安装应牢固、密封良好； 

c) 光缆的金属外护套和加强芯应紧固在接头盒内，同一侧的金属外护套与金属加强芯在电气上应

连通；两侧的金属外护套、金属加强芯应绝缘； 

d) 光纤收容时其弯曲半径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光缆的弯曲半径不应小于 40 mm； 

2) 光缆接头处的弯曲半径不应小于护套外径的 20倍。 

8.4.2 数据线缆终接除应符合 GB/T 50312 的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线缆中间不应有接头； 

b) 线缆终接处应连接牢固，在电气上应连通。 

8.4.3 电源电缆接续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电源电缆接续应以线色区分，不得错接与短路； 

b) 电源电缆的芯线与电器设备的连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截面面积 10平方毫米及以下的单股铜芯线，应直接与设备的端子连接； 

2) 对截面面积在 2.5平方毫米及以下的多股铜芯线，应拧紧搪锡或压接端子后再与设备端子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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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截面面积大于 2.5平方毫米的多股铜芯线，除设备自带插接式端子外，应焊接或压接端

子后再与设备端子连接；多股铜芯线与插接式端子连接前，端部应拧紧搪锡。 

c) 每个设备的端子接线不应多于两根电线； 

d) 电源电缆的芯线连接管和端子规格应与芯线的规格适配，且不得采用开口端子； 

e) 在同一单位工程中，电线绝缘层颜色选择应一致。 

8.5 线缆防护 

8.5.1 一般规定 

电（光）缆防护用管、槽等器材进场时应进行检查，其型号、规格、质量应符合设计要求及相关产

品标准的规定。 

电（光）缆线路防护设施的设置地点、设置方式、设置数量应符合设计要求。 

当采用金属管（槽）作防护时，应经热镀锌、涂漆等防腐处理。各类防护用管（槽）的两端口处应

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电（光）缆引入室内的引入孔应采用防火材料封堵严密。 

电（光）缆在地下接续时，地下接头装置应用线槽进行防护，防护长度不应小于 1 m。 

电（光）缆在室外与其他管线、建筑物交叉或平行敷设时的防护，应符合设计要求和相关标准的规

定。 

高架线路上电（光）缆的裸露部分应采取防紫外线防护措施。 

8.6 线缆特性检测 

8.6.1 一般规定 

控制电缆线间以及对地间的绝缘电阻值应大于 0.5 MΩ。 

8.6.2 光线路特性指标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每根光纤接续损耗平均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单模光纤取值范围应为 ≤0.1dB； 

2) 多模光纤取值范围应为 ≤0.2dB。 

b) 光缆段每根光纤接头损耗平均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3) 单模光纤取值范围应为 ≤0.08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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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多模光纤取值范围应为 ≤0.2dB。 

c) 每根光纤活动连接器损耗平均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5) 单模光纤取值范围应为α c≤0.7dB； 

6) 多模光纤取值范围应为α c≤1.0dB。 

d) 光纤线路衰减的测试值应小于光纤线路衰减的计算值，其计算值应按下式计算： 

mnL c  01   ………………………（X） 

式中：
1 --光纤线路衰减计算值（dB）； 

0 --光纤衰减标称值（dB/km）； 

L--光缆段长度（km）； 

 --光缆段每根光纤接头平均损耗（dB）； 

n--光缆段内每根光纤接头数； 

c --光纤活动连接器平均损耗（dB）； 

m--光缆段内每根光纤活动连接器数。 

e) 光缆布线链路的衰减在规定的传输窗口应符合表 3 的规定。 

表 3 光缆布线链路的衰减 

布线 
链路长度

(m) 

衰减（dB） 

单模光纤 多模光纤 

1310nm 1550nm 850nm 1300nm 

水平 100 ≤2.2 ≤2.2 ≤2.5 ≤2.5 

水平配线子系统 500 ≤2.7 ≤2.7 ≤3.9 ≤2.6 

垂直干线子系统 1500 ≤3.6 ≤3.6 ≤7.4 ≤3.6 

 

f) 光缆布线链路的最小光回波损耗应符合表 4 的规定。 

表 4 光缆布线链路的最小光回波损耗 

 

类别 单模光纤 多模光纤 

波长（nm） 1310 1550 850 1300 

光回波损耗（dB） ≥26 ≥26 ≥2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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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电缆的特性指标应符合 GB/T 50312 的规定。 

9 电源及接地技术要求 

9.1 供电要求 

9.1.1 中心设备 

中心级设备应按一级负荷供电，采用不间断电源系统供电。 

9.1.2 车站设备 

车站设备应按一级负荷供电，采用不间断电源系统供电，不间断电源系统应满足 AFC 系统对容量

及后备时间要求，并预留馈出回路。 

培训系统和维修系统可采用二级负荷供电。 

终端设备供电要求如下： 

a) AFC 票务室的 AFC 设备：宜采用不间断电源供电，与车站其他 AFC终端设备供电回路分开； 

b) 车站客服中心 BOM 设备：宜采用不间断电源供电，与车站其他 AFC 终端设备供电回路分开；

车站客服中心内的 AFC 系统电源插座需有明显的标记并与其他系统的电源插座有显著的区

别； 

c) 车站客服中心非 AFC 系统设备：应与 AFC 系统供电分开； 

d) 配电箱； 

配电箱设备应符合国家及行业相关标准，满足城市轨道交通的使用环境要求，具体要求如下： 

a) 额定电压：220V AC，380V AC； 

b) 额定频率：50Hz；最大开断电流建议值：36kA； 

c) 车站配电箱：应预留回路总数量的 30%作为备用； 

d) 配电箱输出回路：馈出回路应带漏电保护； 

e) 输出分配单元：应有高可靠度，避免因误跳闸影响系统运行； 

f) 具有防雷、过压保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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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内导线、导线颜色、指示灯、按钮、插接件、走线槽等均应符合国家及行业的有关标准。 

配电箱金属外壳等外露导体部件通过直接的、相互有效连接，或通过由保护导体完成的相互有效连

接的确保保护电路的连续性。接地端子排采用铜排。装有电器的可开启的柜门，应用软导线、铜编织带

可靠接地。 

9.2 AFC 系统接地要求 

自动售检票系统应采用综合接地，接地电阻不应大于 1Ω。所有电气设备、终端设备外壳、机柜、

电缆、桥架、线槽及相关部件应正确接地。应符合 GB 14050 的规定，应做到确保人身、设备安全和设

备的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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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资料性附录） 

1. 车站终端设备布置设计原则及要求 

1.1 车站终端布置原则 

AFC 系统车站终端的布置是影响乘客乘车体验，提高乘车效率的重要因素。售票设备摆放布置应

以能引导乘客方便快捷地进站购票。检票设备摆放布置应能引导乘客快速出站，避免高峰期人流堵塞为

原则。当车站发生紧急模式时，检票设备摆放布置应能有效地疏散车站乘客，最大程度地避免发生人员

伤亡事故。 

城市轨道交通 AFC 系统的终端设备布置应确保与车站的出入口、站厅、电扶梯、站台、通道、自

动扶梯和人行楼梯等设备的通过能力和规模相匹配，检票类设备终端布局时需结合自身的乘客通过能力

以及车站的客流预测数据和客流组织信息综合设置，并遵循以下原则： 

a) 安全性原则：当车站发生紧急事故或者灾难的时候，应保证车站乘客能在指定的时间段范围内

全部转移至安全区域，避免出现人员伤亡事故； 

b) 功能匹配原则：车站终端的布置应参考车站终端设备的业务功能来进行合理的布置，从而发挥

设备之间的协调性和联动性，满足乘客快速通行需求。车站终端的布置时应综合参考车站扶梯

和电梯的布局位置，确保与车站出入口通道的功能匹配，避免发生因功能不匹配而引发的客流

阻塞现象； 

c) 经济性原则：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投资巨大，合理的设备布局设置可以有效提高设备使用率，降

低设备数量，节约轨道交通建设投资成本； 

d) 可识别原则：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均有明显的标志和线色，AFC 系统车站终端设备布局宜充分

考虑展示效果，合理的设备布局有助于乘客识别和引导乘车，同时车站宜通过部署指示标识牌

等相关引导标识辅助指导； 

e) 舒适性原则：车站终端设备布局时宜参考站厅的建筑整体布局，结合车站的客流特性综合考虑，

避免产生交叉客流，使乘客可顺利购票。车站终端布置时应关注特殊弱势群体的乘车需求，如

CI
IT
A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30 

AFC 设备布局时应与车站既有的盲道衔接，方便盲人群体进站乘车。合理的车站终端设备布

局可让站内乘客购票和通行产生舒适感，提高乘客的乘车满意度； 

f) 易维护和管理的原则：车站终端布置应方便车站运维人员对终端设备的维修维护和保养，以及

有利于车站管理人员顺利开展车站的客流组织和管理等工作。 

1.2 车站终端设备安装设计原则及要求 

1.2.1 AGM 

自动检票机应布置于非付费区与付费区的分界线，布置方向宜垂直于人流方向，并应避免设在进出

站人流交叉处，自动检票机布置时应留有足够的空间来保证自动检票机前客流集散，并与车站出入口、

楼扶梯、盲道、疏散门、自动售票机、安检设备布置位置相协调。 

出站检票口与出入口通道边缘的间距不宜小于 5 m、与楼梯口的间距不宜小于 5 米、与电扶梯基点

距离不宜小于 8 米；进站检票口与楼梯口的距离不宜小于 4 米、与电扶梯基点距离不宜小于 7 米。为便

于车站客运组织，宽通道双向自动检票机宜靠近票亭布置。 

进、出站自动检票机应集中布置，进站自动检票机设在自动售票机至候车站台的人流线上，出站自

动检票机应设在站台至出站通道的人流线上；对于朝夕客流明显的车站可适情况配置成组的双向闸机，

方便运营客流组织。 

1.2.2 TVM 

自动售票机应安装在非付费区，与车站的出入口、进站自动检票机位置相协调，以不影响乘客使用、

不影响交通和安全疏散为原则。自动售票机前应留有购票乘客的聚集空间，聚集空间不得侵入人流通行

区。 

自动售票机宜沿进站客流方向纵向排列，每个车站应不少于两处。自动售票机在布置时应考虑为维

修人员和检修人员预留足够的工作空间，且应避免阻挡车控室工作人员的观察视野。 

1.2.3 TCM 

自动验票机应安装在非付费区，与车站的出入口、进站自动检票机位置相协调，以不影响乘客使用、

不影响交通和安全疏散为原则。自动验票机布置时宜结合本站自动售票机与自动检票机的布置方位综合

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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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BOM 

半自动售票机应安装在车站票亭内，方便乘客进行售票、充值、补票和车票更新等业务的处理。车

站票亭多数设置在车站的付费区和非付费区的间隔带上。 

当车站接驳大型商业场所、交通枢纽设施，会展中心等容易导致大客流量的场所时，车站票亭宜设

置为双工位。 

1.2.5 SSM 

多功能自助票务终端设置在车站付费区和非付费区，可根据车站布局及客流组织情况设置在进站自

动检票机、出站自动检票机的附近。 

1.2.6 PCA 

 根据运营需求分别在车站及中心配置。 

1.2.7 移动检票机 

移动检票机作为移动检票装置，可安装在车站非付费区各个通道出入口，由车站人员根据实际情况

进行设置。 

1.2.8 ATM/AVM 

自助补票机应设置在车站付费区。自动充值机可设在付费区或非付费区。 

1.2.9 ICM 

智慧客服设备宜与票亭装修结合设计，方便乘客进行售票、充值、补票和车票更新、自助查询等业

务的处理。 

1.2.10 边门闸机 

边门闸机应设置在车站站厅票亭旁，位于非付费区和付费区之间的分界线。 

1.3 换乘站设备设置原则及要求 

换乘车站的设计应符合相关标准规范、消防要求，充分考虑运营组织管理的方便性、安全性、可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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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性、资源共享和系统联动等需求，进行统筹设计，根据换乘车站型式、客流大小、客流组织、票制与

管理方式来确定车站 AFC 终端设备布局和规模。 

1.3.1 换乘系统、设备及用房合设 

在接口标准确定的情况下，同站台、同站厅换乘站系统及设备宜合设；同站台换乘站宜用房合设，

同站厅换乘站票务室宜根据具体车站类型确定。通道换乘站系统、设备及用房宜分设。当通道换乘站存

在共享站厅的情况时，共享站厅的售检票终端设备宜接入一条线路的车站计算机系统。既有线的换乘站，

系统、设备及用房可根据运营管理、建设时序等考虑分设或合设。 

1.3.2 换乘客流组织设计 

换乘站 AFC 系统应满足无障碍换乘的条件。应综合换乘线路的上、下客流数据按多线远期客流数

据计算设备并预留安装位置。换乘站设备布置宜经过客流模拟实验；出入口、检票口、楼梯口布置应符

合客流组织路线，对冲客流有一定缓冲距离，确保换乘站客流路线通畅。 

AFC 系统在换乘站设备配置时需考虑足够的预留，换乘设备的通过能力应满足超高峰设计换乘客

流量的需要。在设置配置和乘客出清时间上应有一定的余量，适当增加设备的配置，提高对乘客的服务

质量。 

当非换乘站在后期建设中改造为换乘站时，需要遵循原有车站的设计原则，充分考虑进出通道距离

楼梯、扶梯的空间。通道换乘车站根据站厅形式充分考虑换乘条件，为后期建设的换乘线路预留接口。 

1.3.3 换乘系统切换与接入 

当换乘车站建设时序不一致时，后续线路接入先期线路时，应进行车站售检票终端设备软件接口统

一，宜在线路模拟测试系统或线网 AFC 系统测试平台进行模拟测试；关键硬件模块宜与先期线路实现

物理结构及软件逻辑互换。 

对于已建的换乘车站应结合换乘后客流情况综合计算并评估车站售检票服务能力和系统的处理能

力。共享站厅的换乘车站或有条件的换乘站尽量按一套 SC 系统考虑。非共享站厅的换乘车站，付费区

换乘可按照多套 SC 系统考虑，非付费区换乘应按照多套 SC 系统考虑（不同票制）。 

对既有换乘车站进行车站终端设备位置改移或拆除时，应制定施工工序、过渡方案以及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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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车站终端设备数量计算原则 

2.1 总体配置及计算原则 

a) 轨道交通 AFC 系统根据运营业务需求配置各类终端设备，可根据新技术发展结合业务需求定

制新型设备； 

b) 车站终端设备主要配置售票类设备（自动售票机）、票务服务类设备（半自动售票机、智慧客

服设备、自动验票机、多功能自助票务终端、自动充值机/补票机等）、检票类设备（自动检票机、移

动检票机、边门闸机、便携式检验票机等）三大类设备； 

c) 主要设备按近期超高峰小时客流规模配置，并按远期超高峰小时客流规模预留；已开通线路可

结合历史高峰客流复核设备数量； 

d) 设备配置数量应尽量减少乘客等待时间，与行车间隔相匹配，提高服务质量； 

e) 设备配置需综合考虑一卡通及储值票使用比例、非现金支付及非实体票卡过闸等因素，经济合

理配置终端设备，设备功能应考虑模块化扩展和升级； 

f) 为方便坐轮椅的残疾人、带超大行李的乘客和婴儿车乘客进出付费区，宜考虑在每个闸机阵列

设置宽通道双向自动检票机； 

g) 自动检票机的配置满足车站紧急疏散的要求，每组同种功能的自动检票机数量不少于 3 通道；

每组售票类设备配置数量不少于 2 台、票务服务类设备结合票亭设置按需配置； 

h) 半自动售票机均设置与付费区与非付费区的交接处，兼顾售票和补票；可根据需求设置智慧客

服中心/乘客自助服务类设备； 

i) 为方便乘客对车票查询及补票，结合车站型式设置 2～4 台多功能自助票务终端或自动查询机、

自动补票机； 

j) 为方便站务员或稽查人员对乘客使用的车票进行检查以及在车站出现突发客流的情况进行人

工检票，每座车站设置 2～4 台便携式检验票机或根据建筑条件设置移动检票机； 

k) 为方便特殊乘客进出边门自动化管理，可在票亭侧设置边门闸机（含人脸等生物识别功能）； 

l) 线网模拟测试系统及线路培训系统按需配置各类终端设备，由接入线路分别提供。 

CI
IT
A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严
禁
复
制



 

  

 

34 

2.2 主要设备计算参数 

主要设备计算参数如下： 

a) 自动售票机/网络售票机： 3~5 人每分钟·每台； 

b) 进站自动检票机： 20~25 人/分·通道； 

c) 出站自动检票机：15~20 人/分·通道； 

d) 双向自动检票机：15~20 人/分·通道； 

e) 客流超高峰系数：1.2～1.4； 

f) 初、近、远期单程票使用率分别为 30%~40%、20%~30%及 10%~15%； 

g) 单程票使用比例应根据各城市轨道交通城市一卡通/储值票发行情况/二维码过闸/人脸过闸使

用情况等因素综合选择,新建线路使用率可较高,成熟线网选取建议适当取低.。 

2.3 自动售票机设备数量计算原则 

自动售票机=进站总人数(上行、下行上车客流的总和-换乘上车客流）* 本站超高峰系数*（单程票

使用率）/自动售票机处理能力*60=A*10%（取整）； 

关于 “A” 的说明：计算结果； 

客流一般都是指早晚高峰客流，乘以单程票比例。 

2.4 自动检票机设备数量计算原则 

进闸自动检票机计算数量=进站总人数(上、下行上车客流总和-换乘上车客流）*本站超高峰系数/

闸机的通过能力*60=A*10%（取整）； 

出闸自动检票机计算数量=出站总人数(上、下行下车客流总和-换乘下车客流）/行车密度*本站超高

峰系数/闸机的通过能力*60*（1.5 或 1）=A*10%（取整）  （90 秒出站取 1.5，60 秒出站取 1）； 

双向自动检票机根据实际需求配置，宜按分别计算的进闸或出闸数取大。考虑到安检需求，宜配置

为单向宽通道自动检票机或成组设置双向自动检票机阵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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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半自动售票机/智慧客服中心 

半自动售票机根据车站票亭或客服中心数量配置，双工位票亭按两台考虑，单工位票亭按一台考虑。

智慧客服中心标准站按一处考虑。 

 一般按照车站建筑规模，每站设置客服中心数量配置，客服中心可配置 1～2 台 BOM。 

2.6 乘客自助服务类设备 

综合运营服务标准和功能分类，包括自动查询机、多功能自助票务终端、自动补票机等，每站设置

2～4 台。 

2.7 边门闸机 

宜根据建筑疏散要求和运营管理需求设置边门闸机数量，标准站至少在票亭侧设置两处。 

2.8 便携式检验票机 

结合运营需求，每站配置 2～4 台。各线路票务中心额外配置 8~10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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