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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行业标准

《城市轨道交通综合监控系统人机界面设计规范》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22年第三批行业标准制修订和外文

版项目计划的通知》（工信厅科函〔2022〕312号）的要求，由工业和信息化部

电子工业标准化研究院电子工程标准定额站归口管理的工程建设电子行业标准

《城市轨道交通综合监控系统人机界面设计规范》（项目号：2022-2110T-SJ）

已完成征求意见稿的编制工作。

现行标准《城市轨道交通综合监控系统人机界面设计规范》SJ/T 11664-2016

于2016年10月22日发布，自2017年1月1日起实施。本标准与实际业务贴合度高，

内容全面实用，实施以来，指导规范了国内综合控制系统人机界面的设计与开发，

引领了行业的有序发展。“十三五”期间广泛应用在我国城市轨道交通综合监控

系统的建设、运营与维护，累计指导建设的城轨线路超过150条，近7000公里。

本标准在短时间内促进了综合监控系统完全自主国产化的快速推广应用，“十三

五”期间全国综合监控系统市场规模超过150亿元，国产综合监控系统占比超过

99%，有序推动了行业自主可控、良性发展。

近年来，随着城轨行业从高速发展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城轨综合监控

系统的发展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越来越多的线路采用了全自动无人驾驶运行

模式，构建了智慧化车站管理系统和智能运维管理系统，绿色化、智能化、智慧

化是未来城轨的发展方向，为了更好地总结城轨综合监控行业的先进技术经验，

指导“十四五”期间及未来的城轨线路综合监控系统以及智慧城轨系统的建设与

运营,本规范需要适时调整部分内容，吸收成熟的新技术、新方案和新经验，指

导既有线路的改造和新建线路的综合监控系统的建设、运维。

（二）主要工作过程

本标准由南瑞轨道交通技术有限公司、西安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苏州

轨道交通建设有限公司、徐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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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大连公共交通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厦门地铁创新

科技有限公司、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南京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南通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常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山东轨道

交通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安徽理工大学等共同起草。

1、标准修编准备工作

标准批复后，主编单位积极筹建编制组，起草工作大纲，于2023年6月10日

在南京召开标准修编工作筹备会，会上主编单位南瑞轨道交通技术有限公司介绍

了《城市轨道交通综合监控系统人机界面设计规范》2016版编制的主要情况，以

及本次修编的背景、必要性、修编的重点内容等，编制组就修编工作的具体内容

及分工与拟参编单位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初步达成共识。

2、编制组成立暨第一次编制工作会

规范编制工作启动会于2023年9月15日在南京召开，规范主管部门工业和信

息化部、管理机构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工业标准化研究院电子工程标准定额站、

主编单位南瑞轨道交通技术有限公司、参编单位西安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轨道交通建设有限公司、徐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

公司、东莞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大连公共交通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厦门地

铁创新科技有限公司、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

限公司、南京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南通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常州地铁集团有

限公司、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轨道交通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和安徽理工大学的17家单位的18位领导和专

家参加了会议。

主编单位汇报了编制工作大纲，包括标准编制依据、编制目的及意义、编制

原则、编制方法、重点研究问题、标准大纲、工作进度计划及编制组成员分工。

编制组专家讨论了规范的章节结构、任务分工、进度计划、工作方法等内容，并

针对修订草案稿进行逐条讨论。会议形成纪要如下：

1）原则同意大纲的章节结构、任务分工、进度计划。

2）标准应体现行业现状及发展趋势，密切关注智慧城轨、数字交通的建设，

在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规范的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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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编单位根据任务分工和进度计划组织编制组成员开展工作，在保质保

量的前提下，加快标准的编制进度，力争在2024年中完成标准编制任务。

3、形成征求意见稿

2024年2月在标准草案的基础上，经过充分的讨论，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主要内容的论据及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标准编制的原则和依据

1、实用性原则

本规范必须贯彻执行我国现有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应有利于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实施，既应利于规范工程设计人员的设计活动，亦

应利于作为政府主管部门执法的技术依据。

2、先进性原则

城市轨道交通人机界面是用户与计算机互动的方式，是用户体验和易用性的

关注点，是数字交通实现的重要载体，因此本规范应具有一定的界面设计的先进

性和前瞻性。

3、合理性原则

本规范所提出的规定、准则、技术指标适应国家技术经济总体要求，执行国

家有关的法规规定，特别是严格执行环境保护、消防、节能、劳动安全和职业卫

生等方面法规和强制性标准。同时还兼顾项目建设的经济性和可实施性，以体现

出规范的总体合理性。

4、科学性原则

本规范所提出的设计内容、深度及格式要求具有严谨的逻辑关系，以现行有

效的相关法规、标准、规范、规程为基础，尽可能采用成熟的工程建设经验，并

充分考虑本行业的特点和特殊性。

5、协调性原则

本规范所提出的设计内容、深度和格式要求，与相关的国家、行业的法规、

标准、规范、规程相协调。同时考虑与相关国际标准的衔接、协调问题，以及与

国际工程惯例相互适应的问题。

6、规范化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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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的编制遵守建设部颁发的《工程建设标准编写规定》以确保本规范编

制的规范化。

（二）标准修编的主要内容

本次修订是《城市轨道交通综合监控系统人机界面设计规范》自2016年发布

实施后的首次修订，对部分章节条文进行修订。对本标准内容进行更新、增加，

以及不适合的内容进行删减和改进，具体如下：

第1章总则，增加了1.0.3“城市轨道交通综合监控系统人机界面应是开放的，

可方便地修改人机画面（HMI）的图像及逻辑程序。”的基本原则，更新了1.0.1

“响应国家数字交通和智慧城轨的发展要求”，1.0.2“应满足中央级的调度人

员、车站级值班人员的岗位要求。”

第2章术语，增加了“模式控制”术语的表达。

第3章基本规定，根据现行国家政策法规，调整部分用词用语，并补充关于

支持三维、BIM、GIS新技术应用等内容。

第4章人机界面设计原则，根据现行国家政策法规，调整部分用词用语，并

增加支持画面透视、图层叠加等相关条文。

第5章人机界面的启动、注销、锁定，根据现行国家政策法规，调整部分用

词用语，并在条文说明中补充支持身份ID卡、人脸识别、指纹登录等有关规定。

第6章人机界面的总体布局，根据现行国家政策法规，调整部分用词用语，

并在条文说明中补充三维、GIS等界面的显示区占比等有关规定。

第7章人机界面的通用功能，根据现行国家政策法规，调整部分用词用语，

并增加7.10.6“联动画面宜提供触发条件编辑功能，支持自定义联动触发场景。”

的设计要求，更新7.10联动功能部分条文的有关规定。

第8章功能人机界面的专用功能，根据现行国家政策法规，调整部分用词用

语，增加环境与设备监控系统人机界面、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人机界面、广播系统

人机界面、视频系统人机界面、乘客信息系统人机界面、站台门人机界面、自动

售检票、网络管理系统人机界面、维修管理系统人机界面和培训管理系统人机界

面的设计要求。

第9章综合后备盘工艺布置，增加9.1.5“采用触摸屏设计的综合后备盘，宜

设置界面闭锁和启用按钮。”，9.2.8“采用电子化设计的综合后备盘盘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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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应遵循传统综合后备盘设计原则，应提供画面切换快捷俺就、控制闭锁按钮和

测试按钮功能。”等相关要求。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在修编过程中，编制组将对国内、外近几年的典型城市轨道交通综合监控系

统人机界面设计进行专题研究，并对已投入使用的多个综合监控系统进行后评估

研究，并根据最新的国家政策及市场导向，更新规范中的各项定性、定量标准。

四、知识产权情况说明

无。

五、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

比情况

无。

六、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

性

本修订标准与《地铁设计规范》GB 50157-2013、《城市轨道交通技术规范》

GB 50490-2009，《城市轨道交通综合监控系统工程技术标准》GB/T 50636-2018，

《人-系统交互工效学 支持以人为中心设计的可用性方法》GB/T 21051-2007等

标准在相关技术要求上保持一致。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

八、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行业推荐性标准。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在发布后即开始施。

十、替代或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标准实施后替代《城市轨道交通综合监控系统人机界面设计规范》SJ/T

11664-2016。



第 6 页 共 6 页

十一、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城市轨道交通综合监控系统人机界面设计规范》编制工作组

2024 年 3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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