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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标准《城市轨道交通人脸识别通行系统技术要求》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2023年第一批行业标准制修订和外文版项目计划，《城

市轨道交通人脸识别通行系统技术要求》（计划号：2023-0557T-SJ）由中华人

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归口，上海商汤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主办。

2、起草单位和起草人分工

主要起草单位：上海商汤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

广州手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京港地铁有限公司、北京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

公司、北京万里红科技有限公司、无锡学院、八维通科技有限公司、上海依图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尊冠科技有限公司、公

安部第三研究所、北京建筑大学、广东中科臻恒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中国网络安

全审查认证和市场监管大数据中心、广东九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福建海景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圣点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电运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云天励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同方威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厦门瑞为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得意音通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盛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驭光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合肥的卢深视科技有限公司、广州麦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等。

上海商汤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为本文件主办单位，全面负责本文件的编制、管

理工作；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广州手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京港地

铁有限公司、北京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等单位主要参与了标准会议讨论、内

容修改建议和标准内容的确认工作。

主要起草人工作分工:李拯、申博文、蒋慧主要负责标准工作计划的总体把

握、协调管理及标准编辑等工作；彭鸣明、宋方方等主要负责标准的编辑、文本

的修改、编制组意见征集、组织标准讨论会等工作。

3、主要工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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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5月计划下达后，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立即开始征集参编单位

并召开了标准启动会。随后组织成立了标准起草工作组，立刻展开标准研制工作

并确定了工作方案，标准内容主要包括系统架构与业务流程、功能要求、业务要

求、性能要求，个人信息保护要求等；时间安排大致为2024年6月完成征求意见

稿，2024年8月完成送审稿，2024年10月完成报批稿。

2023年5月-2024年4月，标准起草工作组正式开展了标准编制工作，标准起

草工作组共组织了6次标准讨论会，主要讨论了城市轨道交通人脸识别通行系统

逻辑架构、功能要求、性能要求、通信和接口要求以及个人信息保护要求等；同

时在工作组内进行三轮意见征集，开展两次关于技术指标及现有系统实际测试表

现的专项调研，并在TC28/SC37人脸识别工作组全会扩大讨论，形成了《城市轨

道交通人脸识别通行系统技术要求》标准征求意见内审稿草案。

2024年5月28日，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组织对标准征求意见内审稿草

案进行内审，根据内审意见，标准起草组对草案做了进一步修改，主要包括删除

采用其他标准的术语定义，补充体现城市轨道交通人脸识别通行系统相关内容，

优化系统架构图，完善功能要求与性能要求的对应关系等，并形成了《城市轨道

交通人脸识别通行系统技术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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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编制原则

本文件在编写格式上符合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

的结构和编写》的要求。

本文件编制过程中充分查阅我国轨道交通相关标准资料，调研我国城市轨道

交通人脸识别通行系统部署形式、指标水平等发展状况，结合我国城市轨道交通

通行要求及发展需求的实际情况进行编制。

本文件编制过程中充分征求了城市轨道交通人脸识别通行系统技术提供方

和技术使用方的意见，以规范城市轨道交通人脸识别通行系统功能、性能及安全

性，促进和现有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等原则进行编制。

2、确定主要内容的论据

本文件为自主起草标准，本文件确立了城市轨道交通人脸识别通行系统逻辑

架构，规定了功能要求、业务要求、性能要求、通信和接口要求以及个人信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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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要求等。本文件适用于城市轨道交通人脸识别通行系统的设计、开发与应用。

主要内容如下：

本文件相关的术语和定义、符号和缩略语主要以国家标准GB/T 41772 《信

息技术 生物特征识别 人脸识别系统技术要求》、GB/T 20907 《城市轨道交通

自动售检票系统技术》为依据。

本文件的系统架构重点考虑了人脸识别部分与自动售检票系统的关系，并根

据实际部署情况梳理完成通用的逻辑架构；由于实际应用时，业务流程不尽相同，

因此以附录形式给出一种业务流程参考，达到指导技术落地的效果。功能要求、

业务要求及性能要求部分在考虑人脸识别系统通用要求外，通过调研讨论给出了

针对轨交场景的相关要求；同时为了确保轨交通行效率，对影响通行时间的相关

指标给出要求或建议，保证人脸识别系统通行效果。

通信与接口要求部分充分考虑行业现状，主要以给出建议性要求为主，以推

动行业生态发展；本文件中个人信息保护要求主要引用GB/T 35273 《信息安全

技术 个人信息保护规范》、GB/T 40660 《信息安全技术 生物特征识别信息保

护基本要求》、GB/T 41819 《信息安全技术 人脸识别数据安全要求》，同时梳

理出不重复的针对轨道交通人脸识别通行系统要求的内容。

3、解决的主要问题

人脸识别是一种基于人的面部特征信息进行身份识别的生物特征识别技术。

约10年前计算机视觉技术突破工业红线，得以在安防，金融，支付，交通，园区

等众多场景中广泛应用，特别是在城市轨道交通人脸通行场景，该应用场景具有

库容大，并发高，环境复杂，要求高等特点，目前国内众多城市开通了城市级轨

道交通人脸识别通行业务，极大地提升的旅客通行体验，同时也亟待统一行业的

建设标准和要求，以促进行业的有序发展。通过在标准编制过程中大量参考国内

已发布的相关标准外，同时广泛听取产学研用相关单位的意见和建议，结合行业

实践，提出轨道交通行业人脸识别通信系统技术要求，从系统构成，主要功能，

关键指标等多个方向对该系统做出了要求并解决以下问题：

1）解决和城市轨道交通原有系统的数据传输问题

打造人脸识别通行系统，需要打通与人脸识别通行系统与互联网票务平台接

口、人脸识别采集终端与自动检票机接口、注册终端或APP与人脸采集SDK间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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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脸识别采集终端APP与人脸采集SDK的接口问题，本文件对不同环节数据通信接

口进行规定，有助于系统对接及不同地铁项目通信标准的统一，减少重复开发成

本，提高推广效率。

2）解决人脸识别算法准确率问题

城市轨道交通人脸识别通行应用场景具有库容大，并发高，环境复杂，要求

高等特点，即要保证通行效率和体验，又要保证准确率。通过从样本质量、活体

检测算法性能、人脸比对算法性能等进行规定，形成对应用效果的把控，避免惠

及民生的项目因应用效果不佳形成“鸡肋”。

3）解决通行效率问题

城市轨道交通人脸识别通行系统的建设目的是为了提高通行效率，如果通行

效率达不到预期，更易造成拥堵。本文件从防冲突、本地比对、特征融合、脸码

互通等角度提出解决方案，以应对实际应用当中的各种复杂问题，从而实现人群

流畅通行，实现与二维码、公交卡等通行方式等同甚至更优的通行效果。

本文件正式发布后，将为轨道交通行业人脸识别通行系统的招标建设提供有

效指导，促进轨道交通行业人脸识别系统的建设标准统一，促进行业技术进步，

提升市民出行体验，具体如下：

1）缓解运营压力大的问题，增加运营收入

目前各地地铁大多涉及几个运营方共同运营情况，通过增加刷脸过闸系统，

可实现对客流的引流用作，减少实体票卡的使用，减少票卡设备的维护，杜绝免

费票、优惠票的冒用，减少票损。从而减轻地铁运营人员的工作压力，增加运营

方营收，提升运营质量。

2) 解决忘带票卡双手占用问题，构建以人脸为凭证的城市级无感通行体验

通过人脸识别通行系统进出站，可节省购票环节或因为忘记带票卡造成的时

间耽误；显著提高站内通行效率，更因解放了双手，免去手提行李、抱小孩、打

电话等造成的通行困扰，大幅提高乘客体验和满意度。

3）建设以手机APP为中心的城市级生活平台

利用手机APP进行人像的管理、更新，操作简单；利用手机APP进行小额支付

管理、扣款通知等，有效管理个人的消费记录，支撑各种普惠金融、社会福利落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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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该标准的制定对其它模态生物特征在轨道交通行业的应用具有参考价

值。

三、主要试验情况分析

无。

四、知识产权情况说明

本文件不涉及专利及知识产权问题。

五、产业化情况、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

本文件规定了城市轨道交通人脸识别通行系统逻辑架构、功能要求、性能要

求、通信和接口要求以及个人信息保护要求等，将提供人脸识别技术在轨交通行

领域应用的系统架构设计建议，指导城市轨道交通人脸识别通行系统的建设、部

署和管理，促进人脸识别系统在城市轨道交通通行领域的规范使用，推动行业健

康有序发展。2020年3月，中央提出“新基建”七大领域相关任务：5G、大数据

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特高压、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该

标准的制定有助于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城市轨道交通领域的应用，打造中国城市

轨道交通智慧城轨，提供更加便捷的出行体验，提升智慧城市水平，具有良好的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本标准未采标。

七、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该标准中对个人信息保护的要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GB/T

35273《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保护规范》、GB/T 40660 《信息安全技术 生物

特征识别信息保护基本要求》、GB/T 41819《信息安全技术 人脸识别数据安全

要求》相协调；技术内容与GB/T 20907《城市轨道交通自动售检票系统技术条件》、

GB/T 41772《信息技术 生物特征识别 人脸识别系统技术要求》等相协调。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

建议作为行业标准发布。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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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作为行业标准发布，自发布之日起6个月实施。

十一、替代或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标准编制工作组

2024-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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