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背景、目的意义和作用

（一）编制背景

截至 2024 年末，我省陆续开通运营城市轨道交通全自动运行线

路 6条，分别是全自动运行线路大都处于地下，具有封闭性强、运行

速度高、起停频繁、客流量大等固有特点，一旦发生事故或遭受破坏，

要比地上公共场所危险得多，且由于采用了全自动运行系统，减去了

驾驶员对运行环境的主动判断，其在突发事件应急救援时将可能面临

更大、更多的风险。2022 年 1 月 22 日下午 16:30 许，上海地铁 15 号

线发生了全国第一起全自动运行线路安全事件——站台门夹人死亡

事件，该事件不仅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更是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

注，造成了较大的社会负面影响。因此，相比较传统的城市轨道交通

运营线路及驾驶模式，全自动运行系统在经历了初期运营阶段的磨合

后，需要对其安全与应急管理、行车、客运、设备设施等进行评估，

以确定其是否满足正式运营条件。

2018 年 5 月 24 日，交通运输部印发《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规

定》（交通运输部令 2018 年第 8 号），规定“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初期

运营期满一年，运营单位应当向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主管部门报送初期

运营报告，并由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主管部门组织正式运营前安全评估。

通过安全评估的，方可依法办理正式运营手续。”



2023 年 8 月 22 日，交通运输部印发《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评

估管理办法》（交运规〔2023〕3 号），并印发了《城市轨道交通正式

运营前安全评估规范 》（交办运〔2023〕56 号），要求城市轨道交通

运营线路满足 1年以上初期运营，应向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申请开展正

式运营前安全评估，且通过正式运营前安全评估的，方可办理正式运

营手续，未通过正式运营前安全评估不得办理正式运营手续。

（二）编制目的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评估管理办法》（交运规〔2023〕3号）

要求初期运营满 1年，且符合《办法》规定的各项前提条件的，可申

请开展正式运营前安全评估。此外，《办法》还明确规定“城市轨道

交通工程项目未通过正式运营前安全评估的，不得办理正式运营手

续。”由此可以看出，正式运营前安全评估是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进入

正式运营的必备程序和最后一道关口。目前，我省苏州轨道交通 3号

线、5号线和 11 号线、南京地铁 7号线均已满足初期运营 1年的条件，

亟待向行业主管部门提出开展正式运营前的安全评估申请，省内其他

在建的全自动运行线路均有开展正式运营安全评估标准的需求。但是，

既有的《城市轨道交通正式运营前安全评估规范 》（交办运〔2023〕

56 号）主要针对非全自动运行线路，缺少全自动运行线路有关的评

估技术要点。因此，针对既有标准规范的不足之处，有必要开展城市

轨道交通全自动运行线路正式运营前的安全评估技术标准研究，明确

全自动运行线路正式运营前的安全评估技术要点，规范安全评估工作

要求。



（三）编制作用

2022 年 8 月，由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颁布了地方标准《城

市轨道交通全自动运行线路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技术规范》（DB32/T

4320-2022），明确了城市轨道交通全自动运行线路初期运营前的安全

评估技术要求，因此，在此项地方标准的基础上，开展城市轨道交通

全自动运行线路正式运营前安全评估的团体标准研究，不仅是对交通

运输部有关标准规范的响应，更可以与地方标准保持有效衔接，补充

相关标准空白，完善我省城市轨道交通全自动运行线路安全评估的标

准体系。

二、编制过程

（一）团标立项审查与立项公告

2024 年 8 月 9日，由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出申请，江苏省

综合交通运输学会组织铁路（轨道）分会组织对《城市轨道交通全自

动运行线路正式运营前安全评估技术规范》进行团体标准立项审查会，

与会专家一致同意通过该团体标准立项申请。2024 年 12 月 11 日，因

江苏省综合交通运输学会分工问题，《城市轨道交通全自动运行线路

正式运营前安全评估技术规范》团体标准立项由铁路（轨道）分会转

至运输分会，并发布了《关于<城市轨道交通全自动运行线路正式运

营前安全评估技术规范>团体标准立项的公告》（苏交学办〔2024〕98

号）。

（二）大纲审查与初稿技术审查

2025 年 4 月下旬，江苏省综合交通运输学会运输分会组织团标编



制单位开展了团体标准编制工作大纲及中间成果技术审查会，与会专

家一致同意通过团体标准研究工作大纲审查，并对编制说明、中间成

果提出了修改建议。

（三）中间成果修改

2025 年 5 月，编制单位根据大纲审查、编制说明预审及中间成果

审查的意见，对大纲审查、编制说明及《城市轨道交通全自动运行线

路正式运营前安全评估技术规范》（初稿）进行了修改完善。

（四）征求意见及修改完善

2025 年 6 月，编制单位完成《城市轨道交通全自动运行线路正式

运营前安全评估技术规范》（初稿）修改后，向江苏省综合交通运输

学会运输分会提交了初稿修改稿，经运输分会审查后，由运输分会组

织进行全省征求意见。

三、与现有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次拟编制的《城市轨道交通全自动运行线路正式运营前安全评

估技术规范》与现有相关标准的关系主要是以下两个方面：

1.衔接《城市轨道交通全自动运行线路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技术

规范》（DB32/T 4320-2022）。该地方标准是适用于江苏省范围内的城

市轨道交通全自动运行线路初期运营前的评估标准，本次拟编制的

《城市轨道交通全自动运行线路正式运营前安全评估技术规范》是在

该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之后，适用于正式运营前的安全评估工作，在

时间上是前后衔接的关系。

2.细化《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评估规范—第一部分：地铁和轻



轨》（GB∕T42334.1-2023）。该国标适用于城市轨道交通初期运营前、

正式运营前及运营期间的安全评估，本次拟编制的《城市轨道交通全

自动运行线路正式运营前安全评估技术规范》是在该国家标准的基础

上，补充修改了适用于城市轨道交通全自动运行系统的评估内容，是

对国家标准的细化和补充。

四、标准主要内容的创新先进

本次编制的《城市轨道交通全自动运行线路正式运营前安全评估

技术规范》的先进性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既有法规标准存在的不

全面、不适用情况进行的补充。

二是对我省城市轨道交通全自动运行线路标准规范体系的补充，

并有效衔接我省既有地方标准《城市轨道交通全自动运行线路初期运

营前安全评估技术规范》（DB32/T 4320-2022）。

五、标准主要内容的可行依据

本次研究编制的团体标准《城市轨道交通全自动运行线路正式运

营前安全评估技术规范》的主要内容包括：前提条件、风险分级管控

与隐患排查治理、行车组织、客运组织、设备设施运行维护、人员管

理、应急管理和运营安全环境。

一方面，本团体标准编制框架基本与现行的《城市轨道交通运营

安全评估规范—第一部分：地铁和轻轨》（GB/T 42334.1-2023）和《城

市轨道交通正式运营前安全评估规范 》（交办运〔2023〕57 号）基本

一致，且标准主要内容里保留了现行标准规范中适用于全自动运行线

路的评估内容，总体框架及内容上确保本团体标准不违背现行标准规



范要求。

另一方面，本团体标准编制中，针对全自动运行线路特点进行修

改及补充完善的内容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修改内容符合现行既

有全自动运行系统相关的标准规范，如中轨协团体标准《城市轨道交

通 全自动运行系统规范》、《城市轨道交通全自动运行系统运营功能

测试验证指南》及交通运输部《城市轨道交通全自动运行系统运营技

术和管理规范（试行）》（交办运〔2024〕70 号）等；二是以省内已开

通初期运营 1年以上的城市轨道交通全自动运行线路为工程依托，邀

请全自动线路运营单位有关技术人员共同参与团体标准编制，确保相

关内容符合省内全自动运行线路特点；三是本团体标准中的部分内容

结合了江苏省地方标准《城市轨道交通全自动运行线路初期运营前安

全评估技术规范》（DB32/T 4320-2022），确保了本团体标准相关内容

与我省地方标准相互衔接。

综上，本次拟研究编制的团体标准《城市轨道交通全自动运行线

路正式运营前安全评估技术规范》，其主要内容具备在我省应用实施

的可行性。

六、标准宣贯和推广应用的实施计划与措施

《城市轨道交通全自动运行线路正式运营前安全评估技术规范》

分以下四个阶段进行逐步推进与实施：

（一）准备阶段

根据《城市轨道交通全自动运行线路正式运营前安全评估技术规

范》的编制过程、重点内容等进行整理，形成团标宣贯文件资料，并



编制宣贯方案，策划对全省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企业进行宣贯。

（二）宣传培训阶段

《城市轨道交通全自动运行线路正式运营前安全评估技术规范》

修改完善后，由江苏省综合交通运输学会组织各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企

业进行宣贯培训。

（三）全面实施阶段

由江苏省综合交通运输学会牵头，结合各地交通运输局计划，组

织对已满足初期运营 1年以上的全自动运行线路进行应用实施。

（四）自评与提升阶段

规范实施后，将由评估机构反馈试应用情况，并根据应用反馈情

况和实际情况需求，由编制单位对团标进行修订更新。

七、编制过程发生的重大分歧意见及处理情况

无。

八、其他予说明的事项，包括涉及专利的处理、修订（废止）现行有

关标准的建议等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