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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全自动运行系统一致性协调方工作内容研究

李 全
通号城市轨道交通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 100000

摘� 要：在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过程中，为缩短全自动运行线路调试工期，提高全自动线路的测试效率，全方位的

管理和落实全自动各种场景的调试需求。本文对全自动运行线路调试过程中伴有重要角色的一致性协调方的工作内容

进行探讨，有利于各轨道交通城市对一致性协调方角色的定位和理解，从而更好的完成全自动运行线路的调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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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城市轨道交通全自动运行系统的蓬勃发展，目

前国内多个城市在全自动运行系统建设过程中，为解决

多系统专业接口设计、管理、测试及验证过程中的各种

问题，在全自动运行线路上引入一致性协调方的角色，

主要协助建设方对全自动运行核心厂家进行管理和技术

牵头。经调研，各地主要有两种关于一致性协调管理的

模式，一是聘请专业第三方咨询单位进行管理；二是由

信号承包商担任一致性协调方角色进行管理(主要有深
圳、武汉、西安、成都、苏州)，目前一致性协调方在全
自动线路建设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和地位。

1 一致性协调组织机构

一致性协调工作主要由建设方主导，在建设方的领

导下，由一致性协调方牵头完成全自动相关工作。一致

性协调项目团队由全自动运行系统各厂家的项目人员组

成，一致性协调团队配置为：(1)一致性协调方出项目经
理负责总体的项目管理；(2)一致性协调方出技术经理负
责总体技术管理；（3）一致性协调方出测试负责人负责
场景测试工作；(4)各全自动厂家（信号、车辆、通信、
综合监控、站台门、场段工艺）出一致性协调负责人负

责各自专业的技术管理和项目管理工作；(4) 各全自动厂
家出调试工程师配合完成场景测试工作。（5）一致性协
调方出项目助理负责协助项目经理与技术经理的日常管

理工作和文件归档等。

2 一致性协调工作内容

作为全自动运行系统一致性协调方，信号系统承包

商参与全自动运行系统完整建设工作。履行全自动运行

系统总成协调、技术协调、接口协调、工作协调等与全

自动运行相关工作。 一致性协调工作内容主要包括7个
方面：(1)制定全自动运行的接口需求，协助编制全自动
运行系统场景说明书；(2)确认全自动接口数量及接口
功能，确保全自动运行系统的完整性和安全性；(3)确

认各集成商各阶段与全自动运行相关的工作以及阶段性

成果；(4)在全自动相关厂家的设计联络、设备生产过程
中，审核、协调和确认相关技术工作、技术标准、技术

接口、技术实施方案等专题文件，并负责组织会签；(5)
指导全自动核心厂家配套设备、设施的安全论证工作，

评价与确认最终报告的合理性；(6)委托第三方权威安
全评估机构评估全自动运行系统的安全，包括车辆、信

号、通信、PIS、综合监控、站台门、场段工艺等系统。
(7)在室内实验室调试阶段、外场调试阶段和正线调试阶
段，制订详细的调试计划，并负责管理、协调各专业开

展联合测试工作。

在全自动运行线路建设过程中，一致性协调方的主

要工作内容根据不同的阶段主要分为：设计阶段、实验

室测试阶段、外场测试阶段、正线场景联调阶段、运营

支撑阶段。

2.1  设计阶段
全自动运行系统整体涉及工作以完善《全自动运行

系统场景说明书》为工作目标。场景文件应涵盖各场景

的功能实现方式、联动机制以及各专业功能要求等，

用来指导全自动运行核心系统的设计工作。设计阶段各

专业应以场景稳定为目标。围绕场景说明书开展场景设

计联络会、场景专题会议，讨论相关场景需求、功能需

求、接口需求，确定实现方案。该阶段的主要工作包

括：场景稳定管理、接口状态管理、功能分配管理。

2.2  实验室测试阶段
为确保全自动运行系统的调试进度和调试质量，全

自动运行各核心厂家应各自搭建室内测试平台，用于本

系统软件数据的验证及与其他专业接口、数据码位验

证。 全自动运行系统设计文件稳定后，各厂家应根据设

计文件需求开发软件和配置数据。初版软件在发布现场

测试前，应在各专业室内测试平台测试完成。以保障各

专业用于外场测试和现场测试软件的稳定性。一致性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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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方在相关测试前，应提前确认各家软件和现场条件是

否满足测试条件，若存在问题，应在一致性协调例会或

周例会上提出，由各厂家说明问题原因及限制条件。

2.3  外场测试阶段
为缩短全自动线路调试工期，一般会在车辆厂试验

线搭建一条用于完成全自动相关专业的单体及联合测试

的异地试车线。主要包括全自动核心系统间的接口测

试、车地无线通信测试以及列车休眠/唤醒等全自动运行
功能的测试。外场试验线验证的内容应符合《全自动运

行系统场景说明书》的功能要求。测试结束后，一致性

协调方应牵头出具全自动外场测试报告，形成外场线测

试问题追踪表，以便供各厂家软件修改、查漏补缺，为

正线调试打下良好的基础。

2.4  正线场景联调阶段
工程现场场景测试需参照交通运输部相关要求开展全

自动联调工作。在信号系统动车阶段，由信号厂家负责组

织、协调、管理各专业完成与信号专业相关的动车接口调

试；在场景测试阶段，由一致性协调方负责组织、协调、

管理各专业完成场景联调调试。在场景联调管理期间，一

致性协调方主要职责为：负责编制场景测试计划、场景测

试大纲及场景测试案例；负责场景测试开始前，各种前置

条件的检查；负责检查接口调试结果是否满足场景联调前

置条件要求；负责组织全自动运行系统的场景联动测试，

把控调试结果是否达到既定要求。

2.5  运营支撑阶段
一致性协调方在运营支撑阶段的主要工作是配合运

营单位的相关工作，主要包括全自动运行维护管理相关

文件的技术支持、运营演练的技术支持、测试验证指南

的梳理。在此过程中，一致性协调方应就全自动相关文

件编制工作及其他工作提供建议和意见，参与全自动相

关文件的评审发布并给予技术支撑。

3 一致性协调管理措施

3.1  计划管理
1)工程整体工筹一般由业主发布，一致性协调方据此

明确项目关键里程碑及前置条件要求。各核心系统集成

方根据项目总体工筹、关键里程碑及一致性协调前置梳

理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向业主、一致性协调方提交本专业

项目实施计划。2)各系统集成商做好分包商的进度管理工
作，积极协调外部专业工期节点以及对进度偏差积极采

取补救措施，确保本系统各阶段任务按计划完成。3)各核
心系统集成商定期向业主、一致性协调方汇报本系统项

目实施情况。

3.2  需求管理

1)一致性协调方牵头细化本工程运营场景指导纲要，
各系统集成商以此作为全自动驾驶核心各专业系统设计/
开发、运营管理的指导文件。  2)一致性协调方组织各专
业对初步识别的运营场景、会议纪要和其他与用户需求

变更相关的技术类需求进一步识别以及评审。3)各核心系
统将根据一致性协调方管理要求，及时对本专业及接口

配合专业需求覆盖情况进行确认。4)各核心专业集成商应
积极配合一致性协调方对全自动运行系统各专业的关键

功能及重要技术方案进行设计审查。

3.3  文档管理
1)文档管理主要是对项目实施过程中所涉及的项目

实施计划、系统/接口功能需求、接口方案、专题技术方
案、专题会/设计联络会会议纪要等文档的编写、审批、
更新、存储、分类等工作进行管理。2)各核心系统集成商
负责本专业会议纪要归档及分类，业主单位及全自动运

行专题会会议纪要由一致性协调方接收后归档及分类，

并以正式方式（邮件或文件）分发给相关单位。3)各核心
系统集成商负责过程类文件资料的状态追踪，形成问题

追踪表，督促并落实，并定期向一致性协调方及相关单

位汇报。4)文件一旦正式发布后，若需要修改，则必须按
照变更管理执行。

3.4  接口管理
1)一致性协调方协调制定全自动运行的接口需求，对

全自动运行系统相互间的所有接口功能负总责，尤其对

接口要求需编制专题文件，并负责组织会签。2)在接口活
动中接口双方被定义为接口责任方和接口配合方。接口

责任方负责为接口设计提供必要的信息、物资、专业技

术和人力资源等，负责组织开展接口设计联络、接口专

题会以及编制接口定义文件、接口技术方案以及接口调

试方案等。3)各核心系统集成方须制定本专业外部接口管
理工作表。详细罗列本专业外部接口文件清单及提交时

间、接口负责人、进展状态等信息。4)各核心系统集成商
全面负责其分包商以及接口配合方的接口协调及管理工

作，编制接口问题追踪表，以确保其分包商所提供的器

材及系统的操作符合总体系统要求。5)一致性协调方牵头
对全自动运行系统间的接口配合进行协调，接口责任方

牵头对本专业接口配合进行协调工作。当出现各系统集

成商之间的技术方案的分歧或争执时，由一致性协调方

组织接口会议研究讨论技术方案，若仍无法达成一致，

在业主没有提出明确书面意见时，最终以一致性协调方

提出的意见为准。

3.5  调试管理
1)一致性协调方负责组织开展接口调试工作。2)在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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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调试工作开展之前，接口责任方牵头编制并发布接口

调试计划，报一致性协调方审定后督促相关核心专业集

成商按计划实施。3)在接口调试实施前，一致性协调方对
各核心专业集成商单体相关测试报告进行审核，待审核

通过后，督促接口双方按要求完成现场软件、数据版本

发布。4)接口调试开展前，接口责任方牵头制定安全和应
急保障措施，待一致性协调方审定后相关核心专业集成

商遵照执行。5)接口调试工作开展前，接口责任方牵头开
展接口调试方案技术交底，技术交底需留档。6)各核心专
业集成商负责本专业接口调试问题记录、追踪工作，形

成问题追踪表一致性协调方督促并落实。最终由一致性

协调方牵头核实各系统接口问题整改情况。

3.6  变更管理
1)本条仅对已签署的接口文档需更新、为克服接口调

试过程中所发现的缺陷，已发布的软件/数据升级或接口
方案变更进行管理。2)各核心系统集成方需指派专人负责
变更管理。3)已发布计划确须变更时由计划变更专业按要
求提交变更申请单，报一致性协调方审批通过后重新发

布计划。一致性协调方同步更新并发布项目整体工筹。

3.7  会议管理
1)一致性协调方牵头组织定期召开全自动运行相关会

议，如全自动运行技术研究、重大技术方案专题讨论、

当前进度、需要协调的问题等，并将会议决议报业主审

定。2)参会者须准时到会，并在《会议签到表》上签字。
会议提拟人负责会议考勤工作。3)会议提拟人负责编制会
议纪要，并报一致性协调及业主方审定。4)会议提拟人
负责将会议纪要按需正式发放给参会各方，各方留底查

阅。与全自动运行相关的会议纪要由一致性协调方负责

归档工作。5)会议决议、决策事项各单位根据会议纪要跟
进、落实。

4 一致性协调考核

4.1  考核原则
1)项目实施期间，一致性协调方对各系统集成商一致

性工作情况进行管理，未按约定实施的严格按照考核内

容报业主考核。2)考核工作以纠正、整改问题为前提，达
到规范日常工作的目的。各参建单位和集成商须服从工

作组的奖惩决定。3)为确保全自动运行系统在实施全过程
中有序、协调、保质、保量的顺利推进，全自动运行系

统各承包商应无条件参与全自动运行系统一致性协调方

等共同组建的、为全自动运行系统顺利实施的各种工作

组及协调组的工作。4)一致性协调方对与全自动运行相关
的技术文件有指导、确认和否决权，若业主无异议，全

自动运行系统各承包商必须无条件接受；对全自动运行

系统其他承包商的工作计划、人员投入有权提出能满足

全自动运行系统实施的修改、调整意见，在征得业主同

意后，全自动运行系统其他承包商须无条件执行。5)在项
目实施阶段，各单位应积极配合，相互协作，确保工程

进度及全自动运行功能需求得以实现。对配合不力的单

位，将按照集团公司相关文件对责任单位进行考核。

4.2  考核内容
考核内容主要包括但不限于：

1)各集成商准时参加一致性协调方组织的会议，迟到
累计超过业主要求，反馈业主进行考核。2)按一致性协调
方的要求，对于已经商定提交日期的资料，必须按期提

交，在规定时间内延期，反馈业主进行考核。3)对于会议
决议、决策事项各单位根据会议纪要跟进、落实，并按

要求节点反馈解决情况，延期反馈业主进行考核。4)配合
一致性协调方进行全自动运行系统设计、技术协调及资

料提交工作，并按一致性协调方的要求，按期完成规定

的设计工作，按要求提交设计工作进度或者完成证明。

延期反馈业主进行考核。5)配合一致性协调方进行全自动
运行功能的测试验证工作，测试期间配置专业的测试人

员，并按要求准时参加测试工作。未按要求参加，反馈

业主进行考核。6)安全认证期间，对安全认证或一致性协
调方提出的资料提交及整改工作需按期完成，如未按期

完成，影响安全认证节点，反馈业主进行考核。7)如因各
核心专业配合响应慢，对项目整体工期造成重大影响的

情况，一致性协调方会将情况反馈至业主进行考核。

5 结语

目前，国内大部分全自动运行线路均采用招一致性

协调方来替业主牵头管理全自动场景测试工作，各地对

一致性协调方的工作内容、模式及要求均有不同。本文

针对城市轨道交通全自动运行系统项目下，一致性协调

方的工作内容进行探讨，希望对后续各城市全自动运行

线路的一致性协调方开展工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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