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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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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异物探测系统技术条件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城市轨道交通异物探测系统的系统构成、系统功能、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城市轨道交通异物探测系统的设计、制造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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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4208—2017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T 21563 轨道交通 机车车辆设备 冲击和振动试验

GB/T 24338.4 轨道交通 电磁兼容 第3-2部分：机车车辆 设备

GB/T 25119—2021 轨道交通 机车车辆电子装置

GB/T 28029.4 轨道交通电子设备 列车通信网络（TCN） 第2-3部分：TCN通信规约

GB/T 28029.9 轨道交通电子设备 列车通信网络（TCN） 第3-1部分：多功能车辆总线（MVB）
GB/T 28029.10 轨道交通电子设备 列车通信网终（TCN） 第3-2部分：多功能车辆总线（MVB）

一致性测试

GB/T 28029.11 轨道交通电子设备 列车通信网络（TCN） 第3-3部分：CANopen编组网（CCN）
GB/T 28029.12 轨道交通电子设备 列车通信网络（TCN） 第3-4部分：以太网编组网（ECN）
GB/T 32347.1—2015 轨道交通 设备环境条件 第1部分：机车车辆设备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异物 foreign object

除轨道交通线路设计允许的，其他一切不应存在于设备限界内的物体。

异物探测系统 foreign object detection system

对列车运行前方设备限界内异物进行检测,发出报警和制动请求的系统。

3.3

安全距离 safety distance

异物探测系统可探测且可满足列车制动需求的列车车头与异物间的最短距离。

4 系统构成

4.1城市轨道交通异物探测系统（以下简称“系统”）应具有异物探测功能，系统可包括车载子系统、

地面子系统、通信模块等，系统结构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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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系统结构示意

4.2 车载子系统包括车载雷达、车载图像传感器、存储设备、边缘计算模块、车载安全检测预警终端、

通信接口。

4.3 地面子系统包括地面雷达、地面图像传感器、存储设备、边缘计算模块、通信接口。

5 系统功能

异物探测系统应包括以下功能：

a)探测功能：系统应能够探测到车辆前方安全距离内的场景及异物；

b)数据分析：系统应能够对所探测到的前方数据进行分析，辨识出前方是否存在异物；

c)报警功能：系统应能够在前方发现异物后发出报警信息，包括声音、图像等形式。

d)制动请求功能：系统应能够在发出报警信息的同时向车辆发出制动请求。

车载子系统应包括以下功能：

a)车载探测功能: 利用雷达、图像传感器或其他传感器，对车辆前方安全距离内的场景及异物进行

探测；

b) 车载存储功能:车载主机应能存储探测装置探测记录，视频（不低于720 Pix、15 fps）存储容量

不应少于15天，应能存储10次报警和制动请求前后2 min的视频（不低于1080 Pix、15 fps）和报警和制

动请求信息，存储信息可下载；

c)车载边缘计算功能: 车载子系统应能对车载设备探测到的数据进行边缘计算，并分析是否存在异

物；

d)车载安全检测预警功能：车载子系统应对分析结果进行预警，在车载子系统或地面子系统确认存

在异物的情况下，通过声音、图像等方式发出报警，并发出制动请求。

地面子系统应包括以下功能：

a)地面探测功能: 利用雷达、图像传感器或其他传感器，对地面探测设备前方200m范围内的场景及

异物进行探测；

b) 地面存储功能：应能存储探测装置探测记录，视频（不低于720 Pix、15 fps）存储容量不应少于

15天，应能存储10次报警和制动请求前后2 min的视频（不低于1080 Pix、15 fps）和报警和制动请求信

息，存储信息可下载；

c)地面边缘计算模块: 应能对地面设备探测到的数据进行边缘计算，并分析是否存在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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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技术要求

一般要求

6.1.1 系统的电气连接、组件故障不应影响车辆其他系统或设备的正常运行。

6.1.2 车外安装的电气设备经连接器连接后防护等级应符合GB/T 4208—2017中IP67的规定，车内安装的

设备防护等级应不低于GB/T 4208—2017中IP20 的规定。

6.1.3 系统内部应采用双电源冗余供电，任一路电源故障不应影响系统的正常运行。

6.1.4 在GB/T 25119—2021中5.1.1、5.1.2和5.2规定的电源波动、GB/T 25119—2021中5.1.1.3规定的S2级
电源中断等电压条件下，设备应能正常工作。

6.1.5 设备的绝缘及电阻不应小于20MΩ，在耐压试验过程中应无击穿或闪络等破坏性放电现象。

环境适应性条件

在以下环境条件下应能正常工作：

a）海拔不超过2000m；

b）环境温度范围为-25℃~+45℃，电子元件周围的空气温度可在-25℃~+70℃之间变化，短时（10
min）可达85℃；

c）允许在-40℃~+70℃的环境温度下存放；

d）最湿月月平均最大相对湿度不大于95%（该月月平均最低温度为25℃）；

e）GB/T 32347.1—2015中4.5~4.11规定的风、沙、雨、雪、雾、冰、雷以及其他化学、生物活性物、

机械、污染物的侵蚀及污染。

供电要求

供电电压宜为DC110 V，允许电压范围为DC77 V~DC137.5 V。

探测能力

6.4.1 当列车运行速度不大于120 km/h且处于平直轨道时，系统的检测性能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异物探测性能

异物类型
异物最小投影（宽×高）

mm×mm
检测距离

m
响应时间

s
人 400×1600 ≥500 ≤0.5

其他异物 400×600 ≥500 ≤0.5
6.4.2 当系统检测到异物并发出报警和制动请求后，将异物移到设备限界外，系统应自动解除报警和制

动请求。解除报整和制动请求的时间应可调，宜为15s。
6.4.3 对于异物探测，当系统检测到设备限界外的异物并发出报警和制动请求，或无异物时发出报警和

制动请求时为系统误报警；当检测范围内存在异物但系统未发出报警和制动请求时为系统漏报警。系统

误报警率和系统漏报警率按以下公式的规定进行计算，系统误报警率和系统漏报警率均应小于0.1%。

� =
�

� + �
× 100%

式中：

P——误报警率；

M——误报警次数，单位为次；

N——正确检测次数，单位为次。

� =
�

� + �
× 100%

式中：

S——漏报警率；

Q——漏报警次数，单位为次。

通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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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支持符合GB/T28029.4和GB/T28029.9，或GB/T28029.11，或GB/T28029.12规定的车辆通信总线。

电磁兼容

电磁兼容应符合GB/T 24338.4的规定。

7 试验方法

试验要求

试验环境条件应符合下列要求：

a）温度范围：-25℃~+45℃；

b）湿度范围：25%RH~75%RH；
c）海拔：不大于2000m；

d）照度范围：5 1x~900 1x。

静态试验

7.2.1 应在平直轨道上进行。

7.2.2 行人检测时，应将行人（或模型）分别在设备限界内和设备限界外，系统前方10 m~500 m范围内

往复移动至少各两次，检查系统是否能准确检测到行人（或模型）并发出报警和制动请求，检查检测距

离是否满足要求；

7.2.3 其他异物检测时，应将异物分别在设备限界内和设备限界外，系统前方10m~500 m范围内往复移

动至少各两次，检查系统是否能准确检测到异物并发出报警和制动请求，检查检测距离是否满足要求。

动态试验

7.3.1 应在平直轨道上进行。

7.3.2 应在列车运行速度为120 km/h和50 km/h两种工况下分别进行。

7.3.3 行人检测时，运行前方，设备限界内和设备限界外分别设置两个行人（或模型），列车以一定的

运行速度靠近并开始检测。当列车与行人（或模型）的最小距离为500时，列车运行速度应达到规定值，

列车继续运行直至距离两个行人（或模型）均进入检测盲区，检查系统是否能准确检测到行人（或模型）

并发出报警和制动请求，检查检测距离是否满足要求；

7.3.4其他异物检测时，运行前方，设备限界内和设备限界外分别设置两个投影面积为400 mm×600 m的

箱子，列车以一定的运行速度靠近并开始检测。当列车与异物的最小距离为500 m时列车运行速度应达

到规定值，列车继续运行直至两个异物均进入检测盲区，检查系统是否能准确检测到异物并发出报警和

制动请求，检查检测距离是否满足要求。

响应时间试验

a) 将系统按照实际安装位置固定在平直线路上.
b) 使行人（或模型）从检测范围外进入检测范围内，并触发系统发出报警和制动请求，记录并计

算每次从开始检测到开始发出报警和制动请求之间的时间差。

c) 重复试验，使系统至少累计发出10次报整和制动请求，取最大时间差为系统响应时间，检查是

否满足要求。

报警解除和制动请求时间试验

a) 用异物触发系统发出报警和制动请求后，又将异物从设备限界内移到设备限界外，记录系统解

除报警和制动请求时间。

b) 重复试验，直至系统至少累计5次解除报警和制动请求，计算平均值为系统解除报整和制动请

求时间，检查是否满足要求。

误报警率和漏报警率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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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1静态和动态试验应至少各试验一次，且总检测次数不少于1000次，统计误报警次数M、正确检测次

数N和漏报警次数Q，按照系统误报警率和系统漏报警率公式分别计算误报警率和漏报警率，检查是否

满足要求。

7.6.2可与静态功能试验和动态功能试验一起进行。

电源波动和电源中断试验

按GB/T 25119—2021中12.2.3的规定进行。

低温试验

按GB/T 25119—2021中12.2.4的规定进行。

高温试验

按GB/T 25119—2021中12.2.5的规定进行。

交变湿热试验

按GB/T 25119—2021中12.2.6的规定进行。

电源过电压试验

按 GB/T 25119—2021中12.2.7的规定进行。

电磁兼容试验

7.12.1 浪涌、静电放电和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按GB/T 25119—2021中的12.2.8规定进行

7.12.2 射频试验

按GB/T 25119—2021中的12.2.9规定进行。

绝缘试验

按GB/T 25119—2021中12.2.10规定进行

冲击和振动试验

按 GB/T 21563的规定进行。

低温存放试验

按GB/T 25119—2021中12.2.15的规定进行。

防护等级试验

按GB/T 4208—2017的规定进行。

盐雾试验

按GB/T 25119—2021中12.2.11规定的ST4级进行。

一致性测试

7.18.1 MVB一致性测试按GB/T 28029.10的规定进行。

7.18.2 以太网一致性测试按GB/T 28029.12的规定进行。

7.18.3 CANopen一致性测试按GB/T 28029.11的规定进行。

8 检验规则

检验分类

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型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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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厂检验

8.2.1 对每套出厂的产品，进行出厂检验。

8.2.2 在出厂检验过程中，若任意一项不合格，均判该产品不合格。

8.2.3检验合格后出具检验合格证，内容至少包括：

a）制造单位名称或商标；

b）出厂年月；

c）检验人员姓名或代号；

d）合格印章。

型式检验

8.3.1 在下列情况下应进行型式检验：

a）新产品定型时；

b）产品结构、材料、生产工艺有重大改变，可能影响其性能时；

c）停产2年及以上再生产时；

d）已定型产品转场生产时；

e）连续生产5年时。

8.3.2 应由具有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实施。

8.3.3 检验样品在出厂检验的合格品中抽取，数量为1套。

8.3.4 型式检验全部项目应在同一次抽样的样品上进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时，该产品合格；若任意项

不合格，则该产品不合格。

检验项目

检验项目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型式

试验

出厂

检验

检验方法

对应条款

1

功能试验

静态试验 √ - 7.2

2 动态试验 √ - 7.3

3 系统响应时间试验 √ - 7.4

4 系统解除报警和制动请求时间试验 √ - 7.5

5 误报警率和漏报警率试验 √ - 7.6

6 电源波动和电源中断试验 √ √ 7.7

7 低温试验 √ - 7.8

8 高温试验 √ - 7.9

9 交变湿热试验 √ - 7.10

10 电源过压试验 √ - 7.11

11 电磁兼容

试验

浪涌、静电放电和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

扰度试验
√ - 7.12.1

12 射频试验 √ - 7.12.2

13 绝缘试验 √ √ 7.13

14 冲击和振动试验 √ - 7.14

15 低温存放试验 √ - 7.15

16 防护等级试验 √ - 7.16

17 盐雾试验 √ - 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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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一致性测

试

MVB一致性测试 √ - 7.18.1

19 以太网一致性测试 √ - 7.18.2

20 CANopen一致性测试 √ - 7.18.3
注:“√”为应做的项目;“-”为不需要做的项目。

一致性测试依据采用的网络技术进行。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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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工作简况

(一) 任务来源

《“十四五”国家综合防灾减灾规划》里提出：“提升重大工程设防水平，建

立灾害综合检测预警平台。”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工作时强调强调“轨道交

通特别是地铁，安全保障制度一定要严密，安全检查措施一定要严格，安全运行

工作一定要严谨。”此外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的《“十四五”国家信

息化规划》里指出：要提升风险监测预警能力。构建自然灾害和安全生产风险综

合监测预警体系……提升多灾种和灾害链综合监测、风险早期识别和预报预警能

力。这都强调了轨道交通防灾减灾的重要性。

因此，关于以上国家政策，为了提升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防护的水平，制定了

《城市轨道交通异物探测系统技术条件》。该技术条件旨在为设备供应商和业主

双方提供一套标准化的要求，以提高国内异物探测的规范化程度，为规模化应用

做好准备。

(二) 起草单位

标准起草单位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牵头，铁科院（北京）工

程咨询有限公司、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北京经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城轨创

新网络中心有限公司、北京交通大学、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中车

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等企业参与，形成校企联合的合作模式，发挥各家所长，

共同形成理论性与实操性相融合的标准内容。

(三) 主要工作过程

（1） 工作思路

在研究城市轨道交通异物探测系统技术条件现状背景的前提下，以现行国家

层面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和指导意见为基本遵循，以相关设备厂商、车辆厂

商、轨道交通建设运营企业的相关探索为实践支撑，结合对相关行业主管部门、

企业、评价技术人员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深入走访调研，分析总结实践经验，参

考有关国内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明确标准编制的框架和主

要内容，按照团体标准的编制流程分别进行项目立项审查、大纲评审、编制《城

市轨道交通异物探测系统技术条件》征求意见稿、送审稿和报批稿，最终通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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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发布实施。

（2） 工作过程

在前期查阅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参编单位共同开展标准制定前期研究与制定

准备工作。

2024 年 1 月，编制工作大纲及标准目录（含二级目录），梳理编写思路和大

致内容。

2024 年 1 月 30 日，召开编写组会议，讨论标准申报立项准备工作并确定大

纲。

2024 年 3 月 5 日，编写组邀请行业专家对标准架构进行审定，明确标准的

名称、主题架构和逻辑思路，并对工作大纲并讨论、修改。

2024 年 3 月 29 日，由交通运输协会组织召开标准立项会，经过专家讨论和

评审，立项通过，并充分征求了现场专家对标准的评审意见。该项目于 2024 年

4 月 2 日在交通运输协会官网公示，见下图第四项。

2024 年 4-6 月，编写组各单位分别编写各部分标准草稿内容，并通稿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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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稿。

2024 年 7 月，编写组根据调研结果，调整修改部分条目，明确部分内容。

2024 年 8 月 30 日，编写组邀请各参编单位专家审查标准内容。

2024 年 9 月-11 月，编写组根据专家意见对草稿内容进行调整，修改部分结

构，调整语言表述，形成征求意见稿草稿。

二、 制定标准的目的、意义及必要性

（1）开发城市轨道交通异物探测系统，有利于保障轨道交通运输安全。

近年来城市轨道交通的运行速度逐步提升，在轨道交通线路自动化程度日益

提升，线路运行密度不断提高的背景下，如何实现对异物侵限和列车碰撞等危害

事件的远距离早期预警，避免事故发生，同时在信号系统故障恢复运营过程中确

保列车的安全，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城市轨道交通异物探测系统可以在列车运行过程中检测出前方的异物并发

出预警，避免造成事故。作为保障列车安全的子系统，其可靠性和可用性将直接

关系到轨道交通运输安全。

目前城市轨道交通异物探测系统已有诸多产品问世，但是缺少相应的技术条

件。城市轨道交通异物探测系统技术条件的制定，将全面提升城市轨道交通的异

物侵限风险防控技术水平，为安全运营提供有力保障

（2）开发城市轨道交通异物探测系统，有利于应对城市轨道交通的复杂环

境。

城市轨道交通一般都处在地下或高架桥的半封闭空间里，具有隐蔽性、封锁

性、人员和设备高度密集等特点，并且列车运行环境复杂多变，列车运行速度等

级较高，线路直道弯道相互交错，区间照度较低，异物侵限事件突发性强，一旦

发生重大事故、灾难等突发事件，人员疏散和救援困难，处置不当将产生巨大的

人身和财产损失，对社会经济和生活造成重大影响。这其中有一部分是由于异物

侵限造成的。虽然大运量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均为独立路权，但诸如大风吹浮异

物落入线路、接触网塌网、防淹门因锁闭设备故障错误落下、屏蔽门零件脱落、

人员翻越屏蔽门进入线路等侵限事件仍时有发生，严重威胁运营安全。

而利用车载和区间地面立体感知设备以及车地协同交互技术，实现超视距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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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物体探测和识别，提前发现异物侵限并提早采取应急措施，这是当前应对城市

轨道交通的复杂环境的一个必然趋势。该系统将有效降低由异物侵限造成的城市

轨道交通基础设施损坏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损失，为安全监测与预防技术的

应用奠定基础，为运营安全提供有力保障。

（3）开发城市轨道交通异物探测系统，有利于避免人为因素导致的安全事

故。

在 ATC 系统故障，列车以限制人工驾驶模式或非限制人工驾驶模式进行故障

恢复的过程中，系统安全责任完全由司机承担。如果司机误认信号或因瞭望不足

错过最佳制动时机，极易发生碰撞事故。

侵限物体探测系统有别于传统的列车控制系统，借鉴了汽车领域的高级驾驶

辅助系统和环境感知技术，采用的传感器选用汽车自动驾驶使用的可见光摄像机、

红外摄像机、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等，在感知算法方面采用汽车自动驾驶使用

的机器学习算法进行目标检测和分类，将汽车领域的多传感器融合技术进行跨界

应用。

鉴于以上原因，非常有必要建立针对城市轨道交通异物探测系统的标准，结

合探测系统特点与城市轨道交通运行情况，提出更为贴切的技术指标和测试项目，

厘清城市轨道交通异物探测系统规模化应用的技术依据。

三、 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 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经中国交通运输协会批准立项，按照 GB/T1.1-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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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起草组经广泛调

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内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

础上，制定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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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二) 主要技术内容与框架

前言

本文件经中国交通运输协会批准立项，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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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文件起草组经广泛调

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内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

础上，制定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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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交通运输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铁科院（北京）工

程咨询有限公司、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北京经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城轨创

新网络中心有限公司、北京交通大学、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中车

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晔、张思韬、杨唐文、于鑫、王忻、张凌云、吉祥雨、

柳青红、郭鹏跃、彭凯贝、张志良、苗少华、连丽荣、柏文锋、王一兆、周安德、

郭怡

（二）正文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城市轨道交通异物探测系统的总体要求、系统构成、功能要求、

技术要求、检验规则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城市轨道交通异物探测系统的设计、制造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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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4208—2017 外壳防护等级（IP 代码）

GB/T 21563—2018 轨道交通 机车车辆设备 冲击和振动试验

GB/T 24338.4 轨道交通 电磁兼容 第 3-2 部分：机车车辆 设备

GB/T 25119—2021 轨道交通 机车车辆电子装置

GB/T 28029.4 轨道交通电子设备 列车通信网络（TCN） 第 2-3 部分：TCN

通信规约

GB/T 28029.9 轨道交通电子设备 列车通信网络（TCN） 第 3-1 部分：多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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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车辆总线（MVB）

GB/T 28029.10 轨道交通电子设备 列车通信网终（TCN） 第 3-2 部分：多

功能车辆总线（MVB）一致性测试

GB/T 28029.11 轨道交通电子设备 列车通信网络（TCN） 第 3-3 部分：

CANopen 编组网（CCN）

GB/T 28029.12 轨道交通电子设备 列车通信网络（TCN） 第 3-4 部分：以

太网编组网（ECN）

GB/T 32347.1—2015 轨道交通 设备环境条件 第 1 部分：机车车辆设备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异物 foreign object

除轨道交通线路设计允许的其他一切不应存在于车辆设备限界内的物体。

3.2

异物探测系统 foreign object detection system

能通过检测装置对列车运行前方车辆限界内的异物进行检测,并按规定发出

报警和制动请求的系统。

3.3

安全距离 safety distance

异物探测系统可探测且可满足列车制动需求的列车车头与异物间的最短距

离。

4 系统构成

4.1 城市轨道交通异物探测系统（以下简称“系统”）应具有异物探测功能，

系统可包括车载子系统、地面子系统、通信模块等，系统结构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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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系统构成示意图

4.2 车载子系统包括车载雷达、车载图像传感器、存储设备、边缘计算模块、

车载安全检测预警终端、通信接口。

4.3 地面子系统包括地面雷达、地面图像传感器、存储设备、边缘计算模块、

通信接口。

5 系统功能

异物探测系统应包括探测功能、数据分析、报警功能、制动请求功能；车载

子系统功能包括车载探测功能、车载存储功能、车载边缘计算功能、车载安全检

测预警功能；地面子系统包括地面探测功能、地面存储功能、地面边缘计算模块。

6 技术要求

对城市轨道交通异物探测系统使用的技术要求进行规定。包括一般要求、环

境适应性条件、供电要求、探测能力。

7 试验方法

规定了试验要求、静态试验、动态试验、响应时间试验、报警解除和制动请

求时间试验、误报警率和漏报警率试验、电源波动和电源中断试验、低温试验、

高温试验、交变湿热试验、电源过电压试验、电磁兼容试验、绝缘试验、冲击和

振动试验、低温存放试验、防护等级试验、盐雾试验、一致性测试。

8 检验规则

规定检验分类、出厂检验、型式检验、检验项目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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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预期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分析

《城市轨道交通异物探测系统技术条件》所涉及的车地协同超视距识别系统，

能够全方位实时感知列车运行环境，及时探测并精准识别侵限物体，有效降低由

异物侵限造成的城市轨道交通基础设施损坏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损失，为安

全监测与预防技术的应用奠定基础，为运营安全提供有力保障。该标准面向城市

轨道交通运营风险防控市场，相关技术与装备成果具备良好的产业化与推广应用

市场，促进我国相应产业链发展；该系统的进步可降低由异物侵限导致的次生运

营风险，完善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生态保护格局，提升城市生态韧性与环境可持续

保障能力。

五、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本标准是对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异物探测提出相关要求的标准，在起草过程中

参考了部分国际相关标准，达到了国际水平。

六、 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我国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不矛盾。本标准是以现

行国家层面相关法律法规、指导意见为基本遵循，编制过程中，充分考虑国内外

现有相关标准的统一和协调。

七、 标准中涉及知识产权情况说明

本标准中未涉及知识产权问题。

八、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标准的编制过程中没有遇到重大的分歧意见。

九、 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建议作为推荐性标准发布实施。

十、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实施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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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为首次针对城市轨道交通异物探测系统技术条件的团体标准，并且为

推荐性标准。标准正式发布后建议国内各设备厂商和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单位采用

该团体标准对城市轨道交通异物探测系统进行技术要求。

十一、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