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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总联调》共分8章，主要论述城市轨道交通机电设备系统总联调技术。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总联调》第一章概述城市轨道机电系统的组成和功能，论述了城市轨道交通系统
总联调的特点和意义以及总联调实施过程中应关注的问题。
其他各章分别阐述了系统总联调主要工作、系统总联调的实施、总联调的安全和质量保证措施、城市
轨道交通总联调的管理模式和各参建方在总联调阶段的责任范围、系统总联调的监理，最后例举了多
项机电系统联动功能测试和运营演练项目实施案例。
为使《城市轨道交通系统总联调》在指导城市轨道交通机电设备总联调实施中具有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在书中附录了大量的图表和记录表格。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总联调》是全国设备监理执业人员继续教育的指定用书。
也可作为相关工程硕士专业的教学用书，并可作为城市轨道交通行业建设和运营单位、设计咨询单位
、施工及设备承包商等企业技术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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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6.3 系统之间联调监理6.3.1 系统之间联调组织由监理组织和协调各系统之间的联调实
施，明确各单位调试实施人员和配合人员的职责和配合的内容，明确各参与调试人员的职责，参与制
定各系统之间联调方案和计划以及相应的现场调试配合计划，组织安排相关供货商、施工单位参与设
备各系统联调，并负责协调系统联调过程中出现的技术问题。
监理作为系统联调监理责任主体，在联调阶段可参照图6.2 的接口调试组织架构、建立相应的系统联调
的组织架构。
6.3.2 系统之间联调监理工作主要内容城市轨道交通设备系统联调过程是设备质量形成的重要过程之一
，各系统设备只有经过系统功能联调才能投入试运行，此过程监理工作主要内容有、（1）制定系统
之间联调质量控制点，作为监理进行系统联调质量控制和进度控制的参照点。
（2）在联调开始前，参加由业主组织，系统集成商、设备供货商、设备安装商、设计单位等参加的
协调会议。
主要议题是各方对联调咨询商编制的联调文件进行澄清与确认；明确各方分工和职责；讨论系统之间
联调需具备的工作条件及其协调问题。
（3）组织（或参加）设备联调例会，讨论和分析在系统联调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督促相关承包商
加以解决；协调解决在联调过程中各方的矛盾。
解决联调过程~中存在的质量问题、进度问题。
（4）当调试盼测试数据出现偏差时，督促相关各方提出技术改进措施，并对问题改进过程进行跟踪
，对关键参数或重要环节监理要进行复测，以保证测试数据的正确性和客观性。
（5）审查调试承包商提交的调试进度报告，并对相关的内容进行抽查、确认。
在授权的范围内，审核批准调试承包商的调试进度修正计划，协调解决影响调试进度的各种问题。
（6）审查承包商的联调测试记录，以合同技术规格、相关设备质量验收标准和规范为依据，判断和
评估调试结果，调试合格给予签证。
（7）当完成调试大纲和系统承包合同技术规格所规定的调试和测试项目，经审查联调测试记录符合
要求，应对联调过程和结果进行总结和评估，为系统总联调和系统试运行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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