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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城市轨道交通的兴建，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城市的公共交通问题，同时还能起到节省土地资源、减
少交通排放、改善城市居住环境和投资环境等多方面的作用，所以近几年来我国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
发展非常快，社会对城市轨道交通相关专业人员的需求也较大。
迄今，我国城市轨道交通的从业人员大多与国铁或者说铁道行业有关，也确实因为“国铁”与“城市
轨道”之间有若干方面是相通的，特别是对于通才教育的高等教育来说，也许交通是要强调专业或者
学科相通的一面，而非特殊的一面。
诚然，“通”或者“广”是需要基础的，这不仅仅是知识的构成，而更为重要的是对技术问题进行判
断、处理的思维习惯和认真严谨的态度。
思维习惯和工作态度是可以培养的，培养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是主动接受教育。
　　城市轨道交通的服务对象是客流。
就一般乘客而言，车体的舒适性、速度、进出车站的便捷性等是可以感受的。
显然，让乘客的所有感受能够达到优良的组合，是我们专业技术人员努力的目标。
非常遗憾的是这一目标可能是永无止境的，所以未来技术人员应该不停地思考不足之处，不断地追求
新技术，实现不断的自我发展。
我在上学的时候，国内仅北京有地铁，也没有听说过自动售检票系统和列车自动驾驶系统，只是知道
城市轨道交通（那时候称地下铁道）涉及许多专业，单方面的最优的简单组合，不一定就能够实现系
统的最优。
到了20世纪90年代，国内的城市轨道交通开始加快发展步伐，那个时候许多土建的专业人员开始知道
在有限的轨道交通车站内部需要容纳许多的“系统”，正是众多的“系统”保证车体的快速和舒适。
这些系统分别属于不同的学科领域，很难将这些系统纳入到一门课程之内。
随着城市轨道交通的快速发展，国内从事这一行业的设计、施工、建设管理、监理等方面的技术人员
得到迅速的扩张，当交通类或土建类的设计院纷纷承担起城市轨道交通的各项设计任务的时候，让技
术人员知道城市轨道交通设备系统的组成已成为必要，尤其是交通类的大学生们更应该了解这些系统
的组成，但苦于没有现成的教材，于是萌生了邀请设计院的同行们一道来编写《城市轨道交通设备系
统》这样一本教学参考书，使在校的学生们有机会了解土建之外的系统，让他们今后的技术作品能够
更加完善。
　　本书由周顺华主编，金锋主审，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罗衍俭先生，南京
市地下铁道责任有限公司佘才高、裴顺鑫先生的大力支持，主审人广州市地下铁道总公司教授级高工
金锋先生提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为本书内容的提升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全书共分十一章。
第一章由周顺华编写；第二章由张旭东、罗衍俭编写；第三章由叶玉萍、莫汉军编写；第四章由王之
峰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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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城市轨道交通系列教材，全书共分十一章，首先介绍了容纳城市轨道交通设备系统的车站建筑
设计，在此基础上系统介绍了城市轨道交通设备系统，包括供电系统、通信系统、信号系统、火灾自
动报警系统、自动售检票系统、通风空调系统、给排水及消防系统，同时还介绍了控制中心、车辆段
与综合基地的设备组成。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交通工程、土木工程等相关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参考书，也可供从事城
市轨道交通工程建设、运营、管理等领域的相关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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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　车站建筑　　车站是轨道交通与乘客联系的最重要节点，是供列车到、发及折返、乘客
集散的唯一途径，所以车站在路网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此外，为了保证安全高效的运行，车站内部需要安置数量较多的设备。
　　车站建筑设计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城市轨道交通线路设计的成败。
作为交通类建筑的一种，车站的建筑设计与其他建筑设计有很多相似之处，一般需要通过设计者的深
入研究、分析、构思后形成一种“能”和“形”的组合。
所谓“能”就是指被建对象的功能组合，“形”表示被建对象实实在在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形态。
通常我们说：某某建筑很好用，就是说这种“能”的组合合理；某某建筑好看或者美观就表示这种“
形”的组合很成功。
只有“能”和“形”的有机组合，才能形成一个好的建筑设计。
　　城市轨道交通的车站建筑设计应更偏重“能”的设计：由若干专业和系统组合为一体的车站工程
，其功能设计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保证城市轨道交通快捷的前提。
　　城市轨道车站建筑设计包括两大部分内容：总平面设计和平面设计。
车站建筑首先要根据线路的走向，结合现场踏勘和调查，初步拟定包括车站的基本站位、站型、出地
面的风井、出人口位置等车站总平面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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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城市轨道交通设备系统》由周顺华主编，金锋主审，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
究院罗衍俭先生，南京市地下铁道责任有限公司佘才高、裴顺鑫先生的大力支持，主审人广州市地下
铁道总公司教授级高工金锋先生提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为《城市轨道交通设备系统》内容的提
升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全书共分十一章。
第一章由周顺华编写；第二章由张旭东、罗衍俭编写；第三章由叶玉萍、莫汉军编写；第四章由王之
峰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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