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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综合监控专业作为城市轨道各个子系统信息传递的枢纽，不仅可以为各个孤岛系统建立

一个综合的监控界面进行信息交互，还能够对各个子系统实现底层设备的监控，为城市轨道

行业的数据化、信息化和地铁的高速安全运营提供可靠的条件。 

综合监控检修工的主要职责是对所属综合监控系统设备（包括软件和硬件）、对应的子系

统接口进行维护，其中包括日常巡检，计划性检修、故障修等，作业要求非常严格。对作业

人员本身而言，综合监控检修作业不仅需要健康的身体素质，还需要超强的心理素质，遇到

故障抢修能够沉着应对。除此之外，对于一个综合监控检修工而言，必须具备的专业知识、

牢固的基础理论知识、丰富的实战经验、熟悉设备的能力等都是必须的。 

由于综合监控系统涉及城市轨道交通多个系统，车站常见的有广播系统、闸机、电梯、

导向、站台门，这些设备都和综合监控系统有信息交互，有些能监控，有些只能监视，除此

之外还有重要的电力监控系统、火灾报警系统、环控系统等等。所有的连接都采用各自的通

信协议和接口方式。要想成为一个专业的综合监控检修工，不仅需要了解自身的设备，还需

要对相连接的子系统的通信方式进行彻底学习。 

综合监控系统基于软件平台，会出现不同的线路。不同的厂家就有不一样的软件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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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综合监控检修工不能一直处于一条线作业，当同时在线路之间进行维护时，就需要具备

强大的综合监控检修工基础知识和实践经验。本书并没有对具体的软件平台进行讲解，但是

对设计规范和理论进行了剖析，读者只有熟记规范，才能在以后的岗位上得心应手，处理故

障才能手到擒来。 

本书共有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内容为综合监控系统介绍和综合监控系统常用的协议知识；

第二部分为综合监控检修工岗位知识；第三部分为故障处理和应急处理；第四部分为新技术

应用，对综合监控系统远程巡检、水泵在线监测、一键程控功能等新技术应用作了简要介绍。 

本书以理论知识为载体，结合成都地铁 1/2/3/4 号运营线为示例，由浅入深、通俗易懂，

较好地体现了综合监控检修工的岗位要求和工作内容，实现了培训教育与岗位技能的有效对

接，能帮助读者加深对综合监控检修工岗位的了解，对于提高从业人员基本素质、掌握综合

监控检修工岗位的核心知识与技能有直接的帮助和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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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岗位知识 

 

第三章  综合监控功能及接口知识 

【本章学习重点】 

本章节主要介绍了综合监控与其他子系统的接口及功能，且详细介绍了综合监控实现的

机电系统功能。 

第一节  综合监控系统功能 

综合监控系统的服务对象包括控制中心的调度与管理人员，车站、车辆段的值班人员和

系统维护人员等。其中，控制中心的调度员和管理人员完成中央级的监控和调度指挥，车站、

车辆段的值班人员负责车站级的监控和调度指挥；系统维护人员完成综合监控系统、集成系

统设备的维护。 

为了使各使用者能迅速快捷准确地使用综合监控系统，综合监控系统开发了通用、控制、

数据和联动等功能。 

第一目  通用功能 

综合监控系统实现对所有集成和互联子系统的具体功能，并提供相应的功能扩展。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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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综合监控系统提供以下通用功能： 

1. 系统安全及权限管理 

为了操作的安全，ISCS 识别所有系统用户并对他们的行为做出限制。操作员需要提供用

户名和密码登录到 ISCS 后才能使用 HMI。ISCS 对提供的信息进行审查，未知的用户或错误

的密码将被拒绝登录。不同的用户可以具有相同的角色，相同的规则可以应用到不同的用户

身上，这就是权限的概念。权限是通过“位置功能”矩阵所定义的一组规则。位置指权力可能不

同的任何地方，功能指需要监视/控制权力的任何系统、设备群或软件功能。权力允许或禁止

操作员执行监视/控制动作。 

“操作员”指使用应用程序的人。一个操作员通常拥有一个账号，这个账号通过他的用户名

来定义，并且使用一个密码来登录到应用程序的安全管理系统。一个操作员可以具有一个或

多个相关的权限来决定他在整个应用程序里所具有的权利。因此，操作员要进入 HMI 就需要

提供用户名、权限及密码。操作员可从 HMI 修改自身登录的用户名，要从 HMI 注销也需要提

供自己的密码。 

所有密码会被加密，输入时不会在显示屏上显示。操作者登录口令字进入系统时，屏幕

只显示操作者用户名及表示密码的“*”。按“登录”键后，所输入的数据将决定是否能打开 HMI。

操作员可同时登入数个 HMI，即操作员可同时登入其他工作站。 

2. 操作互斥及操作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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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心操作员、车站操作员、车辆段和停车场操作员等多个位置均能对某个受控对象

进行控制操作，如果不进行管理，可能造成人为操作事故，因此必须对控制权限进行管理。 

控制权限管理方式包括：中心控制和车站控制的控制权互斥；就地控制和远方控制（中

央级或车站级）的控制权互斥。 

1）中央级和车站级 

中央级和车站级对受控设备的控制权之间必须互斥，中央级和车站级不可同时对受控设

备进行控制操作。即在中央级控制方式下，车站级不能对设备进行控制。若车站级需对设备

进行控制时，必须待中央级将控制权下放到车站级，此时，中央级失去对设备的控制权。中

央级控制权和车站级控制权之间的移交，必须由双方确认。当中心与车站通信中断后，控制

权自动转移至车站，待中心与车站通信恢复后，中央级能主动收回控制权，或待车站级将控

制权交回后，中央级重新获得对设备的控制权。 

2）就地控制和远方控制 

设备就地控制与远方控制（中央级或车站级）由硬件设备设置控制标志，实现控制权互

斥。系统提供系统控制权限管理界面，用户通过该界面进行控制权移交、控制权查询、控制

权强制解除功能。 

控制权限由授权人（如中心调度员）授权给被授权人（如系统维修员或车站值班员），

授权期间授权人失去已授权对象的控制权限。被授权人工作完毕后，交回授权对象的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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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可被授权的对象由单个可遥控设备、预先定义的成组可遥控设备或全站可遥控设备组成。 

控制权限的移交或强制结果应在系统事件记录的控制权限管理表中详细记录。记录内容

包含：授权操作时间、接受授权时间、授权人、被授权人、授权操作结果和控制权位置等项

内容。授权操作由授权人发出，经被授权人确认后完成。一般已授出的控制权限由被授权人

上交，授权人不主动收回。在发生紧急事故时，授权人可以强制收回操作权。 

3. 时钟同步 

ISCS 综合监控具有对时功能，可以实现整个系统所有的服务器、工作站的对时，保证整

个系统具有相同的时钟。 

校时服务器首先对 OCC 中心服务器进行校时，中心 OCC 服务器通过 MBN 网络对网络中

的车站 ISCS 系统和车辆段 ISCS 系统进行校时。 

4. 屏幕拷贝 

综合监控系统的图形显示软件具有屏幕打印功能，通过操作员发出命令可将操作员选定

的画面（或者整个屏幕）在指定的打印机上打印，也可将图形导出到文件中进行打印。 

5. 存档要求 

ISCS 系统操作记录的存档功能如下： 

（1）任何控制操作，无论执行成功或失败，均被记入事件列表中，并允许以操作记录的

筛选条件进行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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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操作记录内容包括操作员标识、操作位置、控制对象、命令发出时间（秒级精度）、

遥控性质、执行结果等，并可在事件打印机上打印。 

（3）对于顺序控制和模式控制，可以查看和打印控制序列执行过程每一步的事件列表，

包括触发事件和执行结果（成功或失败）。 

（4）事件列表中的记录在当地的存档文件和 OCC 的大存储量的设备中（包含操作记录）

可保留 13 个月以上。超过 13 个月的数据可以转存到可读写光盘/磁带中，并可重新载入系统

进行查询。 

（5）操作记录的时标包括年月日时分秒，记录精度为 1 s。 

ISCS 可通过 HMI 访问磁带上的历史数据，但由于磁带机属机械设备，其反应性能并不能

满足 HMI 的基本要求，故不建议使用 HMI 访问磁带上的历史数据。 

6. 打印管理 

系统配置下列打印机： 

（1）事件/报表打印机：打印有关事件信息及统计报表； 

（2）彩色激光打印机：进行屏幕或报表打印； 

（3）系统打印机：在工程师站/维护工作站进行屏幕或档案打印。 

所有打印机可以通过网络实现共享。每台工作站可以预设默认的打印机。当默认打印机

故障时，操作员可选择其他打印机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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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管理具有定向打印功能，可以按需打印和禁止打印。在这种情况下，操作员能处理

就地的文档文件及打印必要的信息。通过设置，所有打印任务均可输出到文件。 

7. 设备状态与报警功能 

1）状态概况 

任何时刻，操作员能查看 ISCS 所监控设备的状态概况。通常，概况应有两种形式： 

当前报警清单：这个清单能显示全部设备的当前报警状态，并且每个轮询周期更新一次

状态。 

事件概况清单：这个清单能显示全部被控系统的设备状态和已经发生的事件。这些事件

包括操作员的操作和系统事件。 

清单能以车站、系统、设备类型或者设备编号分组进行显示。提供显示全部 ISCS 所监控

设备的动态画面。建议当设备出现故障时，表示设备的动态符号应变成红闪。 

2）设备状态显示 

ISCS 系统操作员工作站屏幕上显示的内容包括 ISCS 系统以及现场设备的状态。这些状

态信息可用文本或静态/动态图形的方式来显示。 

显示的信息包括以下内容： 

（1）各系统设备状态和报警指示。 

（2）模拟量的测量值（如电压、电流、温度、湿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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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设定点值、能量消耗（现场设备提供能耗数据）。 

（4）各系统的系统图。 

（5）模式运行信息。 

3）报警管理 

ISCS 系统的各级操作员操作站都具备完善的报警功能，可对将报警信息进行分级，筛选

重组，建立一个报警体系。当出现灾害或重大事件时，对调度员、车站工作人员及乘客进行

声音报警，并能根据事件严重性以不同形式分类报警。ISCS 设置不限于如下报警级别：紧急

报警、事故报警、预告报警、事件报警。 

每个监控点都可以被赋予报警级别，报警级别可用于报警过滤。报警过滤可以由操作员

手动启动，或自动地被预定义的事件触发。由于不同的操作员有不同的操作职责，所以只有

相关的报警显示在对应的操作员站上。不同操作员工作站的职责决定了该操作员站接收相应

的报警。 

8. 监视功能 

1）人机界面 

工作台可以完成动态和静态画面、运行情况摘要（包括软件各模块运行状况及诊断），允

许在线生成和修改画面。 

图形画面包括地形画面、示意性画面、图表图及趋势图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