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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规范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验收评价工作，做好安全设施“三同时”，科学评价城市轨道交通安全生产

的条件和能力，促进城市轨道交通的安全运行，制定本标准。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安全验收评价是在工程竣工、试运营正常后，通过对城市轨道交通的设施、设备、

装置实际运行状况及管理状况的安全评价，查找本工程试运营后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的种类和程度，

提出合理可行的安全对策措施及建议。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验收评价的目的是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

主、综合治理”方针，为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验收提供科学依据，对城市轨道交通工程中未达到安全目标的

系统或单元提出安全补偿及补救措施，以利于提高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本质安全程度，满足安全运营的要

求。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验收评价的基本原则是具备国家规定资质的安全评价机构科学、公正、合法、自

主地开展安全验收评价。

本标准的附录A为规范性附录，附录B、C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南京地下铁道有限责任公司、广州市地下铁道总公

司、深圳市地铁有限公司、沈阳地铁有限公司、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钟茂华、许巧祥、刘光武、符泰然、徐一平、何理、牛康、邓云峰、韩利、李广俊、

史聪灵、郭再富。



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验收评价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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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验收评价的程序、内容等基本要求，以及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验收评

价报告的编制格式。

本标准适用于国内城市轨道交通的安全验收评价工作。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为

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本标准未被

引用的相关标准应视之有效。

GB 50]s7—2003地铁设计规范

GB 50299 1999地下铁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016 2006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57 94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AQ 8001—2007安全评价通则

AQ 8003--2007 安全验收评价导则

3术语

3．1

城市轨道交通urban rail transit

城市轨道交通是在不同型式轨道上运行大、中运量城市公共交通工具，是当代城市中地铁、轻轨、单

轨、自动导向、磁浮等轨道交通的总称。

3．2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安全验收评价safety evaluation Oil project completion of urban rail transit

在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竣工、试运营正常后，检查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的安全设施、设备、装置与主体工

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的情况；安全生产管理措施到位情况；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健

全情况；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建立情况；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建设满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行政规章、

规范要求的符合性情况，从整体上确定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的运行状况和安全管理情况，作出安全验收评

价结论的活动。

3．3

环境与设备监控系统building automatic system(BAs)

对城市轨道交通建筑物内的通风空调、给排水、照明、乘客导向、自动扶梯及电梯、屏蔽门／安全门、

防淹门等建筑设备和系统进行监视、控制、管理的系统。

3．4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fire alarm system(FAS)

包含城市轨道交通火灾报警、消防控制等监视城市轨道交通火灾灾情及联动控制消防设备，为城市

轨道交通防火救灾工作进行自动化管理的系统。

4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验收评价工作程序

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验收评价程序包括：前期准备；编制安全验收评价计划；安全验收评价现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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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识与分析危险、有害因素；划分评价单元；选择评价方法；定性、定量评价；提出安全对策措施建议；作

出评价结论；编制安全验收评价报告；安全验收评价报告评审等。

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验收评价程序参见附录A。

4．1前期准备

明确评价对象和评价范围；组建评价组；收集国内外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行政规章、规范及其他安

全验收评价工作所需要的基础资料。

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验收评价需提供资料的参考目录见附录B。

4．2编制安全验收评价计划

在前期准备工作基础上，分析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建成后主要危险、有害因素，依据有关安全生产的

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确定安全验收评价的重点；依据城市轨道交通实际情况选择验收评价方法，确定

安全验收评价进度。

评价机构根据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安全验收评价实际运作情况，编制安全验收评价计划书。

4．3安全验收评价现场检查

按照安全验收评价计划对城市轨道交通安全生产条件与状况独立进行验收评价现场检查，城市轨

道交通安全验收评价现场检查点见附录c。

评价机构对现场检查及评价中发现的安全隐患及存在问题，提出改进措施及建议。

4．4辨识与分析危险、有害因素

参考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预评价报告，根据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周边环境、线路走向、平立面布局、城市

轨道交通工程各系统设计方案、辅助生产设施、公用工程、作业环境、场所特点或功能分布，分析并列出

危险、有害因素及其存在部位、重大危险源的分布、监控情况。

4．5划分评价单元

评价单元可按以下内容划分：城市轨道交通各系统设计的法律／法规符合性；设施、设备、装置方面

的法律／法规符合性、有效性；公用工程和辅助设施配套性、有效性；周边环境适应性、应急救援和人员疏

散有效性；城市轨道交通安全运营管理方面充分性等。

4．6选择评价方法

应依据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的实际情况选择适用的评价方法。

4．7定性、定量评价

4．7．1符合性评价

利用安全检查表等评价方法，检查各类安全生产相关证照是否齐全，审查、确认主体工程建设、工业

园区建设是否满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行政规章、规范的要求，检查安全设施、设备、装置是否已与

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检查安全生产管理措施是否到位、安全生产规章制

度是否健全、是否建立了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等。

4．7．2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典型车站人员疏散能力评价

采用计算模拟的评价方法对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典型车站人员疏散能力进行评价。

4．8提出安全对策措施建议

应根据评价结果，依照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标准、行政规章、规范的要求，提出安全对策

措施建议。安全对策措施建议应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和经济合理性。

4．9作出评价结论

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验收评价结论应包括：法律法规符合性评价的综合结果；评价对象运行后存在的

危险、有害因素及其危险危害程度；明确给出评价对象是否具备安全验收的条件。对达不到安全验收要

求的评价对象明确提出整改措施建议。

4．10编制安全验收评价报告

安全验收评价报告应全面、概括地反映验收评价的全部工作，文字应简洁、准确，可同时采用图表和

，



照片，以使评价过程和结论清楚、明确，利于阅读和审查。符合性评价的数据、资料和模拟计算过程等，

必要时可编人附录。

4．1 1 安全验收评价报告评审

建设单位按规定将安全验收评价报告送专家评审组进行技术评审，并由专家评审组结合现场情况

提出书面评审意见。评价机构根据专家评审组的评审意见，修改、完善安全验收评价报告。

5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验收评价报告内容和要求

5．1 安全验收评价报告基本内容

5．1．1 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验收评价报告编制说明包括：

一编制依据；
一 评价目的；

评价范围；

——评价原则；

一评价程序。

5．1．2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概况包括：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建设单位简介；

一一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项目概况；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线路、各系统及主要辅助设施的设计方案；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建设单位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及管理制度。

5．1．3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危险、有害因素分析：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供电系统危险、有害因素分析；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车辆系统危险、有害因素分析；

一一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线路及轨道危险、有害因素分析；
一一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通风、排烟系统危险、有害因素分析f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给、排水系统危险、有害因素分析t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通信、信号系统危险、有害因素分析；

一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防灾报警与环境监控系统危险、有害因素分析；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自动售检票系统危险、有害因素分析#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屏蔽门／安全门系统危险、有害因素分析；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车辆基地危险、有害因素分析；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控制中心危险、有害因素分析；

——危险化学品危险因素分析；

——自然灾害危险性分析；

——其他危险因素分析。

5．1．4评价单元的划分及评价方法的选择。

5．1．5城市轨道交通各系统安全检查表评价：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供电系统安全检查表评价；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车辆系统安全检查表评价l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线路及轨道安全检查表评价；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通风、排烟系统安全检查表评价；

一一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给、排水系统安全检查表评价；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通信、信号系统安全检查表评价；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防灾报警与环境监控系统安全检查表评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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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自动售检票系统安全检查表评价；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车辆基地安全检查表评价；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控制中心安全检查表评价。

5．1．6城市孰道交通工程常规防护设备设施评价：

——安全标识的设置评价；

——防护栏杆安全防护设施安全性评价；

——机械伤害安全防护设备设施检查表评价；

——高处坠落安全防护设备设施安全评价；

——屏蔽I'1／安全门安全防护设备设施安全评价。

5．1．7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防火防爆安全措施评价：

——建筑防火安全措施评价；

——易燃易爆场所安全措施评价；

——蓄电池间安全措施评价；

——气瓶间安全措施评价；

——电缆防火措施评价。

5．1．8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电气安全措施评价：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主变电站、牵引、降压变电站安全评价；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接触网系统安全评价；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电力监控系统安全评价；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防雷接地及杂散电流防护系统安全评价。

5．1．9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特种设备监督检验记录及强制检测设备检查评价：

——电梯安全检查评价；

——起重设备安全检查评价；

——车辆基地内机动车辆安全检查评价}

——压力容器安全检查评价；

——强制性检测设备安全检查评价。

5．1．10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试运行情况评价：

——各系统运行状况及存在的问题；

——各系统故障记录。

5．1．11城市轨道交通安全运营管理评价包括：

——安全生产管理组织机构；

——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特种作业人员培训；

——日常安全管理；

——运营组织方案；

——特殊情况运营组织。

5．1．12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典型车站人员疏散能力评价。

5．1．13安全验收评价结论。

5．2安全验收评价报告要求

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验收评价报告应内容全面，条理清楚，数据完整，查出的问题准确，提出的对策措

施具体可行，评价结论客观公正。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验收评价要由熟悉轨道交通、机电、消防以及安全

工程的专家共同参与完成，评价组成员的专业能力应涵盖评价范围所涉及的专业内容。

4



6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验收评价报告编制格式和要求

AQ 8005--2007

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验收评价报告的编制格式应符合《安全评价通则》、《安全验收评价导则》的相关

规定。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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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规范性附录)

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验收评价工作程序

A．1 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验收评价工作程序见表A．i。

表A．1 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验收评价工作程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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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资料性附录)

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验收评价需提供资料

B．1 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验收评价需提供资料见表B．1。

表B．1 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验收评价需提供资料

AQ 8005--2007

立项批准文件、初步设计批准文件

相
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预评价报告及相关备案文件

关
城市轨道交通消防验收评价报告综合结论及批复文件

批
复

=赋市轨道交通防雷检测合格证明
资
料

城市轨道交通特种设备检验检测合格证

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预评价报告主要结论及执行情况

设
可行性研究报告

计
初步设计

文
件

各类设计图纸

设置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相关文件

检查安垒管理人员的考核记录

运营管理部门主要负责人的安全生产责任制档案文件

各部门安全管理人员的安全生产责任制档案

安全生产责任制责任档案

安
安全管理目标档案

全
本单位财务提供的安全投入、工伤保险、劳保用品、安全培训等的资金投人证明

管
理

突发事件应急救援预案

安全教育培训记录

安全交流机构文件及向旅客发放的安全教育手册

事故隐患管理档案

岗位的安全操作规程

安全检查档案

查阕车辆使用年限档案和车辆技术文件

车辆 车辆出厂合格证、检测证明

查阅车辆维修人员的上岗资质文件和定期培训记录

设
主变电站设计文件

备
设

供电系统 牵引变电站设计文件
施

降压变电站的设计技术文件

防火与报警系统 防火灾、防风灾、防地震、防水淹等的安全防范措施

线路及轨道 查询线路及轨遵的设计技术文件



AQ 8005--2007

表B．1(续)

电梯、扶梯、自动人行道的清单、检测证明及安全防护措施
机电设备

屏蔽门／安全门的合格证明、检测证明及安全防范措施

通信系统简介及技术方案

通信系统的安全防护措施

设
通信与信号设备

备
信号系统简介及技术方案

设
信号系统的安全防护措施

施

通风空调系统的设计技术文件

环境与设备监控系统 BAS系统的设计情况简介

环境与设备监控系统安全防护措施简介

自动售检票系统 自动售检票系统设计情况简介

客运服务人员 持证上岗证、培训记录

从
客车司机 持证上岗证、培训记录

业
调度人员(电力调度、行车调度) 持证上岗证、培训记录

人
员

特种作业人员 持证上岗证、培u mI记录

应急救援人员 应急救援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情况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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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资料性附录)

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验收评价现场检查点

C．1 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验收评价现场检查点见表C．1。

表c．1 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验收评价现场检查点

AQ 8005--2007

检查地点 检查内容

主变电站 安全标志、接地保护、消防设施、避雷设施、应急照明设施等

牵引变电站 安全标志、接地保护、消防设施、避雷设施、应急照明设施等

供电
降压变电站 安全标志、接地保护、消防设施、避雷设施、应急照明设施等

系统

接触网 安全标志、接地保护、地面及高架段的避雷设施等

各站点的电拉室 安全标志、气体自动灭火装置

环控 通风和空调设备阃 通风、空调设备设施现状

监控 风亭 各站点风亭的位置及周边情况

系统
BAS系统 BAS系统的设备设施情况

自动扶梯、电梯、自动人行道 安全标志、检测记录、设备的位置及使用现状等

屏蔽门 安全标志、检测记录及设备使用现状等

车站 自动售票系统 设备的位置及使用现状等

车站公共区 安全标志、消防设备设旖、给排水设备、安全疏散口的位置、大小等情况

车站控制室 安全标志、消防设备设施

线路 高架线路 设置的隔离栏杆、防脱轨装置、隔音屏等安全防护措施

及轨道 线路末端 车挡装置

车辆
车辆

车辆蓄电池合格证明及现场使用情况、紧急疏散门、乘客紧急按钮、司机

及车 紧急对讲装置、应急灯、消防器材、安全防护标识

辆段 车辆段 特种设备(行吊等)现场使用情况、安全标志、消防设施等

其他 控制中心、区间人员疏散通道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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