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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从城市轨道交通通信系统建设模式入手，分析了传统系统集成建设模式中存在的问题及劣势，为城市轨道交

通通信系统建设提出建设新模式，从项目建设的各个阶段详细论述了由设备集成主导系统建设的优势及先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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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rail transit communic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The advantages and advanced natur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ain equipment 

guidance system are discussed in detail from the various stages of the project construction.

关键词：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集成；设备集成；主导

Keywords: urban rail transit; system integration; equipment integration; leading

DOI: 10.12346/etr.v3i10.4420

1 引言 
通信系统作为城市轨道交通中枢神经，由多个子系统组成，

具有复杂程度高、综合性强的特点，是保证列车安全高效运行，

提高乘客出行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的城市轨道交通通信

系统建设系统集成的管理模式，由系统集成单位协调设备集成

商、施工单位共同进行建设，但经常出现两者因工作界面划分

不清导致延误建设工期或降低建设质量等问题，论文将就设备

集成单位主导系统建设的总承包管理模式进行探讨，详细论述

设备集成单位工作对项目建设的重要意义。

2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系统集成概述
2.1 通信系统集成概述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系统集成，起源于计算机系统集成，

通过结构化的综合布线系统，采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将各个

分离的设备（如服务器、无线终端、路由器等相关设备）、

功能和信息等集成到相互关联的、统一和协调的系统之中，

使资源达到充分共享，实现集中、高效、便利的管理 [1]。

2.2 通信系统集成工作内容

2.2.1 系统集成单位
主要负责协调设备集成单位与施工单位工作，在二者明

确工作界面划分后，内外兼顾，对外负责对接建设单位、设

计单位、监理单位等相关责任主体，明确需求及建设标准；

对内统筹规划建设任务，倒排工期节点计划，交由设备集成

单位与施工单位进行具体实施。

2.2.2 设备集成单位
设备集成单位的工作贯穿于项目建设的整个生命周期，

根据建设单位需求，通过设计联络对集成方案进行深化设计，

提供建设单位最优的系统集成方案，通过对产品的工厂监造

及出厂验收的把控，确保产品质量满足现场要求，通过对设

备督导安装调试联调等工作，使各系统性能匹配到最优状态，

直至建设单位验收通过，项目正式交付并正式开通运营。

项目管理能力和专业技术能力作为设备集成单位的核心

能力，造就了设备集成单位在整个项目建设过程中的重要地

位，设备集成商工作的优劣也直接决定着项目整体建设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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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施工单位
在整个系统建设的过程中，施工单位负责设备、物料的

贮存及保管，安装线缆桥架，敷设光电缆，完成设备安装及

配线，配合处理调试及联调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与其他施工

专业紧密沟通，做好超前预留、预埋的准备工作，尽量避免

交叉施工过程中出现的管线冲突等情况出现。施工单位通过

对施工工艺的把握，提升施工质量，避免出现因线路问题导

致的系统性能不达标的情况。

3 通信系统传统建设模式问题分析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系统集成传统模式采用设备集成与施

工并行的模式，双方明确工作界面划分后，相对独立，各自

为战，缺乏大局意识，缺少统筹规划，依赖于系统集成单位

作为“中间人”来协调双方的工作，但常常因为工作界面划

分不清等原因，导致设备集成单位与施工单位不能默契配

合，造成建设成本增加，甚至延误项目交付工期，影响项目

交付质量。

3.1 增加项目建设成本
系统集成单位明确建设单位需求后，将建设任务下发至

设备集成单位和施工单位，因双方考虑不周全，仅仅凭借以

往项目建设的经验做出判断，并未针对施工蓝图进行设备及

线缆核对及物资采购界面划分，导致建设过程中出现设备或

材料供货不及时，造成施工人员窝工等情况出现，后期需要

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代价追赶工期；导致设备或物

料重复采购，徒增建设成本，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增加

建设成本。

3.2 影响项目建设工期
对于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如调试阶段出现的线路或

设备问题，双方不以大局为重，极力撇清关系，推诿扯皮，

问题反馈不及时，拖延问题解决，最后只能靠系统集成单位

或建设单位出面协调，轻者不能满足工期节点计划，严重时

甚至延误项目交付日期，降低业主满意度。

3.3 影响项目交付质量
系统建设过程中，设备安装及线缆布放按照施工蓝图进

行现场施工，安装完成后需设备集成单位进行系统功能测

试，尤其终端设备安装，类似室内天线安装位置，需要测试

完信号覆盖后对天线位置进行优化调整，进而实现更好地实

现系统功能，这类工作就需要设备集成单位与施工单位配合

解决，但往往施工单位对系统功能优化的工作不愿配合，导

致用户在使用过程中频繁暴露问题，使得系统功能实现大打

折扣，降低用户满意度，影响项目交付质量 [2]。

4 设备集成主导系统建设模式优势研讨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系统集多领域的先进技术于一体，各

子系统既相互独立又密切相关，并且与外部系统有复杂的联

系，致使以往的通信系统建设问题繁多。现如今专业的通信

系统设备集成单位，具备较强的项目管理能力和较高的系统

技术能力，不仅能根据建设单位需求提出最优的系统集成方

案，而且在对整个项目建设工期和建设质量的把控上，有着

非常优异的表现。

基于通信系统传统建设模式暴露出的问题，由设备集成

主导系统建设的模式不仅能提高建设效率，避免非必要的建

设成本增加，更能提高用户满意度，提升项目交付质量，对

项目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4.1 工作界面划分优势

4.1.1 工作内容划分
传统的通信系统建设过程中，设备集成单位与施工单位

依据施工蓝图及用户需求书进行工作内容划分，设备集成单

位主要负责根据设计要求编制技术规格及接口文件，组织召

开设计联络，明确设备参数及设备型号，组织厂家进行设备

排产，组织业主、设计、监理等单位进行工厂验收及功能测

试，配合监理单位开展设备到货开箱验收，组织设备厂家进

行设备安装督导及调试等工作；而通信系统施工单位主要负

责线缆敷设，设备安装及配线等工作，参照相关的标准和要

求来进行施工，在保证施工质量安全的前提下，严格控制和

管理施工工艺。双方明确界面划分后，相对独立，缺乏大局

意识，缺少统筹规划，导致问题处理不及时，进而影响项目

交付。

在设备集成主导系统建设的模式下，设备集成单位在系

统建设的全周期进行统筹规划，指导施工单位按照既定技术

方案实施，同时考虑通信系统工程施工特点：各专业交叉施

工多、持续时间长、点位多、系统多、配合协调工作量大、

现场可变因素多，并且难免受到交叉施工的影响，类似装修

专业未按提资要求预留设备安装空间等问题，这就需要设备

集成单位与施工单位沟通，在确保系统功能正常实现不受影

响的前提下提出解决方案，报于业主单位与设计单位进行审

核，审核通过后方可进行方案实施，能够避免施工单位根据

现场情况私自进行设备安装调整进而影响系统功能实现的

情况出现 [3]。

4.1.2 物资采购界面划分
设备集成单位与施工单位除了工作内容的划分外，在物

资采购上也需要明确各自采购的范围，同样也需要共同协

商，提前梳理，事无巨细，以会议纪要等书面形式将物资采

购范围落实，严格按照采购界面划分执行。

物资采购界面划分的基本原则为：通信系统集成单位负

责采购各系统设备，施工单位负责采购电缆、光缆、区间漏

缆等，双方存在争议的地方在于未明确提及的设备附件（如

支架、吊杆、立杆、尾纤、光缆终端盒、短的标准电源线缆、

机柜底座、电池架、散力架、膨胀螺丝、箱体的安装套件、

终端 PDU、馈线及接头、网线头、柜内配线、配线标签等），

这就需要设备集成单位与施工单位根据现场设备安装环境

提前确定设备安装方式，考虑设备安装过程中需要用到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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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附件，大到机柜、电池架，小到螺丝、线缆接头，尤其在

项目建设工期紧张的大背景下，看似微不足道的螺丝往往成

为制约建设进度的重要因素，这就需要双方加强沟通，提前

划分物资采购范围并严格执行，防止出现因物资采购问题双

方扯皮，发挥设备集成单位的项目管理优势，避免影响工期

进度或造成不必要的成本增加。

4.2 设备集成主导系统建设模式在项目建设各阶段

优势分析
通信系统设备集成单位参与在系统建设的全周期内，系

统建设的各个周期、各个环节都要严格把控，而施工单位工

作侧重施工工艺，满足设备集成单位依据技术方案对现场施

工提出的要求。在设备集成主导系统建设的模式下，系统功

能正常实现及系统交付为最终目标，只有做好各阶段工作，

严格把控各环节尤其现场施工质量安全，才能实现系统建设

的最终目标 [4]。

4.2.1 设计联络阶段
设计联络会议由设备集成单位牵头，业主单位、设计单

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和各系统分包商参加。通过设计联

络会议前对用户需求书的梳理，在设计联络阶段对项目建设

的总体进度执行计划进行更新，明确里程碑；优化、确定

技术规格书、设备规格型号、设备清单等；明确本项目内、

外部接口界面及关系；配合设计单位进行施工图设计。在设

备集成主导建设的模式下，发挥设备集成单位的系统技术能

力，结合设计联络成果，为建设单位提交最优的系统集成方

案，并以此为依据指导系统建设。

4.2.2 设备督导安装阶段
设备集成单位及供货商对所供设备、材料的安装进行督

导。安装期间，设备集成单位组织设备供货商对现场的设备

安装情况进行检查，特别对户外的终端设备（如壁挂箱体、

抱杆箱体、AP、天线、摄像机等）、车载设备，设备集成

单位组织业主单位、监理单位、设计单位等相关单位开展现

场督导安装确认，避免后期出现施工工艺不达标、不利于维

护等问题的发生。相比传统的系统集成模式，主导系统建设

的设备集成单位更加注重设备调试前的准备工作，考虑周

全，顾全大局，为系统调试营造良好的环境。

4.2.3 系统调试及联调阶段
在系统调试及联调阶段，作为主导系统建设的设备集成

单位重点关注系统功能是否正常实现，做好现场调试人员与

施工单位间的协调工作，对调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优先分析

解决，尤其电源系统、传输系统、无线系统、电话系统，优

先保证系统功能实现，从而为其他系统调试或行车测试提供

必要条件，同时也避免了各自为战情况出现，问题能够第一

时间解决，顺利完成系统调试及综合联调。

4.2.4 工程验收阶段
按时通过验收是一个项目顺利完成的标志，是项目管理

要达到的最终目标。项目建设分为设备安装、设备调试、

产品交付等阶段，分别对应分部分项验收、单位工程验收、

竣工验收，在项目各阶段的验收前，设备集成单位需要严格

把控施工单位的施工质量，组织好各子系统厂家实现系统功

能，验收前提前验证各子系统功能及接口功能，确保各项验

收顺利通过，实现项目管理的最终目标。

相比传统的系统集成建设模式，设备集成主导建设的模

式，在项目建设的各个阶段均具备强大的优势，设备集成单

位坚持以项目交付为最终目标，对阻碍系统功能正常实现的

问题提出最优解决方案，同时节省了工作流程中很多不必要

的环节，节约建设成本，提高建设效率，提升用户体验，为

打造城市轨道交通通信系统精品工程建设作出巨大贡献 [5]。

5 结语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系统集多领域的先进技术于一体，各

子系统既相互独立又密切相关，并且与外部系统有复杂的联

系。城市轨道交通通信系统设备集成主导系统建设的模式，

能够系统建设在设计联络、设备制造、出厂验收、设备安装

与调试等工作实施过程中得到顺利开展，通过对项目建设全

过程的统筹管理及各阶段工作把控，不但保证了施工质量安

全，又确保通信系统满足合同、设计、安全和功能等方面的

诸多要求。城市轨道交通通信系统建设采用设备集成主导系

统建设的模式具有重要意义，值得被推崇和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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