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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中央控制中心设计之我见地铁中央控制中心设计之我见地铁中央控制中心设计之我见地铁中央控制中心设计之我见 

     梁广深         

  

摘  要：本文分析了目前地铁中央控制中心设计存在的问题是，主导思想不明，管理模式不清，各线路进行条块分割，

缺乏资源共享，管理机构臃肿。提出了中央控制中心的管理模式和组织架构、调度所工作岗位设置、职工定员人数、生

产管理用房等，作为中央控制中心设计的基础。并按照人力和设备资源共享原则，提出了区域控制中心和线网控制中心

的设计方案。供大家研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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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 问题的提出问题的提出问题的提出问题的提出 

      地铁在缓解城市交通压力，促进城市经济发展方面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地铁以其运行速度高、安全、正点的服务，

受到了广大乘客的欢迎。目前我国已进入了地铁建设的高峰期，已有十个城市建成了地铁或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线路 30

条。正在建设或规划建设地铁的城市有 25个，在建的线路为 58条。各城市打破了单打一的建设模式，实行多条线并举。

北京在建和延长的地铁线路有 7条，上海有 14条，广州有 6条。 

      中央控制中心又称做调度所，是列车运行的调度指挥机构，每条线路均需要一套指挥机构。国内地铁已经建成了多

个中央控制中心。从运营管理角度分析，这些控制中心在设计上存在着一些缺欠，不适应现代地铁管理需要。 

     与正在建设的 58条新线配套的中央控制中心，应该在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和提高。否则，一定会在工

程投资和运营管理方面造成损失。为此，笔者想发表一些个人意见供大家思考。 

二二二二  中央控制中心现状分析中央控制中心现状分析中央控制中心现状分析中央控制中心现状分析 

       1  中央控制中心的任务中央控制中心的任务中央控制中心的任务中央控制中心的任务 

      （1）对全线的列车运行及车站的行车管理工作进行监控。 

      （2）按照列车运行图，指挥列车有序地运行，保证安全正点。 

      （3）对全线的供电、环控及防灾设备进行监控，保持设备良好状态。 

      （4）管理全线的设备维修和施工计划。 

      （5）遇突发事件指挥抢险救灾。 

2  中央控制中心设计存在的问题中央控制中心设计存在的问题中央控制中心设计存在的问题中央控制中心设计存在的问题 

      目前北京、天津、长春、南京地铁各设 1个中央控制中心；上海地铁有 5个，广州地铁有 4个。、为提高地铁的调

度指挥水平，总结当前中央控制中心设计的经验，我认为它存在以下缺点和不足。 

      （1）主导思想不明确 

      中央控制中心是指挥列车运行的场所，中心的行车调度员，电力调度员和环控防灾调度员是调度大厅的主要角色。

中心设备机房只是为调度员提供控制手段和工具。因此，中央控制中心设计应该以运营管理为主导，按照行车组织需要

进行中央控制中心设计。 

      现在的中央控制中心设计是以建筑和设备为主导，把设计的重点放在建筑及设备布置方面，对控制中心的管理方法、

组织机构及调度人员却被忽略了。致使设计与生产管理需要有一定的差距。 

      （2）对中央控制中心的功能定位重视不够 

      目前各地的中央控制中心都是按照控制 2—3线进行设计，缺乏从线网宏观角度论证中央控制中心的合理配置方案。

即线网中建 1个中央控制中心，还是建几个中央控制中心合理，以及中央控制中心的建设规模等，没有经过论证。像某

城市地铁线网只有 5条线路，计划修建 2个中央控制中心，这种作法很值得商榷。 

      （3）忽视中央控制中心的管理模式 

      中央控制中心的组织架构和管理模式，是控制中心设计的基础。从控制中心的设计中，可以发现有的设计对控制中

心的管理不熟悉。如调度所主任办公室的面积为 180m2；调度所的办公用房达 1900m2，远远超过运营实际需要。 

      （4） 不重视资源共享 

      现代企业管理的核心是精简人员，提高工作效率，降低管理成本。目前大多数中央控制中心的设计，不重视资源共

享。下面是一个控制 3条线的区域控制中心的设计方案图。它按每条线独立管理，进行条块分割。各条线由前到后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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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车调度台、电力调度台、环控防灾调度台、维修调度台和值班主任调度台。在调度大厅内设有 12个调度台，这种管

理模式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没有实行资源共享。 

 

  

   图 1  现有中央控制中心设计模式图   

  

三三三三  中央控制中心分类中央控制中心分类中央控制中心分类中央控制中心分类 

      1  国内外中央控制中心概况国内外中央控制中心概况国内外中央控制中心概况国内外中央控制中心概况    

      目前国内地铁的中央控制中心有两种管理模式，一种是全市线网建 1个中央控制中心（简称线网控制中心）；另一

种在全市线网中建设几个中央控制中心（称区域控制中心）。这两种管理模式都是可行的。伦敦地铁有 15条线路，设

一个中央控制中心；巴黎地铁 14条线路、马德里地铁 12条线路、东京地铁 8条线各设一个中央控制中心。 

      在国内，北京地铁线网有 23条线路，规划设一个线网控制中心，宁波地铁规划有 6条线路，设一个控制 8条线的

中央控制中心。无锡地铁和香港地铁各有 7条线路，设一个中央控制中心。其他已建和在建的城市均采用区域控制中心

管理模式，  

      2  中央控制中心两种管理模式分析中央控制中心两种管理模式分析中央控制中心两种管理模式分析中央控制中心两种管理模式分析    

      （（（（1））））线网控制中心线网控制中心线网控制中心线网控制中心 

      北京地铁采用线网控制中心管理模式， 2007年在小营建成了中央控制中心一期工程。到 2010年北京地铁运营线

路总长将达 300km。该中心按控制 14条线路设计（见下图）。 

      为便于工作协调，在环形调度大厅中部设置了应急指挥中心（TCC）。应急指挥中心的任务是对线网的运行情况进

行监视，发布命令，协调各线路间的矛盾，遇突发事件统一指挥抢险救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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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小营中央控制中心一期工程平面图 

      采用线网控制中心具有以下优点：  

      ① 多条线路的列车集中在一个控制室指挥，便于各线间的工作协调，提高效率。 

      ② 将控制中心和应急指挥中心结合在一起，便于监督管理及协调。 

      ③ 可实现资源共享，把多条线的调度大厅、办公用房、生活设施、信号、通信、综合监控等机房集中设置，可大

大降低工程投资。 

      ④ 减少管理层次，精简人员，提高效率，降低运营成本。 

      采用线网总控制中心的缺点是： 

      ① 土建工程一次建成，初期投资多，部分面积闲置时间长。 

      ② 由于线网建设周期长，对远期工程预留有一定的难度。 

      ③ 当某条线路发生故障进行调整时，对其他线的调度员有一定影响。 

      （（（（2））））区域控制中心区域控制中心区域控制中心区域控制中心 

      上海和其他城市地铁采用区域控制中心管理模式。每 2—3条地铁线设一个中央控制中心。线网需设多个中央控制

中心。采用区域控制中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因为运营管理单位不同，有的是因为线路等级或车辆类型不同，也

有的因为电压制式或牵引类型不同。事物是在发展变化的，经过一段实践以后，区域控制中心也可能向线网控制中心转

化。 

      采用区域控制中心的优点是： 

      ① 控制中心建设规模较小，符合当前的管理水平，与远期发展没有牵连。 

      ② 初期工程投资少。 

      采用区域控制中心的缺点是：  

      ① 线网设多个中央控制中心，协调管理不方便。为提高效率，上海地铁公司把 5个中央控制中心，划归一个调度

所主任领导。 

      ② 土建工程和设备重复建设，增加工程投资。 

      ③ 不利于实行资源共享，运营成本高。 

四四四四 中央控制中心设计程序探讨中央控制中心设计程序探讨中央控制中心设计程序探讨中央控制中心设计程序探讨 

      根据自己的认识和体会，笔者认为中央控制中心设计，应遵照以下程序进行。 

      1 中央控制中心功能定位中央控制中心功能定位中央控制中心功能定位中央控制中心功能定位 

      中央控制中心设计首先应该进行功能定位。从网络角度和运营管理需求论证中央控制中心的合理定位，明确线网中

建 1个中央控制中心（线网控制中心），还是建几个中央控制中心（区域控制中心）。对区域控制中心方案，还应该划

分各自的业务范围和建设规模。以此作为中央控制中心的设计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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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中央控制中心组织机构中央控制中心组织机构中央控制中心组织机构中央控制中心组织机构 

      中央控制中心的组织架构和人员编制方案，是中央控制中心设计的基础。中央控制中心是一个独立的生产管理单位。

由调度所主任领导，下设副主任。中心一般有 3个业务部门：综合管理部、技术管理部和调度部。 

      综合管理部负责所内的行政、后勤、党务、工会以及对外联络等工作。 

      技术管理部，负责行车组织规章制度管理、运行图技术分析、新图的校核及试运行、事故分析处理、运行图开天窗，

以及全线设备维修及施工计划管理等工作。 

      调度部负责指挥列车运行、监督车站、车辆段及各部门执行列车运行图，确保安全行车。 

      调度部设主任 1名，负责管理下属的调度班组。下面是控制 3条线的区域控制中心组织架构图。 

 

           

      3 中央控制中心的工作班制中央控制中心的工作班制中央控制中心的工作班制中央控制中心的工作班制 

      中央控制中心的调度所主任、副主任、综合部和技术管理部的工作人员，上正常班，每天工作 8小时。调度员每周

工作 7天，每天工作 24小时。按照国家每周劳动时间 40小时的规定，调度员应采用倒班工作制。目前有 4班 2运转工

作制和 5班 3运转工作制两种。各城市采用 4班 2运转的比较多。 

      采用 4班 2运转，调度部应设 4个调度班组，每天由 2个班组轮换上岗，每班连续工作 12小时。 

      采用 5班 3运转，调度部应设 5个调度班组，每天由 3个班组轮换上岗，每班连续工作 8小时。 

      4 调度班组工作岗位设置调度班组工作岗位设置调度班组工作岗位设置调度班组工作岗位设置 

       根据行车管理需要，每个调度班组应设以下工作岗位：  

      （1）值班主任，受调度所主任领导，负责本班组的全面工作。带领调度员对在线列车、车站及相关设备进行监控

和指挥。处理随机发生的矛盾，保证安全运送乘客，提高正点率。 

      （2）行车调度员，负责在线列车的运行监控，依据列车运行图指挥列车运行。向司机、车站、车辆段值班员发布

调度命令。在运行图紊乱时，负责调整和修改列车运行图，尽快恢复运行秩序。   

      行车调度员的工作比较繁忙，每条地铁线设一个行车调度台，由行车主任调度员和副调度员各 1人进行监控。 

      （3）电力调度员，对供电系统的设备进行监视和控制，保证安全供电。电力调度员的实际操作量不大，按照满负

荷工作原则，可负责管理几条线路。设主任电力调度员 1人，副调度员 1人。 

      （4）环控防灾调度员，对车站的环控和防灾设备进行监视，向车站下达模式控制指令，由车站值班员进行操作。

在发生火灾时，控制车站两端的风机进行排烟，与相关部门联系，指挥抢险救灾。 

      因平时环控防灾调度员的工作量较小，按满负荷工作原则，可监管几条线路，设调度员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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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地铁的管理理念比较前瞻，他们把环控防灾调度员岗位撤销，由电力调度员兼管环控防灾调度员的工作。进一

步提高了管理效率。 

      （5）维修调度员，负责各线机电设备的维修管理。目前对这一岗位设置的必要性看法不统一，有的地方主张设维

修调度，有的主张不设。 

      有的还主张在中央控制中心设客票调度，有专家认为正线上的列车运行和车站乘客的活动情况均由行车调度员进行

监控，如果需要封闭车站或限制售票。可由行车调度员向车站控制室值班员下达调度命令，没有必要再设客票调度员。 

      5 调度所职工定员调度所职工定员调度所职工定员调度所职工定员 

      调度所的职工定员（不包括中心设备机房人员），应按调度所工作岗位人数和工作班制进行计算。见下表：   

3条线调度所管理定员计算表          表 1 

部门 工作班制 每班人数 定员人数 

调度主任、副主任 日勤 3 3 

综合管理部 日勤 6 6 

技术管理部 日勤 9 9 

调度部长 日勤 1 1 

值班主任 4 班倒 1 1×4＝4 

行车主、副调度员 4 班倒 2×3 2×3×4＝24 

电力主、副调度员 4 班倒 2 2×4＝8 

环境防灾调度员 4 班倒 1 1×4＝4 

维修调度员 4 班倒 1 1×4＝4 

合计   30 63 

  

      考虑倒班职工的病假、事假、产假，在定员之外应增加 5—10％的预备人员，即 44×0.1＝4人，因此，本区域调度

所的职工总定员人数为 67人。 

      6 调度所的生产管理用房调度所的生产管理用房调度所的生产管理用房调度所的生产管理用房  

      根据调度所生产需要，中央控制中心应设置以下调度管理用房。这些房间根据使用性质，有的应与调度大厅同层布

置，便于相互联系。有的房间可不受此限制。按下表计算本调度所的生产生活管理用房面积为 345m2。 

  

  

调度所生产管理用房表           表 2 

房间名称 建筑面积(m
2
) 设置要求。 

主任办公室 20 与调度大厅相邻。 

书记办公室 15 可不同层布置 

副主任办公室 15 与主任办公室相邻。 

综合管理部办公室 35 可不同层布置 

技术管理部办公室 60   

调度部办公室 20   

交接班室 45 临近调度大厅，兼做接待

室。 

小会议室 30   

更衣室 35 按一大、一小两间布置。 

调度员休息室 20 临近调度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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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档案库 50 可不同层布置 

合计 345   

  

      7 中央控制室工艺设计中央控制室工艺设计中央控制室工艺设计中央控制室工艺设计 

      （1）中央控制室设计原则 

      ①中央控制室的规模应根据监控线路的数量确定。 

      ②控制室内造型和布置力求紧凑，美观，大方，便于观察和操作。 

      ③模拟屏和调度台应采用弧形布置，两者的间距应满足人体视觉范围及分辨率要求。 

      ④调度台布置应突出行车调度，便于调度员观察操作，降低劳动强度。 

      ⑤应充分实行人力资源共享，精简机构。 

      （2）中央控制室的主要设备 

      中央控制室是列车运行指挥的场所，调度员借助于信号、电力监控、防灾报警、环境监控和通信等设备，对在线列

车、区间和车站的设备系统，以及乘客的活动进行监视和控制。 

      控制室的主要设备叫做综合监控系统（ISCS），是由控制中心局域网、人机界面工作站和综合显示屏组成。它把电

力监控系统、环控防灾系统及通信等子系统融为一体，实现各专业的信息共享和综合监控。综合监控系统主要是处理行

车指挥与列车运行相关的信息。可根据管理需要提供多元化的操作岗位。 

综合显示屏是调度大厅的主要设备，它为调度员提供视频界面。当前大多采用背投式大屏幕显示屏。它集多种信息于一

体，提供高清晰度，大画面的显示。 

      每一条线的大屏幕投影画面可划分为 3部分，中间为列车运行信息显示，左、右两侧为电力监控信息和环控防灾信

息显示。可根据行车指挥需要，任意切换显示供电、防灾报警等系统的状态。也可以全屏放大显示一个系统。 

      （3）中央控制室工艺设计 

      中央控制室应根据控制线路数量，显示屏型式、操作定员人数确定其建筑规模和结构形式。中央控制室的平面有扇

形布置方案和矩形布置方案两种。目前设计的中央控制室大多采用扇形布置方案。现对两种布置方案分析如下。 

      ① 扇形布置方案 

      当中央控制中心的主体建筑为圆形时。中央控制室应该采用扇形布置方案。由于建筑结构与控制室内显示屏的弧形

结构一致，使中央控制室的布局更加紧凑，建筑面积利用率高，有利于压缩调度大厅的建筑面积，降低工程造价。北京

地铁的小营中央控制中心和广州地铁的三号线、七号线中央控制中心都采用圆形建筑，其调度大厅采用扇形布置方案。 

      附图 1是目前中央控制中心的典型设计方案。他存在以下缺点： 

      Ⅰ 没有考虑人力资源共享，工作岗位重复，管理人员多，效率低。 

      Ⅱ 室内的控制台数量多，增加调度大厅的建筑面积和工程投资。 

      Ⅲ 每条线的行车调度员、电力调度员、环控防灾调度员共用一套投影大屏幕，调度台按前后顺序排列，后排的使

用效果较差。 

      参照国外地铁的调度指挥模式，按人力资源共享原则，可将图 1的中央控制室设计方案，优化为以下布置形式。应

急指挥中心（TCC）可设在中央控制室右侧或上层，便于工作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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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中，行车调度员每人监控一条线。电力调度员、环控防灾调度员、维修调度员和值班主任，每人按监控 3条线设

计。与前方案相比，优化方案控制室内减少了 5个调度台，由此减少调度员定员 20人。中央控制室的建筑面积也可缩

小，有利于降低工程投资。 

      需要指出的是，图 4方案尚存在两个问题： 

      Ⅰ每条线的信号、电力和环控防灾系统共用一套大屏幕。电力调度员和环控防灾调度员须要注视 3条线的大屏幕，

感到劳累。 

      Ⅱ各条线的中心机房设备独立设置，不利于资源共享。 

      ② 矩形布置方案 

      如果中央控制中心设在矩形建筑物内，调度大厅采用矩形布置方案更合理。这样调度台可沿 3面墙排列，并按专业

性质分区进行布置，管理更加方便。调度大厅的空间更显得开阔舒畅。 

 

  

      根据矩形建筑的特点，上图的区域控制中心可按图 6进行布置。在调度大厅正面布置 3个行车调度台，左侧布置电

力调度台，右侧为环控防灾调度台。维修调度台和值班主任调度台位于大厅中间。  



方略学科导航（www.firstlight.cn） 
 

行车调度台按 2个人操作。正常情况下列车由 ATS系统自动控制运行，行车调度员进行监视。在中心 ATS系统发生故

障时，可下放为车站控制，由联锁车站的 ATS分机自动控制本联锁区的列车运行。    

电力调度台根据相关规定设 2名调度员。环控防灾调度台、维修调度台各设 1名调度员。 

 

  图 6  矩形中央控制室布置方案图 

      与图 4的控制室布置方案相比，矩形控制室方案具有以下优点： 

      Ⅰ 各调度员的大屏幕显示屏独立设置，工作互不干扰，提高管理效益。 

      Ⅱ 调度室内按专业分区进行布置，有利于实行机房设备资源共享。 

      下面是一个线网控制中心的设计方案图。在大厅正面设置电力调度台和环控防灾调度台，每台负责监控 8条线路。

大厅左右两侧并列布置 8个行车调度台，每台负责监控 1条线路。值班主任调度台位于大厅中央，可环视各个方向。维

修调度台设于值班主任调度台附近。 

      考虑线网分期建设的实际情况，将电力调度台、环控防灾调度台与 1号、2号线的行车调度台靠在一起，便于初期

管理。以后随着新线的竣工，逐步增加行车调度台。 

      关于应急指挥中心可与中央控制室同层布置，也可布置在上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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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线网控制中心布置方案图 

      如果线网控制中心的规模比较大，可根据电力调度员和环控防灾调度员的监控能力，采用分区管理方式。将中央调

度大厅划分为几个调度区，每个调度区管理 5—8条线，设一名值班主任。 

五五五五 结束语结束语结束语结束语 

      本文分析了目前地铁中央控制中心设计存在的缺点，提出了个人对改进设计的想法和建议，目的是为全国数十个在

建的中央控制中心理顺设计思路，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提高地铁管理水平。 

      笔者认为，中央控制中心设计，应从网络规划着眼进行功能定位，以行车管理为主导，构建中央控制中心的组织架

构和管理模式，实行人力及设备资源共享，以利精简机构，提高效率，降低工程造价。 

      本文提出的中央控制室布置方案，只是原则性的想法，愿作为引玉之砖，供专家们进行研究。由于个人水平所限，

文中的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地铁控制中心工艺设计，毛宇丰（都市快轨交通 2006年 6月第三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