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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城市轨道交通BAS系统应用设计为主要目标，辅以基本技术介绍、系统功能等内容，并结
合实际案例，向读者综合介绍有关城市轨道交通BAS系统的概念、技术、最新产品、设计方法、功能
范围、维护和项目管理等内容，以此为基础，力求为读者在实际的系统设计、产品选型、系统维护和
项目管理过程中，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帮助。
本书各个章节侧重点有所不同，读者既可以顺序通篇阅读，亦可根据需要，有选择地阅读。
　　本书面向的读者群，主要是从事轨道交通事业的用户、设计单位、系统集成服务商、产品供应商
及大中专院校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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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BAS系统概述：　　1．6　关于集成后备盘：　　在自动化系统领域中，除自动控制系统
外，通常根据某种需求额外设置一套后备的控制手段，以保证生产过程的安全和连续性，有时也用于
维护目的。
这种后备手段多是采用直接的电气控制方式实现的，简单的就是对设备通、断电的控制。
当设备众多时，这种后备方式就不适合集中后备操作了，因为需要引入大量的线缆，因此通常只用做
就地基于设备级的后备手段。
　　随着自动控制系统可靠性的不断提升，系统规模的不断扩大，集中后备监控需求日益突出，特别
是针对一些重要的、关键的生产过程，因此系统后备监控设计一直伴随着自动化系统设计而存在。
系统后备监控不同于直接电气控制方式，它是基于系统层面的后备控制。
自动控制系统是实现后备监控的基础，后备监控功能的实现要通过控制系统，指挥和调度的直接对象
是控制系统而不是设备。
系统后备监控功能，后备的是计算机监控，因此要独立于计算机监控系统进行设计，其实是一种用途
明确的、采用异构冗余技术的功能冗余设计。
后备监控盘一般安装于总控室，特别用于集中监控调度的控制中心。
由于城市轨道交通的各类弱电系统多是自动化系统，其面对的过程通常是很关键的，这就要求系统设
计无论哪个环节都要可靠，基于计算机人机交互的调度指挥功能更不例外。
　　在早期的城市轨道交通中，针对不同的系统或设备，已经或多或少设置有各类后备监控或控制装
置，它们有些是系统级的，如车站的信号盘；有些则是面向具体监控对象的，如电梯的急停控制等。
限于当时的认识，这些后备装置或元件没有综合考虑和统筹设计，它们形态各异，安装及操作方式各
异，从而造成控制室布置凌乱，使用起来也相当不方便。
随着人们对系统理解的深入，对自动化系统和技术的整合及应用需求的不断提升，IBP（Integrated
Backup Panel，集成后备盘）或称综合后备盘的概念和作用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并伴随着IAS
及MCS/ISCS的应用而得到重视，目前，IBP已成为现代城市轨道交通自动化系统的必备装置。
　　《地铁设计规范》命名IBP为“紧急控制盘”，并作为一个强制性条文，规定BAS系统必须配
置IBP，但这个“IBP”只规定了“BAS”系统范畴的后备监控，不包括其他子系统或设备。
“IBP”本意是“综合”后备盘，意味着非BAS专用盘，它是多专业、多种功能共用的后备监控盘。
如果如智能建筑BA系统一样扩大城市轨道交通BAS的系统范围（如1．9节所述），则规范中的IBP才是
真正的综合后备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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