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TACS系统是基于车车通信、车
辆信号深度融合的新一代列车控制
系统。与传统的系统相比，TACS系
统性能大幅提升，全寿命周期成本降
低20%（节省总投资1.26亿元），并在
旧线改造等方面具有很大优势。利
用TACS系统运行效率高、深度融合
的优势，能够大幅降低能耗，更易实
现灵活编组。

同时，TACS系统具有完全自主
知识产权，在技术创新上真正实现国
际引领，实现了中国轨道交通装备由

“从无到有”到“技术领跑”的跨越，极
大提升“中国智造”在世界轨道交通
领域的地位和影响力。

从 2015 年起，青岛地铁集团就
联合中车四方股份公司、上海富欣、
中兴高达等单位，利用青岛市轨道交
通产业链的富集资源和天然优势，开
展新一代列控技术的全自主化研发
工作，到现在青岛6 号线即将开通，
已历时8年。

已获得TACS产品认证

在研发过程中，青岛地铁集团始
终秉持最严谨的工作态度、最严格的
程序流程、最高的标准要求，对所有
环节进行全过程控制。开展历时 4
年的TACS系统设计方案、运营场景
等全方位研究，并组织行业研讨会，
广泛征求全国各企业专家的意见，确
保技术路线符合发展趋势。通过
TACS专项试验室和5公里TACS线
路，累计完成4种工况、1000余项点
测试。

为进一步验证 TACS 系统的特
点和优势，青岛地铁集团利用1号线
南段开通前的空闲时间段，完成正线
线路的工程试点应用，这是全国首个
利用正线进行试点应用的项目。

在整个研发过程中，青岛地铁始
终将安全放在第一位，目前已获得
TACS 产品认证及子系统产品认证
证书10余项。在示范工程推进的同
时，同步建立了 TACS 的标准体系，
陆续发布《城市轨道交通列车自主运
行系统（TACS）系统规范》等15部标
准规范。

6号线列车智慧大脑是怎样炼成的？
历时8年完成TACS系统全自主化研发工作 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2015年，青岛地铁联合相
关单位成立了科研项目组，开
始了列车自主运行系统的研发
工作。

●2016年11月，中国城市轨
道交通协会批准“列车自主运行
系统（TACS）示范工程”项目。

● 2018 年 12 月 ，完 成 了
TACS 车载列控、牵引、制动、网
络、防撞及轨旁系统的研发工作，
满足设计要求，核心设备均已通
过符合欧标和国标的第三方产品
安全评估。

●2020年3月 12 日，中国城
市轨道交通协会正式发布实施
了《中国城市轨道交通智慧城
轨发展纲要》，“青岛地铁列车
自主运行系统示范工程”项目
被列入智慧城轨发展纲要第9项
示范工程。

●2020年12月31日，项目组
完成TACS所有地面和试验线测
试工作，所有测试结果全部符合
设计要求。

●2021 年 5 月 9 日，成功举
办 TACS 成果展示会，向全行业
展示了TACS的特点和优越性。

●2022 年 3 月 25 日，6 号线
TACS 项 目 正 式 开 标 ，标 志 着
TACS项目正式进入工程应用。

●2023 年 3 月 30 日，6 号线
首列车到达车辆段。

●2023年11月23日，6号线
进入试运行。

●2024 年 4 月 14 日，6 号线
通过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

1.什么叫“自主运行系统”？
列车自主运行系统（TACS）是以

列车为核心，采用资源管理的理念，
基于车车通信，以信号车辆深度融
合为特征，实现列车运行方式由自
动化向自主化转变的一种全新系统
制式。

自主运行主要包括三个方面，自
主进路、自主防护、自主调整。自主进
路是指列车根据时刻表，主动向地面
申请资源，构成列车运行进路；自主防
护是指列车根据地面发来的资源状态
等信息，动态计算移动授权，确定可以
安全行驶的区域，实现列车安全防护；
自主调整是指当列车已经发生晚点等
情况时，列车会根据车载时刻表，主动
调整停站时间、运行等级，实现列车的
加速或减速。

2.自动运行和自主运行有什么区
别？

自动运行与自主运行的区别，需
要从刚刚提到的自主进路、自主防护、
自主调整等功能来看。自动运行时，
列车的进路是由地面联锁系统（联锁
是指道岔、区段和信号机按一定规则
和条件建立的相互关联、制约的关系）
进行逻辑运算，排列出行车进路；同
时，地面控制器会根据联锁系统发来
的设备具体情况，为列车进行行车防
护的运算，列车仅需按照地面控制器
的命令运行即可。当发生晚点等情况
时，中央列车监控系统发出运行调整
命令，列车根据调整命令行车。

自主运行并不完全依赖于地面
信号设备，由列车的车载控制平台，自
己主动生成运行决策和列车控制方
案，从而实现列车自己排列进路、自
己确定安全行驶区域、自己进行运行
调整。

3.传统地铁线路是如何运行的？运
行过程会有哪些痛点？

传统地铁是由中央列车监控系统办
理行车进路，联锁系统建立进路防护、扳
动道岔、点亮信号机，地面控制器为列车
计算移动授权。列车根据轨旁信号和移
动授权行车，对于地面设备依赖情况十分
明显。地面设备是整个控制系统的核心。

中央列车监控系统、联锁系统、地面
控制器一旦故障，直接影响该区域的所有
列车运行，系统整体可用性能难以提升。
系统逻辑复杂，运行效率有待提升；运行
方式相对固定，运营组织灵活性也有待提
高。

4.既然地铁已经可以实现或自主、或
自动运行，很多朋友会好奇，地铁司机主
要的工作是什么？

地铁可以实现自主或自动运行，传
统意义上的地铁“司机”岗位转变为“司
乘人员”岗位，相应的职责也发生了很大
变化，由原来的驾驶列车、处理运行故
障，转变为监控车辆运行、处理列车内突
发事件。

5.“自主运行系统”为什么会选择
落地青岛地铁 6号线？这条线路有什
么特点？

2013年11月，国家发改委批准《青
岛 市 城 市 轨 道 交 通 近 期 建 设 规 划
(2013—2018年)》，同意建设青岛地铁6
号线一期工程，预期在 2024 年开通。
2015 年，青岛地铁联合相关单位成立
TACS系统科研项目组展开研发工作，而
列车运行控制系统的研发周期较长（每代
系统研发约5至10年），从时间上讲，与6
号线的工期较为匹配。

同时，6号线贯穿灵山湾文化区、青岛
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经济合作区等区
域，是青岛未来重点功能区之一，这样的
区域，需要更先进、可靠的交通运输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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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号线即将通车
TACS系统

青岛地铁6号线一
期是全国第一条全自
主运行系统（TACS）线
路，突出的特点就是智
慧化——列车有了自
己的“大脑”和“千里
眼 ”，能 够 自 主“ 奔
跑”。4 月 19 日，青岛
地铁相关部门介绍了
TACS系统。

TACS系统
研发时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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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地铁6号线列车。青岛地铁供图

TACS系统答疑解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