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轨道交通云平台解决方案



轨道交通系统传统建设方式

Ø 每个车站都是一个机房/数据中心

Ø 每个系统都有自己独立的存储

Ø 数据量大、散乱、独立、沉睡

资源利用率低

单点故障隐患严重，恢复时间长

缺乏全局化灾备部署

缺乏完善的监控机制，资源用度无感知

设备分散、品牌、类型众多，管理困难

迁移成本高�换品牌困难多、代价高

扩展性差

数据爆炸式增长，性能滑坡式下跌

单服务器单应用的部署方式资源利用率低，资源浪费严重

应用系统单机运行，单点故障严重。为了实现应用系统高可用性，
需要投入成倍服务器，造成投资成本加大，且资源得不到充分应用

数据存放分散，得不到安全存储和有效保护，缺乏合理的备份恢复

缺乏全局资源监控机制，无法掌握全盘、实时感知调控

各个业务系统独立部署，设备分散，品牌、类型众多，形成了独立平台，
不能灵活地资源调整、切换、管理与监控。新上应用系统时，实时周期长

线路延长或增加车站时，需要重新考虑新车站增加数据中心建设

轨道交通客流量成倍增长，清算、CCTV、广告等呈指数级增长。系统不
胜负荷，性能滑坡

维护难、效率低



轨道交通系统需求与挑战

�������轨道交通行业趋势：城镇化率稳步上升，大中型城市出行需求和供给矛盾突出，已建线路
信息化基础架构很快将达到瓶颈，未建线路信息化建设保护仍将摸索前进，所有线路都面临着
信息化安全建设的挑战。

l 新型智慧城市
l 绿色交通
l 综合交通

国家信息安全
u 监控、窃取，发送到国外数据库
u 国外厂商不对外公开技术、在维护管理中
�����利用维护合法手段外泄信息
u 拷贝数据、恢复更换部件数据、木马、后门

l 平安交通
l 准点交通
l 性价比交通

个
人
需
求

个人出行安全、个人信息安全

u 行车组织、运营管理安全
u 设施设备运行与维护安全
u 信息服务与安全
u 通讯安全
u 社会治安安全
u 乘客隐私与安全

政
府
需
求

l 智慧交通
l 技术创新

技
术
需
求



轨道交通业务发展趋势

N*2M N*100M N*GE/10GE

轨道交通3.0轨道交通1.0 轨道交通2.0

提升运营管理能力
和客户乘车体验

实现网络化运营，深挖运营
潜力，全面提升运营水平

解决基本运营需求

无线集群系统
广播系统

有线电话系统

PIS系统

CCTV系统

目前地铁业务处于2.0业务阶段，即将进入以云计算为中心的新一代建设阶段。

车厢WiFi接入

数据
采集
平台 数据

发掘
平台

数据
分析
平台

数据
应用
平台

METRO�CLOUD



轨道交通业务发展趋势——云化

整个IT行业的发展趋势是采用云计算替代旧的计算模式。地铁业务的发展趋势也必将逐步实

现云化。但是，如何实现地铁业务部署的云化和挖掘更深层次的服务是地铁行业面临的重要

课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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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特点及优势

特点

按需自服务

广泛的网络访问

资源共享

快速弹性

服务可度量

优势

降低成本

简化接口

大数据应用

提高效率

保障系统安全

安全节能

扩容简单易行



轨道交通整体业务架构

执行

战略 战略规划管理 全面风险管控综合计划与全面预算 经营绩效决策分析

综合管理

管理

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资产管理

组织人事

薪酬福利

招聘/培训

绩效管理

核算管理

资金管理

合并报表

税务管理

产权管理

设备购置

资产评估

产权管理采购与库存管理

纪检监察

客户关系管理

信息化管理

安全生产与环境保护

档案管理

法务管理

日常办公

工程项目管理

合同管理

设备管理与维修

党群工会管理

售票与检票

充值与售票

检票与结算

安全环境监控

电力监控

视频监控

消防报警

车站设备管理

空调制冷

通风

照明

给排水

电扶梯

导向

……

业务协调与应急指挥

运营管理

客流统计

应急处置

列车运行控制

列车超速防护

列车自动驾驶

列车自动监控

列车数据管理

创新便民服务

网络充值售票

地铁+旅游

地铁+网约车

地铁+天气

资产处置



轨道交通应用架构

内部服务网

战略与决策
企业战略管理系统 综合计划与全面预算

管理系统 全面风险管理系统 绩效管理与考核系统

经营与管理
财务系统 人力资源管理系统 资产管理系统 办公OA系统

工程项目管理系统 设备管理与维修系统 合同管理系统 采购与库存管理系统

客户关系管理系统 纪检监察系统 审计系统 党群管理系统

服务质量管理系统 安全环保评价系统 法务系统 档案管理系统

生产与运行
应急指挥系统 列车自动控制系统 售票检票系统 车站设备管理系统

电力监控系统 视频监控系统 车站广播系统 消防报警系统

内网集成门户
集成门户 统一通信 邮件系统

安全生产网
物理隔离

外部服务网

传统便民服务

短信微信平台

互联网门户系统

创新便民服务

列车到站查询

网上充值售票

舆情监控系统

地铁+旅游

地铁+网约车

地铁+天气

逻
辑
隔
离

物
理
隔
离



云
安
全

云
运
维
管
理

云
服
务

基
础
设
施

机房设施

计算资源 存储资源网络资源

软件定义

互联网业务（短信微信、网上充值） 办公内网业务（邮件、OA）

云平台门户

应用中间件服务 数据库服务 大数据服务 开发服务 第三方服务接入

计算服务 存储服务 网络服务

���

计算资源管理

计算虚拟化

KVM VMwar
e

网络资源管理

网络虚拟化

VLAN GRE

FLAT VXLA
N

存储资源管理

存储虚拟化

ObjectBlock

虚
拟
化

云
操
作
系
统

���

裸机资源管理

物理机

服务器 存储

核心生产网业务（信号系统、监控）

轨道交通云平台总体架构



轨道交通云部署示例

PSCADA
BAS/FAS
PIS/PA
CCTV
PSD

ISCS信号
系统

门禁
PSCA
DA

FAS
BAS

AFC

综
合
应
用
层

应
用
层

线
路
级

设
备
层

站
段
级

综合运营大平台

车辆

综合维护大平台

云部署

行车组织

调度

应急响应 专家系统

话务

维护

资产管理

数据中心

ATS
CBI
OBCU
ZC

站级SC
站级
SLE

火灾
电梯
空调
给排水

供电
设备

公务
专用

PSD PIS/
PA CCTV

专用
公安

时钟

车辆控制
PIS\CCTV

ICSCATS 门禁
PSCA
DA

FAS/B
ASAFC 车辆

维护
话务PSD PIS/

PA CCTV 时钟

第三方接入服务

门户网站

移动支付

智慧城市

LTE综合承载

骨干网（注：信号独立成网）

灾备数
据中心

云主机 �云存储 �云安全
计算节点

桌面虚拟
化资源池

客户端
（虚拟桌面）

存储节点

中央
服务器

实时
服务器

历史
服务器

FEP
服务器

站级
服务器



安全 稳定 管理

• 安全是基础，业务上云，系统安全、数据安全是底线

• 稳定是目标，保证业务稳定运行是云业务长期发展的基础条件

• 管理是核心，伴随政务云的落地要实现业务管理的流程再造

运维能力技术能力

轨道交通云平台关键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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