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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21562《轨道交通 可靠性、可用性、可维修性和安全性规范及示例》分为三个部分:
———轨道交通 可靠性、可用性、可维修性和安全性规范及示例;
———第2部分:安全性的应用指南;
———第3部分:机车车辆RAM的应用指南。
本部分为GB/T21562的第2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部分由国家铁路局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牵引电气设备与系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78)归口。
本部分主要起草单位: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本部分参加起草单位:同济大学、铁道部标准计量研究所、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机车车辆研究所、南

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王奇、邵志和。
本部分参加起草人:严云升、郭其一、孙超、王华胜、徐春华、罗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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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GB/T21562—2008列出了影响RAMS的因素,提出了有关安全性的风险管理方法,给出了一些风

险验收原理的示例,并为整个轨道交通系统通用的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定义了全面的任务。

GB/T21562—2008规定了轨道交通领域内的安全性和RAM 特性。然而实际工作中不同主体在

解释其安全性原理和/或需求时各不相同,并且GB/T21562—2008在轨道交通系统及其子系统的具体

应用中也存在差异。
本部分用于消除这些差异,并建立一致可行的方法来设定安全目标、评估风险、处理安全问题。本

部分不规定任何特定的安全目标(安全目标由相关主管部门负责),只通过示例为特定条件下,设定目

标、评估风险、形成安全要求和举证满意的安全等级等活动给出方法指南。目标设定方法的认可由轨道

交通主管部门(RA)和安全主管部门(SRA)负责。
本部分涵盖整个轨道交通系统,并由GB/T21562—2008涉及的所有用户组使用。用户组可为系

统生命周期中从概念到处置各阶段的利益相关方(机构/实体)。
本部分仅涉及GB/T21562—2008涵盖的问题,并对GB/T21562—2008可能产生误解的地方进

行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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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 可靠性、可用性、
可维修性和安全性规范及示例
第2部分:安全性的应用指南

1 范围

1.1 GB/T21562的本部分对GB/T21562—2008规定的轨道交通系统安全过程要求和系统生命周期

各阶段安全活动所涉及的特定问题(见1.3)给出指南。本部分适用于 GB/T21562—2008范围内涵盖

的所有系统。本部分假设用户已熟悉安全问题,但在某些安全问题上 GB/T21562—2008缺乏详尽

指导。

1.2 GB/T21562—2008是系统顶层的基本RAMS标准,本部分是对GB/T21562—2008的补充说

明,仅适用于1.3声明的安全问题。

1.3 本部分仅对GB/T21562—2008范围内的下列问题给出指导:

a) 轨道交通系统整体到其主要组成部分(如信号、机车车辆和基础设施等)的顶层通用风险模型

的建立,模型组成部分及其相互作用的定义;

b) 轨道交通系统(包括高速线路、轻轨和地铁等)通用功能危害检查表的建立;

c) GB/T21562—2008中风险验收原理的应用;

d) 轨道交通系统中功能安全性和容许风险定性评估的应用与示例;

e) 功能安全要求和将安全目标分配给子系统(如轨道交通车辆、车门系统和制动系统等)的定义;

f) 在系统生命周期中所有阶段,安全完整性等级的应用;

g) 安全性举证的概率性方法和确定性方法应用;

h) 安全证明文件(安全论据)的基本要素(包括维修和运营等)和典型结构。

1.4 表1说明了GB/T21562—2008规定的生命周期各阶段安全活动的范围及其限制,并明确了主要

参与者的角色/职责。宜结合本部分所有内容深入理解表1。

表1 特定生命周期阶段活动和本部分条款之间的对照

GB/T21562—2008的生命周期阶段 涉及的机构/实体 相关条款

1.概念 —

2.系统定义和应用条件

通常轨道交通主管部门(RA)负责轨道

交通系统级,轨道交通支承工业(RSI)

负责较低系统级

4.3和5.3.2.2

3.风险分析 RA或RSI,取决于生命周期阶段 4.4、5.3和5.4

4.系统需求
通常RA负责轨道交通系统级,RSI负

责较低系统级
5.3.2.2和6.2

5.系统需求分配 负责设计所考虑系统的机构/实体 5.4.7、6.2、6.3和第8章

6.设计和实现 RSI 4.3、5.4和第6章

7.制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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