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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OS 实时报警机制需求确认 

1.06 

一、故障类报警点 

1.1 点值：故障报警=值 1；故障恢复=值 0 

1.2 报警级别：报警，恢复，均按相应报警级别报警 

1.3 报警色：报警时，文字描述颜色，与报警级别色一致；恢复时，文字描述颜色，为

绿色（颜色按《轨道交通线路控制中心集成操作系统（ CIOS ） 人 机 界 面 规 划 

与 设 计 建 设 指 导 意 见 》（ Q/SD-ZT-J-KS-KZ0006-2020）标准） 

1.4 消失机制：已确认+已恢复同时满足，报警条目自动消失（一次人工确认，即视为

已确认） 

若定义同一设备信号点一次报警 1 出现后再恢复 0 变位，视作一组变位，此时实时报

警窗内仅存在一条报警记录，报警出现一条记录，恢复后在原报警记录基础上更新已

恢复的状态和恢复时间；出现多组变位时，没确认前，应如实显示多条报警记录。 

1.5 举例 

1.5.1 情况 1：报警恢复前，未人工确认 

1）显示报警级别色报文，闪烁 

[状态]列填写‘未恢复’ 

a)2、4、5、6、7、9、17 号线 

 

b)1、3、8、12 号线 

 

 

2）报警恢复后，原有报警条目的[恢复时间]列更新填写实际报警恢复时间，[状态]列更

加未恢复 

时 间 格 式 未 统 一

（涉及此列均是） 

存在左对齐和居中

两种方式，应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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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为‘已恢复’，‘数值’列按当前 1/0（例如：1（产生）/0（消失））实际状态更新（1、8、

12 保持 1 值动作，不变）。整个报文条目文字更新为绿色。 

a)2、4、5、6、7、9、17 号线（状态 0） 

 

b)1、8、12 号线(‘数值’保持 1 状态不变) 

 

c)3 号线（‘数值’状态 0） 

 

3）人工确认后，才从实时报警中消失 

4）历史记录中，记录 1 条记录 

如图所示： 

a)2、4、5、6、7、9、17 号线，按实际发生的状态和操作及时存入历史(举例:未确认

已恢复）（状态 0） 

 

b)1、8、12 号线，按实际发生的状态和操作及时存入历史中，‘数值’列紧随‘描述’列后（‘数

值’状态 1） 

 

c)3 号线，按实际发生的状态和操作及时存入历史，‘数值’列紧随‘描述’列后(举例:未确认

已恢复）（‘数值’状态 0） 

 

1.5.2 情况 2：报警未恢复，已人工确认 

1）显示报警级别色报文，不闪烁 

[状态]列填写‘未恢复’ 

a)2、4、5、6、7、9、17 号线 

仅 3 号线 

加已恢复 

标准为产生时间

（涉及此列均是） 

标准为描述（涉

及此列均是） 

举例为未确认已恢

复，应为空白 

加“是否确认”列填写“已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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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3、8、12 号线 

 

 

2）恢复时，无需再次人工确认，自动从实时报警中消失。 

3）历史记录中，记录 1 条记录 

a）2、4、5、6、7、9、17 号线，按实际发生的状态和操作及时存入历史(举例:已确认

未恢复） 

 

b)1、8、12 号线，按实际发生的状态和操作及时存入历史中，‘数值’列紧随‘描述’列后（‘数

值’状态 1） 

 

c)3 号线，按实际发生的状态和操作及时存入历史，‘数值’列紧随‘描述’列后(举例:已确认

未恢复） 

 

1.6 同一设备点多次报警/恢复变位（以动作-复归，变位 8 次为例）：如下图所示。 

1.6.1 实时报警： 

实时报警窗内，显示四条报警报文，实现方式如下： 

a）2、4、5、6、7、9、17 号线，对‘报警描述’列和‘数值’列进行整合，仅显示当

前的最新实时状态，确认后消失。 

 

b）对 1、8、12 号线，将‘数值’列调整至‘报警描述’列后。‘数值‘列保持 1 值动作，

不变，已恢复和确认后消失，多条记录需要到历史记录中查询。 

应为工作证号（涉及此列均是，3 号线需确认） 

加历史事件记录与实时报警描述保持一致 

举例为未恢复，应

为空白 

加已恢复 

总调不认可，实时报警

应显示多条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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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对 3 号线，将‘数值’列调整至‘报警描述’列后，‘数值’列按当前 1/0（例如：1（产

生）/0（消失））实际状态更新，确认后消失。 

 

1.6.2 历史记录： 

历史记录中，报文记录方式如下： 

a）2、4、5、6、7、9、17 号线，按实际发生的状态和操作及时存入历史，‘描述’

列和‘数值’列合并。(举例:未确认） 

 

b）1、8、12 号线，按实际发生的状态和操作及时存入历史中，‘数值’列紧随‘描述’

列后（举例：已恢复和已确认） 

 

c）3 号线，按实际发生的状态和操作及时存入历史，‘数值’列紧随‘描述’列后(举例:

未确认） 

 

二、开关类报警点 

2.1 点值：信号出现=值 1；信号消失=值 0 

2.2 报警级别：信号出现，信号消失，均按相应报警级别报警 

加已恢复 

正序排列 

以信号出现与消失定义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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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报警色：信号出现、信号消失时，未恢复未确认的条目闪烁，文字描述颜色，均与

报警级别色一致（颜色按《轨道交通线路控制中心集成操作系统（ CIOS ） 人 机 界 

面 规 划 与 设 计 建 设 指 导 意 见 》（ Q/SD-ZT-J-KS-KZ0006-2020）标准） 

同一设备点(分/合)变位一次，实时报警窗内逐条显示每个状态的报文(2 条)；每变化一

次状态，在历史记录中新增一条记录。（恢复正常态，参照《C3 报警级别正常恢复消

失状态设置 v1.3》，例如，进线开关，合闸为恢复正常态） 

2.4 消失机制：仅人工确认，报警条目自动消失 

2.5 举例 

2.5.1 分闸时，闪烁（以合闸为恢复正常态为例，具体参考附件《C3 报警级别正常恢

复消失状态设置 v1.3》） 

[状态]列填写‘未恢复’ 

a)2、4、5、6、7、9、17 号线 

 

b)1、3、8、12 号线 

 

 

2.5.2 合闸时，变绿色，不闪烁 

新“……合闸”报警条目的[状态]列填写‘已恢复’，固定不变。 

原“……分闸”报警条目的[状态]列更新为‘已恢复’。 

a)2、4、5、6、7、9、17 号线 

 

b)1、8、12 号线（合闸条目，状态列填写未恢复，二级报警橘色；合闸出现后，原分

闸报警条目，状态列更新为已恢复，分闸恢复时间和合闸产生时间按系统收到信号实

际变位时间显示） 

加“恢复时间”列生

成变位时间 

无法理解、解释合

闸状态为未恢复 

不体现 V1.3 版，建议

改为最新版 

 

不体现 V1.3 版，建议

改为最新版 

 

橘 色 字 体 不 一

致，按标准配置 

 

有变位，即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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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3 号线 

 

2.5.3 确认后，消失。 

2.5.4 历史记录中，记录 2 条记录 

a)2、4、5、6、7、9、17 号线，按实际发生的状态和操作及时存入历史(举例:未确认） 

 

b)1、8、12 号线,已恢复和已确认才从实时中消失，按实际发生的状态和操作及时存入

历史中，按时间倒序排列 

 

c)3 号线，按实际发生的状态和操作及时存入历史(举例:未确认） 

 

2.6 同一设备点多次变位：（1 值-0 值多次出现），（以变化 8 次为例，如下图所示） 

2.6.1 实时报警窗内，逐条更新显示 8 条报警报文，未恢复未确认的条目闪烁。 

a)2、4、5、6、7、9、17 号线 

 

b)1、8、12 号线实时记录中分别存在两条记录，多条记录需要到历史记录中查询。 

 

会 导 致 实 时 报 警 大

量残留，总调不认可 

  按正序排列 

总调不认可两条记

录，应为八条 

为何分闸、合闸出

现在数值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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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号线 

 

人工确认后，从实时报警中消失。 

2.6.2 历史记录中，按实际逐条记录。（以变化 8 次为例，如下图所示） 

a)2、4、5、6、7、9、17 号线，按实际发生的状态和操作及时存入历史(举例:未确认） 

 

全部确认后 

 

b)1、8、12 号线，按实际发生的状态和操作及时存入历史中，‘数值’列紧随‘描述’列后。 

 

c)3 号线，按实际发生的状态和操作及时存入历史，‘数值’列紧随‘描述’列后(举例:未确认） 

配图少两条 

与期安、卡斯柯一

致，需配图 2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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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确认后 

 

三、实时事件 

1、操作类事件应每步操作逐条显示，按操作时间倒序排列，实时事项显示如下图 

仅显示调度操作（遥控、人工置入、标志牌操作、登入登出、区间隧道模式控制等）

事件类型。 

以下示例中显示了遥控、人工置入、标志牌操作、登入登出的实时操作记录 

a)2、3、4、5、6、7、9、17 号线，操作类事件显示目前设置为最大显示 2 千条，可

配置。

 

b)1、8、12 号线，实时事件窗口显示 24 小时记录。 

标准为操作员（涉

及此列均是） 

应为工作证号（涉及此列均是，3 号线需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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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号线，操作类事件显示目前设置为最大显示 2 千条，可配置。（配图，车站列填写

注意） 

 

2、操作类事件实时存储到历史记录中，历史事件记录如下图（[优先级]列包含一级、

二级、三级、四级、事项；[状态] 、[数值]列在操作事件中无实际含义） 

仅显示 SOE、调度操作（遥控、人工置入、标志牌操作、登入登出、区间隧道模式控

制等）事件类型。 

以下示例的事件类型包括了 SOE、遥控、人工置入、标志牌操作、登入登出等 

a)2、4、5、6、7、9、17 号线，‘历史事件’状态列标识‘‘未恢复’，[人员]列显示报警确认

人信息，[描述]列中显示有操作人员信息  

 

标准为操作员（涉

及此列均是） 

标准为操作员（涉

及此列均是） 

应为工作证号（涉及此列均是，3 号线需确认） 

应为工作证号（涉及此列均是，3 号线需确认） 

事件类不确认 

SOE 不应出现在实时事件，以下均是 

SOE 不应出现在实时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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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8、12 号线，‘历史事件’数值列空白，状态列标识已恢复 

 

c)3 号线，‘历史事件’数值列空白，状态列空白（更新图） 

soe 事项[数值]列不为空，[人员]为空 

 

附录 1：实时报警列表说明 

实时报警显示目前设置为最大显示 1 万条，可配置。 

其中 3#线，实时报警以分页显示，每页显示 200 条（每页数目可配），200 条显示不

全部分可拖动滚动条查看。 

a）2、4、5、6、7、9、17 号线 

 

b）1、3、8、12 号线 

 

[报警产生时间] 列：填写报警信号产生(动作)的时间，包含年月日时分秒毫秒信息；按

时间倒序排列。 

[车站] 列：填写[报警描述]的信号所属的车站中文名称； 

3 号线，以下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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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8、12、2、4、5、6、7、9、17 号线 

PSCADA 专业的‘车站’列按实际车站名命名，非车站所属变电所，按变电站的类型命名。 

同一变电所含跟随所的，跟随变电所所属报文描述附有‘跟随’标识。 

车站名与变电站名不一致的，相应变电站的报文描述中标识变电站名称。 

b）3 号线 

PSCADA 专业的’车站’列按照变电站的类型命名；其余专业按实际车站名命名。 

[报警描述] 列：填写报警信号描述 

a）2、4、5、6、7、9、17 号线 

包含设备信号对象和当前实际状态； 

b）1、3、8、12 号线 

包含设备信号对象 

[数值] 列：填写信号对象的 1/0 状态描述，按各专业提供的实际点表配置； 

如上图所示， 

a)2、4、5、6、7、9、17 号线，[报警描述] 列包含，[报警描述] +[数值]两部分信息；

b)1、3、8、12 号线，[报警描述] 、[数值]信息分开单列。 

[系统] 列：填写[报警描述]的信号所属的专业名称的英文标准缩写。 

[优先级] 列：填写[报警描述]的信号，按标准所属的正确级别描述。 

[状态] 列：与[报警描述]的‘正常运行状态’相比较，不同于‘正常运行状态’的信号报警，

此列填写“未恢复” ；与‘正常运行状态’相同的信号，此列填写“已恢复”。 

注：1、8、12 号线，开关类报警，恢复态出现的报警条(例如，合闸)，‘状态’列填写“未

恢复” 

[是否确认] 列：未对信号进行确认操作的，此列填写“未确认” ；经人工点击确认过的

信号，此列填写“已确认”。 

[确认时间] 列：填写确认操作的实际发生时间（包含年月日时分秒…信息）；未对信号

图呢？ 

无法理解、解释合

闸状态为未恢复 

建议改为“至少包含年月日时分

信息秒信息”，删除省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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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确认操作的，此列空白。 

[确认人] 列：填写确认人的工作证号代码信息；未对信号进行确认操作的，此列空白。 

[恢复时间] 列：填写报警信号的恢复到‘正常运行状态’的时间（包含年月日时分秒毫秒

信息）；报警信号未恢复到‘正常运行状态’的，此列空白。 

 

附录 2：实时事件列表说明 

其中 3#线，实时事项以分页显示，每页显示 200 条（每页数目可配），200 条显示不

全部分可拖动滚动条查看。 

 

[事件时间] 列：填写[操作描述]内容的发生时间，包含年月日时分秒毫秒信息。按时间

倒序排列。 

[车站] 列：遥控、人工置位、挂牌、SOE 操作事件类型填写[操作描述]内容所对应的

车站中文名称。 

a)2、4、5、6、7、9、17 号线 

CIOS 系统内部的操作事件（例如，登入登出），此列空白 

4、7 号线 EMCS 的区间模式控制操作记录显示在控制中心 

其他线路 EMCS 的区间模式控制操作记录显示在所在车站 

b)1、8、12 号线 

CIOS 系统内部的操作事件（例如，登入登出），此列填写‘控制中心’ 

EMCS 的区间模式控制操作，此列填写‘控制中心’ 

c) 3 号线 

CIOS 系统内部的操作事件（例如，登入登出），此列填写‘控制中心’ 

[系统] 列：填写[操作描述]内容所对应的专业名称的英文标准缩写。 

图例与之前配图不一致，多事件类型 

实时里不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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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描述] 列：填写详细的操作内容 

a)2、4、5、6、7、9、17 号线 

包含哪个设备信号对象-做了哪种操作-哪个人-在哪台机器几个部分。 

b)1、8、12 号线 

包含哪个设备信号对象-做了哪种操作几个部分。 

c)3 号线 

包含哪个设备信号对象-做了哪种操作-在哪台机器几个部分。 

[操作人] 列： 

a)1、8、12、2、4、5、6、7、9、17 号线，填写操作人的工作证号代码信息。 

b)3 号线，填写操作人的工作证号代码对应的中文描述信息 

 

附录 3：历史事件记录列表说明 

历史事件以分页显示，每页显示 200 条（每页数目可配），200 条显示不全部分可拖动

滚动条查看。 

a）2、4、5、6、7、9、17 号线，历史记录文字白色显示 

 

b）1、3、8、12 号线，历史记录文字白色显示 

 

[产生时间] 列：填写[描述]的报警或操作产生的时间，包含年月日时分秒毫秒信息。按

时间正序排列。 

[车站] 列： 

历史报警参照‘附录 1’实时报警的[车站]列填写； 

历史事件参照‘附录 2’实时事件的[车站]列填写。 

3 个部分 

2 个部分 

4 个部分 

标准为操作员 

与附录 1 中 3 号线实时报警不一致 

是否仅指 3 号线？ 

删除此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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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 列：填写[描述]的信号所属的专业名称的英文标准缩写，其中 CIOS 系统内部的

操作事件填写说明如下： 

a）2、4、5、6、7、9、17 号线，CIOS 系统内部的操作事件（例如，登入登出），此

列填写‘CIOS’ 

b）1、8、12 号线，CIOS 系统内部的操作事件（例如，登入登出），此列空白 

c）3 号线，CIOS 系统内部的操作事件（例如，登入登出），此列填写‘SYSTEM’ 

[优先级] 列：填写[描述]的信号，按标准所属的正确级别描述。 

a）2、3、4、5、6、7、9、17 号线，历史报警按标准所属的正确级别描述；历史事件，

此列‘事项’ 

b）1、8、12 号线，历史报警按标准所属的正确级别描述；历史事件，此列空白 

[状态] 列： 

历史报警参照‘附录 1’实时报警的[状态]列填写； 

历史事件参照‘附录 2’实时事件的[状态]列填写。 

[描述] 列： 

历史报警参照‘附录 1’实时报警的[报警描述]列填写； 

历史事件参照‘附录 2’实时事件的[操作描述]列填写。 

[数值] 列：2、4、5、6、7、9、17 号线无此列 

1、3、8、12 号线按以下规则填写： 

历史报警参照‘附录 1’实时报警的[数值]列填写； 

历史事件的[数值]列空白。 

[确认时间] 列：填写确认操作的实际发生时间（包含年月日时分秒…信息）；未对信号

进行确认操作的，此列空白。操作类事件，此列空白。 

[人员] 列： 

历史报警参照‘附录 1’实时报警的[确认人]列填写； 

建议改为“至少包含年月日时分

信息秒信息”，删除省略号 

实时事件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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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事件参照‘附录 2’实时事件的[操作人]列填写。 

[恢复时间]列：填写报警信号的恢复到‘正常运行状态’的时间（包含年月日时分秒毫秒

信息）；报警信号未恢复到‘正常运行状态’的，此列空白。 

对于以上[状态]、[确认时间]、[人员]、[恢复时间]四列 

a)2、4、5、6、7、9、17 号线，会将此 4 部分信息，逢变实时更新到相应的历史记录

条目中（未恢复+未确认，未恢复+已确认，已恢复+未确认，已恢复+已确认，都会存

储更新原历史记录条目的相应列信息）。[人员]列显示报警确认人信息，[描述]列内含操

作类事件的操作人员信息描述和 [操作人]列显示操作类事件的操作人员信息 

 

b)1、8、12 号线，会将此 4 部分信息，逢变实时更新到相应的历史记录条目中（未恢

复+未确认，未恢复+已确认，已恢复+未确认，已恢复+已确认，都会存储更新原历史

记录条目的相应列信息）。 

 

c)3 号线，会将此 4 部分信息，逢变实时更新到相应的历史记录条目中（未恢复+未确

认，未恢复+已确认，已恢复+未确认，已恢复+已确认，都会存储更新原历史记录条目

操作员 

开关变位类

是否通用 

开关变位类

是否通用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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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应列信息）。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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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实时报警查询栏说明 

a)2、4、5、6、7、9、17 号线，无变电所和电压等级筛选项 

 

[站名]筛选，可复选，包含：控制中心、车站、非车站变电所，其中‘车站‘名按地名办

下发的车站名称命名；非车站变电所，按变电站的类型命名 

[系统]筛选，可复选， 

a)17 号线包含：CIOS、PSCADA、EMCS、FAS、ACS、PSD、AFC、ILS、CCTV、

PA、PIS、UPS、SYS、NMS 

b) 2、4、5、6、7、9 号线包含：PSCADA、EMCS、FAS、PA、CCTV 

[设备类型]筛选，可复选，包含：断路器、隔离开关、轨电位、整流器组、备自投（跟

上海电科统一） 

[优先级]筛选，可复选，包含：一级、二级、三级、四级 

非车站所属变电所 

直流开关小车属哪类 

不需要 

请解释说明，以下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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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8、12 号线 

 

[站名]筛选，可复选，包含：控制中心、车站、非车站变电所，其中‘车站‘名按地名办

下发的车站名称命名；非车站变电所，按变电站的类型命名 

[系统]筛选，可复选，包含： PSCADA、EMCS、FAS、NMS 

[变电所]筛选，可复选，包含：主变/开关变电站、牵引变电站、混合变电站、降压变电

站 

非车站所属变电所 

不需要 

1 号线有中心变电站，如何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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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等级]筛选，可复选，包含：110kV、10kV、33kV/35kV、400V、1500V 

[设备类型]筛选，可复选，包含：断路器、隔离开关、轨电位、整流器组、备自投 

[优先级]筛选，可复选，包含：一级、二级、三级、四级 

 

c) 3 号线 

[站名]筛选，可复选，包含：控制中心、车站、非车站变电所，其中‘车站‘名按地名办

下发的车站名称命名；非车站变电所，按变电站的类型命名 

[系统]筛选，可复选，包含： PSCADA、EMCS、FAS、SIG、PSD、PA、CCTV、

直流开关小车属哪类 

非车站所属变电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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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NMS 

[变电所]筛选，可复选，包含：降压跟随混合站、降压站、牵引降压混合站、牵引站、

中心降压站、中心牵引降压混合站、主变电站 

[电压等级]筛选，可复选，包含：110kV、10kV、35kV、400V、1500V 

[设备类型]筛选，可复选，包含：UPS、备自投、采集终端、断路器、隔离开关、轨电

位、模块、屏蔽门、水泵、探测器、小车、照明、中央信号屏、自动扶梯 

[优先级]筛选，可复选，包含：一级、二级、三级、四级 

 

附录 5：实时事件查询栏说明 

a)2、4、5、6、7、9、17 号线

跟随不会含牵引 

顺序调整，常用放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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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名]筛选，可复选，参照‘附录 4：实时报警查询栏说明’的[车站]筛选； 

[系统]筛选，可复选，参照‘附录 4：实时报警查询栏说明’的[系统]筛选； 

[设备类型]筛选，可复选，参照‘附录 4：实时报警查询栏说明’的[设备类型]筛选 

[事件类型]筛选，可配置，包含:门禁 SOE,通道事项,正常变位报警,异常变位报警,RTU

设备事项,正常 SOE,异常 SOE,模拟量跳变越限报警,模拟量越限报警,编辑日志,权限参

数编辑,审计参数编辑,登入登出,模式事件,计算机节点事件,命令管道事件,进程事件,实

时库,应用服务器启停,网络事件,通道切换,遥控,禁止报警,启动追忆,应用服务器切换,标

志牌,人工置入,模拟量越限报警,提示事项,调度员操作事项 

 

b)1、8、12 号线，

顺序调整，常用放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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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名]筛选，可复选，参照‘附录 4：实时报警查询栏说明’的[车站]筛选； 

[系统]筛选，可复选，参照‘附录 4：实时报警查询栏说明’的[系统]筛选； 

[设备类型]筛选，可复选，参照‘附录 4：实时报警查询栏说明’的[设备类型]筛选 

[事件类型]筛选，可复选，包含：设备单控操作、模式操作、登入登出、SOE 

 

c)3 号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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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名]筛选，可复选，参照‘附录 4：实时报警查询栏说明’的[车站]筛选；并且包含‘附录

4：实时报警查询栏说明’的[变电所]的内容。 

3#线[站名]包含所有车站名及所有变电所名，例：殷高西路站和淞发路站都有牵引所，

则显示殷高西路、殷高西路牵引所、淞发路、淞发路牵引所。 

[系统]筛选，可复选，参照‘附录 4：实时报警查询栏说明’的[系统]筛选； 

[设备类型]筛选，可复选，参照‘附录 4：实时报警查询栏说明’的[设备类型]筛选 

[事件类型]筛选，可复选，包含：权限切换,确认实时报警,人工置入,模拟量越限报警,

通道切换,通道,变化次数越限报警,限值修改,遥控,数字量变位报警,删除实时报警,正常

变位报警,异常变位报警,审计参数编辑,权限参数编辑,火警,编辑日志,编辑历史数据,事

故跳闸报警,禁止报警,模拟量越限报警,提示事项,登入登出,模式事件,节点事件,正常状

态设置,操作命令,调度员操作事项,PA 控制信息,PIS 文本发布信息,巡更,启动追忆,管道

事件,进程事件,实时库,代路,模拟量跳变越限报警,RTU,系统事件,程控,设置变位次数,

门禁事项,正常 SOE,异常 SOE,应用服务器切换,应用服务器启动,列车信息,标志牌,运

行信息,其他命令,其他,计划信息,进路控制,信号控制,系统事件,列车管理 

顺序调整，常用放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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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6：历史事件记录查询栏说明 

a)2、4、5、6、7、9、17 号线，无变电所和电压等级筛选项，右上角没有’历史报警’、’

历史事件’两个筛选按钮 

 

[站名]筛选，可复选，参照‘附录 4：实时报警查询栏说明’的[车站]筛选； 

[系统]筛选，可复选，参照‘附录 4：实时报警查询栏说明’的[系统]筛选； 

[设备类型]筛选，可复选，参照‘附录 4：实时报警查询栏说明’的[设备类型]筛选 

[优先级]筛选，可复选，包含：一级、二级、三级、四级、事项 

[事件类型]筛选，可配置，参照‘附录 5：实时事件查询栏说明’的[事件类型]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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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8、12 号线，需要增加‘事件类型’筛选项，右上角有’历史报警’、’历史事件’两个筛

选按钮  

 

[站名]筛选，可复选，参照‘附录 4：实时报警查询栏说明’的[车站]筛选； 

[系统]筛选，可复选，参照‘附录 4：实时报警查询栏说明’的[系统]筛选； 

[设备类型]筛选，可复选，参照‘附录 4：实时报警查询栏说明’的[设备类型]筛选 

[优先级]筛选，可复选，包含：一级、二级、三级、四级 

[事件类型]筛选，可配置，参照‘附录 5：实时事件查询栏说明’的[事件类型]筛选 

[变电所]筛选，可配置，参照‘附录 4：实时报警查询栏说明’的[变电所]筛选 

少事件类型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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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等级]筛选，可配置，参照‘附录 4：实时报警查询栏说明’的[电压等级]筛选 

 

c）3 号线历史 

 

[站名]筛选，可复选，参照‘附录 4：实时报警查询栏说明’的[车站]筛选； 

[系统]筛选，可复选，参照‘附录 4：实时报警查询栏说明’的[系统]筛选； 

[设备类型]筛选，可复选，参照‘附录 4：实时报警查询栏说明’的[设备类型]筛选 



27 

[优先级]筛选，可复选，包含：一级、二级、三级、四级、事项 

[事件类型]筛选，可配置，参照‘附录 5：实时事件查询栏说明’的[事件类型]筛选 

[变电所]筛选，可配置，参照‘附录 4：实时报警查询栏说明’的[变电所]筛选 

[电压等级]筛选，可配置，参照‘附录 4：实时报警查询栏说明’的[电压等级]筛选 

 

附录 7：实时报警、实时事件、历史事件记录 样图 

实时报警（全图+底端简图）、实时事件、历史事件记录 

a)2、4、5、6、7、9、17 号线， 

实时报警图 

 

 

实时事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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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事件记录图 

 

b)1、8、12 号线， 

实时报警图 

实时事件无 SOE，配图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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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事件图 

 

历史事件记录图 

 

少底部三列实时最新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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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号线， 

实时报警图，底部报警栏仅显示最新未确认的三行报警 

 

实时事件图 

 

历史事件记录图 

查询数量为 2 条，为何显示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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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8：隧道风机控制盘样图 

a)2、4、5、6、7、9、17 号线，采用与 CIOS 完全相同的软件平台 

模式控制界面 

 

风机系统界面 

部分线路无多点阻塞，请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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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历史记录，与附件 3、附件 6、附件 7 完全一致 

 

b)1、8、12 号线， 

模式控制界面 

附件改为附录 

操作类为何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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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机系统界面 

 

操作历史记录 

部分线路有单点和多点阻塞，如何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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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查询描述 

应为 I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