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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自动售检票系统优化研究
向 静

重庆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 渝北 401100

【摘 要】随着互联网和轨道交通网络化运营的发展，互联网票务产品大幅增加，实体票务进站量大幅度减少，

导致部分车站自动售检票设备利用率较低，甚至某些设备长期处于闲置状态，进而造成设备维护成本的提高。文章

对自动售检票系统进行分析研究，提出现有车站及新建车站设备改造及配置合理化建议，进而提高自动售检票设备

利用率和降低检修维护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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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背景

1.1.自动售检票系统概述

自动售检票系统（以下简称 AFC 系统）是基于计算

机技术、网络技术、自动控制技术等技术能够实现购票、

检票、计费、收费、统计全过程的自动化系统。AFC 系

统是保障地铁交通自动化运营的关键组成部分，其重要

性不言而喻，先进的 AFC 系统可以有效提升乘客的用户

体验及提高进出站效率。

1.2.客流分析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31 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有 53 个城市开通运营城市

轨道交通线路 290 条，运营里程 9584 公里，车站 5609
座。2022 年全年实际开行列车 3316 万列次，完成客运

量194.0亿人次（较2021年减少43.1亿人次，降低18.2%），
完成进站量 116.9亿人次，客运周转量 1560亿人次公里。

2022 年中国各城市地铁进站量前十分别是广州、上海、

北京、深圳、成都、重庆、杭州、武汉、西安、南京。

目前，重庆轨道交通进站方式主要有实体票（单程票、

一日票、定次票）、宜居畅通卡、乘车二维码（“渝畅

行”APP、微信、支付宝、银联云闪付）以及绑定电子

宜居畅通卡的手机 NFC 等方式。通过对近几年各票种进

站量占比分析可见，互联网票务产品对路网票务产品结

构产生巨大影响，实体票务进站量大幅度减少，大部分

出站闸机回收模块利用率较低，设备检修维护成本提高。

2.AFC系统网络结构

轨道交通 AFC系统网络中传输的数据按传输方向主

要分成上行数据、下行数据和联机查询三类。轨道交通

AFC 系统是涉及多个通信及数据处理节点的、网络化的

信息传输处理系统，AFC 系统网络从下至上分为五个层

面：车票层、车站终端设备层、车站系统层、线路中央

系统层、清分清算系统层。

清分清算系统层中的“一卡通清算中心”是 AFC 系

统的外部系统，与“轨道交通清分中心”有接口关系，

实现“一卡通”的发行、交易数据收集、卡账户管理、

清算、资金结算、充值授权管理、统计分析等业务功能。

轨道交通清分中心实现轨道交通专用票（一票通）

的发行、票务管理、车票仓储及物流调配管理、对外部

系统（如“一卡通”）统一接口、预赋值票管理、数据

采集、清分清算、资金结算、运营数据统计分析、清分

规则设定、清分参数管理、票款收益管理、各线路车站

客流监控、用户及权限管理等业务功能。

线路中央计算机系统实现线路车站运营管理、设备

运行监控、数据采集、预赋值票的预赋值和缴销、预赋

值票发售汇总、车站运行模式管理、线路参数管理、运

营数据统计分析、票款收益管理、车站客流监控、用户

及权限管理、与清分中心对账及清算、资金结算、车票

仓储及物流调配管理、设备维修管理、固定资产及备品

备件管理、软件及版本管理等业务功能。

车站计算机系统实现设备运行监控及运行维护、数

据采集、运营报表生成、车站现金管理、车票储存及调

配、本站客流统计、班次收益统计、预赋值票发售汇总、

参数下发、软件下发等业务功能。

车站终端设备实现票卡出售、获取充值授权、储值

票充值、票卡状态查询、更新、超程/超时补票、进/出
站检票、班次报表等业务功能。

车票是票值、进出站等信息的物理载体。

3.优化建议

对既有车站自动售检票设备提出如下优化建议：一

是可将闲置设备配至紧缺的站点，从而避免部分站点设

备闲置，部分站点设备不够用的情况。二是对设备进行

技术改造。部分设备不支持其他路网或是不支持某些票

种，可对这部分设备进行技术改造，比如在以前的闸机

设备上增加扫码功能模块，实现实体票和二维码并行功

能，从而适应目前的运营现状，改造后的设备，需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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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指引，协助乘客熟悉操作。

新建车站在选配设备类型和数量时，应根据车站预

测客流数据和站点地理位置特征，对自动售检票设备进

行合理布局和配置，并考虑一定冗余。可按如下原则配

置：

（1）按车站 AFC 系统设备使用能力配置。

（2）出站闸机原则上按 90S 内出清下车客流配置，

并应综合考虑车站建筑、客流走向、自动扶梯等因素。

（3）车站终端设备数量按照工程线路近期各站早

晚高峰小时客流量配置，并按远期各站早晚高峰小时客

流量预埋设备安装位置。

（4）单程票与储值票比例。近期:单程票为 55%，
储值票为 45%。远期:单程票为 35%，储值票为 65%。

（5）自动售票机近期设备数量按 55%进站设计客

流计算，并考虑 20%的设计裕量，远期设备按 20%进站

设计客流计算。

（6）单程票原则上由自动售票机发售，人工售票

机负责储值票充值及问题车票的处理。但设置在客运站、

旅游景点等附近的车站应适当多配置一些人工售票机，

以方便外地乘客购票。

（7）为方便乘客自助验票，原侧上每站设置 2 台

自动验票机。

（8）便携式验票机按每站 2 台配备，票务管理部

门另外配备 10 台。

（9）每组进站闸机、出站闸机构成的通道数量不

少于 2 个。出站闸机数量除考虑客流因素外，还应与列

车行车密度、车站扶梯的运能和布置相协调。

（10）在与机场、客运站等大型交通枢纽换乘的车

站，根据实际情况可在票务处附近设置宽通道双向检票

机，以方便携带大件行李的乘客通行。

（11）每站通道数应根据客流预测及行车组织进行

计算，远期设备数量应不小于近期设备数量。

4.结论

本文通过对 AFC 系统的分析和研究，提出现有车站

自动售检票设备改造建议以及新建车站设备配置合理

化建议，从而提高自动售检票设备利用率、减少自动售

检票设备的维修维护成本，最终达到降低运营成本的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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