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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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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及監視系統 Control & Monitor System

 收集來自電聯車子系統、車輛電路、開關、感測器以及安
裝在車輛上的其他元件資訊。這些所收集的資料使用於顯
示畫面上的監視功能、故障資訊以及儲存資料以供診斷。

協助功能

( 司機員 )

列車內設備狀態與列車情況
的即時監視以及故障告警。

維修支援功能

( 維修人員 )

包括故障診斷、列車操作資
料的設定以及其他子系統自
我測試管理等設備資料之收
集並儲存。

主要功能



CMS-系統資料收集

CMS

車載行李

ATO/ATP

車門

列車駕駛通訊

器(TOCP)

空調系統輔電系統

煞車系統

推進系統

無線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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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S資訊畫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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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資訊頁面 控制頁面

故障告警頁面 維修選單頁面(維修人員)

CMS



CMS資訊畫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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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S
推進系統資訊頁面 輔電系統資訊頁面

煞車系統資訊頁面 車門系統資訊頁面



OT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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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車監視紀錄器 On Train Monitoring Recorder

HASLERail、TELOC®1500

 此設備設置於雙端駕駛室內，於列車啟動並取得主控後，
便啟動運轉。

具自我檢測
功能

具IP67防水等級，
且可耐一定程度的
撞擊、防火、穿透、
及靜態擠壓。

收集子系統相關數
位及類比訊號，供
事件分析使用。

其作用類似於

飛機黑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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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MR資訊紀錄

 系統安全緊急隔離開關

 EB按鈕訊號

 TBC把手訊號

 駕駛室前端逃生門

 旅客警報

 零速偵測(ATC、推進)

 ATC訊號

 電力煞車運用

 摩擦煞車運用

 車門致能(左側、右側)

 車門開關門指令(左側、右側)

 ATO啟動按鈕(1、2)

 車門關閉狀態

 DSD狀態(作動/非作動)

 各車廂煞車故障訊號

 司機員的車輛狀態(行駛/非

行駛中)

 列車運行模式(ATO/SM等)

 煞車氣壓缸壓力

 ATC 目標速度

 線電壓

 時間/距離

 列車速度

 列車編號

 列車方向(前進、後退)

 各車廂牽引系統扭矩

 各車廂低主儲氣槽壓力

安全

性能

狀態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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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MR運用分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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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門關閉鎖定隔離開關。

全車門關閉狀態
成立，列車移動。

列車關門後車門
關閉狀態未成立。

 普通車(T105)車門故障分析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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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MR運用分析(2)

 普通車(T115)PWM繼電器故障分析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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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O模式下，
PWM無訊號。

SM模式下，
PWM回復正常。



CCTV

閉路電視監控系統 Closed-Circuit Television

車廂影像

除紀錄影像外，透過即時
觀看/回報並提供救助或相
關處置(緊急事件、旅客救
護)，及事後了解事件發生
經過。

月台影像

透過月台監視器，經由無
線傳輸至列車顯示屏幕，
予司機員判斷列車月台區
域是否有異常情形(旅客衝
門等)。

(每節車廂設置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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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TV-額外新增

透過記錄影像，列車正
線行駛軌道是否有異常
情形(軌道異物、鳥擊
等)。

透過紀錄影像，了解事件
發生時，駕駛台操作及設
備情形（異常操作、設備
損壞等)。

駕駛室 列車車前影像

(雙端駕駛室各設置一具) (雙端駕駛室各設置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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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發展及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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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載資料的即時監控及回傳對於旅客服務面及異常事
件(人為、設備)可快速的判斷後續處理方式，預計未來
配合IOT物聯網、5G及雲平台以期達到下列項目：

減少維修人力工時

人員無需至現場或收車後下載資料。

即時狀態監控

透過列車即時狀態或影像，有助於了解事件真因
及狀況判斷。

數據化分析

透過大數據應用收集列車相關資訊，並透過分析，
達到預警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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