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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一）要求制定的必要性 

1.建设高水平互联互通的轨道交通系统是新时代发展趋势 

2019 年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相继出台了《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国家

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国家发改委也颁布实施了《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

市圈的指导意见》。《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提出推动交通发展由追求速度规模向注

重质量效益转变、由各种交通方式相对独立发展向更加注重一体化融合转变、由

依靠传统要素驱动向更加注重创新驱动转变，建设城市群一体化交通网，推进干

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融合发展；《国家综合立体

交通网规划纲要》提出实现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互联互通，推动干线铁路、城际

铁路、市域（郊）铁路融合建设，并做好与城市轨道交通衔接协调，构建运营管

理和服务“一张网”，实现设施互联、票制互通、安检互认、信息共享、支付兼

容；《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指导意见》提出推动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郊）

铁路、城市轨道交通“四网融合”，探索都市圈轨道交通运营管理“一张网”，推

动中心城市、周边城市（镇）、新城新区等轨道交通有效衔接，加快实现便捷换

乘，更好适应乘客出行需求，打造轨道上的都市圈。《关于推动都市圈市域（郊）

铁路加快发展的意见》中提出了“加强市域（郊）铁路与干线铁路、城际铁路、

城市轨道交通一体化衔接，鼓励多线多点换乘，统筹协调系统制式，推动具备条

件的线路跨线直通运行，充分发挥轨道交通网络整体效益。推动多层次轨道网络

融合、高水平互联互通的轨道交通系统，是适应人民美好出行需求是新时代发展

趋势。 

2.“城际铁路互联互通”对技术要求提出新的要求 

2020 年 8 月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规划的批

复》，规划建设 13个城际铁路和 5个枢纽工程项目，其中佛山经广州至东莞城际、

广州东至花都天贵城际、芳村至白云机场城际、南沙至珠海（中山）城际、深大

城际、深惠城际（含大鹏支线）、常平至龙华城际、塘厦至龙岗城际等不同于之

前的珠三角城际，其特点为：城际铁路跨制式互联互通，对车辆、信号、通信、

站台门等提出新的要求；城际铁路跨区域互联互通，对运输组织、资源共享等提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72355&ss_c=ssc.citia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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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新的要求；城际铁跨多运营主体互联互通，对运营管理、票务清分、调度、通

信、客服等提出新的要求。 

3.城际铁路建设加快，迫切需要制定新标准 

根据 2020年 8月《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规划的批复》，粤港澳大

湾区城际铁路由 24条线组成，合计超 2133km；近期规划建设 13个城际铁路和 5

个枢纽工程项目，总里程约 775公里。同时大湾区内地 8个城市已编或在编了城

市轨道交通线网，其中广州、深圳、东莞、佛山已开通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线路，

运营里程超 1000km，在建里程超 650km，远期 8个城市规划线路长度超 5000km。 

为促进不同层级间轨道交通的深度融合，实现城际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互联

互通；推动城际铁路运营管理一体化和网络化运输协同；推广“一票式”联程和

“一卡通”服务，实现设施互联、票制互通、安检互认、信息共享、支付兼容，

需要有专门配套的规范，但既有城际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的技术规范有所滞后，

迫切需要结合轨道交通多网融合、一体化运输、资源共享等新要求，结合新技术

的应用、编制融合城际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互联互通的技术要求。 

（二）目的和意义 

为适应轨道交通多层次、多主体、多制式的融合需要，为推进城际铁路高质

量建设，突破行政边界、技术壁垒和管理壁垒，按照“互联、互通、互运、互维”

的不同分级标准和运营管理需求，吸收国内外先进互联互通设计经验，制定城际

铁路互联互通技术要求文件。推动城际铁路“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管理”

理念落地，提升线网运营效益和服务水平。其意义主要以下三方面： 

1.根据城际铁路实际发展需求，以现有专题研究成果为基础，结合城际铁路

规范、市域（郊）铁路规范、城市轨道交通规范等，进行融合创新，统筹指导城

际铁路建设。 

2.支撑国家交通强国发展战略，提升城际铁路的高质量建设、可持续发展、

提升社会效益。 

3.为促进城际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的融合，制定本文件能够满足城际铁路与

城市轨道交通的一体化管理、网络化协同运输要求，填补城际铁互联互通技术标

准的空白。 

二、遵循的原则和编制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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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遵循的原则 

1.贯彻国家有关法规和铁路技术政策，总结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互联互

通建设经验、吸收国内外先进轨道交通互联互通设计经验，以工程建设实践经验

和科技发展为依据，结合轨道交通多层次、多主体、多制式的现状情况，形成城

际铁路互联互通技术要求，使城际铁路互联互通设计符合安全可靠、功能合理、

运行高效、融合创新、经济适用的要求。 

2.充分考虑互联互通技术要求的兼容性与针对性，对城际铁路互联互通设

计从规划、运营管理、工程技术等做出宏观的规定，同时兼容行业内现行或正在

研究的互联互通的成果。 

3.本文件在编写过程中应结合现状，充分考虑行业现状及技术发展趋势，

所包含的内容应体现通用性、先进性、融合性、可实施性，并有普遍指导意义。 

4.充分发扬技术民主，充分采纳业内各相关单位的意见。 

5.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的应通过实验、试点验证，做到

安全适用、经济合理、技术先进。涉及的科研成果应经过鉴定或实践验证，具备

推广应用的条件。 

6. 本文件内容应符合有关规范要求，与城际铁路技术规范相协调，避免矛

盾。专有名词、术语等保持统一。 

7.本文件遵循《标准化工作细则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GB/T1.1-2020）相关规定。 

（二）编制依据 

1 《地铁设计规范》 GB 50157 

2 《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 GB 55019 

3 《用户电话交换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B/T 50622 

4 《安全防范视频监控联网系统信息传输、交换、控制技术要求》 GB/T 28181 

5 《公共安全 应急管理 突发事件响应要求》 GB/T 37228 

6 《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B/T 22239 

7 《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安全设计技术要求》  GB/T 25070 

8 《城市轨道交通市域快线120 km/h~160 km/h车辆通用技术条件》 GB/T 

37532 

9 《CTCS-2级列控系统总体技术要求》  TB/T 3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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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城际铁路设计规范》  TB 10623 

11 《铁路数字移动通信系统（GSM-R）设计规范》  TB 10624 

12 《城市轨道交通车地综合通信系统（LTE-M）接口规范 第2部分：核心网

间数据接口》  T/CAMET04006.2 

13 《城市轨道交通车地综合通信系统（LTE-M）设计、工程规范第1部分：

工程设计》  T/CAME T04009.1 

14 《城市轨道交通基于通信的列车运行控制系统（CBTC）互联互通系统规

范 第1部分：系统总体要求》  T/CAMET 040010.1 

15  其他规范或标准等。 

三、要求编制过程 

（一）工作进度安排 

本文件的编制共分六个阶段开展，分别为立项、大纲、征求意见、技术审

查、报批、实施。目前处于征求意见阶段，已完成立项和大纲专家审查、初稿参

编单位内审、广州地铁集团和深圳市地铁集团内部征询意见。 

 

（二）前期工作 

以《城际铁路设计规范》为基础，参考《城际铁路设计细则》和相关专题研



7 

究成果，调研已运营的广珠城际、穗莞深城际、广清城际、广州东环城际、佛肇

城际、莞惠城际、珠机城际等，在建的广佛环线（东环、南环、西环）、佛莞城

际，芳白城际、广花城际等经验，结合广州地铁集团新一轮线网技术专题研究工

作成果及建设经验，分析法国的法兰西岛运输联合会一体化机制、欧盟跨境铁路

的一体化政策、法规与标准体系等，颁布的《城际铁路设计规范》（TB 

10623-2014）、《市域铁路设计规范》（T/CRS C0101-2017）、《市域快速轨

道交通设计规范》（TCCES2-2017）、《上海市域铁路设计规范（试行）》（T/SHJX 

002-2018）、《市域（郊）铁路设计规范》（TB 10624-2020）、《城际铁路设

计细则》（DB44/T2360—2022），为本文件编制奠定了基础。 

（三）本文件编制过程 

2024 年 3 月，在北京完成本文件的立项工作。 

2024 年 4 月，在北京完成本文件的大纲审查工作。 

四、主要内容说明 

本文件适用于粤港澳大湾区新建、改建城际铁路互联互通设计。本文件共有

13章，各章的主要内容如下： 

1.范围：明确了本文件的适用范围。 

2.规范性引用文件：梳理了本文件引用和参考的现行规范。 

3.术语和定义：定义了本文件的主要术语和定义。 

4.总体要求：明确了适用速度等级、互联互通模式等基本要求，规定了城际

铁路应满足一体化运营管理、网络化运输、资源共享等方面的总体性、原则性要

求。 

5. 运营管理与服务：规定了运营管理的原则、与其他城市轨道交通的关系，

以及不同运营主体的统筹原则。提出了调度指挥与清分、应急救援与车站管理的

架构。规定了运行图编制、作业计划、乘务、维修管理方式与联动机制以及资产、

设施与车站等设施的管理标准。 

6.运输组织：给出了运输模式的确定原则与划分标准，规定了跨线列车的基

本要求，与运营主体、线路运能、车辆、运营时间等匹配原则，提出跨线列车的

能力利用、交路设置、运营时间等基本规定。 

7.跨线运行技术要求：明确了开行跨线运营列车相关设施的总体性要求，规

https://www.sogou.com/link?url=hedJjaC291Pl05MTlF1Zk2XH0kc1pIdi5uSjahOTNAxmQMtA5RoMzkBgAnmCMJoSE2vUUbm6fso7WhycUghT84ToU1hKdoUsZ6pHzQTGC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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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与跨线运营相关的车辆、限界、活载、线路、轨道、供电、通信、信号、站

台门、信息化等专业的基本技术要求。 

8.票务与清分：制定了城际铁路票务系统互联互通总体要求，明确了一体化

票务系统清分总体构架、各子清分系统构架和功能，规定了票务和清分系统的管

理标准、设施标准。 

9.旅客服务系统：规定都市圈城际广播、乘客信息、乘客查询、乘客求助系

统的技术要求，以及城际线路换乘站旅服系统的技术要求。 

10.运营调度系统：制定了调度指挥的总体要求，明确了运营调度指挥的整

体管理构架、提出了运营调度管理及调度设置的基本标准。 

11.车站：从一体化、资源共享、票制互通、安检互认、无障碍、无差异化

服务的角度，规定了互联互通车站设计、管理、流线、设施的技术标准。 

12.运营维护：制定了城际铁路一体化运营条件下车辆维修、基础设施维修

的总体要求，明确了车辆维修、基础设施维修的管理架构、管理标准和设备标准。 

13.应急救援：制定了城际铁路互联互通一体化应急救援的目标和总体要求，

提出一体化应急救援的管理标准和技术设施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