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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一）背景

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印发了《交通强国建设纲要》、《粤港澳

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重要文

件，着力推进区域交通运输协调发展，实现注重规模向注重质量效益

转变，促进区域城际客运公交化运营，实现高水平互联互通，为轨道

交通基础设施规划、建设和运营指明了方向。

根据《城际铁路设计规范》，城际铁路是指专门服务于相邻城市

间或城市群，旅客列车设计速度 200km/h 及以下的快速、便捷、高密

度客运专线铁路。与干线铁路承担城镇群对外中长距离旅客运输以及

城市轨道交通主要服务于一个城市不同，城际铁路突破行政区划，承

担沿线各个城市、主要中心城镇之间的客流，并兼顾城市组团、次中

心城镇之间的客流，是一种介于干线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之间的轨道

交通方式。

目前城际铁路生产设施资源建设主要参考的是国家铁路局的铁

路工程建设系列标准。2020 年 11 月 30 日开通运营的广清、广州东

环城际，作为全国首条省方自主运营城际铁路，其生产设施资源建设

工作是在省交通厅指导下参照高速铁路相关标准、办法完成。

城际铁路部分线路已开通或正在建设。目前仅广东省在建的城际

铁路就约有 280km，尚未实施 16个项目，累计约 959km。城际铁路建

设最终是要实施公交化运营，实现“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筹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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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互通、换乘便捷、一票通达”的目标。在结合其建设与运营管

理经验、技术标准发展趋势的基础上，以自主运营形式下公交化、多

层次互联互通为目标，满足生产设施资源共享和一体化运营管理的基

本要求，按照城际铁路 “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筹运营” 的原则，

因此要制定一套适用于城际铁路的生产设施资源共享建设技术要求

是十分必要的。

（二）标准制定的必要性

（1）是贯彻落实国家有关要求的必要

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印发了《交通强国建设纲要》、《粤港澳

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重要文

件，着力推进区域交通运输协调发展，实现注重规模向注重质量效益

转变，促进区域城际客运公交化运营，实现高水平互联互通，为轨道

交通基础设施规划、建设和运营指明了方向。

根据《城际铁路设计规范》，城际铁路是指专门服务于相邻城市

间或城市群，旅客列车设计速度 200km/h 及以下的快速、便捷、高密

度客运专线铁路。与干线铁路承担城镇群对外中长距离旅客运输以及

城市轨道交通主要服务于一个城市不同，城际铁路突破行政区划，承

担沿线各个城市、主要中心城镇之间的客流，并兼顾城市组团、次中

心城镇之间的客流，是一种介于干线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之间的轨道

交通方式。

目前城际铁路生产设施资源建设主要参考的是国家铁路局的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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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工程建设系列标准。2020 年 11 月 30 日开通运营的广清、广州东

环城际，作为全国首条省方自主运营城际铁路，其生产设施资源建设

工作是在省交通厅指导下参照高速铁路相关标准、办法完成。

（2）是实现湾区城际铁路高质量发展需要

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按照“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筹运营”

“互联互通、换乘便捷、一票通达”的目标建设，未来需实现生产设

施资源共享和一体化运营管理，亟需制定一套适用于湾区城际铁路需

求的生产设施资源共享建设技术要求。

（3）统筹存量及增量资源的关系，是促进城际铁路经济、可持

续发展的必要

统筹区域轨道交通创新发展需要与既有存量之间的关系，合理配

置适应新形势下协同发展的生产设施，推进新建与既有存量资源的共

享，城际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国铁及其他社会资源的共享，构建功

能合理、集约高效的生产设施资源共享体系，合理控制建设规模和投

资，按照先进、经济、兼容、适宜的原则。

（三）目的和意义

本要求的制定，为统筹区域轨道交通创新发展需要与既有存量之

间的关系，合理配置适应新形势下协同发展的生产设施，推进新建与

既有存量资源的共享，推进城际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国铁及其他社

会资源的共享，构建功能合理、集约高效的生产设施资源共享体系，

合理控制建设规模和投资，按照先进、经济、兼容、适宜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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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任务来源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规划的批

复》（发改基础〔2020〕1238 号），大湾区将规划建设 13个城际铁

路和 5 个枢纽工程项目，总里程约 775 公里。未来城际铁路将步入快

速发展阶段，城际铁路生产设施资源建设需实现盘活存量、利旧优先，

基于多网融合，统一规划、统筹运用，实现生产设施统筹配置、共享

运维。

城际铁路需满足公交化运营要求，其生产设施资源建设尚未有规

范可以依照，国铁的相关标准不适用于公交化运营，城市轨道交通的

相关标准不适用于长距离运营，故不能直接采用。

编制本技术要求目的是为了加快推进城际铁路技术标准体系建

设，实现区域城市群高水平互联互通，节约投资，资源共享，存量利

用。

三、遵循的原则和编制依据

（一）遵循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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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城际铁路工程建设、运维实

际，在车辆运维设施、综合维修设施、应急救援 设施、其它设施等

方面进行了补充、优化、完善。 符合《城际铁路设计规范》有关要

求。内容考虑项目审批、实施、验收的政府部门相关要求。与在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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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际铁路技术标准体系其他标准有关要求匹配，专有名词、术语等保

持统一。

在充分总结已运营和在建城际铁路建设经验，广泛收集相关技术

规范资料，广泛征求行业内意见和充分听取并业内专家意见，严格按

标准大纲、送审稿、报批稿等审查意见补充、修改和完善，全面采纳

专家意见和建议，进行文件编制。

（二）编制依据

GB/T 50833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基本术语标准

TB10028 铁路动车组设备设计规范

TB10623 城际铁路设计规范

四、标准编制过程

（一）前期工作

已完成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与地铁一体化生产设施布局专题

研究。粤港澳大湾区轨道交通一体化运营管理专题研究，城际、地铁

一体化的综合防灾救援体系专题研究，粤港澳大湾区线网控制指挥模

式专题研究，粤港澳大湾区线网票务政策及清分系统专题研究，粤港

澳大湾区线网供电系统及主变电站专题研究等专题研究。

城际铁路部分线路已开通或正在建设，其生产设施建设已积累丰

富经验。广泛调研建设、运营单位意见及需求，为本规范编制奠定了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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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纲编制

2024 年 2 月，拟定了《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生产设施资源共

享建设技术要求》大纲、完成了各章节内容编制，并通过内部审查。

本规范结构一共 8章。

（三）初稿编制情况

2024 年 3 月，本规范初稿完成编制，经充分征求各参编单位的

意见，初稿通过了广州地铁集团审查。

（四）立项审查情况

2024 年 3 月 20 日，中国交通运输协会标准化委员会对本规范

立项开展审查。 与会领导及专家认为：1、标准名称修改为《城际铁

路生产力设施资源建设技术要求》；2、与现行铁路行业标准做好技

术协调工作；3、增加具有代表性的参编单位，进一步加强调研工作。

（五）大纲及初稿审查情况

2024 年 4 月 8 日，中国交通运输协会标准化委员会对本规范

编制大纲和初稿开展审查。与会领导及专家认为：1.名称修改为《粤

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生产设施资源共享技术要求》；2.按照城际铁路

生产设施资源共享的要求补充相关内容；3.按照 GB/T 1.1 要求和专

家意见对标准文本修改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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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条文说明

本标准规定了与互联互通和多网融合一体化运营管理密切相关

的生产设施资源共享建设技术要求，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

语和定义、总体要求、车辆运维设施、综合维修设施、应急救援设施、

其它设施等 8 个章节。

主要内容如下：

1.明确本技术要求的适用范围。

2.梳理本技术要求引用和参考的现行规范。

3.定义本技术要求的主要名词术语。

4.明确生产设施资源共享规划布局的一般要求、基本原则、建设

时序要求。

5.明确车辆运维设施资源共享技术要求，包含一般要求，维修维

护要求，日常运用设施要求，检修设施要求，调试设施要求。

6.明确综合维修设施资源共享技术要求，包含一般要求，维修维

护要求，运维设施要求。

7.明确应急救援设施资源共享技术要求，包含一般要求，站点级

应急救援设施要求，区域应急中心设施要求，应急基地设施要求。

8.明确其他设施资源共享技术要求，包含一般要求，调度指挥设

施要求，票务清分设施要求，服务配套设施要求，供电设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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