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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交通运输协会新技术促进分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交通运输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路桥工程有限公司、非洲之星铁路运营公司、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君清、王岩、段立国、王浩苏、刘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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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铁路项目 铁路营业线施工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一带一路”境外铁路项目铁路营业线施工管理的基本规定、施工项目分类、施工方

案、施工计划、施工安全管理、施工用列车施工期间的运行、邻近营业线施工管理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外运营的铁路项目铁路营业线施工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营业线施工 Business line construction

影响营业线设施设备稳定、使用和行车安全的各种施工作业，按组织方式、影响程度分为施工和维

修两类。

3.2

邻近营业线施工 Construction of adjacent business lines

在营业线两侧一定范围内，新建铁路工程、既有线改造工程及地方工程等影响铁路营业线设施设备

稳定、使用和行车安全的施工作业。

3.3

施工 Construction

设备大修、中修、技术改造和铁路建设工程涉及铁路营业线的作业以及其他影响铁路安全的作业或

生产活动。

3.4

维修 Maintenance

由铁路公司自行组织实施的、作业开始前无行车限制条件、结束后须达到正常运行条件，并且在维

修天窗时间内能完成的设备检查、维护、修理等作业。

3.5

天窗 Skylight

列车运行图中不铺画列车运行线或调整、抽减列车运行线为施工和维修作业预留的时间。

4 基本规定

4.1 铁路营业线施工实行计划管理，所有施工（维修）应当纳入施工（维修）计划。

4.2 铁路营业线施工中，施工单位和铁路公司应严格执行工艺流程、作业标准和安全防护措施，在施工

调度命令指定的时间内完成作业。不应无计划、超范围、无命令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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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营业线施工（维修）单位不应施工（维修）前超范围准备，不应施工后机械设备或料具侵入限界。

4.4 对可能影响行车安全的邻近铁路营业线施工或其他活动，铁路公司应主动收集、管理施工相关信息，

并与有关施工者商榷，管控影响行车安全的相关因素，防止行车安全事故的发生。

5 施工项目

5.1 线路及站场设施设备技术改造，增建线路、新线引入、电气化改造等施工。

5.2 跨越、穿越铁路线路或站场的桥梁、隧道、涵洞、管道、渡槽和电力线路、通信线路、油气（燃气、

蒸汽）管线，以及铺设道口、平过道等设施设备的等施工。

5.3 线路大中修，路基、桥隧涵大修施工。

5.4 通信、信号、电力、电气化等行车设备大中修、改造施工。

5.5 设置在线路上的安全检测、监控设备的新建、技术改造、大中修。

5.6 车站站台、雨棚、天桥等建筑物及客运上水和吸污设备、站场供水设施技术改造及大中修施工。

5.7 在铁路安全管辖范围内架设、铺设、拆除管道、渡槽和电力线路、通信线路、杆塔、油气（燃气、

蒸汽）管线等设施的施工。

5.8 在线路隐蔽工程（含通信、信号、电力电缆径路，给水管路）上作业，影响路基和桥隧涵稳定的各

种施工。

5.9 其他影响营业线设施设备稳定、使用和行车安全的施工。

6 维修项目

6.1 线路基础设施

6.1.1 更换道岔尖轨、辙叉、护轨、基本轨。

6.1.2 开行维修用列车运送作业人员、装卸机具路料。

6.1.3 利用小型爆破开挖侧沟或基坑（限于不影响路基稳定的范围）。

6.1.4 更换和整正桥梁梁缝挡砟板。

6.1.5 利用小型养路机械整治线路病害，对轨道（道岔）伤损零部件进行更换或修理。

6.1.6 胶接、焊接钢轨、非成段更换钢轨。

6.1.7 一次起道量、拨道量不超过 40mm 的起道、拨道作业。

6.1.8 螺栓扣件涂油。

6.1.9 桥梁施工进行试顶需要起动梁身并回落原位。拨正支座，支座垫砂浆厚度在 50mm 及以下时。

6.1.10 更换桥梁护轨，钢梁明桥面单根抽换桥枕、更换护木。

6.1.11 隧道漏水整治、衬砌裂损修补。

6.1.12 整修道口铺面。

6.1.13 不破底处理道床翻浆冒泥，清筛道床。破底清筛道床以及更换、方正轨枕连续不超过 2根。

6.1.14 更换桥梁挡砟块、作业通道步行板。

6.1.15 箱梁支座脱空、翻浆整治。

6.1.16 在天窗内可以完成的其他作业项目。

6.2 通信信号

6.2.1信号联锁关系检查试验。

6.2.2 室内、外单套设备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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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拆、改、配线等涉及联锁的动线作业。

6.2.4 道岔转辙设备、轨道电路、信号机、光电缆、贯通地线、各种箱盒等室外信号设备检修。

6.2.5 信号机械室、箱式机房内设备检修。

6.2.6 影响道口及车站设备正常运用的设备检修。

6.2.7 影响驼峰信号设备使用的检修作业。

6.2.8 室内、外设备整治及零小器材更换。

6.2.9 列控地面设备检修。

6.2.10 影响行车通信业务的光电缆整治、网络结构调整。

6.2.11 影响两个车站以上行车通信业务的通信网络设备整治。

6.2.12 影响行车通信业务的通信电源设备检修、整治。

6.2.13 影响行车通信业务的设备、光电缆、电路测试及主备用倒换、试验。

6.2.14 影响行车通信业务的传输、接入设备检修、整治。

6.2.15 影响行车通信业务的数据通信网设备检修、整治。

6.2.16 影响行车通信业务的调度通信设备检修、整治。

6.2.17 影响行车通信业务的 GSM-R 基站、无线列调车站设备、区间无线中继设备及天馈线、漏缆等

设施的检修、整治。

6.2.18 涉及行车通信业务停用、调整的 GSM-R、调度通信网络数据制作。

6.2.19 在天窗内可以完成的其他作业项目。

6.3 牵引供电

6.3.1 使用接触网检修车进行的接触网维修作业。

6.3.2 更换接触网零部件。

6.3.3 接触网检查检测作业。

6.3.4 更换接触网腕臂支撑、补偿装置、器件式分相绝缘器、分段绝缘器、线岔、隔离开关等。

6.3.5 接触网悬挂、分相、分段、线岔等检查调整。

6.3.6 接触网吸上、回流线，上部地线、附加悬挂检查维护。

6.3.7 接触网绝缘部件清扫维护。

6.3.8 隔离开关检修及远动设备维护、调试。

6.3.9 站内、栅栏及隧道内电力设备检修。

6.3.10 线路间客车栓井、阀门井、水表井内设备的维修、清扫。

6.3.11 线路间、栅栏内、站台上给水管道及消防供水设备的检修，井盖、管道沟盖板的更换。

6.3.12 牵引变电设备巡检、检修、试验。

6.3.13 在天窗内可以完成的其他作业项目。

6.4 站房

6.4.1 雨棚、天桥及跨越线路站房的屋面、檐口板维修。

6.4.2 雨棚吊顶板维修。

6.4.3 线路上方的玻璃设施、幕墙、装饰板维修。

6.4.4 线间立柱雨棚钢结构除锈、涂装。

6.4.5 站台、雨棚限界测量。

6.4.6 雨棚落水管路疏通、维修，雨棚天沟杂物清理、维修，雨棚照明线路维修、灯具更换。

6.4.7 站台墙及吸音板检查维修，站台帽石维修，站台立柱雨棚钢结构除锈、涂装。

6.4.8 股道两侧及股道间房屋维修。

6.4.9 在天窗内可以完成的其他作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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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车辆设备

6.5.1 更换货车运行状态地面安全监测系统压力、剪力传感器。

6.5.2 更换货车运行故障动态图像检测系统沉箱。

6.5.3 固定脱轨器、列车车辆制动试验装置安装、拆除、更换大型部件，定期效验、标定等。

6.5.4 红外线轴温探测系统、货车运行状态地面安全监测系统、货车运行故障动态图像检测系统、铁路

车号自动识别系统设备的定期检查。

6.5.5 更换红外线轴温探测系统探头箱、大门电机、轴温深测器。

6.5.6 调整或更换货车运行故障动态图像检测系统轨边设备大门电机。

6.5.7 货车运行状态地面安全监测系统静态标定。

6.5.8 调整、紧固卡轨器，更换磁钢、车号天线及卡具。

6.5.9 更换、校对或焊接轨边电缆。

6.5.10 在天窗内可以完成的其他作业项目。

6.6 货运设备

6.6.1 超偏载检测装置、动态轨道衡更换压力、剪力传感器。

6.6.2 超偏载检测装置、动态轨道衡更换配套车号识别设备的天线、磁钢及磁钢卡具等。

6.6.3 超偏载检测装置、动态轨道衡定期检查。

6.6.4 在天窗内可以完成的其他作业项目。

6.7 客运设备

6.7.1 更换、检修站台吊挂动态电子屏、静态标识灯箱以及站台视频摄像头、广播喇叭。

6.7.2 更新、检修股道间智能上水设备。

6.7.3 检修雨棚广播、视频线路。

6.7.4 在天窗内可以完成的其他作业项目。

7 天窗与慢行

7.1 施工（维修）天窗

7.1.1凡影响行车安全的施工、维修作业均应纳入天窗，不应利用列车运行间隔进行施工（维修）。

7.1.2施工（维修）天窗时间根据施工（维修）的方案或工作量、人力调配、机具使用等具体情况进行

确定。

7.1.3原则上各项施工、维修作业宜采用平行作业的方式，综合利用天窗。

7.2 施工慢行

7.2.1 施工作业期间及作业后列车慢行及慢行条件要求见附录 A。
7.2.2 施工慢行应根据施工位置、内容、方法、可能对铁路营业线行车安全、设施设备稳定影响程度等

研究确定慢行的处所和速度。

7.2.3 原则上单线区段慢行处所不宜超过 2 处，双线区段每个方向慢行处所不宜超过 2 处。

7.2.4 同一区间、同一行别的两个地段进行需限速的同一项目施工，两处限速总长度不宜超过 3km 时，

可整合为一处慢行。

8 施工方案

8.1 营业线施工，施工单位应编制施工方案。施工方案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a)施工项目名称及负责人、作业内容、作业地段（点）和时间;

b)总体工作量、天窗点平均工作量（最少按 180 分钟作业时间测算）、需要的天窗数量、总体施工

天数;

c)影响及限制行车条件范围（是否需接触网停电、线路封锁、信联闭设备停用、路用车开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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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变化、技术标准;

d)施工方式及流程、施工过渡方案、施工组织（包括施工人员及机具配置等情况）;

e)施工防护办法、列车运行条件、验收安排等;

f)较为复杂的施工，应制定施工方案示意图、施工作业流程图、安全关键卡控表。

8.2 施工方案的审查要求：

施工方案的审查部门对施工方案中的安全（人身、施工）技术措施、行车安全条件等进行审查。铁

路公司的施工管理人员应参加施工方案审查。

9 施工和维修计划

9.1 管理流程

铁路公司应明确施工和维修计划管理流程。施工月计划、施工日计划和维修计划基本管理流程分别

见图 1、图 2和图 3。

图 1 施工月计划流程图

图 2 施工日计划流程图

图 3 维修计划流程图

9.2 编制与提报

计划编制

施工单位

依据施工方

案编制施工

月计划

计划审批

施工管理部

门审批施工

月计划

计划发布

施工管理部

门发布施工

月计划

计划提报

施工单位依

据施工月计

划提报施工

日计划

计划审批

施工管理部

门审批施工

日计划

计划发布

施工管理部

门发布施工

日计划

计划编制

与提报

设施设备部

门编制并提

报维修计划

计划审批

施工管理部

门审批维修

计划

计划发布

施工管理部

门发布维修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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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线施工计划分为月度施工计划、施工日计划和维修计划。由施工单位根据施工方案编制月度施

工计划，由施工单位根据月度施工计划编制并提报施工日计划；维修计划由设施设备部门编制并提报。

9.3 审批权限

由营业线施工管理部门审批月度施工计划、施工日计划、维修计划，施工时间超出天窗时间及施工

方案较复杂的施工由营业线施工管理部门报铁路公司审批。

9.4 施工和维修计划变更

9.4.1 未纳入月度施工计划的施工项目不应进行施工。遇特殊情况必须安排施工时，应履行规定的程序，

经批准后方可安排施工。

9.4.2 月度施工计划原则上不予变更。遇特殊情况必须进行调整时，由施工单位按规定程序提出施工计

划变更申请，经营业线施工管理部门批准后实施。

9.4.3 纳入月度施工计划的施工项目原则上不宜停止施工，因特殊原因需停止施工时，须经营业线施工

管理部门批准后方可停止施工。

9.4.4 维修计划下达后，因特殊原因需临时增加维修作业项目时，在不与其他施工或维修作业产生冲突

的前提下, 经营业线施工管理部门批准后可纳入维修计划执行。

9.5 应急抢修

9.5.1 需临时封锁要点时，应由设备管理部门向营业线施工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经施工管理部门批准

后，由铁路公司调度指挥中心安排施工。

9.5.2 遇有危及行车安全需立即进行抢修的情况时，应由铁路公司通过车站值班员报告列车调度员，

经调度指挥中心值班主任批准后，发布调度命令进行抢修。

10 施工（维修）组织

10.1 施工管理部门

铁路公司应成立施工管理部门，主要负责研究制定营业线施工管理有关制度办法，批准月度施工计

划，研究制定施工和运输组织方案，组织营业线施工考核，负责协调解决营业线施工、运输、安全等问

题，统筹兼顾运输、施工工作。

10.2 施工（维修）负责人

施工单位和铁路公司应按照施工（维修）方案安排人员担任施工（维修）负责人，主要负责施工（维

修）现场的组织指挥，协调解决施工（维修）中发生的问题，安排施工（维修）防护，检查施工（维修）

和开通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确认列车运行条件等。

10.3 施工（维修）主体单位

10.3.1两个及以上施工（维修）单位综合利用天窗在同一站内或区间作业时，应根据施工方案，由铁

路公司指定施工（维修）主体单位，制定安全防控措施，明确主体施工（维修）负责人。

10.3.2综合施工时，施工（维修）日计划应明确主体单位；有施工用列车运行的，以施工用列车承担

单位为施工主体单位。

10.4 施工登销记

10.4.1凡与行车有关的施工和维修作业，应按规定办理登、销记。

10.4.2施工单位进行施工及维修作业时，均应由施工负责人（或驻站联络员）在《行车设备施工登记

簿》进行登销记。登销记的主要内容包括：施工（维修）负责人、作业地点、作业时间、作业项目、影

响范围、列车运行条件等。

10.4.3区间设备可在两端任一关系站办理，但登销记需在同一车站，不应在一站办理登记、在另一站

办理销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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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施工（维修）用列车开行

11.1 向施工封锁区间开行施工用列车时，列车进入封锁区间的行车凭证为调度命令。该命令中应包括

列车车次、停车地点、到达车站的时刻等有关事项，需限速运行时在命令中一并注明。

11.2 向施工封锁区间开行施工用列车，原则上每端可进入一列。数个施工用列车需分批进入同一封锁

区间时，应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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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

施工作业期间及作业后列车慢行条件

施工作业期间及作业后列车慢行及慢行条件应符合表A.1的要求，表内未列出的其他施工作业项目，

可由铁路公司参考确定施工条件和列车运行条件。

表 A.1

项 目 施工条件 作业方式 列 车 运 行 条 件

一、影响

道床路基稳

定的施工作

业

（1）成段（连续 3 根

及以上轨枕）破底清筛

（2）成段（连续 3 根

及以上轨枕）更换道床

（3）成段（连续 3 根

及以上）更换轨枕（板）

（4）成组更换道岔

（5）基床换填

（6）一次起道量或拨

道量大于等于 40mm 的

成段起道或拨道

（7）利用小型爆破开

挖侧沟或基坑（限于影

响路基稳定范围）

封锁施工

大型养路机

械捣固、稳定

车作业

（1）两捣一稳作业时，开通后限速 60km/h

至第二次捣固开通时止（其中第一列限速 35

km/h，第二列限速 45 km/h），第二次捣固开通后

限速 80km/h 至第三次捣固开通时止（其中第一

列限速 60 km/h），第三次开通后限速 120km/h

至第四次捣固开通时止（其中第一列限速 80

km/h），第四次捣固开通后恢复常速。

（2）三捣两稳作业时，开通后限速 80km/h

至第二次捣固开通时止（其中第一列限速 45

km/h，第二列限速 60 km/h），第二次捣固开通后

限速 120km/h 至第三次捣固开通时止（其中第一

列限速 80 km/h），第三次捣固开通后恢复常速。

道岔施工后直向、侧向按此标准分别阶梯提

速。

未达到上述捣固、稳定遍数的，应相应降低

列车运行速度。

小型养路机

械捣固

开通后限速 45km/h 不少于 4小时（其中第

一列限速 35km/h），后限速 60km/h 至第二次捣固

开通时止，第二次捣固开通后限速 80km/h 至第

三次捣固开通时止（其中第一列限速 60 km/h），

第三次捣固开通后限速120km/h至第四次捣固开

通时止（其中第一列限速 80 km/h），第四次捣固

开通后恢复常速。

人工捣固

（1）施工期间，当日开通后限速 45km/h 不

少于 4小时（其中第一列 15km/h，第二列

25km/h），后限速 60km/h 至下次天窗结束；

（2）施工结束，开通后限速 45km/h 不少于 4

小时（其中第一列 15km/h，第二列 25km/h），以

后按 60km/h、80km/h、120km/h 各不少于 24 小

时捣固后阶梯提速，其后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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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施工条件 列 车 运 行 条 件

二、不影

响道床稳

定的施工

作业

（1）成段（连续 100m 以上）更换

钢轨

（2）无缝线路应力放散

（3）成段（连续 100m 以上）调整

轨缝，拆开接头并插入短轨头

（4）成段（连续 100m 以上）修整

轨底坡

封锁施工
开通后第一列 45km/h,第二列 60km/h，第三列

120km/h，其后恢复常速。

（1）使用冻害垫板一次总厚度超

过 40mm

（2）长大隧道宽轨枕垫砟

（3）道口大修（若影响道床稳定，

比照第一大项办理）

封锁施工
开通后第一列 35km/h，第二列 45km/h,第三列

60km/h，其后恢复常速。

三、桥隧

涵施工作

业

（1）更换或拨正钢梁、混凝土梁

（2）抬高或降低桥梁

（3）拨正、更换 T 梁支座或翻修

支撑垫石、砂浆厚度超过 50mm

（4）整孔更换明桥面桥枕

（5）明桥面移动桥枕

（6）翻修、加深隧道内中心或横

向排水沟

封锁施工

施工作业期间，当日开通后限速 45km/h 至下

次天窗结束；施工作业结束后，开通后限速 60km/h

不少于 24 小时（其中第一列限速 45km/h），再限

速 80km/h、120km/h 各一列后恢复常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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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务来源、起草单位、协作单位、主要起草人

根据《国家铁路局科技与法制司关于委托承担“一带一路”铁路项目运营管理团体

标准体系研究课题的函》要求，由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中国交通建设集团联合多家单位

作为起草单位，负责本规程的编制工作。

主要起草人：张爱军、李春邦、陈园林。

二、制订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制定本办法是为适应海外铁路运营的需要，规范蒙内铁路营业线施工安全管理，确

保施工、行车安全。

三、主要工作过程

本标准通过借鉴国内铁总《铁路营业线施工管理办法》应用经验，结合蒙内铁路海

外运营经验，确定标准编制方向。经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立项和大纲审批通过，根据评审

会专家意见，形成征求意见稿，报中国交通运输协会评审。再根据评审会专家意见进行

补充、修改，经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同意，挂网征求意见。针对反馈意见，提出处理办法，

进行补充、修改，形成送审稿。经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同意，进行专家审查。根据专家审

查会形成的专家意见进行修改，形成报批稿，上报审批。

四、制订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制订的基本原则是以现有海外运营工作实际为基础，参照中国相关技术规

章，依据《铁路技术管理规程》（普速铁路部分）TG01-2014 的基本规定要求，针对海外

运营铁路的特点进行定义、描述和规范。

本规程编制过程中，查阅了下列规范、标准和技术规程：

1 《铁路技术管理规程》（普速铁路部分）（TG01-2014）

2 《铁路营业线施工管理办法》铁运监字[2021]31号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实验验证的论述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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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4 基本规定

5 施工项目及等级

6维修项目

6.1 线路基础设施

6.2 通信信号

6.3 牵引供电

6.4 站房

6.5 车辆设备

6.6 货运设备

6.7 客运设备

7.1 施工（维修）天窗

7.2 施工慢行

8 施工方案

9 施工与维修计划

9.1 管理流程

9.2 编制与提报

9.3 审批权限

9.4 施工和维修计划变更

9.5 应急抢修

10 施工（维修）组织

10.1 施工管理部门

10.2 施工（维修）负责人

10.3 施工（维修）主体单位

10.4 施工登销记

11 施工（维修）用列车开行

附录 A（规范性）（各项施工作业列车运行条件）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及结果

本标准制订过程中尚未发生过重大意见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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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说明采标程度，以及与国内外同类

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未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八、作为推荐性标准建议及其理由

施工维修是维护铁路运输设备质量，保障铁路运输生产安全的重要工作。中国企

业在海外运营的铁路因国别、线路类别及设备、设施不同，需统一制定规范，以满足铁

路营业线施工安全工作需要。

九、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

（1）精心组织安排，开展宣贯培训。建议由行业主管部门统一安排，组织对海外

铁路运营的单位开展标准实施培训和宣贯普及。并要求按照此规则进行统一管理。

（2）组织相关管理人员对照此标准进行管理；

（3）定期组织修订。

十、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暂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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