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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务来源，起草单位，协作单位，主要起草人

根据《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及有关立项工作要求，中国交

通运输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专家对申报 2024 年度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团体

标准制定征集工作的团体标准组织专家评审，评审结果报中国交通运输协会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进行审定，同意《铁路主导型综合客运枢纽信息服务系统技术要求》

标准立项。

起草单位：《铁路主导型综合客运枢纽信息服务系统》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

院集团有限公司电子计算技术研究所、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局集

团有限公司北京西站、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所、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

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北京经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和利时系统工程有

限公司、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联合大学起草。

主要起草人：王明哲、李樊、王万齐、杜呈欣、张铭、蔡晓蕾、李超、高洪

波、田源、杨国元、张启蒙、翁湦元、汪健雄、张震、豆飞、赖化凤、秦志圣、

毕硕、王越彤、刘萌、郝明雷、韩佩瑶、赵俊华、刘洁、宁尧、王建文、李佳宁、

步春雷、袁莉、赵晖、边毅、王小书、吴兴华、白伟、赵佳、王东旭、白广栋、

兰宇（暂定）。

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一）目的和意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

景目标纲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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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于 2022 年 1 月 18 日发布《“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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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大城市轨道交通加快成网，建设都市圈多层次轨道交通网络，推进干线铁路、

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融合衔接，合理推动轨道交通跨线运

营。超大特大城市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的快速公交网络，推动轨道交通、常规

公交、慢行交通网络融合发展。综合交通枢纽作为多种交通方式汇集的中枢，也

是构建综合立体交通一体化、发挥多种交通方式融合的关键，是提升多种交通方

式网络效能的“瓶颈”。以铁路为主的综合交通枢纽是国内各大城市枢纽的主要

构型，在各类枢纽中占比最高。随着城市综合立体交通体系构建，站城融合步伐

的推进，多种交通的衔接融合，并在多种交通方式的衔接、优化出行体验、高效

生产管控方面，围绕便捷换乘的立体化空间场站设计、一体化出行装备研制、系

统平台建设、信息服务与联程票务等纷纷开展探索和尝试。

近年数字化与智能化等新兴技术广泛应用，各城市运输企业纷纷探索各种技

术手段，通过构建业务协同、打通系统接口、提供信息交换服务，以枢纽生产管

控与优化运输组织为目的，为乘客提供更为便捷、舒适的服务。围绕轨道交通综

合枢纽的乘客信息服务、换乘衔接引导、大规模客流密度监控、客运组织调度、

应急救援疏散方面，形成高度信息集成与应用的需求愈发迫切。

一般的枢纽信息系统建设的步骤包括信息采集、信息集成融合、信息交换、

信息处理与应用等部分。由于城市规模、管理模式和体制等方面的差异，各类枢

纽构型不同、接入多种交通方式的信息需求不一、信息服务系统的功能和性能要

求参差不齐，尤其是综合枢纽的一体化建设是随着近年发展形势推生的新生业务，

各衔接交通方式的组织管理机构相互独立，以本线所辖区域为主，信息交互的内

容、颗粒度，与各专业的业务相关性等均缺乏统筹规划，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技

术标准，缺乏以乘客服务为核心提供围绕生产、管理、出行、服务的综合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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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系统的建设提供规范性指导意见。针对现状，为弥补铁路主导型综合客运枢

纽的信息服务系统技术规范的空白，进一步明确各单位在建设此类系统中应具备

的功能和技术要求，形成统一的行业指导性的建设意见。

（1）系统业务功能标准规范化

规范综合客运枢纽信息服务系统的业务功能，围绕综合客运枢纽多种交通方

式的客运衔接需求，围绕生产管控、乘客信息发布、制定运输计划运力配置、应

急疏散接驳、票务联程服务等所需的服务乘客信息，具备信息采集、数据标准化

与存储、信息发布、客运组织管理、乘客诱导信息、路径规划、应急疏散等综合

枢纽乘客信息服务基本功能，规范业务处理流程，功能设计满足综合枢纽信息服

务的主要需求，赋能科学合理的枢纽运行组织，提升线网运营效能，提高城市交

通客运服务水平。

（2）数据支撑业务管理需求

技术规范从高质量出行服务、运营安全保障与效能提升的角度，基于以铁路

为主的综合客运枢纽的客观需求，明确并细化多种轨道交通方式之间、与其他交

通方式之间的基本数据需求，包括数据内容、数据颗粒度、共享方式、转化信息

的发布形式，覆盖枢纽内部的空间结构、管廊通道、场站基础设施的基础数据，

还包括枢纽衔接的各条轨道交通线路、多种交通方式的运行状态信息、乘客到达

量、可用运力资源及到达路线等信息，通过标准化处理后支撑各种交通方式制定

合理的换乘衔接方案和运力接驳，减少聚集和拥堵压力，缓解大型枢纽的负荷，

增强客运服务韧性，提升乘客出行体验。

（3）多主体多交通方式协作的需求

以铁路等轨道交通为主的综合客运枢纽，通常涉及铁路、市域铁路、城市轨



4

道交通等多种轨道交通方式，同时也作为航空、公路客运枢纽的综合性场站，随

着各种交通方式的间歇性抵达和乘客不规则入站乘降，有效、有序地组织多种交

通方式合理安排运力衔接、精细化相互衔接的路径、提供可持续联程的运输服务，

对于枢纽的高效运行至关重要。尤其是在非常态情况下，出现到达列车、航班大

面积晚点、城市大型活动或突发事件等应急情况下，多种交通方式及时获取抵达

枢纽的乘客数量、时间等详细信息，对于各交通方式的运输企业有效组织运力、

快速疏解客流、保障客运秩序、保证服务品质，具有重要意义。此外，与外部交

通部门、市政有关部门、社会应急单位协作，与城市运行相关信息平台实现数据

交互，配合调度联动提供支撑，从而达成信息报送，构建快捷响应的机制。

（4）提供建设参照标准

综合客运枢纽的生产管理系统主要是针对各交通方式内部业务，多种交通方

式的信息互通业务方面的信息系统及其建设要求目前相对空白。因此需要规范系

统的基础架构、技术架构和建设的技术要求，对系统的软件架构、网络、安全、

信息流转和接口方式、系统性能要求、可扩展性方面做出了指导，实现城市综合

枢纽的运营效能提升，节省投资成本，本技术要求为其开展轨道交通方式之间、

与外部多种交通方式的乘客信息服务的一体化管理提供指导性的建设意见。

（二）必要性

（1）综合立体交通体系构建形势迫切

由于轨道交通枢纽在城市中高度密集地段已经很难展开地面层的步行换乘

体系，平面交叉无法解决紧张用地和复杂功能之间的矛盾，使得综合交通枢纽必

须向立体化发展。一方面，综合交通枢纽将多种运输方式及其转换场所在同一空

间内集中布设，逐渐发展成为高速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公共交通、小汽车、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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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车等交通方式立体交叉衔接为主要特征的现代数字城市综合运营体系。立体化

对于交通空间相互穿插的组织方式使枢纽既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又获取最大的经

济效益，完成交通枢纽的再造和增值。

（2）信息互通程度低影响枢纽效能发挥

目前国内城市多种交通方式的信息系统存在壁垒，运输抵站信息、客流信息、

运力信息等仍存在于自身系统内部，仅在枢纽场站的客流流线引导标记、较为固

定的到发时刻信息方面进行初步的互通，对于实时动态运行信息、应急调整运力

信息等无法快速传达、应急救援联动与协同机制没有建立，很大程度影响了枢纽

客运组织的快速反应能力和安全保障的时效。枢纽内各交通运输方式信息共享程

度低，各交通方式遵照自身机制和规范组织响应，存在信息交互迟滞、运力疏解

资源调度缓慢，仍然靠人工组织、电话通讯方式现场疏导，管理体系协调不够及

时等问题，难以在综合枢纽的应急一体化、因地制宜地制定救援策略方面快速发

挥作用，信息资源无法充分运用，智能化技术提升方面亟待改造和应用。

（3）铁路主导型综合枢纽信息系统功能完备性有待规范

在多种轨道交通类型的衔接管理、乘客在站内导航、客运组织流线穿越，尤

其是与其他交通方式的衔接方面，信息共享的内容及范围、站内导航的信息动态

更新等，在系统的功能完备程度上不足，尤其是针对运力与运量资源的匹配、多

种交通方式资源调度协同管理、应急条件下信息发布与联动反馈、客运疏散接驳

运营策划方面的功能欠缺或者难以实际投用等问题。此外，在信息更新的动态性、

时效性上存在不足，进一步对获取共享信息后利用程度、可运用的范围仍有限，

缺乏数据的挖潜方面的指导和应用规划。



6

三、主要工作过程

（一）标准调研、验证阶段

标准制订前期，标准编制组召开专门会议，对编制《铁路主导型综合客运枢

纽信息服务系统技术要求》的立项的必要性进行论证，并提出工作项目建议。

（二）标准立项阶段

2024 年 1 月 18 日，中国交通运输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北京组织召开了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 2024 年第七次团体标准立项会议，同意《铁路主导型综合客

运枢纽信息服务系统技术要求》立项。

（三）大纲编制阶段

编制组起草工作大纲和标准草案，并于 2024 年 8 月 27 日召开了《铁路主导

型综合客运枢纽信息服务系统技术要求》团体标准的大纲审查会议，通过了大纲

审查。

（四）标准起草阶段

编制组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学习吸收了已有相关文献资料的成果，经标准

编制组多次会议讨论，对标准的范围、结构、大纲等内容进行了反复研究，起草

了《铁路主导型综合客运枢纽信息服务系统技术要求》草案。

四、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2022 年 1 月 18 日发布《“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提出

“超大特大城市轨道交通加快成网，建设都市圈多层次轨道交通网络，推进干线

铁路、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融合衔接，合理推动轨道交通

跨线运营”。 铁路主导型综合客运枢纽信息服务系统技术要求的编制响应了指

导意见，为以铁路为主的综合客运枢纽信息服务平台的建设提供行业指导性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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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意见。目前没有发布相同或相近的技术规范，本标准完全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

规，遵循国家强制性标准、国家推荐性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

现行的各类相关标准主要包括：

GB/T 15566.1-2020《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设置原则与要求 第 1部分：总则》

GB/T 40951-2021 《城市客运枢纽运营安全管理规范》

GB/T 42231-2022 《综合客运枢纽通用要求》

GB/T 28181-2016 《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系统信息传输、交换、控制技术

要求》

GB/T 22239-2019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B/T 50314-2000 《智能建筑设计标准》

GB/T 26770-2011 《停车诱导信息集》

JT/T 1021-2016 《交通运输信息系统 基于 XML 的数据交换通用规则》

JT/T 1113-2017 《综合客运枢纽服务规范》

JT/T 1247-2019《综合客运枢纽导向系统布设规范》

DB3302/T 1095-2018《综合客运枢纽换乘区域服务规范》

JT/T 1453-2023《综合客运枢纽设计规范》

DB11/T 1898-2021《城市综合客运枢纽运营服务评价规范 》

DB11/T 1551-2018《城市综合客运枢纽服务管理规范》

JT/T 1065-2016《综合客运枢纽术语》

JT/T 1067-2016《综合客运枢纽通用要求》

JT/T 1112-2017《综合客运枢纽分类分级》

JT/T 1117-2017 《综合客运枢纽智能化系统信息交换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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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T 980-2015 《综合客运枢纽智能化系统建设总体技术要求》

T/CCTAS 28-2022 《城市轨道交通数据采集平台技术规范》

本规范主要参照综合交通枢纽相关标准的内容和经验，综合多方面研究成果

对本文件进行编制，并同步兼顾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的衔接，并适当参考地

方标准、团体标准对专业技术要求的规约。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实验验证的论述

（一）范围

标准规定了铁路主导型综合客运枢纽信息服务系统的总体要求、系统框架、

信息服务内容、功能要求、性能要求和接口要求等。本标准适用于铁路主导型综

合客运枢纽信息服务系统的建设和运营，以及为相关综合立体交通枢纽的多种交

通方式共享信息平台提供参考。

（二）规范性引用文件

规范本标准规范性引用的必不可少的条款。

（三）术语和定义

规范适用于本标准规范的术语、定义。

（四）缩略语

规范适用于本标准规范的缩略语。

（五）总体要求

本标准根据多种交通的客运衔接需求，系统应具备信息采集与发布管理、旅

客服务信息应用、生产运营信息应用、外部协作信息应用和系统管理等综合客运

枢纽信息服务基本功能，规范业务处理流程，统一接口规范和格式标准化，满足

生产管控、旅客服务、安全保障与应急联动、外部协作等共享信息的业务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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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系统框架

（1）系统构成

规范铁路主导型综合客运枢纽信息服务系统构成，由信息采集层、基础设施

层、数据处理与组件层及应用软件层共同组成。

（2）技术要求

规范系统采集的各类数据应进行统一格式标准化，宜对基础通用数据采用统

一编码，并使用统一的接口协议对外部系统提供数据服务。

（七）信息服务内容

（1）服务信息分类

按照行业、结构、使用类型、更新频率以及所属范围等内容划分信息类型。

按照优先级进行信息交换，信息优先级根据信息的重要程度和时效性分为 3个等

级，级数越高，优先级越高。

（2）信息内容

1）枢纽基本信息

从基础设施信息、客流信息、客运组织信息、票务信息、客服信息、设备运

用信息、枢纽场站环境信息规范枢纽常态基本信息共享内容，约定原则性共享的

数据及颗粒度。

2）交通运行信息

从运力信息、交通工具载运信息、外部接驳信息、换乘信息、交通运营状态

信息规范信息共享内容，约定原则性共享的数据及颗粒度。

3）安全与应急信息

从监控信息和应急信息两方面规范信息共享内容，约定原则性共享的数据及



10

颗粒度。

4）外部单位管理信息

规范系统与外部单位、社会联动单位信息共享内容。

（3）信息运用管理

通过信息采集源管理和审批及权限管理实现信息的运用及管理。

（4）信息安全管理

规范信息安全设计需求，包括数据采集对不同类型的接口安全、安全策略配

置、安全防护措施等。

（八）功能要求

（1）信息采集与发布管理

包括数据采集与管理、信息发布等功能要求。

（2）生产运营信息应用

包括旅客服务、导向与接驳服务、应急指引与救助等功能要求。

（3）旅客服务信息应用

包括客运组织管理、生产运营管理、交通运行监测、接驳车辆管理、能效管

理、安全保障与应急等功能要求。

（4）外部协作信息应用

实现与外部协作单位的信息交互等功能要求。

（5）系统管理

实现权限管理、时钟同步、数据备份与恢复等功能要求。

（九）性能要求

规范系统各项性能指标，包括一般要求、显示时间要求和系统可靠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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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接口要求

规范系统的主要接口要求，如铁路、城轨、城际、城市道路、长途客车、高

速公路、航空、水运、社会联动单位等内容，包括接口数据内容、接口方式、接

口类型、信息报送与反馈机制等。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本标准制定过程未发生过重大意见分歧。

七、采标程度，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目前同类系统的标准常见于企业标准，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暂无。

八、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

综合枢纽的一体化建设是随着近年发展形势推生的新生业务，以铁路为主的

综合交通枢纽在国内各大城市枢纽的主要构型中占比最高，作为站城融合建设的

重要组成部分，综合客运枢纽的信息系统及其数智化方面的要求目前相对空白。

基于此，编制《铁路主导型综合客运枢纽信息服务系统技术要求》，在编制

过程中参考了以铁路为主的综合枢纽已有的技术标准及信息系统建设实施人员、

研究人员的意见和建议，尽可能全面考虑综合客运枢纽内各交通方式特点；但是，

限于编制时间与人员能力，编制的规程难免存在不足。该技术要求在后续推行过

程中，将持续咨询与接收各应用单位的意见和建议，积累应用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总结经验；同时，关注其他相关标准的编制修订，借鉴融合其有益内容，在本规

范后续修订过程中进行修改和完善。

九、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本规程预期的经济、社会效益如下：

本标准依托于智慧车站系统或车站管控平台，功能需求依托于以轨道交通汇



12

聚为主的枢纽对乘客服务业务管理的需求，可延伸出的产品包括：综合枢纽乘客

客流密度预测系统、乘客出行一体化系统、轨道交通智慧车站系统、铁路智能客

站管控平台系统等。该标准针对如下系统做了规范性应用约定，包括大数据平台、

监测预警系统、维修系统、视频监控系统、综合监控系统等具有类似枢纽运营管

理功能的信息系统，均可参考本标准技术要求。该技术要求的使用方面，为轨道

交通、综合交通的枢纽共享信息、信息化应用提供高效的管控手段，提升设备自

管理和数据深度挖掘及决策支持能力，拓展与多种轨道交通方式在枢纽的信息交

互，提高协作和应急处置能力，增强枢纽整体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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