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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标准系根据中国铁路总公司 2017 年“强基达标、提质增效”

工作主题，在总结提炼近年来高速铁路建设和运营等方面经验，以

宝兰客专、京沈客专辽宁段建设成果为依托，广泛征求建设、设计、

施工、监理、运维等各方意见，进一步落实建维一体管理要求的基

础上编制而成。

本标准编制内容充分考虑新时代高速铁路建设发展需要，聚焦

“交通强国、铁路先行”，实现铁路建设由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

型转变，以打造中国高铁 2.0、创建高速铁路“四电”精品工程、促

进铁路建造技术和设备不断升级、建立世界领先的铁路建设标准体

系为目标，以“四化”为支撑，通过创新标准内容，为实现中国高

速铁路建设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本标准共分 3 章，主要包括总则、基本规定、电力工程。另有

一册图例以实物照片形式与本册安装示意图对照使用。

本标准的主要内容及特点如下：

1.明确了创建高速铁路“四电”工程建设总体目标；规定了建

设、设计、施工、监理、运维各方职责和总体原则性要求。

2.提出了建维各方在工程建设中的质量控制实施要点、具体工

作内容和要求；明确了接口管理工作要求；规定了机械化、工厂化、

专业化、信息化要求，提出了使用 BIM、二维码、视频等技术要求。

3.首次将施工工艺要求和工程质量评价纳入铁路总公司企业标

准，明确了工程建设流程和质量评定方法；强调首件评估和立标打

样，完善相关设计理论，固化工艺流程和工艺控制要点。

4.细部设计和工艺质量标准分为技术部分和图例部分两册，技

术部分突出施工工艺质量要点，同时附细部设计示意



图，表述方式更为直观；图例部分通过样本工程展示，对具体

工程质量进一步提出观感上的要求。

5.规定了箱式设备、调压器、交直流及综合自动化屏、二次配线、

架空线路、电缆线路、电缆附件、隧道照明、接地装置等细部设计、

工艺要求和质量要点；明确了箱式设备基础内高、低压电缆分层分

侧并用支架固定的方法，以及 “高低压分离、避免交叉”的电缆敷

设原则；强调了应用 BIM 技术模拟电缆敷设的技术要求，电缆附件

制作安装应采用专业工具进行专业化施工。 

本标准在执行过程中，希望各单位结合工程实践，认真总结经

验，积累资料，如发现需要修改和补充之处，请及时将意见及有关

资料寄交京沈铁路客运专线辽宁有限责任公司（沈阳市和平区南五

马路 181 号泰宸商务大厦 A 座 25 层，邮政编码 110006），并抄送

中国铁路经济规划研究院（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路乙 29 号，邮政编

码 100038），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本标准由中国铁路总公司建设管理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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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加强高速铁路电力工程质量控制，规范细部设计和施工工艺

质量，进一步提升电力工程建设质量，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高速铁路电力工程细部设计及施工工艺质量控制。

1.0.3 高速铁路电力工程施工工艺质量应符合结构安全、可靠、耐久、

外观精致的要求，有利于运营维护。

1.0.4 高速铁路电力工程建设、设计、施工、监理、运维各方应对工

程施工质量进行全过程控制，细部设计深度及工艺质量控制应满足建

维一体质量管理要求。

1.0.5 高速铁路电力工程施工应积极采用机械化、工厂化、专业化、

信息化等措施进行工艺质量控制。

1.0.6 高速铁路电力工程施工应采用先进、成熟的工装设备及配套的

检验检测手段进行工艺质量控制，所用方法和仪器设备应符合相关标

准的规定，质量检测人员应具有规定的资质。

1.0.7 高速铁路电力工程的技术管理资料，应按规定及时填写，并严

格履行责任人签认制度；隐蔽工程应按规定保留影像资料。

1.0.8 高速铁路电力工程的合同文件和技术文件对施工工艺质量要求

不得低于本标准的规定，当高于本标准时应符合合同文件和工程技术

文件的要求。

1.0.9 本标准规定的内容与现行施工和验收等标准不一致的，以本标

准为准；本标准未规定的内容执行现行相关施工和验收等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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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规定

2.1 一般规定

2.1.1 建设单位应按照本标准要求依法合规组织高速铁路电力工程

的建设，工作流程如图 2.1.1。

建设单位明确电力工程建设目标，

编制电力工程实施规划

建设单位组织设计单位编制电力工程甲供

物资招标文件，明确甲供物资主要技术标准

及工艺质量要求

建设单位编制电力工程施工招标文件（含指

导性施工组织设计），明确电力工程建设目

标及质量要求

投标人按照建设单位招标文件

要求编制投标文件

建设单位确定满足工程要求的物资设备供

货商，建设单位组织相关单位开展重要物资

厂验工作

建设单位确定满足工程要求的集

成商

设备供货

集成商编制自购物资招标文件，

建设单位组织建维各方对自购

物资招标文件进行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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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高速铁路电力工程建设工作流程图

集成商根据建设单位电力工程

实施规划及对标成果编制电力

工程专业实施方案及作业指导

书

建设单位组织建维各方

及专家对电力工程专业

实施方案及作业指导书

进行审查

集成商依据电力工程专业实施

方案及作业指导书进行电力专

业关键工序、首件工程施工

建设单位组织建维各方

对电力专业进行首件工

程评估

建设单位根据评估意见明确作业标准，集成商、监理单位全面

落实电力工程实施方案

建设单位会同运维单位对工程

全过程进行检查、监督

建设单位组织建维各方对工程进行

验收、评价

N

N

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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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建设单位应根据本标准规定，在工程招标文件中明确实现建

设工程目标的相关要求。

2.1.3 建设各方应制定电力工程工艺质量控制管理办法，加强接口

工程与安装工程的施工工艺质量控制，强化过程检查。

2.1.4 高速铁路电力工程同一区域的同类设备材料应统一规格、颜

色、标识，进场检验应实现质量可追溯。

2.1.5 高速铁路电力工程应加强关键工序控制，开展首件工程评估，

统一工艺及标准。

2.1.6 高速铁路电力工程应由建设单位组织设计、施工、监理、运

维等单位的项目负责人进行施工工艺质量评定。各参评单位应按照本

标准施工工艺质量控制要点，结合单位工程实体质量验收开展评定工

作，在静态验收时形成评价结论，评定内容及标准按表 2.1.6 规定执

行。

表 2.1.6  高速铁路电力工程施工工艺质量评定表

工程名称

开工日期 竣工日期

施工单位 项目负责人

类型 编号 评定项目 分值 得分（Z）

3.2 箱式设备 5

3.3 调压器 3

3.4 高低压柜、无功补偿柜及小电阻

接地柜
5

3.5 交直流、综合自动化屏 3

3.6 二次配线 5

3.7 架空线路 3

3.8 电缆线路 8

电力

工程

3.9 电缆附件 5



- 5 -

3.10 投光灯塔、灯柱 2

3.11 隧道照明 3

3.12 接地装置 8

总分 50

评价结论
 合格（总分≥80 分）

不合格（总分＜80 分）

运维单位 监理单位 设计单位 建设单位

评价

单位

（公章）

单位负责人

年 月 日

（公章）

总监理工程师

年 月 日

（公章）

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公章）

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注：1  每个评定项目符合本标准中全部质量控制要求的数量（X）与总检查数量（Y）

之间的关系与得分（Z）对应如下：

得分（Z） 评定项目为 8 分 评定项目为 5 分 评定项目为 3 分 评定项目为 2 分

8 X/Y≥95%

7 90%≤X/Y＜95%

6 85%≤X/Y＜90%

5 80%≤X/Y＜85% X/Y≥95%

4 75%≤X/Y＜80% 90%≤X/Y＜95%

3 70%≤X/Y＜75% 85%≤X/Y＜90% X/Y≥95%

2 65%≤X/Y＜70% 75%≤X/Y＜85% 80%≤X/Y＜95% X/Y≥95%

1 60%≤X/Y＜65% 60%≤X/Y＜75% 60%≤X/Y＜80% 60%≤X/Y＜95%

2  可根据工程实际情况调整评定项目；当工程不包含部分评定项目导致

总分不足 50 分时，应先将总分加权至 50 分，再对实际得分加权后形成最终得分，

最终得分应换算成百分制。（例：总分 40，实际得分 35；加权 50÷40=1.25，最

终得分 35×1.25×2=87.5，评价结论为合格。）

2.1.7 评价过程中，当出现不合格时，建设单位应组织相关单位进

行返修、整改实现建设工程目标要求。

2.2  工程实施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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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建设单位应按本标准相关要求做好下列工作：

1  配备电力专业管理人员，负责设计、施工、监理、运维单位

协调组织工作。

2  初步设计、施工图审核、设计联络等阶段明确工程技术要求。

3  编制建设项目指导性施工组织设计，明确工程质量目标。

4  组织编制招标文件，明确工程工艺质量要求。

5  甲供物资招标应明确出厂设备工艺质量要求，强化关键设备

工艺质量厂验工作。

6  除执行铁路总公司首件工程评估要求外，尚应确定施工工艺

质量要求。

2.2.2 设计单位应按本标准相关要求做好下列工作：

1  施工图设计应采用 BIM 等技术，实现沿线及站区各构筑物及

沟槽管线优化布置。

2  施工图设计引用标准设计时，应明确引用标准设计的技术要

求及细部设计标准。

3  室内设备布置应与房建、暖通、通信等专业协调统一。

4  施工图设计应预留过轨管线余量。

2.2.3 施工单位应按本标准相关要求做好下列工作：

5  实施性施工组织设计应包含工艺要求及人员、机具、材料配

置要求。

6  自购物资招标应明确出厂设备工艺质量要求，强化设备材料

的进场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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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设备安装及电缆敷设应与房建、暖通、通信等专业协调，施

工方案应兼顾相关专业，确保设备安装及缆线敷设在颜色、高度、布

线形式、标识等方面协调、美观统一。

2  上道工序自检合格方可进入下道工序的实施。

3  加强室外设备安装、室内盘柜安装、电缆敷设、二次配线等

关键工序的过程控制，提高实体工程的工艺质量。

2.2.4 监理单位应按本标准相关要求做好下列工作：

4  在监理实施细则中明确工程质量控制措施。

5  加强过程检查、落实关键工序旁站制度，做好隐蔽工程质量

检查及影像资料留存工作。

2.2.5 运维单位应按本标准相关要求做好下列工作：

6  参与设计文件审核、物资设备招标技术规格书审查，并提出

建设性意见。

7  参与首件工程评估，审查施工工艺标准。

8  参与检查施工工艺标准执行情况，出具工艺质量的结论性意

见。

2.3 接口管理要求

2.3.1 建设单位在建设项目设计阶段应组织设计、运维等单位对相

关接口设计原则及标准予以明确。

2.3.2 建设单位在土建工程施工前应组织设计相关专业及土建施工、

监理单位对预留接口设计进行施工图核对，并组织专项设计技术交底。

2.3.3 建设单位应组织各方专业技术人员，共同对土建、房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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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留接口的关键工序进行首件评估，统一工艺及标准。

2.3.4 建设单位应组织土建、房建施工单位将相应接口工程纳入实

施性施工组织设计文件，同步实施。

2.3.5 建设单位应组织施工、监理单位对土建、房建等专业接口工

程进行交接检验，检验合格后方可进行下道工序施工。

2.3.6 设计单位应组织站前、站后各专业对接口进行统一规划设计，

细化电缆槽、电缆井、场坪、房屋的施工图设计，电缆井应采用强弱

电分设方式。

2.4 四化要求

2.4.1 高速铁路电力工程应推行机械化作业，根据工程特点和现场

情况，配备专业机具，提高工艺质量水平。

2.4.2 高速铁路电力工程应推行工厂化施工，对母线、支架、爬架、

接地引下线等采用预配安装。

2.4.3 高速铁路电力工程应推行专业化施工，组建专业化的项目管

理、系统集成、施工安装、系统调试队伍，配置专业化的工具仪器。

2.4.4 高速铁路电力工程应采用信息化手段进行项目管理，使用

BIM、二维码、视频等技术，实现布局规划合理、质量追溯、隐蔽工

程可视化等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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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电力工程

3.1 接口配合

3.1.1  施工单位应成立接口工程管理小组，制定接口管理实施细则，

细化工作流程和责任。

3.1.2  高速铁路电力专业与站场、路基、桥梁、隧道等专业接口配

合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1 站场综合管沟、电缆槽、过轨管、电缆井预留位置、尺寸。

2 路基电缆槽、过轨管、电缆井预留位置、尺寸。

3 桥梁电缆槽、锯齿孔，电缆爬架预留位置、尺寸。

4 隧道电缆槽、过轨管、综合洞室等预留位置、尺寸。

3.1.3  高速铁路电力专业与房建专业接口配合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1 配电所场坪标高及放坡、给排水、整体平面布置。

2 设备基础、电缆沟、预留孔洞、预埋件等。

3 电缆沟及场坪排水。

4 室内外动力照明配电电源。

5 防雷接地。

3.1.4  高速铁路电力专业与通信专业接口配合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1 电力专业为通信专业提供可靠电源。

2 通信专业为电力远动提供通道。

3 通信专业为电力运维提供通道。

3.1.5  高速铁路电力专业应为信号专业提供可靠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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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高速铁路电力专业应为信息专业提供可靠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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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高速铁路电力专业应为防灾专业提供可靠电源。

3.1.8  高速铁路电力专业应为变电所亭、区间及非所亭附近的接触

网远动开关提供可靠电源。

3.1.9  高速铁路电力专业与综合接地系统接口预留应包括下列主要

内容：

1 变、配电所与综合接地连接。

2 箱式变电站与综合接地连接。

3 区间电缆分支箱与综合接地连接。

4 其他构、建筑物与综合接地连接。

3.1.10  高速铁路电力专业与地方电力公司的接口配合内容应包括产

权分界和管理分界、相关供用电手续的报审。

3.1.11  高速铁路电力专业与地方规划部门应确定电源线路径路。

3.2 箱式设备

3.2.1 箱式设备基础内高、低压电缆应分层分侧，采用电缆支架敷

设，电缆预留应满足运营维护要求。

3.2.2 箱式设备安装工艺流程如图 3.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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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准备

基础复查

箱体检查

箱式设备就位

电缆引入

接地连接

防火及防水处理

工艺质量检查

图3.2.2 箱式设备安装工艺流程图
图 3.2.2 箱式设备安装工艺流程图

3.2.3 箱式设备基础浇筑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商品混凝土整体浇筑的基础应一次成型，并按规范要求进行

养护，箱式设备基础参考细部设计图 3.2.3-1、3.2.3-2。

图 3.2.3-1 箱式设备基础细部设计图 



- 12 -

图 3.2.3-2  箱式设备基础细部设计图

1 基础模板宜采用光面模板，加固牢靠，内涂脱模剂。

2 预埋接地体引上线与箱式设备接地端子应同侧，箱式设备接

地如图 3.2.3-3所示。

图 3.2.3-3 箱式设备接地示意图

3 基础成品宜采用围栏等措施进行保护。

3.2.4 箱式设备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基础的平整度、外形尺寸、预埋件应符合设备安装要求。

2 箱式设备内配线排列整齐、编号清晰，传动试验应在厂内完

成。

3 箱式设备电缆井内的电缆爬梯和支架应工厂化预制，爬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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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细部设计图 3.2.4-1，支架安装如图

3.2.4-2所示。

图 3.2.4-1 爬梯细部设计图

图 3.2.4-2 支架安装平面示意图 

1 箱式设备吊装应采用柔性吊带机械化施工。

2 箱式设备底座与基础槽钢焊接后应采取封堵措施，防止雨水

渗入。

3 箱式设备工作接地与保护接地应分别与接地网连接。

4 高、低压电缆在支架上应分侧预留，排列有序，如图 3.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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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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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4-3 箱式设备电缆预留示意图

1 预留孔洞封堵应采用专用防火堵料。

3.2.5 箱式设备安装工艺质量控制要点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基础表面光洁，棱角完整。

2 箱式设备安装牢固,柜门开合灵活。

3 箱式设备进出线电缆弧度一致，绝缘良好；箱内配线整齐美

观。

4 设备和线缆的标识清晰、准确。

5 箱式设备电缆孔洞防火、防水封堵严密。

6 箱式设备接地可靠，接地电阻符合设计要求。

3.3 调压器

3.3.1 调压器安装工艺流程如图 3.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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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准备

设备检查

本体就位

附件安装

电缆连接

栅栏安装

接地连接

工艺质量检查

图3.3.1 调压器安装工艺流程图图 3.3.1 调压器安装工艺流程图

3.3.2 调压器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夹层电缆宜从调压器室顶部引入，调压器接线如图 3.3.2-1

所示。

图 3.3.2-1 电缆夹层调压器接线方式示意图

2 调压器室防护栅栏应工厂化预制，栅栏如图 3.3.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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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

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438003053122006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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