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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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章，主要包括总则、基本规定、室内安装工程、室

外建筑安装工程。另有一册“图例部分”以实物图形式与本册安装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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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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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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了室内机柜设备、走线架、电源及设备机房环境监控设备、

室内线缆等细部设计、安装工艺要求和质量要点；强调了室内电源线、

信号线应分开布放，并对调度中心、中继站、信号线路所等各种类型

通信机房的上、下走线布放方式做出明确规定；明确了线缆布放采用

铝合金型材并用固线器固定的敷设方式。

6.规定了光电缆、漏泄同轴电缆、铁塔、直放站等细部设计、安

装工艺要求和质量要点；明确了槽道内光电缆接头盒应采用减震支架

安装；明确了桥梁引下光电缆防护采用钢槽防护并设置排水转弯半径

收容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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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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 则

1.0.1 为加强高速铁路通信工程质量控制，规范细部设计和施工工艺

质量，进一步提升通信工程建设质量，制定本标准。

1.0.2本标准适用于高速铁路通信工程细部设计及施工工艺质量控制。

1.0.3 高速铁路通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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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有利于运营维护。

1.0.4 高速铁路通信工程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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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速铁路通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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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速铁路通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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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速铁路通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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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速铁路通信工程的合同文件和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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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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规定

1.1 一般规定

1.1.1 建设单位应按照本标准要求依法合规组织高速铁路通信工程

的建设，工作流程如图 1.1.1。

建设单位明确通信工程建设目标，

编制通信工程实施规划

建设单位组织设计单位编制通信工程

甲供物资招标文件，组织运维单位对

甲供物资招标文件进行审核，明确甲

供物资主要技术标准及工艺质量要求

建设单位编制通信工程施工招标文件

（含指导性施工组织设计），组织运维

单位对甲供物资招标文件进行审核，

明确通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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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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Y

N

Y

集成商根据建设单位通信工程实

施规划及对标成果编制通信工程

专业实施方案及作业指导书

建设单位组织建维各方

及专家对通信工程专业

实施方案及作业指导书

进行审查

集成商依据通信工程专业实施

方案及作业指导书进行通信专

业关键工序、首件工程施工

建设单位组织建维各方

对通信专业进行首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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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实通信工程专业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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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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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 高速铁路通信工程建设工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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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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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建设各方应制定通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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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高速铁路通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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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高速铁路通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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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高速铁路通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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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规定执

行。

表 1.1.6 高速铁路通信工程施工工艺质量评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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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内机柜、设备安装 5
3.3 走线架安装 5
3.4 电源及环境监控设备 3
3.5 2M 同轴电缆布放、绑扎、成端 8
3.6 网线布放、绑扎、成端 8
3.7 光纤跳纤布放、成端 8
3.8 电源线布放、成端 8

室内

安装

工程

3.9 地线布放、成端 8
4.1 槽道光电缆敷设

4.2 管道光电缆敷设
5

4.3 光电缆防护 2

室外

建筑

安装

工程 4.4 光电缆接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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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光缆引入及成端 5
4.6 漏泄同轴电缆敷设 8
4.7 漏缆接续 3
4.8 漏缆引下及引入 3
4.9 铁塔组立 8
4.10 铁塔天线安装 3
4.11 馈线引下及引入 3
4.12 视频采集设备安装 3
4.13 直放站远端机安装 2

评定项目总分 100

评价结论
 合格（评价得分≥80分）

 不合格（评价得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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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工程中不涉及部分评定项目导致评定

项目总分值不足 100 分时，应先将评定项目总分加权至 100 分，再对实际得分

加权后形成最终评价得分。（例：评定项目总分 80，实际得分 78；加权 100÷

80=1.25；评价得分 78×1.25=97.5，评价结论合格。）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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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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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工程实施要点

1.2.1 建设单位应按本标准相关要求做好下列工作：

1  配备通信专业管理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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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联络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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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设计单位应按本标准相关要求做好下列工作：

7  施工图设计应采用 BIM 等技术，实现沿线及站区各构筑物的

设备安装、沟槽管线（含引入口）优化布置；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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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室内设备布置应与房建、暖通、电力等专业协调统一；

10  施工图设计应预留过轨管线余量。

1.2.3 施工单位应按本标准相关要求做好下列工作：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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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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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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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设备安装及电缆敷设应与房建、暖通、电力等专业协调，施

工方案应兼顾相关专业，确保设备、箱盒、防静电地板安装及缆线敷

设在颜色、高度、布线形式、标识等方面协调、美观统一；

3  上道工序自检合格方可进入下道工序的实施；

4  加强室内机柜安装、线缆布放、室外光电缆敷设等关键工序

的过程控制，提高实体工程的工艺质量。

1.2.4 监理单位按本标准相关要求做好下列工作：

5  在监理实施细则中明确工程质量控制措施；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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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运维单位按本标准相关要求做好下列工作：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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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参与首件工程评估，参与审查施工工艺标准；

9  参与检查施工工艺标准执行情况，出具工艺质量的专业结论

性意见。

1.3 接口管理要求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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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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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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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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建设单位应组织各方专业技术人员，共同对土建、房建预留

接口的关键工序进行首件评估，统一工艺及标准。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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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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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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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及站场结构物预留站后设备设施的

施工图设计，电缆井应采用强弱电分设方式。

1.4 四化要求

1.4.1 高速铁路通信工程应推行机械化作业，根据工程特点和现场

情况，配置铁塔组立、吊装等施工机具和专用模板，提高工艺质量水

平。

1.4.2 高速铁路通信工程应推行工厂化施工，对室内外设备及配线、

拼装式设备基础加固装置、设备基础构件等进行预配安装。

1.4.3 高速铁路通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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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调测专业队伍，配置专业化的工具仪

器。

1.4.4 高速铁路通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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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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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可视化等目标。



- 14 -

2 室内安装工程

2.1 一般规定

2.1.1 室内安装工程应采用 BIM 技术提前规划，线缆布放应进行碰

撞试验。

2.1.2 机柜、设备安装位置应符合室内总体布局要求，整体美观，

排列整齐，固定牢固；机柜安装应采取减震措施；走线架、机柜、设

备应接地可靠。

2.1.3 信号线应与电源线、地线分开布放，避免线间电磁干扰。

2.1.4 调度中心、调度所、通信站、站房、信号楼通信机房内光纤、

2M 同轴电缆、网线等信号线宜采用上走线，电源线、地线、室外引

入光电缆、馈线宜采用下走线。

2.1.5 基站、中继站、隧道外直放站、牵引变电所、分区所、AT 所、

信号线路所等通信机房宜采用下走线架安装方式，光纤、2M 同轴电

缆、网线等信号线宜在机柜正面布放，电源线、地线等宜在机柜背面

布放。

2.1.6 线缆布放应顺直、整齐，便于维护，并满足线缆弯曲半径要

求；线缆两端标识应齐全，标明线缆用途、长度及起止设备。

2.1.7 接地汇集线、粘鼠板放置等处应设置透明钢化防静电玻璃地

板，便于维护。

2.1.8 设备机房防静电地板下地面应铺装瓷砖。

2.1.9 室内安装工程施工工艺流程如图 2.1.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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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9 室内安装工程施工工艺流程图

2.1.10 室内安装工程施工工艺方法应符合以下规定：

1  采用激光测距仪控制安装位置精度；

2  采用红外线垂准仪控制机柜垂直度；

3  采用专用标尺控制配线长度；

墙内预埋管线及设备
箱体

线缆穿放

施工准备

底座安装

机柜安装

走线架安装

固线器安装

标识制作

施工结束

BIM规划安装位置及布线
路径

线缆敷设

设备配线

布线检查

Y

N

采集传感器及摄
像机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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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采用固线器固定线缆，易于扩容，方便维护。

2.2 室内机柜、设备安装

2.2.1 室内机柜、设备安装如图 2.2.1 所示。

图 2.2.1 室内机柜、设备安装示意图

2.2.2 室内机柜、设备安装工艺质量控制要点应符合下列规定：

11  机柜（架）底座应采用减震底座安装，固定牢固，安装高度

与防静电地板标高一致；

12  机柜（架）正面应平齐，垂直偏差应不大于高度的 1‰，相邻

机柜（架）相互靠拢时其间隙不大于 3 mm；

13  壁挂式设备底部应齐平，距防静电地板高度宜为 1400 mm。

2.3 走线架安装

2.3.1 室内下走线架安装如图 2.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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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mm

图 2.3.1 室内下走线架示意图

2.3.2 室内上走线架安装如图 2.3.2 所示。

单位：mm

图 2.3.2 室内上走线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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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走线架安装工艺质量控制要点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室内走线架采用不低于 30 mm×44 mm 铝合金型材拼装，走

线架的横档间隔距离宜为 300 mm，拐弯处应适当加密，横档应在同

一水平面上；

2  走线架闭合时，排间应采用绝缘堵头进行绝缘处理；

3  走线架各部位连接采用不锈钢固定件连接，走线架及各部分

固定件安装连接应牢固可靠；

4  下走线架安装

1) 调度中心、调度所、通信站、站房、信号楼通信机房走线

架宜选用 400 mm 宽铝合金走线架；基站、中继站、隧道

外直放站、牵引变电所、分区所、AT 所、信号线路所等通

信机房走线架宜选用 300 mm 宽铝合金走线架；

2) 下走线架采用膨胀螺栓固定在瓷砖地面上，走线架安装距

地面高度宜为 50 mm~100 mm；

3) 走线架支架水平方向间隔为 1 200 mm-2 000 mm。

5  上走线架安装

1) 上走线架采用铝合金吊臂固定在屋顶上，吊臂应分布均匀，

间距不大于 2 000 mm，走线架两端应固定在墙上；

2) 走线架底面距机柜顶面宜不小于 300 mm。

2.4 电源及设备房屋环境监控设备安装

2.4.1 防雷箱与监控箱安装如图 3.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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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1 防雷箱与监控箱安装示意图

2.4.2 灯控、门磁、红外入侵探测器安装如图 2.4.2 所示。

图 2.4.2 灯控、门磁、红外入侵探测器安装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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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温湿度传感器、采集器安装如图 3.4.3 所示。

图 2.4.3 温湿度传感器、采集器安装示意图

2.4.4 玻璃破碎探测器、水浸传感器安装如图 3.4.4 所示。

图 2.4.4 璃破碎探测器、水浸传感器安装示意图

2.4.5 烟雾传感器安装如图 3.4.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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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5 烟雾传感器安装示意图

2.4.6 室内摄像机安装如图 3.4.6 所示。

图 2.4.6 室内摄像机安装示意图

2.4.7 蓄电池监测模块安装如图 3.4.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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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7 蓄电池监测模块安装示意图

2.4.8 电源及环境监控设备安装工艺质量控制要点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防雷箱、监控箱应嵌入墙体安装，间距及埋深不得影响设备

门正常开启；

2  暗埋防护管外壁埋设深度应不小于 15 mm，进出线管口应平

滑、无毛刺；

3  防雷箱、监控箱、温湿度传感器、水浸采集器等设备下沿平

齐，安装高度宜为距离防静电地板面 1 400 mm；

4  灯控安装高度应与照明开关平齐；

5  红外入侵探测器宜安装在机房门上方 200 mm 处；

6  水浸传感器应安装在靠近空调、窗户、引入孔等易进水部位

的地面上；

7  温湿度传感器应远离门窗、空调出风口正对位置；

8  烟雾传感器宜吸顶安装在电源设备上方，至空调送风口边的

水平距离不应小于 1 500 mm；

9  门磁应安装在机房门体和门框上端；

10  玻璃破碎探测器应安装在窗框的侧面墙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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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摄像机安装方式应采用壁挂或吊顶式安装，高度宜

为距离防静电地板面 2 500 mm，监控范围内无遮挡；

14  蓄电池监测模块宜安装在电池体侧面，安装高度及走线方式

统一。

2.5 2M 同轴电缆布放、绑扎、成端

2.5.1 2M 同轴电缆布放如图 3.5.1 所示。

图 2.5.1 2M 同轴电缆布放示意图

2.5.2 机柜内 2M 同轴电缆绑扎如图 3.5.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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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2 机柜内 2M 同轴电缆绑扎示意图

2.5.3 2M 同轴电缆成端如图 3.5.3 所示。

图 2.5.3 2M 同轴电缆成端示意图

2.5.4 2M 同轴电缆布放、绑扎、成端工艺质量控制要点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在走线架上布放时，采用阻燃 ABS 固线器固定，型号符合线

径要求，设置间距宜为 300 mm；

2  2M 同轴电缆缆进入机柜后应使用尼龙扎带绑扎到端子板处

后再剥去外护套露出芯线，绑扎间隔宜为 150 mm，扎带朝向、间距

一致；

3  2M 同轴电缆外护套开剥位置应采用热缩套管进行防护，热缩

套管的长度一致；

4  2M 同轴电缆芯线应先进行理线编绑做余留弯后进入数字配

线子架，绑扎间隔宜为 20 mm，弯度一致，扎带朝向一致；

5  成端出线位置应与端子匹配，出线弧度一致，余留长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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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M 同轴电缆芯线成端焊接时，绝缘层距端子边缘露铜不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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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1 mm。

2.6 网线布放、绑扎、成端

2.6.1 网线布放如图 3.6.1 所示。

图 2.6.1 网线布放示意图

2.6.2 机柜内网线绑扎如图 3.6.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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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2 机柜内网线绑扎示意图

2.6.3 网络配线架侧成端如图 3.6.3 所示。

图 2.6.3 网络配线架侧成端示意图

2.6.4 网线布放、绑扎、成端工艺质量控制要点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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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网线布放应符合第 2.5.4 条第 1 款的规定；

16  线缆进入机柜时应使用尼龙扎带绑扎，绑扎间隔宜为100 mm，

扎带朝向一致；

17  网线在引至网络配线架时应弯度一致；

18  网线在网络配线架成端时开剥位置应采用热缩套管进行防护，

热缩套管长度宜为 20 mm；

19  网线成端时 RJ45 接头应采用 T568A（或 T568B）线序，配线

架侧与设备侧线序应一致，接头应压接牢固，接触良好。

2.7 光纤跳纤布放、成端

2.7.1 光纤跳纤下走线布放、成端如图 2.7.1 所示。

图 2.7.1 光纤跳纤下走线布放、成端示意图

2.7.2 光纤跳纤上走线布放、成端如图 2.7.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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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2 光纤跳纤上走线布放、成端示意图

2.7.3 光纤跳纤设备侧布放、成端如图 2.7.3 所示。

图 2.7.3 光纤跳纤设备侧布放、成端示意图

2.7.4 光纤跳纤布放、成端工艺流程如图 3.7.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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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4 光纤跳纤布放、成端工艺流程图

2.7.5 光纤跳纤布放、成端工艺质量控制要点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光纤跳纤上走线宜采用阻燃 ABS 塑料光纤走线槽布放，走线

槽应栓接固定在上走线架侧方；

2  光纤跳纤下走线布放应加套 PE 波纹管防护，管口采用绝缘胶

带缠绕封堵；

3  光纤跳纤弯曲半径不小于 50 mm；

施工准备

走线方式
上走线Y下走线Y

跳纤编号

施工结束

光纤走线槽安装

跳纤穿套波纹管

布放、绑扎

跳纤编号

布放、固定

成端连接

余留绑扎

粘贴标签

清理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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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光纤跳纤机柜内布放应用尼龙粘扣带绑扎或 PE 螺旋缠绕管

固定；

1  绑扎应均匀，固定应顺平，松紧适度。

2.8 电源线布放、成端

2.8.1 电源线布放如图 3.8.1—1、图 3.8.1—2 所示。

图 2.8.1—1 电源线布放俯视示意图

图 2.8.1—2 电源线布放侧视示意图

2.8.2 电源线成端如图 3.8.2—1、3.8.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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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0—1 电源线负极成端示意图

图 0—2 电源线正极成端示意图

2.8.3 电源线施工工艺质量控制要点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电源线线布放应符合第 2.5.4 条第 1 款的规定；

2  交流电源线与直流电源线分开布放，间隔距离应不小于 100 

mm；

3  不同极性电源线分层固定，间距应不小于 20 mm；

4  线缆布放应顺直、整齐，拐弯处弧度一致；

5  电源线布放弯曲半径应不小于线缆外径的 6 倍；

6  电源线在空气断路器侧成端采用铜冷压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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