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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一）任务来源 

（1）2021 年 10 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广东省“十

四五”铁路高质量建设实施方案》（粤办函〔2021〕284 号）有关要

求：统筹大湾区城际铁路技术标准。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城际“统一规

划、统一标准、统筹运营”要求，严格执行相关技术要求，确保大湾

区城际实现互联互通和公交化运营。 

（2）省政府工作会议纪要〔2020〕175 号、〔2021〕8 号文有关

要求。 

（3）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推进广东省城际铁路技术标准体

系建设工作的会议纪要》（粤交办纪要〔2022〕64 号）有关要求。 

（4）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推进广东省城际铁路工程技术标

准体系建设阶段性工作的会议纪要》（粤交办纪要〔2022〕132 号）

有关要求。 

（5）在大量前期研究工作的基础上，经多方努力，2023 年 5月，

由广东省交通运输厅主导，多家单位参与（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铁路

设计集团有限公司、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向广东省

市场监督管理局申报立项《城际铁路可行性研究和设计文件编制细

则》。 



（二）协作单位 

本文件由广东省交通厅提出并组织实施，由中国交通运输协会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起草单位：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工

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广州地

铁集团有限公司、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铁路设计集

团有限公司、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铁科（北京）轨道

装备技术有限公司、中铁宝桥集团有限公司。发挥各家所长，共同形

成理论性与实操性相融合的标准内容。 

（三）主要工作过程 

（1）工作思路 

a.收集和整理国内高速铁路、城际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道岔的相

关规范、标准和技术条件，调研广东省内城际铁路道岔设计、生产和

加工制造、施工和验收的运用现状和需求，开展城际铁路可动心轨辙

叉道岔轨道课题研究。 

b.结合国内道岔已执行的相关标准《标准轨距铁路道岔》（TB/T 

412-2020）、《高速铁路道岔制造技术条件 第 1部分：制造与组装》

（TB 3307.1-2020）进行融合和再创新，根据广东省城际铁路建设需

求和课题研究成果，拟定编制内容，并开展相关理论课题研究和试验。 

c.结合编制组内容研讨和外部审查相结合的方式，修改完成标准

相关条款。 

（2）工作过程 



在前期查阅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参编单位共同开展标准制定前期

研究与制定准备工作。 

本文件的编制共分五个阶段开展，分别为初稿阶段、征求意见阶

段、送审稿阶段、总校阶段、报批发布阶段。目前处于初稿编制阶段。

 

具体编制计划： 

2024 年 3 月，形成标准立项草案、立项申请表等材料，提交立

项申请； 

2024 年 3月，完成标准立项，完成标准草案； 

2024 年 4月，起草组内部讨论，完善草案内容，提交工作大纲，

编制说明等材料，进行大纲审查； 

2024 年 5 月，召开标准起草组内部讨论交流会，进一步修改完

善标准，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2024 年 6、7月，标准在团标网站公开征求意见，并定向征求相

关企业意见； 

2024 年 8、9月，针对征求意见情况，逐条梳理意见，修改完善

标准； 

2024 年 10 月，召开专家研讨会，修改形成标准送审稿； 



2024 年 11 月，召开技术审查会，根据专家意见形成报批稿； 

2024 年 12 月，修改完善标准报批材料； 

2025 年 1月，进行标准符合性审查； 

2025 年 2月，进行校稿工作； 

2025 年 3月，完成标准发布工作。 

二、制定标准的背景、意义及必要性 

（一）背景 

由于城际铁路与高速道岔不同，具有鲜明的功能特点，设计速度

方面，深惠、深大等城际线路的设计时速为 200 公里，属于城际铁路

中的最高速度等级，道岔应满足列车通过速度的要求；运营组织方面，

城际铁路采用公交化运营，行车密度大、发车间隔短、折返能力要求

高，要求道岔具有更好的可靠性、耐磨性；车站布置方面，由于城际

铁路大量穿越城市建成区，道岔需在满足行车要求前提下，尽可能缩

短车站长度、减小土建规模；另外，道岔还应具有一定的减振降噪功

能，减少振动噪声对周边建筑的影响，满足人们对高质量生活的追求。

因此，既有高速道岔及相关标准明显不适用于城际铁路，城际铁路道

岔需要基于国内成熟的高速铁路道岔技术，密切联系城际铁路现场使

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针对性的优化改进升级。 

与既有高速道岔相比，城际铁路道岔保持平面线型、主要结构及

工电接口不变，转换设备与既有道岔通用，在岔区刚度、扣压紧固方



式、部件通用性等方便进行优化，提高城际铁路车辆过岔的轮轨匹配

性及岔区稳定性，方便养护维修；交叉渡线单开部分在既有高速道岔

的基础上设计，菱形交叉部分采用固定型辙叉，技术合理可行。 

现行行业标准《标准轨距铁路道岔》（TB/T 412-2020），由国

家铁路局颁布，技术标准成熟，应用广泛，但对于新设计的城际道岔

部分条款不适用，例如弹性垫板章节中未规定整体硫化弹性垫板相关

技术要求等。 

现行行业标准《高速铁路道岔制造技术条件 第 1 部分：制造与

组装》（TB 3307.1-2020）是针对高速道岔的制造标准，适用于运行

速度 250km/h～350km/h 高速铁路道岔，对于 200km/h 城际铁路道岔

型式检验频次等并不适用，经济性上并不合理。 

此外，上述现行行业标准没有专门针对交叉渡线的内容，而深圳

城际有相当数量的交叉渡线，如深大城际 T4 枢纽站、黄麻布站、五

和站、聚龙站及深惠城际大鹏支线龙城站的 12 号交叉渡线、深惠城

际前保站的 18 号交叉渡线等，现行标准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由于现

行行业标准不仅对于城际铁路道岔缺乏适用性，更无法用于城际铁路

交叉渡线，因此，迫切需要编制专门规范，指导城际铁路道岔的制造、

铺设及养护维修。 

（二）意义 

通过总结高速道岔研发经验，以及工程建设和运营中取的成果，

吸收国内高速铁路、市域快线道岔设计、生产制造和铺设经验以及相



关研究成果，开展本标准的编制工作。目的是统一广东省城际铁路道

岔产品设计、制造加工、验收和运输等各方面的有关技术标准，为城

际铁路道岔技术的科学发展及其工程项目的经济性和可持续性发展

提供有效的指导。 

（1）根据国家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广东省城际铁路建设的战略

部署要求及城际铁路建设、运营、审查及审批实际需求，结合现行行

业标准《标准轨距铁路道岔》（TB/T 412-2020）、《高速铁路道岔

制造技术条件 第 1 部分：制造与组装》（TB 3307.1-2020）进行融

合创新，研究制定广东省城际铁路可动心轨辙叉道岔技术规范，确保

广东省城际铁路建设规范有序。 

（2）支撑国家交通强国发展战略，提升广东省城际铁路科学管

理和高质量发展水平，为国内其他城市群城际铁路提供示范。 

（三）必要性 

1.贯彻落实交通强国战略的实践 

为贯彻落实《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提出的“建设城市群一体化交

通网，推进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融

合发展，并提高交通防灾抗灾能力、强化交通应急救援能力”要求，

科学执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都市圈市域（郊）铁路加快发展的

意见》中关于“加强市域（郊）铁路与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城市轨

道交通一体化衔接，鼓励多线多点换乘，统筹协调系统制式，推动具

备条件的跨线直通运行”要求，统一广东省内城际铁路文件编制内容



和深度，推进顶层总体设计工作，为实现广东省城际铁路“统一规划、

统一标准、统一管理”的目标奠定基础。 

2.推进广东省“绿色城际铁路”建设发展，实现“公交化运营、

一体化管理、一站式服务”的关键组成 

根据国家和广东省政府对大湾区城际铁路的发展要求，未来粤港

澳大湾区城际铁路要进行多网融合发展，为旅客提供便捷的公交化服

务，实现“一张网、一张票、一串城”的规划目标，实现城际必须进

入城市中心、必须衔接交通枢纽、必须与地铁衔接、必须实行公交化

运营的目的，满足城际和城市轨道交通一体化运营管理、一站式服务

的需求。城际铁路道岔关系到路网行车调度、运营安全、行车组织和

管理等各方面，同时影响初期建设投资以及后续线路运营的经济性和

便利性。规范城际铁路道岔设计标准，可有效节约建设和运营经济成

本，推进广东省“绿色城际铁路”建设和发展。 

3.现行规范对城际铁路道岔设计缺乏针对性和适用性 

城际铁路速度（160-200km/h）介于高速铁路（250km/h 及以上）

和城市轨道交通（80-120km/h）之间，车岔耦合、轮轨关系、工程条

件、外部环境等均有明显不同。现行铁路行业标准《标准轨距铁路道

岔》（TB/T 412-2020），由国家铁路局颁布，部分条款不适用与城

际铁路道岔，例如弹性垫板章节中未规定整体硫化弹性垫板相关技术

要求等。现行行业标准《高速铁路道岔制造技术条件 第 1 部分：制

造与组装》（TB 3307.1-2020）是针对高速道岔的制造标准，仅适用

于运行速度 250km/h～350km/h 高速铁路道岔，不适用于城际铁路用



道岔。两个现行规范均缺乏针对性和适应性，无法精确指导城际铁路

道岔制造及检验。 

4.道岔技术标准化的需求 

经过十余年来举全路之力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模式，高速铁路

道岔技术体系基本搭建完成。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在城际轨道

交通领域道岔技术“百花齐放”的现象，这也直接导致了各地区乃至

同一个地区不同线路道岔标准不统一，给建设管理和运营维护带来很

大困扰。当前，广东省城际铁路发展刚刚起步，道岔缺乏统一的技术

标准，不利于资源的统筹利用。目前存在如道岔型号繁多、技术标准

不统一等问题，将给后续道岔铺轨施工、建设管理、后期运营维护带

来一定的困难。本标准的编制对提高城际铁路道岔的适用性和通用

性、规范道岔制造及验收等方面将起到积极的意义。 

5.城际道岔上道认证的需要 

国铁道岔上道使用需要专业机构按照相关标准进行产品认证，为

保证城际道岔供货质量及服役状态，城际道岔也应由专业机构进行产

品认证。由于城际道岔目前尚无适用标准，而产品认证需要相应标准

作为认证规则的编制依据，因此迫切需要制订城际道岔技术标准，为

产品认证工作的开展提供有力支撑，实现城际道岔认证的合规有序。

本标准的编制可满足产品认证工作亟需，对城际铁路道岔的质量控制

及使用推广意义重大。 



三、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标准编制原则 

本文件经中国交通运输协会批准立项，按照 GB/T1.1-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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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起草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内外先

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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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专利的责任。 

（二）主要技术内容与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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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广东省交通厅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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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工程设计咨询

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广州地铁集团有限

公司、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铁科（北京）轨道装备技术有限

公司、中铁宝桥集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肖世雄、潘明亮、陈春辉、李源潮、郭伟、白明

刚、郭桃明、蔺源、孟寒松、张晓波、谭茜元、魏雪、孙晗凌、张东

风、赵天运、冉蕾、骆焱、乔神路、刘婷林、田德仓、杨松、刘亚航、

管吉波、蒲建锦、林世生、姚力、巫江、赵华卫、徐鹏、闫亚飞、李

志红、李永茂、樊小平、严安宁、张刚。 

1范围 

本文件适用于新建城际铁路直向容许通过速度为 200km/h 及以

下的 12 号、18号可动心轨辙叉单开道岔及配套交叉渡线。 

本文件规定了城际铁路可动心轨辙叉道岔的技术要求，包含技术

参数、厂内单件加工、组装铺设，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

及储运。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

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

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

于本文件。 

GB/T 1184—1996  形状和位置公差  未注公差值 

GB/T 1231  钢结构用高强度大六角头螺栓、大六角螺母、垫圈

技术条件 

GB/T 1348  球墨铸铁件  

GB/T 1804—2000  一般公差  未注公差的线性和角度尺寸的公

差 



GB/T 2828.1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 1 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

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T 6414—2017  铸件 尺寸公差、几何公差与机械加工余量  

GB/T 7244  重型弹簧垫圈 

GB/T 9439  灰铸铁件  

GB/T 9440  可锻铸铁件  

GB/T 11352  一般工程用铸造碳钢件  

TB/T 1353  铁路道岔和交叉名词术语 

TB/T 1495  弹条 I型扣件 

TB/T 1632.1  钢轨焊接  第 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TB/T 1632.2  钢轨焊接  第 2部分：闪光焊接 

TB/T 2344.1  钢轨  第 1部分：43kg/m～75kg/m 钢轨 

TB/T 2344.2  钢轨  第 2部分：道岔用非对称断面钢轨 

TB/T 2344.3  钢轨  第 3部分：异型钢轨 

TB/T 3508-2018  铁路道岔转换设备安装技术条件 

TB/T 3514  客货共线铁路道岔用橡胶垫板 

TB/T 3065  弹条Ⅱ型扣件 

TB/T 3080  有砟轨道混凝土岔枕 

TB/T 3110  33kg/m 护轨用槽型钢 

TB/T 3297  高速铁路岔区轨枕埋入式无砟轨道预应力混凝土岔枕 

TB/T 3307.2  高速铁路道岔制造技术条件 第 2部分：T型螺栓 

TB/T 3307.3  高速铁路道岔制造技术条件 第 3部分：垫板螺栓 



TB/T 3307.4  高速铁路道岔制造技术条件 第 4部分：轨距块 

TB/T 3307.5  高速铁路道岔制造技术条件 第 5部分：盖板 

TB/T 3307.6  高速铁路道岔制造技术条件 第 6部分：缓冲调距块 

TB/T 3307.7  高速铁路道岔制造技术条件 第 7部分：预埋塑料套

管 

TB/T 3307.8  高速铁路道岔制造技术条件 第 8部分：弹性铁垫板 

TB/T 3307.9  高速铁路道岔制造技术条件 第 9部分：调高垫板 

TB/T 3467  合金钢组合辙叉 

3术语和定义 

无特殊相关术语，TB/T1353-2020《铁路道岔和交叉名词术

语》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技术要求 

4.1 一般要求 

4.2 钢轨件 

4.3 尖轨、心轨跟端锻压及加工 

4.4 联结零部件 

4.5 紧固件 

4.6 固定辙叉 

4.7 岔枕 

4.8 部件加工后处理 

5厂内组装铺设 

5.1 一般规定 



5.2 转辙器组装 

5.3 可动心轨辙叉组装 

5.4 固定型锐角辙叉的组装 

5.5 固定型钝角辙叉的组装 

5.6 扣件组装 

5.7 辊轮安装 

5.8 护轨组装 

5.9 岔枕组装 

5.10 转换设备安装 

5.11 厂内组装铺设方式 

6试验方法 

6.1 钢轨件 

6.2 尖轨、心轨跟端锻压及加工 

6.3 联结零部件 

6.4 组装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7.2 出厂检验 

7.3 型式检验 

8标志、包装、质量证明文件、储运和运输 

8.1 标志 

8.2 包装 



8.3 质量证明文件 

8.4 储存和运输 

四、主要试验（或验证）分析 

本次编写工作同步开展适用范围道岔产品试制试铺活动，试制试

铺内容见同步开展的试制试铺检验报告。 

五、预期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分析 

本标准的制定，可统一广东省城际铁路道岔生产制造、检验及包

装、储运的有关技术标准，为道岔技术的科学发展及其工程项目的经

济性和可持续性发展提供有益的指导。从而构建广东省城际铁路道岔

技术标准体系，统筹指导广东省城际铁路道岔建设，对现行技术标准

体系起到很好的完善和补充作用。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本标准在起草过程中没有采用国际相关标准。 

七、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我国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不矛盾。 

本标准是以现行国家层面相关法律法规、指导意见为基本遵循，

编制过程中，充分考虑国内外现有相关标准的统一和协调。 



八、标准中涉及知识产权情况说明 

本标准中未涉及知识产权问题。 

九、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标准的编制过程中没有遇到重大的分歧意见。 

十、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建议作为推荐性标准发布实施。 

十一、贯彻标准的要求和实施措施 

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附件 1 企业征求意见处理工作情况 

团体标准名称：城际铁路可动心轨辙叉道岔技术规范       

负责起草单位：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

限公司、深圳市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发送“征求意见稿”的单位数：   个；                  

收到“征求意见稿”后，回函的单位数：  个； 

收到“征求意见稿”后，回函并提出意见的单位数：个；                  

没有回函的单位数：个。  

 

 

 

 



 

序号 章条编号 提出单位（个人） 修改意见内容 理由或依据 意见处理 

1      

2      

3      

4      

5      

6      

7      

 



附件 2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专家组审查意见及处理情况 

序号 章条编号 意见提出方 修改意见内容 理由或依据 意见处理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