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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铁路线路设计规范

铁路车站及枢纽设计规范 的通知

建标 号

根据国家计委 一九九四年工程建设标准定额制订修订计划

计综合 号 的要求 由铁道部会同有关部门共同制订的

铁路线路设计规范 铁路车站及枢纽设计规范 经有关部门会

审 批准为强制性国家标准 编号分别为

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原 铁路线路设计规范

铁路车站及枢纽设计规范 同时废止

该两项规范由铁道部负责管理 铁路线路设计规范 由铁道

部第一勘测设计院负责具体解释 铁路车站及枢纽设计规范 由

铁道部第四勘测设计院负责具体解释

该两项规范由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计划出版社出

版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一九九九年三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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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规范是根据建设部及铁道部要求 在国家计划委员会

年发布的 铁路线路设计规范 的基础上 对其部分内

容补充 修订而成

本规范主要包括总则 线路的平面和纵断面 车站分布 铁路

与道路交叉和正线轨道等技术内容

本规范根据我国铁路的技术发展方向 本着逐步贯彻铁路主

要技术政策 体现铁路科技进步和注重投入产出的原则 吸取了原

规范执行以来铁路设计 施工和运营的成功经验和大量的专题科

研成果 引入了不同线路采用并合理匹配不同层次的技术标准和

装备的设计思想 突出了移动设备与固定设备合理配套和铁路主

要技术标准协调设计的系统观念 力求避免设计标准的 大而全

小而全 并在广泛征求有关单位和专家的意见后 增订和修订了

如下主要内容

本规范所适用的旅客列车最高行车速度由 提高

到

删除了与蒸汽机车牵引有关的技术内容和不属于本规范

制订的内容

新增了分路段选择设计行车速度及其相关技术标准的规

定

新增了部分铁路主要技术标准的选定原则

修订了新建铁路设计年度的划分

修订了划分铁路等级的临界运量标准

修订了各级铁路最小圆曲线半径标准

修订了缓和曲线长度 圆曲线和夹直线最小长度等平面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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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标准

修订了各级铁路限制坡度标准

修订了线路纵断面连接标准和车站站坪最大坡度标准

新增了双线铁路车站分布标准

新增了区间通过能力设计中的设备维修 天窗 标准

修订了中间站和会让站的分布原则

修订了铁路与道路立体交叉的设置条件

新增了有人看守道口的交通量标准和安全防护设备配置

要求

新增和修订了部分道口平纵断面设计标准

修订了正线轨道类型划分标准 新增了 型混凝土枕的

铺设标准

新增了跨区间无缝线路的一般规定

修订了无缝线路道床顶面宽度标准

修订了正线道岔号数选择的规定

本规范的具体解释单位由铁道部第一勘测设计院负责 地址

兰州市和政路 号 邮编

本规范主编单位 参编单位和主要起草人

主 编 单 位 铁道部第一勘测设计院

参 编 单 位 西 南 交 通 大 学

铁道路科学研究院

铁道部专业设计院

主要起草人 米 隆 梁栋诗 马 炜 王齐荣 周永富

胡小勇 徐秋菡 曾树谷 雷黔湘 黄建苒

王明治 高一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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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次

总 则

术语 符号

术语

符号

线路的平面和纵断面

平面

纵断面

车站分布

铁路与道路交叉

铁路与道路立体交叉

道口

正线轨道

轨道类型

钢轨及配件

轨枕及扣件

道床

道岔

轨道附属设备和常备材料

本规范用词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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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则

为统一铁路线路设计技术标准 使铁路线路设计符合安全

适用 技术先进 经济合理的要求 特制定本规范

本规范适用于国家铁路网中客货列车共线运行 旅客列车

最高行车速度小于或等于 标准轨距铁路的设计

铁路的设计年度宜分为近 远两期 新建铁路也可分为初

近 远三期 初期为交付运营后第三年 近期为交付运营后第五

年 远期为交付运营后第十年 初 近 远三期均采用调查运量

对于可以逐步改 扩建的建筑物和设备 应按初 近期运量和

运输性质分别确定 并考虑预留远期发展的条件 对于不易改 扩

建的建筑物和设备 应按远期运量和运输性质确定

新建和改建铁路 或区段 的等级 应根据其在铁路网中的

作用 性质和远期客货运量确定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级铁路 铁路网中起骨干作用的铁路 远期年客货运量大

于或等于 者

级铁路 铁路网中起骨干作用的铁路 远期年客货运量小

于 者 或铁路网中起联络 辅助作用的铁路 远期年客货运量

大于或等于 者

级铁路 为某一区域服务具有地区运输性质的铁路 远期

年客货运量小于 者

注 年客货运量为重车方向的货运量与由客车对数折算的货运量之和 对 旅

客列车按 年货运量折算

设计线的旅客列车设计行车速度应根据运输需求 铁路等

级 正线数目和地形条件等因素合理选定 且不应大于表

规定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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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旅客列车最高设计行车速度

铁路等级

正线数目 双线 单线 单线 单线

旅客列车最高设计行车速度

当沿线运输需求或地形和运营条件差异较大 并有充分技术

经济依据时 可分路段选定旅客列车设计行车速度 各级铁路的

路段旅客列车设计行车速度应符合表 的规定

不同旅客列车设计行车速度的路段长度应根据铁路等级 地

形类别 线路平纵断面条件等因素确定 路段长度不宜过短 丘

陵 山区可按地形单元划分 平原地区宜与机车交路相协调

表 各级铁路路段旅客列车设计行车速度

铁路等级

正线数目 双线 单线 单线 单线

地形类别

平原

丘陵

山区

注 如有充分技术经济依据 丘陵地区 级铁路增建第二线的路段旅客列车设计

行车速度可采用

各级铁路的下列主要技术标准 应根据国家要求的年输送

能力和确定的铁路等级在设计中经综合比选确定

正线数目

牵引种类

机车类型

限制坡度

最小曲线半径

机车交路

车站分布



中
国
建
筑
资
讯
网
  
  
WW
W.
SI
NO
AE
C.
CO
M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到发线有效长度

闭塞类型

平原 丘陵地区和山区的新建铁路远期年客货运量分别大

于或等于 和 时 其正线数目宜按双线设计 分期实施

近期年客货运量达到上述标准者 宜一次修建双线

远期年客货运量虽未达到上述标准 但按国家要求的年输送

能力和客车对数折算的年客货运量大于或等于 时 宜预留双

线

牵引种类应根据路网与牵引动力规划 线路特征和沿线自

然条件以及动力资源分布情况 结合机车类型合理选定

运量大的主要干线 大坡度 长隧道或隧道毗连的线路上应优

先采用电力牵引

机车类型应根据牵引种类 运输需求以及与线路平 纵断

面技术标准相协调的原则 结合车站分布和邻线的牵引质量 经技

术经济比选确定

机车交路应根据牵引种类 机车类型 车流特点 乘务制

度 线路条件 结合路网规划 机务设备布局 经技术经济比选确

定

机车交路宜采用长交路

区间通过能力应预留一定的储备 单 双线铁路的储备

能力应分别采用 和 并应考虑货运量的波动性

货物列车到发线有效长度应根据运输需求和货物列车长

度确定 且宜与邻接线路的货物列车到发线有效长度相协调 并应

采用 等系列值 改建既有线和增建第二

线的货物列车到发线有效长度采用上述系列值引起较大工程时

可根据实际需要计算确定

单 双线铁路的远期闭塞类型应分别采用半自动闭塞和

自动闭塞 一个区段内应采用同一种闭塞类型

用于计算路基宽度 桥隧和其他永久性建筑物净空的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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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高度应按远期运量和运营条件确定

采用电力牵引的铁路 若需内燃牵引过渡时 其建筑物和

设备应根据永久性与临时性相结合的原则设计

改建既有线和增建第二线的设计方案 应考虑施工与运

输的相互干扰 并结合指导性施工过渡设计 经技术经济比选确

定

改建既有线和增建第二线 应在满足设计年度的输送能

力和设计行车速度的前提下 充分利用既有建筑物和设备 避免大

拆大改 拆换下来的设备应尽量利用

铁路建筑物和设备的限界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标准轨

距铁路机车车辆限界 和 标准轨距铁路建筑限界

的规定

铁路线路设计应重视农田水利的需要 节约用地 少占农

田

铁路线路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外 尚应符合国家现行的

有关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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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 符号

术 语

设计路段 路段

在设计线 或区段 中 各个按规定的不同旅客列车设计行车

速度确定与行车速度有关的建筑物和设备标准的线路段落 简称

为路段

路段旅客列车设计行车速度 路段设计速度

用于确定各设计路段内与行车速度有关的建筑物和设备标准

的旅客列车设计行车速度 简称为路段设计速度

国家要求的年输送能力

国家要求的该铁路在交付运营第十年以后具有远景规模性质

的年货运输送能力

道口折算交通量

年均一昼夜通过道口的火车次数与通过道口的车辆 行人折

合为标准车辆数的乘积

道口平台

道口两侧道路自最外侧钢轨至相邻竖曲线始点的水平路段

跨区间无缝线路

钢轨锁定范围跨两个或更多区间且车站正线上采用无缝道岔

的无缝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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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 号

几何参数

加力牵引坡度

内侧线缓和曲线长度

外侧线缓和曲线长度

坡段长度 货物列车长度

曲线半径

内侧线曲线半径

外侧线曲线半径

曲线两端直线地段的线间距

直线地段最小线间距

直线地段为最小线间距时曲线地段的线间距加宽值

曲线地段线间距加宽值

平面曲线偏角

曲线阻力所引起的坡度减缓值

力与运动

机车计算牵引力

机车质量

牵引质量

机车单位基本阻力

车辆单位基本阻力

其 他

牵引力取值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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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的平面和纵断面

平 面

线路平面的圆曲线半径应因地制宜 由大到小合理选用

小曲线半径宜集中使用

曲线半径宜采用下列数值

特殊困难条件下 可采用上列半径间 整

倍数的曲线半径

线路平面的最小曲线半径应根据铁路等级 路段旅客列车

设计行车速度和工程条件比选确定 但不得小于表 规定的

数值

表 最小曲线半径

铁 路 等 级

路段旅客列车设计行车速度

最小曲线半径 工程

条件

一般

困难

注 特殊困难条件下 经技术经济比选和鉴定审批 级铁路旅客列车实际行

车速度等于或小于 地段的个别曲线半径均可采用

改建既有线或增建第二线时 最小曲线半径应结合既有线标

准比选确定 困难条件下 按上述标准改建将引起巨大工程的小

曲线半径可予保留

双线铁路两线线间距不变的并行地段的平面曲线 宜设计

为同心圆 双线同心圆和改建既有线的曲线半径可为零数

新建铁路不应设计复曲线 改建既有线在困难条件下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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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改建工程 可保留复曲线 增建与之并行的第二线 如有充分

技术经济依据 也可采用复曲线

直线与圆曲线间应采用三次抛物线型缓和曲线连接 缓

和曲线的长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缓和曲线长度应根据曲线半径 路段旅客列车设计行车速

度和工程条件按表 规定的数值选用 有条件时也可采用

表 中高一个路段速度档的缓和曲线长度

表 缓和曲线长度

路段旅客列车设计行车速度

工 程 条 件 一般困难一般困难一般困难一般困难

曲

线

半

径

注 当采用表列数值间的曲线半径时 其相应的缓和曲线长度可采用线性内插值

并进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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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建既有线和增建第二线的并行地段若采用表

规定的缓和曲线长度将引起较大工程时 可采用较短的缓和曲线

其长度应按实设曲线超高和不大于表 规定的超高顺坡率

计算确定 并取 的整倍数 特殊困难条件下可取整至 但不

应小于

表 改建既有线和增建第二线的并行地段最大超高顺坡率

路段旅客列车设计行车速度

最大超高顺坡率

改建既有线在线路条件和建筑物限制等困难条件下 可在同

一曲线的两端采用不等长的缓和曲线

改建既有线采用复曲线时 如两圆曲线的曲率差大于表

规定的数值 应设置中间缓和曲线 中间缓和曲线的长度

应根据计算确定 特殊困难条件下 可保留原复曲线

表 复曲线可不设中间缓和曲线的两圆曲线的最大曲率差

路段旅客列车设计行车速度

可不设中间缓和曲线的两圆曲线的最大曲率差

圆曲线和夹直线的长度不应小于表 规定的数值

表 圆曲线或夹直线最小长度

路段旅客列车设计行车速度

圆曲线或夹直线最小长度 工程

条件

一般

困难

改建即有线和增建第二线的并行地段 若采用上述圆曲线和

夹直线标准将引起大量工程时 圆曲线长度和夹直线长度不得小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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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建的第二线宜设在既有线的一侧 如需改换左右侧时

宜在曲线上或车站附近进行换侧

区间线路线间距及其加宽应符合下列规定

直线地段的线间距不得小于表 规定的数值

表 区间直线地段最小线间距

线 别 间 区间直线地段最小线间距

第一 二线间

第二 三线间

注 区间直线地段两单线铁路并行引入车站时的最小线间距应根据装设信号机和

通行超限货物列车情况按需要计算确定

曲线地段的线间距加宽值应按下列规定确定

当曲线两端直线地段的线间距采用表 规定的数

值时 曲线线间距加宽值应采用表 规定的数值

表 区间直线地段为最小线间距时曲线线间距加宽值

线 别 间 第一 二线间

内 外侧线路曲线超高设置情况
外侧线路曲线超高大于

内侧线路曲线超高时

其他

情况

第二 三线间

路段旅客列车设计行车速度

曲

线

半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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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线 别 间 第一 二线间

内 外侧线路曲线超高设置情况
外侧线路曲线超高大于

内侧线路曲线超高时

其他

情况

第二 三线间

路段旅客列车设计行车速度

曲

线

半

径

注 采用表列数值间的曲线半径时 曲线线间距加宽值可采用线性内插值 并

进整至

两单线铁路曲线线间距加宽值应根据装设信号机和通行超限货物列车情

况按实际需要计算确定

当曲线两端直线地段的线间距大于表 规定的数

值时 曲线线间距加宽值应按下列公式计算确定

式中 曲线地段线间距加宽值 当小于或等于零时

可不加宽

直线地段最小线间距 采用表 规定的数

值

直线地段为最小线间距时曲线地段的线间距加宽

值 采用表 规定的数值

曲线两端直线地段的线间距

两线并行地段的曲线线间距加宽应采用加长内侧线缓和曲

线长度的方法完成 内侧线缓和曲线长度应按下列公式计算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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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内侧线缓和曲线长度 进整至

外侧线缓和曲线长度 按本规范第 条的规

定取值

内侧线曲线半径

外侧线曲线半径

区间线路线间距变更方法及其相关的平面标准应符合下

列规定

车站两端和桥隧地段的线间距变更宜利用附近曲线完成

条件不具备时 可在第二线上采用反向曲线完成

相邻两线采用反向曲线变更线间距时 如受本规范表

规定的圆曲线最小长度限制 可不设缓和曲线 但圆曲线半

径不得小于表 规定的数值

表 采用反向曲线变更线间距可不设

缓和曲线的最小圆曲线半径

路段旅客列车设计行车速度

可不设缓和曲线的最小圆曲线半径

相邻两线采用反向曲线变更线间距 若受曲线偏角限制难

于采用本规范表 规定的圆曲线最小长度标准时 可采用较

短的圆曲线长度 但不得小于

特大桥 大桥宜设在直线上 困难条件下必须设在曲线

上时 宜采用较大的曲线半径 明桥面桥不应设在反向曲线上 也

不宜设在缓和曲线上 跨度大于 或桥长大于 的明桥面

桥设在半径小于 的曲线上时 应有充分技术经济依据

隧道宜设在直线上 如因地形 地质等条件限制必须设

在曲线上时 曲线宜设在洞口附近并采用较大的曲线半径 隧道

不宜设在反向曲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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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站的站坪长度应根据远期到发线有效长度 正线数目

车站种类和车站布置形式等条件确定 一般可采用不小于表

规定的数值 困难条件下 站坪长度可按实际需要确定

表 站坪长度

车站种类 车站布置形式

远期到发线有效长度

单线 双线 单线 双线 单线 双线 单线 双线

会让站 越行站 横列式

中间站 横列式

区段站
横列式

纵列式

注 站坪长度未包括站坪两端竖曲线长度

如有其他铁路接轨时 站坪长度应根据需要计算确定

多机牵引时 站坪长度应根据机车数量及长度计算确定

会让站 越行站和中间站站坪长度系按正线上全部采用 号道岔确定的

区段站站坪长度系按旅客列车进路采用 号道岔 正线其他进路采用 号

道岔确定的 若条件不同 站坪长度应按实际需要计算确定

复杂中间站 区段站的站坪长度可按实际需要计算确定

车站正线的平面设计标准应符合下列规定

区段站应设在直线上 特殊困难条件下 如有充分技术经

济依据 可设在曲线上 但其曲线半径不得小于表 规定的

数值

中间站 越行站 会让站宜设在直线上 困难条件下需设在曲

线上时 其曲线半径不应小于表 规定的数值

表 车站平面最小圆曲线半径

路段旅客列车设计行车速度

最小圆曲线半径

区段站

中间站 会让站 越行站
工程

条件

一般

困难

注 特殊困难条件下 级铁路路段旅客列车设计行车速度为 时 中间站

会让站的最小圆曲线半径可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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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建车站时 特殊困难条件下 如有充分技术经济依据 可

保留小于表 规定的曲线半径

横列式车站不应设在反向曲线上 纵列式区段站设在曲

线上时 每一运行方向的到发线有效长度范围内不应有反向曲线

车站曲线宜采用较小的偏角

车站咽喉区范围内的正线应设在直线上

纵 断 面

设计线 或区段 的限制坡度应根据铁路等级 地形类别

牵引种类和运输需求比选确定 并应考虑与邻接铁路的牵引定数

相协调 但不得大于表 规定的数值

表 限制坡度最大值

铁路等级

地形类别 平原 丘陵 山区 平原 丘陵 山区 平原 丘陵 山区

牵引

种类

电力

内燃

根据地形 工程和运输需求 经过比选 各级铁路均可采用

加力牵引坡度 加力牵引坡度的使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加力牵引坡度应集中使用 加力牵引地段宜与区段站或

其他有机务设备的车站邻接

加力牵引坡度应根据牵引质量 机车类型 机车台数及加

力牵引方式按下式计算确定

式中 加力牵引坡度 以 为单位取值

求和函数

机车台数

第 台机车的牵引力取值系数 根据加力牵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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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操纵方法按国家现行标准 列车牵引计算规程

规定取值

第 台机车在本务机车计算速度时的牵引力

第 台机车的质量

牵引质量

第 台机车在本务机车计算速度时的单位基本阻力

车辆在本务机车计算速度时的单位基本阻力

重力加速度 取

各级铁路电力 内燃牵引的加力牵引坡度值分别不得大于

和

采用相同类型的机车加力牵引时 各种限制坡度相应的加

力牵引坡度可采用表 规定的数值

表 电力和内燃牵引的加力牵引力坡度

限制坡度
双机牵引坡度 三机牵引坡度

电力 内燃 电力 内燃

注 内燃牵引的加力牵引坡度值系按机车牵引力未进行海拔与气温修正计算的

条件不同时应按公式 计算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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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重车方向货流显著不平衡 将来也不致发生巨大变化

且分方向采用不同限制坡度有显著经济价值时 可分方向选择限

制坡度 但 级铁路仅在特殊困难条件下 有充分技术经济依据时

方可采用

轻车方向的最大坡度值不宜大于重车方向的三机牵引坡度

值 且应进行重车方向的下坡制动安全检算

改建既有线时 对局部超过限制坡度的地段 若降坡将引

起困难工程 且运营实践和牵引计算检算证明列车可以利用动能

以不低于机车计算速度通过的坡度 可予保留 但既有线为双线

时 不应妨碍自动闭塞的采用

增建第二线时 对既有线超过限制坡度的地段 可作为单方向

行车的下坡线 但不应妨碍自动闭塞的采用

最大坡度应按下列规定进行坡度减缓 或折减

平面曲线 指加缓和曲线前的圆曲线 下同 范围内应进行

曲线阻力所引起的坡度减缓 其减缓值应按下列公式计算确定

当曲线长度大于或等于货物列车长度时

当曲线长度小于货物列车长度时

式中 曲线阻力所引起的坡度减缓值

曲线半径

坡段长度 当其大于货物列车长度时采用货物

列车长度

坡段长度 或货物列车长度 内平面曲线偏角总和

电力牵引的铁路 在长大坡道上可引起机车粘着系数降低

的小半径曲线范围内 应进行坡度减缓 其减缓值应采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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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数值

表 电力牵引铁路小半径曲线粘降坡度减缓值

最大坡度

曲线

半径

注 当采用表列数值间的最大坡度或曲线半径时 其相应的坡度减缓值可采用线

性内插值

长度大于 的隧道内的线路坡度不得大于最大坡度乘

以表 规定的系数所得的数值 位于曲线地段的隧道 应

先进行隧道坡度折减 再进行曲线坡度减缓

内燃机车牵引列车通过隧道的最低速度不得小于机车的计算

速度 隧道长度大于 时还不得小于 若达不到上述

要求 应在隧道外设计加速缓坡

表 电力和内燃牵引铁路隧道内线路最大坡度系数

隧道长度 电力牵引 内燃牵引

改建既有线按上述规定减缓或折减将引起巨大工程时 可

保留原标准

相邻坡段的连接宜设计为较小的坡度差 相邻坡段的坡

度差不得大于表 规定的数值

表 相邻坡段最大坡度差

铁 路 等 级

远期到发线有效长度

最大坡度差 一般

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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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建既有线如有充分技术经济依据时 其相邻坡段的坡度差

可保留原数值

纵断面的坡段长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纵断面宜设计为较长的坡段 坡段长度不宜小于表

规定的数值

表 最小坡段长度

远期到发线有效长度 及以下

最小坡段长度

凸形纵断面顶部为缓和坡度差而设置的分坡平段的长度

宜为

因坡度减缓或折减而形成的坡段 长路堑内为排水而设置

的人字坡段以及改建既有线和增建第二线的坡段长度均可减至

竖曲线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级和 级铁路相邻坡段的坡度差分别大于 和

时 应以圆曲线型竖曲线连接

级和 级铁路的竖曲线半径应分别采用 和

下列地段不得设置竖曲线

缓和曲线地段

明桥面桥上

正线道岔范围内

改建既有线和增建第二线时 若既有线系采用抛物线型竖

曲线 且折算竖曲线半径不小于上述规定 则可保留既有线的坡段

连接标准 困难条件下 竖曲线的位置可不受缓和曲线位置的限

制

改建既有线和增建第二线时 旅客列车设计行车速度小于

或等于 的地段 若改造竖曲线与道岔重叠处 引起困难工

程 且竖曲线半径不小于 者可予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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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建的第二线与既有线在共同路基上且线间距不大于

时 两线的轨面高程宜相等 曲线地段为内轨面等高 困难条件

下 个别地段的两线轨面可有不大于 的高程差 但在易受雪

埋的地段 轨面高程差不应大于

道口处相邻两线不宜有轨面高程差 困难条件下高程差不应

大于 线间距大于 的并肩道口 相邻两线轨面高程差

形成的坡度不应大于

改建既有线纵断面利用道碴起道提高轨面高程时 起道

高度不宜大于 降低轨面高程需挖切道床时 个别地点的道

床厚度可较规定标准减小 但道床厚度不得小于

降低轨面高程不宜采用挖切路基的措施 仅在受建筑限界 建

筑物构造限制及为消除路基病害地段方可采用

涵洞和道碴桥面桥可位于任何纵断面坡道上 明桥面桥

宜设在平道上 如将跨度大于 或桥长大于 的明桥面桥

设在大于 的坡道上 应有充分技术经济依据

隧道内的坡道可设置为单面坡或人字坡 地下水发育的

长隧道宜采用人字坡 其坡度值不宜小于 寒冷及严寒地区

地下水发育的隧道内可适当加大坡度

车站站坪坡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站坪宜设在平道上 困难条件下 可设在不大于 的

坡道上 特殊困难条件下 有充分技术经济依据时 会让站 越行

站可设在不大于 的坡道上 但不应连续设置

改建车站在特殊困难条件下 如有充分技术经济依据 可保留

既有坡度 但应采取防溜安全措施

咽喉区的正线坡度 宜与站坪坡度相同 特殊困难条件

下 可将咽喉区设置在限制坡度减 的坡道上 但区段站 客运

站和中间站 会让站 越行站咽喉区的正线坡度分别不得大于

和

咽喉区外的个别道岔和渡线可设在不大于限制坡度的坡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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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建车站的咽喉区 在特殊困难条件下 有充分技术经济依据

时 可设在不大于限制坡度或双机牵引坡度的坡道上 但区段站和

中间站 会让站 越行站咽喉区的坡度分别不得大于 和

车站的站坪坡度均应保证列车的起动

旅客乘降所应设在能保证旅客列车起动且坡度不大于

的坡道上 在特殊困难条件下 有充分技术经济依据时 可设

在坡度大于 的坡道上

限制坡度小于或等于 的内燃牵引铁路 编组站 区段

站和接轨站进站信号机前的线路坡度 不能保证货物列车顺利起

动时 应设置起动缓坡 除地形困难者外 其他车站也宜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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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 站 分 布

车站分布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必须满足国家要求的年输送能力和客车对数

办理客货运业务的中间站应根据日均客货运量 结合该地

区其他运输工具的发展情况并与城市或地区规划相协调合理分

布 有技术作业的中间站应满足技术作业要求 会让站和越行站

应按通过能力要求的货物列车走行时分标准分布

应考虑地形 地质 水文和铁路运营条件

应考虑区间通过能力的均衡性

区间通过能力设计中 电力牵引单 双线铁路的日均综合

维修 天窗 时间 可分别取 内燃牵引的单线线路日

客货行车量超过 对 双线铁路超过 对时 可取

新建铁路的站间距离 单线不宜小于 双线不宜小于

枢纽内站间距离不得小于

单线铁路技术作业站相邻区间的列车往返走行时分应少

于该线车站分布的区间最大往返走行时分 其减少值应符合下列

规定

区段站相邻区间各减少

其他技术作业站如因技术作业时分影响区间通过能力 且

将来不易消除其影响者 可根据需要减少相邻区间走行时分

新建单线铁路的个别地段 当设站引起巨大工程时 经技

术经济比较 可延长区间距离 设计为双线

新建双线铁路的车站分布 应根据不同的牵引种类 客车

对数和路段旅客列车设计行车速度等因素确定 站间货物列车单

方向的运行时分不宜大于表 规定的数值 困难条件下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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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区间的货物列车运行时分可较表 规定的数值增大

表 新建双线铁路站间货物列车单方向运行时分

路段旅客列车设计行车速度

旅客列车对数 对

站间货物列车单方向运行时分 电力

内燃

远期为双线 近期为单线的新建铁路宜按双线标准分布车

站 当近期单线不能满足通过能力需要时 可采用增加会让站等措

施过渡 如确有技术经济依据 也可按满足近期单线运量要求分

布车站 过渡工程设计应远近结合 尽量减少废弃工程

新建铁路各设计年度开设的车站应按各设计年度客货运

量要求的通过能力和地方运输需要分别确定

改建既有线或增建第二线时 在通过能力允许的情况下

可关闭作业量较小的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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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与道路交叉

铁路与道路立体交叉

铁路与道路交叉 应优先考虑设置立体交叉 减少平交道

口 立体交叉的形式应根据铁路与道路的性质 等级 交通量 地

形条件 安全要求以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因素确定

铁路与高速公路 一级公路和城市道路中的快速路交叉

必须设置立体交叉 铁路与其他道路交叉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

应设置立体交叉

铁路与二级公路交叉

铁路路段旅客列车设计行车速度 地段的铁路与

道路交叉

铁路与道路交叉交付运营第五年的道口折算交通量大于

或等于表 规定的数值者

表 设置立体交叉的道口折算交通量 万辆次

瞭 望 条 件
铁路路段旅客列车设计行车速度

良 好

不 良

注 瞭望条件良好系指道口瞭望视距符合本规范表 规定者 反之则为不良

道路上的车辆 行人折合成标准车辆数的折合系数应采用表

规定的数值

结合地形或桥涵构筑物情况 有设置立体交叉条件者

确有特殊需要者

铁路路段旅客列车设计行车速度 地段的铁路与道路

交叉 宜设置立体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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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道路车辆 行人折合成标准车辆数的折合系数

种 类

折 合 系 数

城市道路 一级公路 其他道路

普通汽车 含一般载货汽车 大客车 拖拉机

小客车 吉普车

带挂车的载货汽车

铰接公共汽车 畜力车

摩托车 人力车

自行车

行 人

铁路与道路立体交叉的建筑限界应符合下列规定

铁路的建筑限界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标准轨距铁路建筑

限界 的规定

公路 厂外道路 城市道路的建筑限界应分别符合国家现

行标准 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城市道路设计规范

和现行国家标准 厂矿道路设计规范 中关于建筑限界的

规定

铁路立交桥下的乡村道路净空 应根据通道种类和交叉条

件与有关单位协商确定 但不得小于表 规定的数值

表 立交桥下乡村道路净空

通道种类 汽车通道 机耕和畜力车通道 人力车和人行通道

净 宽

净 高

注 通行汽车的乡村道路 特殊困难条件下净宽可减至 净高可减至

通行机动车的道路下穿铁路立体交叉时 铁路桥跨布置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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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道路视线长度满足停车视距的要求

立体交叉范围内应形成完整通畅的排水系统

铁路与道路立交桥上应按有关规范要求设置安全防护设

施

铁路路段旅客列车设计行车速度 的地段 铁路与

道路交叉建筑物间的铁路两侧 应设置防止人 畜进入的隔离栅栏

道 口

道口宜设在瞭望视距不小于表 规定数值的地点

道口不得设在车站内 也不宜设在铁路曲线地段以及道岔 桥头和

隧道口附近

表 火车司机最小瞭望视距和机动车

驾驶员侧向最小瞭望视距

路段旅客列车设计行车

速度
火车司机最小瞭望视距

机动车驾驶员侧向

最小瞭望视距

注 机动车驾驶员侧向最小瞭望视距为机动车在距道口相当于该级道路停车

视距并不小于 处 应能看到两侧铁路上火车的范围

线间距小于或等于 的双线铁路道口 机动车驾驶员侧向最小瞭望视距

还应增加 多线铁路道口按计算确定

道口间的距离不应小于

铁路与道路平面交叉宜设计为正交 斜交时其交叉角应大

于

通过道口的道路平面线形应为直线 从最外侧钢轨算起

的道路最小直线长度不应小于 困难条件下不应小于表

规定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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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道口每侧道路的最小直线长度

道 路 种 类
道路计算行车速度

公路 厂外道路 城市道路

乡 村 道 路

铁路钢轨头部外侧 范围内 道口铺面应低于轨面

道口平台的长度不应小于表 规定的数值

表 道口平台的最小长度

道 路 种 类
城 市 道 路

通行铰接汽车 通行普通汽车

公路及厂外

道路
乡 村 道 路

平台长度

紧接道口平台的道路纵坡不应大于表 规定的数值

表 紧接道口平台的道路最大纵坡

道 路 种 类
城 市 道 路

通行铰接汽车 通行普通汽车

公路及厂外

道路
乡村道路

一 般

困 难

铁路路段旅客列车设计行车速度 和 的

地段 道口必须设人看守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道口应设人看

守

铁路路段旅客列车设计行车速度 和 的地

段 道口交付运营第五年的道口折算交通量分别大于 万辆次

和 万辆次者

直接通向飞机场或易燃易爆品仓库道路上的道口

在距最外侧钢轨 处停车 机动车驾驶员侧向瞭望视距

小于本规范表 规定的道口

有人看守道口应设置道口看守房和电力照明以及栏木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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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有线和无线 道口自动通知 道口自动信号 遮断信号等安全

预警设备 无人看守道口可根据需要设置道口自动信号

道口两侧的道路上除应根据规定设置护桩外 还应按照

道路交通管理有关规定设置交通标志 路面标线和立面标志

道口铺面沿道路方向的铺设长度应延伸至最外侧钢轨外

铺面宽度应符合表 的规定

表 道口铺面宽度

道路种类 城市道路 公路及厂外道路
乡 村 道 路

通行机动车 通行非机动车

道口铺面宽度
车行道宽度与

人行道宽度之和
路基 面 宽度

道口铺面应选用坚固耐用且易于翻修的钢筋混凝土铺面

板 铺面板的计算荷载和验算荷载不应低于该道路的设计标准并

分别不低于汽车 级和挂车

道口范围的道路路面设计标准不得低于该道路路段的路

面标准 且在最外侧钢轨外 范围内不得低于中级路面

道口轮缘槽宽度应为 曲线内股应为

轮缘槽深度不得小于 并不大于

道口铺面范围内不应有钢轨普通接头 不能避免时应将

钢轨焊接或冻结

道口应有通畅的排水设施

改建既有道口 在困难条件下并有充分依据时 可保留既

有道口的平 纵 横断面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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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线 轨 道

轨 道 类 型

正线轨道类型分为特重型 重型 次重型 中型和轻型等

设计时应本着由轻到重逐步加强的原则 根据近期调查运量及路

段旅客列车设计行车速度等主要运营条件按表 的规定采

用

表 正线轨道类型

项 目 单位 特重型 重 型 次重型 中型 轻型

运营

条件

年通过总质量

路段旅客列车设计行车速度

轨

道

结

构

钢 轨 或 或

轨

枕

混 凝

土 枕

型号 或

铺枕根数 根
或

防 腐

木 枕

型 号

铺枕根数 根

碎石

道床

厚度

非渗水

土路基

双

层

道碴

底碴

岩石 渗

水土路基

单

层
道碴

注 年通过总质量包括净载 机车和车辆的质量 单线按往复总质量计算 双线按

每一条线的通过总质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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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铁路采用特重型 重型轨道结构的地段 路基宽度应

按铺设无缝线路的要求设计

改建既有线时 特重型 重型轨道在既有路基地段应采用无缝

线路 有条件时宜采用跨区间无缝线路 次重型轨道宜采用无缝线

路

无缝线路的铺设地段和铺设位置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无缝

线路铺设及养护维修方法 的规定 桥上无缝线路应按钢

轨类型 扣件型式及其扭矩经计算确定其允许的轨温最大变化幅

度及桥梁长度

钢轨及配件

正线上使用的钢轨应根据确定的轨道类型按本规范表

的规定选用

大于或等于 的钢轨宜采用全长淬火钢轨 新建铁

路曲线半径小于或等于 地段的重型 特重型轨道 新建和改

建铁路曲线半径小于或等于 地段的次重型轨道 应采用全

长淬火钢轨或耐磨钢轨

铺设无缝线路的曲线地段宜采用全长淬火钢轨

长度大于或等于 的隧道内 应采用耐腐蚀钢轨或比

隧道外重一级的钢轨

次重型及以上轨道应采用 标准长度的钢轨 中 轻型

轨道宜采用 标准长度的钢轨

钢轨接头应采用对接 曲线内股应使用厂制缩短轨调整钢

轨接头的位置

不同类型的钢轨应采用异型钢轨连接

钢轨接头螺栓和螺母的强度等级及垫圈类型应符合表

的规定

跨区间无缝线路的绝缘接头应采用胶接绝缘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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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接头螺栓和螺母的强度等级及垫圈类型

轨 道 类 型 特重型 重型
次 重 型

无缝线路 非无缝线路
中型 轻型

接头螺栓强度等级 级 级 级或 级 级

垫 圈 类 型 高强度平垫圈 高强度平垫圈 单层弹簧垫圈 单层弹簧垫圈

螺母强度等级 级

半径小于 的曲线地段的轨距 应按表 规定的

数值加宽

表 曲线轨距加宽值

曲线半径 加宽值 轨 距

轨枕及扣件

正线上的轨枕应使用混凝土枕 但下列地段不宜采用

半径小于 的曲线地段

明桥面桥的桥台挡碴墙范围内及其两端各 根轨枕 有

护轨时应延至梭头外不少于 根轨枕

铺设木岔枕的道岔及其前后两端各不少于 根轨枕 后

端包括辙叉跟端以后的岔枕

上列地段间长度小于 的地段

在不同类型轨枕的分界处 如遇普通钢轨接头 应保持同

类型轨枕延伸至钢轨接头外 根以上

轨枕加强地段及其铺设数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下列地段应增加轨枕的铺设数量

半径小于或等于 的曲线地段 含两端缓和曲线

坡度大于 的下坡地段

长度大于或等于 且铺设木枕的隧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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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条件重叠时只增加一次

轨枕加强地段每千米增加的轨枕数量和最多铺设根数应

符合表 的规定

表 每千米增加的轨枕数量和最多铺设根数 根

轨 枕 类 型 型混凝土枕 型混凝土枕 木 枕

每千米增加的轨枕数量

每千米最多铺设根数

基底坚实 稳定 排水良好的隧道内可铺设混凝土宽枕

混凝土枕及木枕使用的扣件应符合表 的规定 混

凝土宽枕 整体道床及其他新型轨下基础轨道可选用调高量较大

的弹性扣件

表 扣件类型

轨道类型 特重型 重型
重型 次重型

及中型
轻 型 中型及以上 轻 型

轨枕类型 型混凝土枕 型混凝土枕 型混凝土枕 木枕 木枕

扣件类型
有挡肩轨枕用弹条 型

无挡肩轨枕用弹条 型
弹条 型

弹条 型或

型扣板扣件
分开式扣件普通道钉

注 半径小于或等于 的曲线地段 使用 型扣板扣件时 在钢轨外侧应采用

加宽铁座

轨下橡胶垫板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铁道混凝土枕轨下用

橡胶垫板技术条件 的要求 其型号宜按表 的规

定选用

表 轨下橡胶垫板型号

钢轨 或

橡胶垫板型号 或 或 或

道 床

碎石道床材料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铁路碎石道碴

和 铁路碎石道床底碴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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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线铁路正线碎石道床顶面宽度应符合表 的规定

双线碎石道床顶面宽度应分别按单线设计 无缝线路半径小于

非无缝线路半径小于 的曲线地段 曲线外侧碎石道床

顶面宽度尚应增加

表 单线碎石道床顶面宽度

轨道类型
路段旅客列车设计行车速度 道床顶面宽度

无缝线路 非无缝线路

特重型

重型

重型 次重型

中 型

轻 型

碎石道床边坡坡度值应符合表 的规定

表 道床边坡坡度值

轨 道 类 型 道床边坡坡度值

特重型 重型 次重型 中型

轻 型

无缝线路碴肩应使用碎石道碴堆高 堆高道碴的边

坡坡度值应采用

型混凝土枕地段的碎石道床顶面应与轨枕中部顶面

平齐 其他类型轨枕地段的道床顶面应低于轨枕承轨面

混凝土宽枕的道床应由碎石道床与面碴带组成 面碴带

应采用 的碎石道碴 宽度应为 厚度应为 碎

石道床结构与混凝土枕地段相同 道碴应采用一级道碴 枕端埋入

道碴深度应为 肩宽应为

桥梁上道碴槽内碎石道床厚度不得小于 改建铁路

困难条件下 不得小于 桥梁与两端线路的道床厚度差应在

桥台外 范围内顺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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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内的碎石道床厚度应采用本规范表 中规定的

岩石 渗水土路基道床厚度标准 道床碴肩至边墙 或高侧水沟

间应以道碴填平

基底坚实 稳定 排水良好 长度大于 且曲线半径

大于或等于 的隧道内可铺设整体道床或其他新型轨下基

础

道 岔

正线上道岔的钢轨类型应与线路的钢轨类型一致

正线道岔号数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正线道岔的列车直向通过速度不应小于路段旅客列车设

计行车速度

列车直向通过速度大于或等于 的路段内 正线道

岔不得小于 号 在特殊困难条件下 改扩建区段站及以上大站

可采用 号道岔

列车直向通过速度小于 的路段内 侧向接发正规

列车的会让站 越行站 中间站的正线道岔不得小于 号 其他车

站可采用 号道岔

列车侧向通过速度为 的单开道岔不得小于

号

列车直向通过速度为 且年通过总质量大于

的线路上宜采用 号及以上可动心轨辙叉单开道岔

跨区间无缝线路上的道岔应采用无缝的单开道岔

正线上相邻单开道岔间插入的钢轨长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两对向单开道岔间插入钢轨的最小长度 无正规列车同时

通过两侧线时不应小于 困难条件下不应小于 有正

规列车同时通过两侧线时 号及 号道岔不应小于 号

道岔不应小于

两顺向单开道岔间插入钢轨的最小长度 列车直向通过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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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大于 的路段内 不应小于 列车直向通过速度小

于或等于 的路段内 不应小于

与正线道岔相接的线路 道岔前后两端各 根 后端包括

辙叉跟端以后的岔枕 轨枕的类型应与岔枕类型相同 每千米的铺

枕根数及轨枕扣件应与正线的相应标准一致

轨道附属设备和常备材料

曲线地段应按下列条件设置轨距杆或轨撑

木枕线路曲线半径小于或等于 地段 采用普通道钉

时应按表 的规定设置轨距杆或轨撑 采用分开式扣件时可

按表 的规定设置轨距杆

混凝土枕线路 电力牵引区段曲线半径小于或等于

和其他牵引区段曲线半径小于或等于 地段 可根据需要按

表 的规定设置轨距杆

表 轨距杆或轨撑设置数量

曲线半径 轨 距 杆 根 轨 撑 对

轨 轨 轨 轨

根据需要设置

注 设有轨道电路的线路应设置绝缘轨距杆

防爬设备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防爬器应按下列条件设置

木枕线路采用普通道钉时 应按表 的规定设置

穿销式防爬器 道岔 绝缘接头 桥梁前后各 范围内

尚应根据需要增加防爬器的数量 采用分开式扣件时可

减少防爬器的数量

混凝土枕线路采用非弹性扣件时 在制动地段 坡度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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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段以及道岔 绝缘接头 明桥面前后各 范围内

可按表 的规定设置防爬器

表 木枕轨道防爬器设置数量 对

线 路 特 征

非制动地段 制 动 地 段

轨 轨
轨 轨

制动方向反方向制动方向反方向

双线区间单方向

运行的线路

重车方向

轻车方向

单

线

两方向运量

大致相等
每方向

两方向运量

显著不同

重车方向

轻车方向

表 混凝土枕轨道防爬器设置数量 对

牵引种类
铺枕根数

根

线路坡度

电 力

内 燃

注 电力牵引地段每节 轨可按 轨设置对数的 设置 如不足 对

按四舍五入取值 内燃牵引地段每节 轨的设置对数可与 轨

相同

表中的线路坡度值范围 不包括本栏的下限值

制动地段可比照线路坡度 地段的数量设置

单方向锁定地段每对防爬器应配 个防爬支撑 双方向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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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地段每两对防爬器间 每个方向一对 应配 个防爬支撑

护轨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符合下列条件的地段 应在基本轨内侧铺设护轨

特大桥及大中桥上

桥长大于或等于 且曲线半径小于或等于 或桥

高 轨底至河床最低处 大于 的小桥上

双线桥的两线 分别设于分离式桥跨结构上的多线桥的

各线以及铺设于同一桥跨结构 如整体刚架桥 上的多线

桥的两外侧线

跨越铁路 重要公路和城市交通要道的立交桥上

轨道中心至立交桥支柱的距离小于 时 立交桥下的

轨道上

墙顶高出地面 墙趾下为悬崖陡坎或地面横坡大于

的山坡 且连续长度大于 的路肩挡土墙及其

两端各 范围内 应设单侧护轨

道口铺面范围内

护轨应根据不同轨枕类型及结构要求选用 桥上护轨不

得采用小于 的钢轨 护轨顶面不得高于基本轨顶面

也不得低于基本轨顶面

铁路上各种线路标志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正线应根据需要设置下列标志 公里标 半公里标 平面曲

线标 圆曲线 缓和曲线和竖曲线的始终点标 桥梁标 坡度标 用

地界标及铁路局 工务段 领工区 养路工区的界标等

线路标志 用地界标除外 的设置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线路标志应设在线路计算里程方向的左侧 双线区段须

另设线路标志时 应设在列车运行方向左侧 增建第二

线的线路标志可比照双线区段设置

线路标志应设在距钢轨头部外侧不小于 处 高度不

超过钢轨顶面的标志 可设在距钢轨头部外侧不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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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

用地界标应设在铁路两侧用地界上 直线上每 曲线

上每 及地界转角处应各设一个

轨道常备材料应按表 规定的数量备存

表 轨道常备材料数量

材 料 名 称 每千米数量

钢 轨
及缩短轨 根

及缩短轨 根

接头夹板 块

接头螺栓及垫圈 套

扣 件 套

轨 枕 根

注 表中数量按单线计 双线时材料数量应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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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执行本规范条文时 对要求严格程度的用词说明如下

表示很严格 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必须 反面词采用 严禁

表示严格 在正常情况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应 反面词采用 不应 或 不得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 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宜 反面词采用 不宜

表示有选择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 采用 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