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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市域铁路设计规范》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编制的背景、目的作用和必要性 

1.1 编制背景 

2017年，国家五部委发布了《关于促进市域（郊）铁路发展的指

导意见》，提出要着力扩大市域（郊）铁路公交化运营服务的有效供

给，鼓励发展多层次、多模式、多制式的轨道交通系统，到 2020年，

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长江中游、成渝等经济发达地区

超大、特大城市及具备条件的大城市，市域（郊）铁路骨干线路基本

形成，构建核心区至周边主要区域的 1小时通勤圈，其余城市群和城

镇化地区具备条件的城市启动市域（郊）铁路规划建设工作。 

2018 年江苏省交通运输工作会议确定了江苏交通强省建设战略

目标，同年 10 月，江苏省发改委下发了《关于做好市域（郊）铁路

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标志着江苏省市域（郊）铁路规划建设拉开

序幕。通过“十三五”后三年的努力，2020年江苏省基本建成安全畅

通、集约高效、便捷公平、智慧绿色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其中

综合交通基础设施总体达到世界先进水平；2020年到 2035年，建成

更便捷、更高效、更智慧、更绿色、更安全的高水平现代化综合交通

运输体系，基本建成交通强省，交通运输总体发展水平进入世界先进

行列，其中综合交通基础设施全面达到世界先进水平；2035年到本世

纪中叶，全面建成高质量的交通强省，交通运输总体发展水平进入世

界领先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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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江苏省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要求，随着省内“三纵四横”

高速骨干铁路网建设与完善，需要进一步融合国铁干线、城际铁路、

市域（郊）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线网，加快打造“轨道上的新江苏”。

为更好的推进“以我为主”战略的实施，推动综合交通运输结构的优

化，有必要立项开展适合我省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以及地域、地质等自

然特征相应的专业建设技术标准、规定和设计施工指南等研究工作，

以进一步完善市域、市郊铁路建设体系，加快推动江苏省市域、市郊

铁路发展。 

1.2 目的作用 

通过调研既有已运营及在建市域铁路工程，梳理存在问题和不足，

总结设计、建设和运营经验，进而研究技术标准及关键技术指标的使

用情况；再根据目前铁路系统技术规范和标准体系，结合江苏省市域

铁路的功能定位，编制符合江苏省省情的《江苏省市域铁路设计规范》，

指导江苏省市域铁路规划、建设和运营，提升建设市域（郊）铁路建

设水平。 

1.3 必要性 

1.是完善江苏省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满足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需要 

江苏省将构建“一带二轴，三圈一极”城镇化空间格局，重点依

托中心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参与国际竞争、推进江苏区域发展。轨道

交通作为江苏省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建设

“轨道上的新江苏”肩负着重要使命。制定标准，做好顶层规划，能

更好统筹多层次的轨道交通系统，促进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郊）

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四网融合发展，加快构建江苏省轨道交通及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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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体系。 

2.是推进江苏省市域（郊）铁路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一日联通全球，半日通达全国，2小时长畅行全省，各设区市 1.5

小时抵达南京市江苏铁路发展的基本目标。当前江苏省铁路仍是江苏

省综合交通体系的短板，按照“苏北突破、苏中提升、苏南优化”的

思路加快铁路线路和综合枢纽建设。但是市域（郊）铁路作为多层次

轨道交通网的四网之一，存在建设主体不清、规划目标不明、建设标

准不统一、关键技术指标选择不恰当等问题，导致社会各界的认识不

统一、发展不明确。针对江苏省交通强省建设战略目标，市域（郊）

铁路承担着居民出行密切的重大交通服务责任。市域（郊）铁路的高

质量发展，包含对运输需求、路网布局、规划衔接、建设主体、技术

标准、互联互通等。“以我为主”，深入研究江苏铁路的建设特点，破

解地方铁路发展的关键问题，才能高起点、高质量规划、建设江苏市

域（郊）铁路。 

3.是创新江苏省市域（郊）铁路建设管理关键技术的需要 

江苏省地处长江三角洲，河流众多，分布海相、湖相不良地质条

件，具有较为突出沿海地域特征，苏北局部区域位于高烈度地震带、

沿海气候条件以及局部化工微气候环境，均对工程建设产生不利的影

响。新技术标准大多依据于示范工程的建设的成果和经验来建立，而

江苏省缺少市域（郊）铁路的示范工程，对于该类技术标准的建立十

分不利。江苏省市域（郊）铁路的标准建设先行，有必要总结国内外

既有的铁路工程建设经验，研究工程建设的地域性技术特点，探索适

合江苏建设市域（郊）铁路建设体系和技术措施，从而构建市域（郊）

铁路的技术标准体系，提升建设市域（郊）铁路建设水平。 

4.是填补江苏省市域铁路地方标准空白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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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域铁路的技术标准全国各地都在探索和研究，江苏省市域铁路

的建设以南京市域快轨的交通制式为主，具有一定的工程建设经验。

《指导意见》明确新建市域（郊）铁路项目将由省级政府审批，因此

江苏省将按照‘以我为主’的发展思路建设市域（郊）铁路，构建契

合江苏省特征、全方位支撑省内市域（郊）铁路设计、施工、验收、

联调联试和运营维护的新型技术标准体系势在必行，填补江苏省内市

域（郊）铁路地方标准空白。 

二、工作简况  

2.1 任务来源 

2017年 6月，国家五部委发布了《关于促进市域（郊）铁路发展

的指导意见》，提出要着力扩大市域（郊）铁路公交化运营服务的有

效供给，鼓励具备条件的城市启动市域（郊）铁路规划建设工作。2018

年 10 月，江苏省发改委下发了《关于做好市域（郊）铁路规划编制

工作的通知》，拟发展市域（郊）铁路的城市，编制市域（郊）铁路发

展规划。至此标志着江苏省市域铁路规划建设拉开序幕。 

为更好构建契合江苏省特征、全方位支撑省内市域铁路设计、施

工、验收、联调联试和运营维护的新型技术标准体系，填补江苏省内

市域铁路地方标准空白，提升苏交科在市域铁路领域的水平及在江苏

乃至全国的影响力，为此苏交科于 2020年 9月 23日牵头中车南京浦

镇车辆有限公司和南京轨道交通系统工程公司（此公司 2021 年退出

后替换成中铁上海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向江苏省综合交通运输学

会申请并批准了编制《江苏省市域铁路设计规范》。本标准已于 2021

年 6月份与学会签订合同。详见苏交学办【2020】36号关于《市域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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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交通车辆通用技术条件》等 14项团体标准立项的公告。 

2.2 主要起草单位  

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和中铁上

海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共三家单位。 

编制组及成员情况： 

主要起草人：罗运国、周晓琦、胡佳乔、阎晓裕、张淮北、张文、

王瑞、张静、毛耀增、肖飞、周啸、刘斌、侯悦、王炳达、陆云、王

法武、齐林、黄玲珍、黄建平、苑方丞、徐硕均、李亮、林鹏、柏锋、

王茜、刘智平、刘建、周期、宁贝贝、刘信、李政、林腾达、王亚丽、

李栋、傅启清、门永林、许艳芹、杨陈、安秘 

主要审查人： 张海军、俞强、张善、刘继兵、游玉石、饶雪平、

李纯、黄文杰、邓锐、郭也清、许琳琪、刘富、祝炎富、张浩文、何

建栋、陈娣、吕辉、胡定祥、孙萍、苑方丞、叶涛、刘红伟、顾正宜、

张瑾、徐清荣。 

2.3 编制组主要工作 

为保证本标准制定的科学性、有效性、先进性、实用性，标准编

制组广泛收集了相关文献资料，包括相关论文与研究报告、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等，同时开展调研访谈。通过资料与调研分析，

编制组在对江苏省各城市市域铁路线网规划工作现状及存在问题分

析基础上，明确了《江苏省市域铁路设计规范》的适用范围、总体原

则、车辆选型、系统制式等技术标准和编制内容，制定了工作计划、

编制程序和成果形式及审查计划。本标准的起草阶段主要工作内容简

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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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 月———提交《江苏省市域铁路设计规范》团体标准

申请书。 

2020年 9月———江苏省综合交通运输学会下发立项公告。 

2020 年 10 月～2021 年 4 月———江苏省内调研和收集分析扬

州、盐城、南京、徐州、南通、泰州、淮安、无锡、苏州、常州、宿

迁、连云港等 12 个城市市域铁路线网规划报告，并形成《江苏省市

域铁路设计规范调研报告》。 

2021 年 5 月～10 月———完成《江苏省市域铁路设计规范》工

作大纲编制和评审、关键技术专题研究、初稿预审查等工作。 

2021年 12月———形成《江苏省市域铁路设计规范》征求意见

稿和编制说明。 

三、标准编制原则和与相关国家法律法规、现行强制性标准

和推荐性标准的协调性关系 

3.1 编制原则 

1.一致性原则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遵循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GB/T 

1.2－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

则》、《江苏省标准监督管理办法》、《团体标准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 

2.适用性原则 

本标准的制定充分调研了江苏省各城市市域铁路规划、发改部

门提出技术性要求，服务于“以我为主、自建自营”战略的实施，

服务于江苏省市域铁路规划建设，为更好的开展市域铁路规划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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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可靠的参考依据。 

本标准具有规范性和实用性，是在对目前国家及行业现行相关

标准、规范充分理解的基础上进行编制。 

3.规范性原则 

本标准的编写遵循了 GB/T 1.2－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和《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2部

分:以 ISO/IEC标准化文件为基础的标准化文件起草规则》的相关要

求，同时参考了国家铁路局发布 TB10624-2020《市域（郊）铁路设

计规范》、上海市交通运输行业协会团体标准 T/SHJX002-2018《上

海市域铁路设计规划（试行）》等文件的相关内容。 

3.2 与相关国家法律法规、现行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的

协调性关系 

本标准是根据江苏省内各城市市域铁路线网规划报告编制的，

参考和引用了多项国家、行业或地方标准，与国家、行业或地方标

准相一致。本标准与现有国家、行业或地方标准有效互补，形成有

机体系。 

参考和引用的标准和规范有：如中国铁道学会标准《市域铁路

设计规范》、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市域快速轨道交通设计规范》；地

方标准如上海市交通运输行业协会发布的团体试行标准《上海市域

铁路设计规范（试行）》、温州市铁路与轨道交通投资集团企业标准

《温州市域铁路设计暂行规定》。本规范认真研究和分析以上标准和

规范之间的异同，并结合江苏省内特点。 

本规范与相关标准和规范的比较关系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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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名称 

江苏省综合交通运输

学会 

《江苏省市域铁路设

计规范》 

国家铁路局 

《市域（郊）铁路设计规

范》 

上海市交通运输行业协会发布

的团体试行标准 

《上海市域铁路设计规范（试

行）》 

温州市铁路与轨道交通

投资集团企业标准《温

州市域铁路设计暂行规

定》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 

《市域快速轨道交通

设计规范》 

主编单位 苏交科 中铁四院 中铁上海院 中铁四院 北京城建院 

功能定位 

服务江苏省市域铁路

规划建设，统一江苏

省内市域铁路设计技

术标准 

服务新型城镇化建设战

略，满足市域铁路建设和

发展需要，统一市域铁路

设计技术标准 

满足上海市市域铁路建设和发

展要求，体现上海市域铁路的

功能和特点，指导上海市域铁

路设计 

满足温州市域铁路建设

需要，总结温州市域铁

路相关线路设计经验 

适应城市轨道交通的

快速发展需要，规范

市域快轨交通系统制

式，统一市域快轨交

通工程设计技术要求 

适用速度范围 120～160km/h 100～160km/h 200km/h及以下 140km/h及以下 120～160km/h 

牵引供电方式 交流、直流或双流 交流、直流或双流 AC25kV  AC25kV AC25kv或 DC1500V 

适用车辆 市域铁路车辆 市域铁路车辆 动车组列车 市域动车组 市域 A、B、D型车 

特征 市域铁路 市域（郊）铁路 市域铁路 市域铁路 市域快轨交通 

序号 目录 目录 目录 目录 目录 

1 范围 总 则 总则 总则 总则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术语和符号 术语、缩略语和符号 术语和符号 术语和参考标准 

3 总则 总体设计 总体设计 行车组织与运营管理 基本规定 

4 术语、缩略语和符号 客流预测 运输组织 市域动车组 客流预测 

5 总体设计 行车组织与运营管理 线路 限界 运营 

6 行车组织与运营管理 车辆 路基 线路 线路 

7 车辆 限界 桥涵 轨道 车辆 

8 限界 线路和站场 隧道 路基 限界 

9 线路 轨道 车站建筑 站场 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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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站场 路基 车站结构 车站建筑与结构 路基 

11 轨道 桥涵 轨道 桥涵 车站建筑 

12 路基 隧道 站场 隧道 车站结构 

13 桥涵 牵引供电 电力牵引供电 通风、空调与供暖 隧道 

14 隧道 电力 电力 给水与排水 桥涵 

15 车站建筑 通信 通信 电力牵引供电 供电 

16 车站结构 信号 信号 电力 通信 

17 牵引供电 信息 信息 通信 信号 

18 电力 安全防护与监控 调度中心 信号 综合监控系统 

19 通信 车站 动车组设备 自动售检票系统 客服系统 

20 信号 通风、空调与供暖 维修设施 防灾与报警系统 机电设备 

21 安全防护与监控 给水与排水 给水排水 环境与设备监控系统 车辆基地与综合维修 

22 信息 防灾 通风与空调 门禁系统 节约能源与环境保护 

23 车站机械设备 车站机械设备 综合接地 运营控制中心 防灾 

24 运营控制中心 运营控制中心 防灾 乘降设备  

25 通风与空调 车辆基地与综合维修 环境保护 站台门  

26 给水与排水 综合接地  市域车辆基地  

27 车辆基地与综合维修 环境保护  综合维修  

28 综合接地   综合接地  

29 防灾   环境保护  

30 环境保护     

       差异化分析 

共性特征  

1、 高速度、高密度、小编组、公交化、自成体系或与国铁城轨互联互通； 

2、 中长距离通勤客流、启停频繁（快起快停、加减速性能）； 

3、 固定设施养护维修采用综合维修模式，综合维修中心与车辆基地同址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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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候车模式采用站台候车为主； 

5、 服务特性更接近城市轨道交通。 

系统设备需求 车辆、列控系统、牵引供电系统等具备兼容性 

分析结论 

1、 增加范围、规范

性引用文件； 

2、 客流预测不属于

设计范畴； 

3、 车站建筑和结构

分开。 

4、 客流预测不属于设计范

畴，应去掉； 

5、 房屋建筑是大铁站房设

计，应改为：车站建

筑。 

1、 局限于动车组列车，应

增加‘车辆’章； 

2、 动车组设备和维修设施

应合并为‘车辆基地’。 

1、 局限于市域动车

组，应改为‘车辆’

章； 

2、 综合维修并于‘车辆

基地’。 

1、增加‘站场’ 

2、增加‘运营控制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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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4.1 主要技术内容 

建立标准体系应考虑国家、交通运输、铁路改革对标准化工作

的相关要求，综合考虑江苏省江苏省综合交通总体规划及铁路技术

标准现状，遵循覆盖全面、系统协调、结构稳定、接轨国际和创新

驱动等基本原则。鉴于江苏省市域铁路“以我为主”发展思路，参

照我国现行市域铁路技术标准基本架构，《江苏省市域铁路设计规

范》按 30章节搭建基本目录结构。具体章节和主要技术内容如下。 

序号 目录 主要内容 

1 范围 规定本文件编制篇章结构、名称、内容及适用范围。 

2 
规范性引

用文件 
明确本文件中引用的规范性名称和条款。 

3 总则 
规定编制目的、适用范围、功能定位、设计年度、设计活载、设

计年限、运营模式、遵循有关法律法规等内容。 

4 

术语、缩

略语和符

号 

定义了有关术语概念、外延及内涵，特定词汇的固定解释，有关

缩略语以及有关符号简称。 

5 总体设计 
明确主要技术标准、综合选线、系统设计、综合开发、安全设计

等方面的原则性要求。 

6 运营组织 

明确列车开行原则、列车运行图编制方法、线路通过力与输送能

力等运输组织要求，提出市域（郊）铁路运营管理的原则和基本

要求。 

7 车辆 
统一了车辆选型，规定了列车编组、车体与设备、转向架、电气

系统、制动系统及安全与应急设施等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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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限界 
规定了车辆限界、设备限界，明确了建筑限界是位于设备限界外

考虑了沿线设备安装后的最小有效界线。 

9 线路 
规定线路平面曲线半径、缓和曲线长度、线路纵断面最大坡度、

坡段长度、竖曲线半径等主要设计标准。 

10 站场 明确了车站到发线、配线设置及交叉与安全设施等技术要求。 

11 轨道 

规定轨道线路静态平顺度标准，明确了轨道结构选型原则、正线

轨道、站线轨道、钢轨扣件及轨枕系统、轨道结构过渡段、护轨

和线路标志设置等技术要求。 

12 路基 

规定路基面形状、路基基床结构、填料及压实标准、稳定及沉降

控制标准，明确过渡段结构形式、路基排水、边坡防护及支挡结

构等技术要求。 

13 桥涵 

规定桥梁设计荷载和结构变形、变位、梁端转角和基频、墩台刚

度、墩台沉降的限值标准，提出桥涵结构计算、构造及结构形式

选择的原则性要求。 

14 隧道 

规定隧道轨面以上最小净空横断面面积，明确了荷载、隧道衬

砌、洞内附属构筑物、洞门结构、防排水、监控与量测等技术要

求。 

15 车站建筑 
明确车站总体布置、车站平面、车站环境设计、车站出人口、风

井等技术要求。 

16 车站结构 
明确车站结构形式及施工方法、结构设计原则及计算方法、结构

构造要求及防水措施等技术要求。 

17 牵引供电 

明确牵引负荷等级、外部电源、供电方式、牵引变电所分布、牵

引变压器、电分相设置、电能质量等设计要求，提出来接触网悬

挂方案及设计选型原则。 

18 电力 

规定电力供配电系统、变配电所、电力线路、电力远动、机电设

备监控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动力照明、接口等设计标准，

明确电力供电系统构成、供电方案等技术要求。 

19 通信 
明确传输网、数据通信网、有线调度通信、移动通信、综合视频

监控等通信系统的设计原则、构成、功能和设备配置标准。 

20 信号 

明确信号系统选型原则，规定了地面信号机、调度集中、列控、

联锁、集中监测、信号网络、电源、防雷与接地等信号设备配置

标准。 

21 
安全防护

与监控 

规定了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机电设备监控系统、门禁系统、综合

监控系统、安检设备等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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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信息 
规定运营调度管理、客票、旅客服务、列车管理等信息系统的设

计原则、构成、功能和设备配置标准。 

23 
车站机械

设备 

明确了车站电扶梯、自动人行道、轮椅升降机、站台门等技术要

求。 

24 
运营控制

中心 

明确调度中心一般规定、选址和规模要求、工艺设计等系列要

求。 

25 
通风与空

调 

规定地面、高架、地下车站及地面建筑的通风、空调系统设置标

准。 

26 
给水与排

水 

明确给水和排水的设计的思路和原则，规定了给水、排水、消防

给水及灭火设施等设置标准。 

27 

车辆基地

与综合维

修 

明确维修设施设置、布点选址和总平面布置原则，规定综合维修

中心和综合维修工区的规模和主要设备配置标准。 

28 综合接地 
明确综合接地系统的构成，规定了综合接地系统接人范围、接地

电阻、接地端子、接地连接及贯通地线敷设方式等标准。 

29 防灾 

明确防灾的一般规定，对建筑防火、消防给水与灭火装置、防排

烟与事故通风、防灾通信、防灾用电与应急照明、其他灾害预防

与报警、灾害监测等做出规定。 

30 环境保护 
明确环保选线、生态保护和水土保持、噪声和振动控制、污水和

废气治理、固体废物处置、节能等设计原则和保护要求。 

4.2 统计数据 

依据江苏省各城市市域铁路线网规划里系统制式统计数据，再

结合《地铁设计规范》和《城际铁路设计规范》适用范围，经过研

究分析，拟定《江苏省市域铁路设计规范》系统制式和技术标准采

用：最高运行速度：120～160km/h；车辆制式：市域 A/B/C/D 型

车；供电制式：AC25kV/DC1500V/双流；信号制式：CTCS-2/CBTC/

两者兼容。



14 

 

江苏省市域铁路线网规划系统制式汇总表 

城市名称 规划名称 
平均站间距 

（km） 

速度目标值 

（km/h） 
车辆制式 供电制式 

扬州 《扬州市市域（郊）铁路线网规划研究》 3.7-10 120～200 市域型车/CRH6A AC25kV 

盐城 《盐城市域（郊）铁路线网规划研究》 6.7-17.5 120～200 市域型车/CRH6A AC25kV 

南京 南京市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 2.1-7.3 100～120 市域 D型车 DC1500V/AC25kV 

徐州 《徐州市市域（郊）铁路线网规划研究》 2.3-11.2 120～160 市域 B型车/CRH6A DC1500V/AC25kV 

南通 《南通市市域铁路网规划》 9.4-18.3,33.8 100～160 市域型车 AC25kV 

泰州 
《泰州市城轨道交通线网规划 

—— 市域铁路篇》 
3.8-7.5 120～160 市域型车 AC25kV 

淮安 《淮安市市域（市郊）铁路规划》 8.6-11.6 160 市域 D型车 AC25kV 

无锡 《无锡市域轨道交通线网规划》 2.1-7.3 100～120 市域 B型车 DC1500V 

常州 《常州市域（郊）铁路规划》 2.3-6.5 100～160 市域型车 DC1500V/AC25kV 

宿迁 《宿迁市域（郊）铁路线网规划研究》 7.5-25 120～160 市域型车 AC25kV 

苏州 《苏州市域（郊）铁路线网规划研究》 4.6-8.1 160 市域 D型车 AC25kV 

连云港 《连云港市市域铁路线网规划》 8.3-16.6 100、200 CRH6A AC25k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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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标准的创新性、前瞻性和可靠性 

5.1 创新性 

（1）制定行业标准 

填补江苏省市域铁路行业设计相关技术标准的空白，解决市域

铁路发展过程中规划建设难题。 

（2）指导行业项目实施 

做好顶层规划，能更好统筹多层次的轨道交通系统，促进干线

铁路、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四网融合发展，

加快构建江苏省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3) 推动技术发展进步 

 “以我为主”，深入研究江苏铁路的建设特点，破解地方铁路

发展的关键问题，才能高起点、高质量规划、建设江苏市域铁路，

推动江苏省市域铁路技术进步。 

5.2 前瞻性 

本标准按照科学性、有效性、先进性、实用性等原则要求进行

编制。 

（1）战略上：以促进“以我为主、自建自营”战略实施和贯彻

落实国家双碳战略，推进江苏省市域铁路建设和高质量发展。 

（2）标准制定上，采用高标准、超前技术，为江苏省百年未来

谋划。如新建线路设计速度采用不低于 120km/h的最低值，车辆选

用市域 A/B/C/D 型车，供电选用 AC25kV/DC1500V/双流制式，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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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选用 CTCS-2/CBTC/两者兼容的制式；规划线路上采用互联互

通，运营组织上具备跨线运行条件；车站建设上采用站城一体化换

乘规划设计，实现零距离换乘和接驳达到高效便捷。 

（3）技术应用上，超前推广大数据、云平台、5G 通信、移动

支付、装配式、智能化、全自动驾驶等应用。 

（4）施工安全和运营安全方面，专列第 21章节：安全防护与

监控，集成了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机电设备监控系统、门禁系统、

综合监控系统和安防系统等系统，对安全进行实时监控和防护。 

5.3 可靠性 

（1）制定了详细的技术路线和研究思路 

以贯彻国家主要技术政策、经济政策为主导，以满足江苏省市

域铁路建设需求为目的，以专业高级技术人才为骨干，充分发挥省

内各专业团队（协会、设计院、施工、设备制造企业、运营公司）

技术特长，分工协作，建立专业门类齐全的市域铁路标准体系和设

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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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进行了广泛调研和收集资料分析 

编制组首先展开调研，收集东京、巴黎、伦敦等国外发达城市

市域铁路资料，分析线网总体布局、技术特征和运营模式，进行总

结和借鉴。其次整理我国市域铁路发展政策和现状，分析国内北

京、上海、温州等城市典型项目的技术特征（速度目标值、站间距

等）、系统制式（车辆选型、供电制式和信号制式等），进行归纳总

结。再次调研江苏省内出台政策和市域铁路现状及规划情况，从功

能定位、系统制式、技术特征等方面同样进行整理差异化分析，编

写调研报告。 

（3）进行了关键技术研究 

在调研基础上，开展市域铁路关键技术研究。（1）速度目标

值：按概念定义～功能定位～时间目标～速度目标；（2）运营模

式：按客流量分析～站间距～交路选择～模式选择；（3）系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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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按供电系统～信号系统～系统制式；（4）车辆选型：按速度目

标值～车辆适应性分析～车辆选型等路径进行研究，得出可靠结

论。 

六、预期需求，以及社会、经济、生态效益 

6.1 预期需求 

江苏省“十四五”铁路发展规划预示今后江苏省铁路建设发展

应转向“以我为主”的城市群、都市圈城际和市域铁路建设为主。

目前国家权威部门只有国家铁路局于 2020年 12月 24日发布了《市

域（郊）铁路设计规范》，适用于全国层面的，而《江苏省市域铁路

设计规范》是深入研究江苏铁路的建设特点，破解地方铁路发展的

关键问题，以高起点、高质量规划建设江苏市域铁路，推动江苏省

市域铁路技术进步为目标，具有全省广泛应用需求。 

6.2 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 

本设计规范立足于江苏省全省、定位服务于江苏省内新建市域

铁路建设项目。将填补江苏省市域铁路行业设计相关技术标准的空

白，解决市域铁路发展过程中规划建设难题，做好全省市域铁路顶

层规划，指导轨道交通融合发展，加快构建江苏省综合交通运输体

系为目标，预计将产生较好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和依据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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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标准推广应用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1）加强标准在各江苏省内各单位的应用，推进标准实施 

优先在江苏省内规划编制和项目审批环节积极采用本标准，将

本标准作为强制性的实施指南。本标准为江苏省地方制定并与城轨

和城际铁路行标形成互补，建议颁布后一个月内实施。 

（2）加大标准宣贯力度，扩大宣贯范围 

从管理单位、主管部门、行业专家到规划设计一线从业人员，

建立立体化、形式多样、广泛的宣贯网络，使标准宣贯具体到行业

每一个岗位，深入到每一个层次。标准的宣贯工作不仅包括标准文

本本身，还应包括标准的编制说明，使得标准使用者不仅了解标准

文本中规定的内容，还了解本标准编制说明中对于标准制定背景、

制定依据等内容，以利于标准的贯彻执行。 

（3）做好信息反馈和适用性评价，提高标准实施效果 

标准宣贯实施过程中，要注重将标准的宣贯工作落实到实际

中。在本标准宣贯后，要时刻跟踪本标准实施情况，记录标准的具

体应用效果，对于实用性不强、适用性差的条款要及时反馈到相关

行业管理部门，以便采取相应的措施。 

（4）建议建立目标统一的合作平台 

从长期看，地方投资、铁路运营的基本模式不会变，但是地方

政府与铁路部门的需求问题存在差异，建立目标统一的合作平台，

提高地方政府在建设、运营过程中的参与度，在尽量降低对既有铁

路运营影响的前提下，切实发挥既有铁路的市域功能。东京圈内的

轨道交通由地铁、JR普通铁路、JR新干线和民营铁路组成，通过颁

布《都市铁道等便利增进法》，从政策上对直通运输提供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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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等相关的知识产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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