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缆》

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编制的背景、目的作用和必要性

近年来，随着省会城市及各大城市的轨道交通建设日益增加，轨道交通信号电缆得到了

极大的应用，但是由于各集成商的设计、制式不同，造成了轨道交通信号电缆没有统一的国

标或行标，而集成商对标准又不尽统一，造成电缆型号规格命名混乱，在产品结构、技术指

标方面无明确标准可依，一些电缆要求不符合设计理论，供需双方在具体性能要求上难以达

成一致。

江苏省作为国内经济极发达省份，南京、苏州、无锡、常州、徐州、南通等多地市相继

投入了轨道交通建设，苏州地铁建设更是计划上千公里里程，由于省内轨道交通建设项目众

多，尤其是最近几年苏州轨道交通建设迅猛，大量的轨道交通信号电缆没有统一的标准，为

规范轨道交通信号电缆的生产、检验及使用，江苏通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经与苏州轨道交通

有限公司、设计院等单位共同协商，报江苏省综合交通运输学会共同起草轨道交通信号电缆

团体标准。本文件的制定能使轨道交通信号电缆的设计、命名、使用场景、性能指标等得到

更加规范。为供需双方关注的产品性能进一步达到了规范产品市场、保障供需双方利益的目

的，使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电缆的生产、检验更加规范，质量更加稳定可靠。

二、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主要起草单位（人）、编制组目前主要开展的阶段工作（指

立项、调研、编制、征求意见及处理、技术审查、报批等阶段的主要工作内容）。

2.1 任务来源

本项目来源于 “苏交学办【2021】50 号文件-江苏省综合交通运输学会关于《城市轨

道交通保护区外部作业巡查技术规范》等 8项团体标准立项的公告”的通知。

2.2 主要起草单位和起草人

本文件牵头单位为：江苏通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苏州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本文

件参与起草单位为：国家通信光电缆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北京全路通信信号研究设计院

集团有限公司、中铁上海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杨力、周江、南防修、王占生、钱署杰、朱宁、王庆亮、谭琼亮、

梅震琨、乔立国、许常宜、陈津龙、刘修红、朱华、夏从东、凌松涛、梁君、李新、周昊、

刘建、孙瑶

2.3 编制组目前开展的阶段性工作

任务下达后，起草工作组于 2021 年 6 月成立，确定了项目负责人和参加标准起草的人

员，收集了各集成商之间招标技术规范书，进行了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电缆应用调研，目前，

本项目开展的阶段性工作如下：



（1）工作大纲编制（ 2022 年 04 月至 2022 年 05 月， 2 个月）；

（2）补充调研（ 2022 年 06 月至 2022 年 06 月， 1 个月）；

（3）编制起草（ 2022 年 07 月至 2022 年 08 月， 2 个月）；

（4）征求意见（ 2022 年 10 月至 2022 年 10 月， 1 个月）；

三、标准编制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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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及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若采标）。

3.1 标准编制原则

标准文本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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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关法规的要求进行编写。编写过程中贯彻国家鼓励自主研发、创新的政策，密切结

合我国国情，做到技术先进合理、使用方便、切实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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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采用国际标准

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若采标）。

本文件主要内容依据 TB/T 2476-2017《铁路信号电缆》以及各集成商之间招标技术规

范书来确定；

本文件内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现行强制性和推荐性标准要求，并与参照采用的相关标

准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四、标准主要技术内容（如技术指标、参数、公式、性能要求、实验方法、检验规则等），

及确定的论据（包括试验、统计数据等）；修订标准时，应增加新旧标准水平的对比。

本文件属于首次制定标准，本文件规定的电缆分为铝护套、综合护套和铜屏蔽，使电缆

可应用于不同场合，应用范围广。主要技术内容包括电缆直流电阻、绝缘电阻、绝缘介质强

度、工作电容、电容耦合系数、对地电容不平衡、电缆阻燃性能等指标。目前，由于城市轨

道交通信号电缆国内外没有统一的国行标，因此，本文件主要技术内容参考 TB/T 2476-2017

《铁路信号电缆》以及各集成商之间招标技术规范书来确定；

五、准的创新性、前瞻性和可靠性，包括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调研报告。

由于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电缆在各大、中型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中均有广泛应用，且本文件

各项电气性能指标均参考铁标和各集成商之间的技术要求，因此，本文件规定的电气性能及

试验方法等各项指标均已经在实际应用中得到了验证。

目前，该标准在调研、测试验证、论证等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重点、难点问题如下：

1）综合护套屏蔽系数问题

综合护套电缆的理想屏蔽系数指标为不大于 0.8。由于综合护套电缆的屏蔽层结构主要

采用铝塑复合带纵包成型，且屏蔽层厚度较薄，要通过 0.8 的屏蔽系数指标较为困难。解决

方法主要通过增加屏蔽层厚度及减小铠装钢带绕包节距来实现，但电缆制造成本会有所增加。

2）电缆阻燃等级问题



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电缆主要存在三种护层结构，铝塑复合综合护套、铜带屏蔽护套和铝

护套结构。其中铝护套结构电缆因内护层存在无机物金属护层，阻燃研发难度较低，主要难

度在铝塑综合护套及铜屏蔽护套结构电缆的成束 B 级及以上阻燃性能的研发。由于综合护套

电缆的内护套采用纵包铝塑带或铜带，护层较薄，外护层燃烧过程中容易向内部缆芯传递热

量提升温度，且铝塑带、铜带纵包合缝处属于开放窗口，一旦内护层在燃烧过程中结壳性不

良，会导致向缆芯内部流入助燃物空气，因此，技术难度较高。解决方法主要考虑的如何隔

绝助燃物空气进入缆芯，并要选择结壳性良好的材料，减少助燃物。

六、预期需求，以及社会、经济、生态效益。

本文件已基本覆盖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电缆的通用使用要求，具有较为适宜的技术规范及

指导功能。既符合国际、国内相关法规的要求，又能结合国情、行业现状与发展需要，使标

准的贯彻实施更能切实可行。本文件的制定，不仅为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电缆的质量管控和评

价提供了依据，对促进我国轨道交通建设的发展，引领行业的规范化过程质量管理，稳定产

品质量等方面均将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和依据。

本文件起草过程中没有遇到重大问题，无重大分歧意见。

八、标准推广应用的前景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等内容）。

本文件的制定和实施将对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电缆的设计、制造和应用发挥积极的指导作

用，将进一步提高产品的标准化、规范化、安全性、可靠性等。本文件发布后，可通过发布

消息、撰写技术文章等形式进行宣传，使标准的使用者能够及时掌握新标准的动态，并及时

应用到设计、施工和产业当中去。

九、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如涉及专利的处理、修订（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等。

本文件未发现涉及知识产权的问题，无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