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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发布《铁路站场道路和排水设计规范》
      等15个铁路工程建设标准的通知

                  铁建设函[2000)445号

    《铁路站场道路和排水设计规范》(TB 10066-2000),<铁路站
场客货运设备设计规范》(TB 10067-2000),《铁路隧道运营通风
设计规范》(TB 10068-2000),《铁路隧道防排水技术规范》(TB
10119-2000),《铁路货车车辆设备设计规范》(TB 10031-2000),
《铁路驼峰信号设计规范》(TB 10069-2000),(铁路驼峰信号施工
规范》(TB 10221-2000),《铁路区间道口信号设计规范》(TB
10070-2000),《铁路信号站内联锁设计规范》(TB 10071-2000),
(铁路通信电源设计规范》(TB 10072-2000),《铁路光缆PDH通
信工程施工规范》(TB 10215-2000),《铁路通信用户接人网设计规
范》(TB 10073-2000),(铁路车站客运信息设计规范》(TB 10074-
2000),(铁路电力牵引供电隧道内接触网设计规范》(TB 10075-
2000),《铁路枢纽电力牵引供电设计规范》(TB 10076-2000)等15
个铁路工程建设标准，经审查现批准发布，自2001年4月1日起施
行。届时，原《铁路货物车车辆段设计规范》(们习30-90),《铁路货
物列车检修所设计规则》(TW 31-90),(铁路货车站修所设计规则》
(T 3J 32-90),(铁路光缆数字通信工程施工规定》('1B 215-92)同
时废止。

    对工程延续项目勘测设计中新老规范的衔接问题，按《关于实
施新发布设计规范有关问题的通知》(建技〔1999)88号)办理。
    以上标准由部建设管理司负责解释，由中国铁道出版社和铁

路工程技术标准所组织出版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

-000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前 言

    本规范是根据铁道部 《关于下达1999年铁路工程建设标准

规范等三大部类编制计划的通知》(铁建设函〔1999) 50号)要
求编制的。

    本规范内容包括:总则、用户接人网的系统构成、设计用户

接人网的一般原则、用户接人网系统设计、网管与同步、传输系

统性能指标共六章和附录Ao
    在执行本规范的过程中，希望各单位结合工程实践，总结经

验，积累资料，如发现需要修改和补充之处，请及时将意见和有

关资料寄交铁路工程技术标准所 (北京市朝阳门外大街227号，

邮政编码:100020)，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本规范由铁道部建设管理司负责解释。

    本规范主编单位:铁路工程技术标准所。

    本规范参编单位:中国铁路通信信号总公司研究设计院，中
铁电气化工程局通号设计院，铁道部第一、二、三、四勘测设计

院。

    本规范主要起草人:陈惠民、王正映、王邦耀、徐家骏、
张毅刚、高大刚、肖志强、杨捷、刘谦、刘利平、戴涛、

柳景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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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统一铁路通信用尸接人网设计标准，加强铁路通信基

础网的建设管理，提高工程设计质量，制定本规范。

1.0.2本规范适用于铁路通信网中用户接人网的新建与改建工
程 。

1.0.3 铁路通信用户接人网应为铁路部门各类用户及路外用户
提供综合接人各种电信业务和其他业务的安全灵活的信息手段。

用户接人网建设应根据不同地区用户发展需求和全网规划分期分
批进行。

1.0.4 用户接人网建设和采用的技术应与电信业务和各类通信

能力相适应，并进行技术经济比较，考虑适度超前和利用既有通

信设施的潜力。

1.0.5 用户接入网设计应统筹考虑网络的安全性、灵活性、可

靠性。

1.0.6 铁路通信用户接人网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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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用户接入网的系统构成

2.1 用户接入网的基本构成

2.1.1用户接人网(AN)是本地业务节点接口(SNI)与用户

网络接口(UNI)之间的实施系统，可含复用、交叉连接和传输
功能，并经维护管理Q型接口进行配置和管理 (图2.1.1)0

FR 44份一.
L. L终端一洲.

          图 2.1.1 接人网的位置

E〕卜交换设备; BET-宽带交换设备;

PSTN-公共交换电话网; PSPDN 讼共交换分组数据网;

ISDN-综合业务数字网; BISDN 宽带综合业务数字网;

FR-倾中继; OS-操作系统;

L.L.一租用线; AN一接人网;

UNI-用户网络接口; SNI一业务节点接口;

LAN-局域网。

2.1.2

Z

用户接人网的基本构成应满足图2.1.2所示。



注:适用于模拟CATV

              图2.1.2接人网的基本构成

2.1.3 接人网的网络拓扑结构主要有线形、星形、环形、树形

和网状形等。

2.2 用户接入网的接口

2.2.1

理接口。

2.2.2

      1

用户接人网应有用户网络接口、业务节点接口和维护管

      2

      3

      4

      5

      6

      7

      8

2.2.3

      1

      2

用户网络接口可有以下几种:

音频二线/四线接口;

7 kHz带宽接口;

巧kHz声音节目接口;

DTE/DCE接口;

64 kbit/s同向接口;
2 048 kbit/s接口;

ISDN基本速率接口(BRI) ;
ISDN基群速率接口 (PRI)o

业务节点接口可有以下几种:

Z接口;

V1接 口;



    3  V2接口;

    4  V3接口;

    5  V4接口;

    6  V5接口;

    7  VBI和VB5接口。

2.2.4 接人网的局端设备应能提供维护管理接口，可接人操作

系统对整个接人网进行管理。

2.3 用户接入网的接入技术

2.3.1 用户接人网可采用金属对绞线接人技术、光纤接入技术、

无线接人技术和混合接人技术。
2.3.2 金属对绞线接人技术的结构如图2.3.2所示，可有以下

基本技术类型:
                        SNI                                UNI

                              H- AN— 一叶一一一一一H

压 舟{一一一rr}  }}}f}Or巨 一 cE
              图2.3.2 金属对绞线接人技术的一般结构

    1 数字线对增容 (Digital Pair Gai司 技术是利用原有普通

铜线在交换机与用户之间传送多路电话复用信号的一种方式，可
在一对用户线上提供多路话音通信，主要提供POTS业务。

    2 高比特率数字用户线 (HDSL)技术是在两对或三对对
绞线上全双工地传输2 048 kbit/s速率的数字信号。主要提供数

据、窄带图像等业务 (亦可提供交换机之间的2M中继线业务)。

    3 非对称数字用户线 (ADSL)技术是在一对对绞线上传

送宽带业务、交互式中速数据业务和普通电话业务。ADSL传送
高速非对称数字信号，下行速率6.144 Mbit/s，上行速率

576 kbit/s，用于ISDN氏双向信道 (或1条ISDN 2B+D信道)

和视频点播的信令/控制信道。
    4 甚高比特数字用户线 (VDSL)技术，可在一对对绞线

    ·4



上实现上行方向速率 1.5一2.3 Mbit/s，下行方向速率

25 Mbit/s, 52 Mbit/s或更高的数字信号传输。可提供POTS,
宽带ISDN及交互式数字视像多媒体等业务。

2.3.3 光纤接人的一般方式是光纤环路技术 (FITL )

(图2.3.3-1)，应具有以下基本内容:

                    图2.3.3-1  FITL基本结构
        工'ON 无源光网络;SN工一业务网络接口;1TNI一用户网络接口;

                      SN一业务网;ONU-光网络单元;

                    OL'工一光线路终端;CPF一用户端设备

    1 由工程条件确定光网络单元在接人网中所处的位置，通

常可选择光纤到路边 (FTTC)、光纤到大楼 (FTTB)、光纤到
家庭 (FTTH)、光纤到车站 (NITS)等不同方式，各种方式应

满足图2.3.3-2所示结构要求。

行

FTTB

﹃

F’rTs

车站用户

图2.3.3-2  F-ITC, FTTB, FTTH, FTTS基本结构



    2 光功率分配网络可采用无源光纤网络 (POn)技术或有
源光纤网络 (AON)技术。

2.3.4 无线接人技术可分为固定无线接人技术和移动无线接人
技术，内容如下:

    1甚高频r10波无线接人系统又称无线本地环路 (WLL),
它是由无线基站控制器 (BSC)、基站 (BS)和用户单元 (包括
单用户单元SU和多用户单元MSL)及网管 (NMS)构成，系

统结构应满足图2.3.4-1所示结构要求。
    2 点对多点数字微波系统应由微波中心站、中继站、用户

端站组成，采用时分复用 (I'DM)和时分多址 亡I'DMA)技术。
中心站、用户端站以及中继站之间应使用微波通道。系统结构应

满足图2.3.4-2所示结构要求。
    3 微波扩频系统组网结构由中心站、用户端站组成，可采

用码分多址 (CDMA)等技术。
    4 卫星通信VSAT系统多采用 SCPC或TDMA多址方式，

VSA7，主站设在交换机所在地，小站设在边远地区有业务需求的

地方。用户终端通过设在本地的VSAT小站与公众网相连。系

统结构应满足图2.3.4-3所示结构要求。

    5 社区移动电话接人系统是基于无绳电话通信技术的无线
接人系统，主要采用蜂窝以及微蜂窝技术向用户提供终端业务，

其终端用户应为固定用户或移动性有限的移动终端用户 (可在限

定的业务区内自由移动)。

2.3.5 混合接人技术可采用光纤/双绞线铜缆网混合接人。随着
宽带图像及其他高速数字通信业务的发展，可采用以下接入技术:

    1 光纤/同轴电缆网混合接人技术 (HFC)是以副载波调制
方式，向用户提供(;ATV, VOD、话音及多种数字业务的综合

接人服务。HFC的主干系统使用光纤，采用频分复用方式传输

多种信息;配线部分使用树状分支结构的同轴电缆系统，传输和

分配用户信息。FIR:网的基本结构应满足图2.3.5-1所示结构

要求。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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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PON(宽带)/HFC(单向)混合接人技术是数字式
FT7℃与单向HFC的混合结构，适合交换式数字图像 (SDTV)

业务的应用。系统结构应满足图2.3.5-2所示网结构要求。

电话

交互式数字电视

广播式模拟电视

图2.3.5-2  FI"I'C+HFC混合网结构

LE一本地交换机; RI‘射频信号;

HDI、一局侧数字终端; SFff'V 交换式数宇图像;

ONU一光网络单元; NODE-一光节点;

VTE-图像发送机; SIB 机顶盒。



3 设计用户接入网的一般原则

3.0.1应根据用户业务需求和用户分布情况，确定采用的接人

方式、系统容量、接口类型及传输系统的性能指标。
3.0.2接人技术的选用应进行技术、经济比选后再确定。对于
有业务扩容需求但发展不大的地区，用户距离交换机很近的地

区，由于地理环境管道条件等限制不便于增设用户光缆的地区，
以及既有电缆条件较好的地区，可考虑采用金属线对增容技术。
对于距离交换局较远、用户较集中、有综合业务扩容需求较大的

地区及电气化区段，宜首选光纤接人技术。

    当以下情况时，可采用无线接人方式:
    1 由于受地形限制，由交换局向该地区敷设光电缆有一定

困难。

    2 用户不多，通信业务量不大，用户较分散。

    3 用户地处偏远地区，用户线接人投资较高。
    4某些重要用户接人链路需要无线接人作为备用保护通路。
    5 有移动作业用户需求的地区。

3.0.3 采用光纤接人方式时，宜采用2芯光纤组网方式，必要

时也可采用4芯组网方式。应积极采用V5接口。

3.0.4 在网络设计中，应充分考虑采用用户接人网技术，扩大

服务面，以利于今后用户增加和新业务的扩容升级。

3.0.5 铁路用户接人网可分为地区通信用户接人网和区段通信
用户接人网。应根据其各自特点进行规划与设计，积极采用光纤

环路技术。

3.0.6 根据业务实际需要，可考虑铁路有线电视 (CATV)与
用户接人网的综合接人。



4

4.1

用户接入网系统设计

  区段通信用户接入网组网

a.1.1 区段通信用户接人网应满足专用及公用通信业务的需求。

    铁路区段通信接人网支持的业务范围及接口应满足表4.1.1
所示的业务范围。

            表4.1.1 铁路区段通信接入网支持的业务范围

}.，，*，。一 范 围 接 口
1— 一一 一

电 话 }普通电话、数字电话 VS,Z,2B+D
    飞

数据通信 TMIS,PMIS,DMIS等各类数据
2B+D,30B+D,

64 kbit/s,2 Mbit/s

专用通信
  列调、货调、电调、车务、工务、电务、水电、
供电、站间行车、区间电话、道口等

2 Mbit/s,64 kbit/s,
2/4W

控制通道
  调度集中、调度监督、电力远动、红外轴温、

牵引供电远动、环境监控等
64 kbit/s,2/4W

互联网 IP业务 n x 64 kbit/s

图像业务 会议电视、可视电话、图像传送等 n x 64 kbit/s,2 Mbit/s,
30B+D,2B+D

4.1.21
区段通信用户接入网组网可有以下几种:

Z接口用户接人网组网可按图4.1.2-1方式。

A31EM Bvm CVM DVIM
图4.1.2-1        Z接口用户接人网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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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方式是基于区段由SDH或PDH构成的光传输系统，利用

PCM接人设备和光通道或OLT, ONU光接人设备组织区段通

信，与交换机的连接为Z接口方式。
    2   V5接 口用 户接人 网组网方式可按图 4.1.2-2方式

              图4.1.2-2  V5接口用户接人网组网方式

      1)此方式采用2芯 (4芯)光纤单独组织接人网。
      2)各中间站的MIS信源点可通过V5接口经ISDN交换

机与数据网相连，也可由接人网提供数据通道。
      3)应具有64 kbit/s交叉连接功能。
      4)接人网应提供音频或数据专线为其他管理及控制系统

提供通道。

4.1.3 专用通信用户接人网组网可分为以下几种:

    1区段通信用户接人网可与模拟或数字专用设备共同组织
区段专用通信网络。如列调、货调、电调、车务、工务、供电、

水电等专用通信系统。

    2 对专用通信系统用户接人网可提供以下专线服务:

      1)采用接人网的64 kbit/s交叉连接功能组织的汇接放射
型音频2/4线。

      2)采用接人网各网元提供的共线型音频2/4线。

      3)采用接人网各网元提供的2 Mbit/s, n x 64 kbit/s或
2B+D数字通道。

4.1.4 基层会议电视及其他非话业务 (控制性)的接人有以下



几种:

    1 接人网可为铁路会议电视 (电路交换或分组交换)提供

专线接人服务，通道类型为。x64 kbit/s, 2B+D等。
    2 铁路区段控制性非话业务应包括红外轴温、调度集中、

调度监督、电力远动、牵引供电远动、环境、动力集中监控及光
纤在线监测等业务，接人网可为其提供点对点或共线方式的专线

通道 。

4.2 地区通信用户接入网组网

4.2.1 在既有交换设备的地区改扩建接人网时应充分利用并优
化既有的网络结构。对中间站的地区用户、较大车站或枢纽地区

距交换局 (模块)较近的用户可采用铜缆用户线接人方式。对于

距离交换局 (模块)较远，用户相对集中或有特殊业务需求的地

区可采用光纤接人方式。

4.2.2组建地区接人网时应优先采用光纤环路接人组网。若既

有地区已建有独立传输系统的，应充分利用既有传输通道。

4.3 与数据网的连接方式

4.3.1 可接人数据业务类型有以下几种:

    1 铁路运输管理信息系统 (TMIS) ;
    2 铁路客票发售和预订系统 (PMTS) ;

    3 铁路运输调度指挥管理信息系统 (DMIS) ;

    4 铁路各类业务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 (XMIS) ;

    5 铁路各类业务计算机控制系统;
    6 其他计算机应用系统。

4.3.2 透明通道接人方式 (图4.3.2)应由接人网提供信息系

统主机和远程终端之间比特级透明传输通道，实现信息系统主机

和远程终端之间数据和协议的透明传输。

    帧中继接人方式是当信息系统采用帧中继(FR)方式联网时，

由接人网提供信息系统主机和远程终端之间比特级透明传输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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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实现信息系统主机和远程终端之间数据和协议的透明传输。
                                    比特透明

                  图4.3.2 透明通道接人方式

4.3.3  X.25接人方式 (图4.3.3)是当信息系统采用分组交换
网联网时，信息系统远程的X.25终端可通过接人网的本地交换
机、分组交换网实现与信息系统主机之间的联网。采用这种接人

方式时，本地交换机应具有与分组交换网实现X.25互连的功
能 。

x.25终端

x.121地址

                    图4.3.3 X.25接人方式

4.3.4  ISDN接人方式是当信息系统采用分组交换网联网时，
信息系统远程的X.25终端可通过接人网提供的ISDN功能实现

与信息系统主机之间的联网。采用这种接人方式时，应符合

ITU-T X.31建议中有关ISDN网上的分组式终端接人分组交换
网的规定。可选以下两种接人方式:

    1最小综合方式 (接人方式A)(图4.3.4-1)是利用B

信道为ISDN网上的分组式终端与分组交换网之间提供透明的传
输通道。

    2最大综合方式 (接人方式B) (图4.3.4-2)是利用

ISDN网的分组处理器 (PH)为ISDN网上的分组式终端提供分
组交换网络功能。

    ·16 ·



X.31终端

E.164地址

图4.3.4-1  ISDN接人方式 A

PIE(分组处理接口)

X.31终咄

E.164地址

图 4.3.4-2  ISDN接人方式 B

4.4与互联网的连接方式

4.4.1接入网宜构建Internet的接人，可利用接人网提供的

图4.4.1 Internet接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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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DN BRI/PRI、光纤等接口，通过Intemet服务器与Intemet网

连接，接人方式可按图4.4.1方式。

    1对于一般业务量较小的用户，可采用终端拨号或拨号联
网方式，其通道可以是音频二线、四线或ISDN的2B+D通道。

    2 对于一些业务量较大的用户 (即拥有主机或局域网
LAN)可采用专线接人Intemel，此时用户端的局域网经路由器

为该用户局域网上的所有计算机和工作站提供Intemet连接，专
线的速率依业务量的大小而定。

4.4.2接人网宜具有IP业务分流功能及相应的计费信息采集功

能。



5 网管与同步

                      5.I 网 管

5.1.1用户接人网应设置相应网元级管理系统，并应具备配置、
性能、故障和安全管理功能。

5.1.2 网元管理的显示设备应采用中文显示方式，具有标准化

的统一管理界面。

5.1.3 网络管理系统软件应基于开放式平台、面向对象的开发
技术和模块化设计方式。

5.1.4 网元管理应采用适当的接口与网关网元设备相连，对本
接人网内的网元设备执行全面的管理功能。

:一:一:

5.2.1

准。

5.2.2

网元管理可通过适当的接口接人上级管理系统。

电源、环境监控可纳人接人网的网元管理系统。

                5.2 同 步

接人网的网同步应符合铁路通信同步网的有关规定和标

接人网时钟同步信号应从铁路时钟同步网中提取，严禁

形成定时信号的环路。

5.2.3 接人网内低等级的网元设备应从等级较高或同一等级的

网元设备取得时钟同步信息。
5.2.4 网元设备 (接人设备)应具有根据时钟同步信息的优先

级进行选择的功能。

5.2.5 接人网采用SDI-于设备组网时，其内置时钟应符合ITI)一丁
G. 813D有关规定。



6 传输系统性能指标

6.0.1接人网误码性能参数如下:

    1 接人网假设参考通道组成应符合图6.0.1

V参考点

的条件。

        TS考点

接人网

                  图6.0.1 接人网假设参考通道

    SN一业务节点;FP-灵活点;DP-分配点;CPN一用户驻地网。

    接人网误码性能指标按块分配，不考虑各段的实际长度。具

体分配原则是:馈线部分分得1/6接人网的误码性能指标，配线
部分分得1/3接人网的误码性能指标，引人线部分分得1/2接人

网的误码性能指标。在实际建设中，对物理上不存在的图6.0.1
的部分的误码性能指标应预留，以备接人网扩容时使用。使用无

线接入时，其总误码性能指标应为全程 (27 500 km)指标的

7.596，详见本规范6.0.4, 6.0.5条。

    2 接人网系统中各部分的n x 64 kbit/s数字链路的误码性

能指标应满足表6.0.1-1要求。

      表 6.0.1-1 接入网 n x 64 kbit/s数字链路的误码性能指标

指 标 馈线部分 配线部分 引人线部分

ESR 2 x 10-3 4x 10'3 6 x 10-3

SFSR 2.5 x 10-s 5 x 10-s 7.5 x 10-3

3 高比特率通道的误码性能如下:
20 ·



1)馈线部分高比特率通道的误码性能应满足表6.0.1-2要

求。

表6.0.1-2 谧线部分高比特率通道的误码性能指标

速 率 ESR SESR RRFR

2 048 kbids  VC-12 4 X 10-4 2X10-' 2 X 10-6

8 448 kbit/s 5 X 10-4 2x10' 2X 10-6

34 368 kbit4  VC-3 7.5x 10-4 2x10-' 2X106

139 264 kbit/s VC-4 1.6义10-3 2x10-' 2x10‘

2)配线部分高比特率通道的误码性能应满足表6.0.1-3
要求。

表6.0.1-3 配线部分高比特率通道的误码性能指标

速 率 ESR SESR 卜陇卜 K

2 048 kbit/s  VC-12 8x10-' 4x10-' 4 X 10-6

8 448 kbit/s 1 X 1 O-3 4X10-' 4 X 10-6

34 368 k6it4 VC-3 1.5 x 10-3 4x10-' 4x10-6

139 264 kbit/s  VC-4 3.2x 10-' 4x10-' 4 x 10-6

      3)引人线部分高比特率通道的误码性能应满足表

6.0.1-4要求。

        表6.0.1-‘ 引入线部分高比特率通道的误码性能指标

速 率 FSF SESR HH卜K

2 048 kbit/s  VC-12 1.2x 10-3 6 x 10-6 6 x 10-

8 448 kbit/s 1.5x 10-' 6 x 10-s 6x10‘

34 368 kbit/s  VC-3 2.25 x 10-3 6 x 10-0 6 x 10-6

139 264 kbit/s VC-4 4.8 x 10-3 6 x 10-s 6 x 10-6

    4 工程设计的通道误码性能指标 (测试时间不少于一个月)

应较上述指标严格10倍。
6.0.2接人网抖动和漂移特性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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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DH设备输人口的抖动和漂移容限应符合图6.0.2-1

要求。

  峰一峰抖动和漂移(对数)

20 dB/10 occ

/
率

/
/

斜

/
z
r一一 一 + 十 一一

一 一 斗 4 一
___ 土 }_井

  I } 1 I

I2 Al    Io f9

-I-节

I才
A f, 分ifn十一”率‘对a)

击

山

击

击

成

。

            图6.0.2-1  STM-N输人口的抖动和漂移容限

    SDH设备输人口应能承受按图6.0.2-1的模框所施加的正

弦输人抖动和漂移，其各项参数值应满足表6.0.2-1规定。

          表6.0.2-1  SDH设备输入口抖动和漂移容限的参数

STM等级

幅 度(ul,p) 频率(Hz)

，Ao、
klo 子月含j

j户1、
k‘ w 2

    A2

(0.251.)
A3 A4 fa f1:

STM-1(电) 2800 311 39 1.5 0.075 x1210-6x178x 10-6
STM-1(光) 2S00 311 39 1.5 0.15 、12x 10-6x178x 10-s
STM闷(光) 11 200 1244 156 1.5 0.15 、12x 10-6x178X 10-6
SCM-16(光) 44 790 4 977 622 1.5 0.15 义1X1若6x178X 10-6

SCM等级

频率(Hz)

fu fm f9 fB f3 f2 乃 f4

SI'M-1(电) 1.6x 10-315.6X 10-30.125 19.3 500 3.25X 10365X 1031.3X 106
StM-1(光) 1.6X 10-315.6X 10-30.125 19.3 5阅 6.5X 10365X 1031.3X l06
SCM-0(光) 1.6X 10-315.6X 10-30.125 9.65 1〕0 25X l03250X 103x5106
SfM-16(光) 1.6x 10-315.6x 10-30.125 12.1 5000 100X 103x}。‘20X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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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SDH设备输出口抖动应不超过表6.0.2一一2所规定的参

数，括号中数值为输人段无抖动时的输出抖动要求。

            表6.0.2-2  SDH设备输出口抖动容限值

5I彻

等级

最大输出抖动峰一峰值 测量滤波器参数

B, (UIpp)

  f}一几

Bx(UIr-e)

  乃 一几 (f(Hz) 方
(k卜七) (fa(MHz)

STM-1(电) 1.5(0.75) 0.075(0.075) 500 65 1.3

STM-1(光) 1.5(0.75) 0.15(0.15) 5〔城】 65 1.3

STM-4(光) 1.5(0.75) 0.15(0.15) la洲) 250 5

STM-16(光) 1.5(0.75) 0.15(0..15) 51兀旧 1以训) 20

    3  SDH设备在PDH接口的输出抖动，其指标应满足表
6.0.2-3和表6.0.2-4的要求，测试序列应遵循 ITU-T G.783

规定 (图6.0.2-2).

表6.0.2-3 映射抖动指标

  G.703

接口比特率

  (kba/s)

比特率

容差范围

地波器特性 最大峰一峰抖动

  映射抖动儿 乃 f4

高通 高通 低通 f -f< 乃一几

2048 上 ‘n丫 ，n 一‘

20 dB/10 +t20 dB/10 oct
100 k卜6

一20山Y

  10 Oct

0.075 Ul

34 368 士20- 10-6

20 dB/10 +t20 dB/10 at

800k卜6

一20 dB/

  10 oct

0.075 Ul

139 264 土15- 10-6
2U dB/10 oct2U dB/10 cet

3 500 kHz

  -20 dB/

  10 act

0.075 Ul

注:圣暂定 0.3 U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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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0.2-4 结合抖动指标

  6.703

接口比特率

  (kba/s)

比特率容

差范围

滤波器特性 最大峰一峰抖动

  结合抖动f, 几 八

高通 高通 低通 fl一几 乃-f4

2048 士50X 10-6
2U dB/10 oct2U dB/10 act

100 kHz

-20 dB/

  10 oct 。4 UI
0.075 UI

    ①

34 368 土20 x 10-s

10014.

20 d]5/10 act2U dB/10 oct
9叭!kllx

一20 dB/

  10 oct

0.4 UI

0.75 UI

  ②

0.075 UI

    ②

139 264 士15X 10-0
20 dB/10 oct2U dB/10 -t

3 500 kflx

  一20 dB/

  10-

0.4 UI

0.75 UI

  ③

0.075 UI

    ③

注:①这些值对应图6.0.2-2中 (a), (b). (c)三种指针序列。Ti>0.75 s,

      T3 =2璐。

    (D0.4 UI和0.075 UI限值对应图6.0.2-2中 (a), (b), (c)三种指针序

      列，0.75 UI限值对应图6.0.2-2中 (d)指针序列。Ti和T3待将来国

      际标准确定 (目前暂用几=34 ms,几=0.5 ms),假设相反极性的指针

      调整在时间上很好地扩散，即调整周期大于解同步器的时间常数。

    ③这些值为暂时建议值，同注②。

规则单指针加
一个双指针

(b)

肠掉一个指针
的规则单指针

T,}10 s

图6.0.2-2 指针测试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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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经SDH网传递的PDH信号在PDH/SDH边界处仍需满

足原有PDH网络的抖动性能要求，详见本条5和6款。
    5  PDH支路输人口的正弦调制抖动容限和漂移容限应符合

图6.0.2-3要求，其参数见表6.0.2-50

        峰一峰抖动和漂移 (对数)

斜率 20 dB/10 oa

卜 一 一 一 十

卜一 一一 本斗 一 _

 
 
八
U

，

1

A

A

月

!
﹄
1斗卜一十刁上 _ 月 -

fo. 6.0
Io f I I    J 乃 f. 频串(对救)

2-3  2 048 kbit/s系列输人口抖动和漂移特性

表6.0.2-5   PDH输入口抖动和漂移容限

注:1 苍值由供货商提供具休数值

    2 2 048 kbitis速率下f.. fs和h。的数值指不携带同步信号的2 048 kbit/s接口特it.

    6  PDH网络接口的最大输出抖动应不超过表6.0.2-6所

规定的数值。滤波器频率特性按20 dB/10 oct滚降。

    7  SPDH网络抖动特性要求暂参考相近速率的PDH网络指

标或由厂商提供。

6.0.3 金属对绞线接人系统其他性能指标及CATV传输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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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性能指标应符合相关行业现行标准。

          衰 6.0.2-6  PDH网络接口容许的最大输出抖动

(羔)
网络接口限值 侧量滤波器参数

B, (U1-)

  f一几

Bz(U1pp)

  乃一人
f (Hz)乃(kHz)f4 (kHz)

2048 1.5 0.2 20 18 1oo

8 448 1.5 0.2 20 3 400

34368 1.5 0.15 1oo 10 81训〕

139264 1.5 0.075 加 0 10 3 500

6.0.4点对多点数字微波系统的主要性能指标应符合以下规定:
    1 点对多点微波通信系统为用户级，其假设参考电路长度

为60 kmo

    2 在系统内部的衰落、干扰及其他各种恶化因素的影响下，

在点对多点微波通信系统的60 km假设参考模拟通道上任何话

路内相对零电平点的线路噪声功率应满足下列要求:

      1)任何月份80%以上时间，噪声计加权1 min平均噪声

功率应不大于5 000 pWo
      2)任何月份99.995%以上时间，不加权 (5 ms积分时

间)噪声功率应不大于1护pWo
    3 在系统内部的衰落、干扰及其他各种恶化因素的影响下，

在点对多点微波通信系统的60 km假设参考数字通道64 kbit/s

输出端的误码性能指标应满足下列要求:

      1)任何月份 1.5%以上时间1 min平均误码率应不大于

1 x 10-s;
      2)任何月份0.015%以上时间is平均误码率应不大于

1x10-';
      3)任何月份误码秒数累积时间不大于全月的1.2460

6.0.5 卫星通信VSAT接人系统的主要性能指标如下:
    1话音VSA7，其允许的误比特率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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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任何月份的20%以上时间，10 min平均误比特率不应

超过1 X10-1;
      2)任何月份的0.3%以上时间，10 min平均误比特率不

应超过1x10一a

      3)任何月份的0.05%以上时间，is平均误比特率不应

超过1X10一，。
    2数据VSAT网的误比特率应符合下列规定:
      1)任何月份可用时间的2%以上时间，1 min平均误比特

率不应超过1 x to-,;
      2)任何月份可用时间的0.03%以上时间，is平均误比

特率不应超过1 x 10-1;
      3)任何月份可用时间的误比特率秒应小于1.60.60

6.0.6 系统可用性应符合下列规定;
    1系统可用性目标应不小于99.9946，相当于一年内不可

用时间不大于53 min。有关无线接入系统的可用性指标另定。
    2 系统访行寿命应不小干 20年



附录A 缩 略 语

ADM

ADSL

分插复用器

非对称数字用户线

AN

AON

RRER

B-f:

接人网

有源光网络

背景误块比

宽带交换设备

B-ISDN

Add and drop multiplexer

Asymmetric digital
subscriber line

Access network

Active optical network

Background block error ratio
Broadband-exchangetermi-
nation

Broadband-integrated service

digital network

Basic rate interface

Central office termination

Customer premises equip-
ment

Data circuit-terminating

equipme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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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terminal equipment

Errored second ratio

Exchange termination

Fiber in .he lo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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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me relay

Fiber to the building

Fiber to the cu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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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ber to the home
                                                            口

Fiber to the station

High bit rate digital subsc-
riber line

Host digital terminal

Hybrid fiber/coax

Internet protocol

Integrated service digital
network

Local area network

bocal exchange

Leased line

Optical line terminal

Optical network unit
(为Aeration system

Plesiochronous digital hierar
chy

Passive optical network

Plain old telephone service

Primary rate interface

Packet switched data net-

work

Public switched telephone
network

Remote termination

Synchronous digital hierar-

chy

Severely errored second ratio

Service network

光纤到家

光纤到车站

高比特率数字用户线

局侧数字终端

混合光纤/同轴网

互联网协议

综合业务数字网

介
朴HDSI.
HDTHFC
?ISDN
LAN

LE

LI

OLT

ONU

OS

PDH

局域网

本地交换机

租用线

光线路终端

光网络单元

操作系统

准同步数字体系

PON

PO1'S

PRI

PSDN

无源光网络

普通电话业务

一次群速率接口
分组交换数据网

公 用电话交换网

远端

同步数字体系

N

[

了

T

O]

P

R

日

SESR

SN

严重差错秒比

业 务网



SNI

TE

UNI

切 〕5I

业务节点接口

终端设备

用户网络接口

甚高比特率数字用户线

VOID
W LI

Service node interface

Terminal equipment

User network interface

Very high bit rate digital
subscriber line

Video on demand

Wireless in the loop

点播电视，影视点播

无线环路



本规范用词说明

    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对于要求严格程度的用词说明如下，以

便在执行中区别对待。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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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应，’;

    反面词采用 “不应”或 “不得”。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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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路通信用户接人网设计规范》
          条 文 说 明

    本条文说明系对重点条文的编制依据、存在的问题

以及在执行中应注意的事项等予以说明。为了减少篇

幅。只列条文号，未抄录原条文。

2.2.2用户网络接口主要是指:
    1 音频二线/四线接口，主要用于提供基本电话业务

(POTS)，也可用于提供模拟租用线业务。

    2  7 kHz带宽接口，其物理特性、编码方式和技术指标应

符合ITU-T建议G.722的规定，信令编码符合G.725的规定。

    3  15 kHz声音节目接口，其接口阻抗应为四线600n。技
术指标应符合 ITU-T建议J.412的规定，编码方式应符合

J.413, J.414和J.415的规定。
    4  DTE/DCE接口，应有以下几种，并符合ITU-T的相关

建议的规定:

    V.24/V.28接口，其功能特性应符合V. 24建议的规定，电
气特性应符合V.28建议的规定，采用25针连接器。

    V.35/V.11 (V.10)接口，其功能特性应符合V.35建议的
规定，电气特性应符合V.11 (V.10)建议的规定，采用34针

连接器。

    V.36/V.11 (V.10)接口，其功能特性应符合V. 36建议的
规定，电气特性应符合V.11 (V.10)建议的规定，采用37针

连接器。

    X.21/V.11 (V.10)接口，其功能特性应符合X.21建议的
规定，电气特性应符合V.11 (V.10)建议的规定，采用15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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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器。

    5  64 kbit/s同向接口，应符合ITU-T建议G.703 1.2.1的

规定。

    6  2 048 kbit/s接口，其电气特性应符合 ITU-T建议
G.703 6的规定。

    7  ISDN基本速率接口(BRI)，其S/I'接口应符合ITU-T
建议1.430的规定，用于支持语音、数据、会议电视等业务。
    8  ISDN基群速率接口 (PRO，其S/I'接口应符合ITU-T

建议1.431的规定，用于支持语音、数据、会议电视等业务。
2.2.3 业务节点接口需要说明的有:

    1  Z接口，对应于UN I的二线音频接口，提供普通电话业
务或模拟租用线业务。

    2  V1接口，对应于UNI的ISDN 2B+D基本速率接人。

    3  V2接口，对应于UNI的符合G.704的2 048 kbit/s或

8 448 kbit/s数字段接入，用于连接远端或本端的数字网络设备。
    4  V3接口，对应于UN I的ISDN 30B + D基群速率接人，

通常用于连接专用小交换机PABN或局域网LANo

    5  V4接口，对应于ISDN的m X (2B+D)接人，为用户提

供多个2B+ D接入的复用功能，可连接远端复用设备。
    6  V5接口，根据V5接口对应的2 048 kbit/s数字链路数

是一个还是多个 (最多为16个)以及是否含有集中功能，V5接

口目前有V5.1和V5.2o V5.1接口由一个单一的2 048 kbit/s

接口组成，可支持PSTN和ISDN基本接人、数字和模拟租用线
接人。V5.2接口由一定数目的一组2 048 kbit/s接口并行组成，

其中2 048 kbit/s数最小为1,最大为16，除支持V5.1接口全部
业务外，还支持ISDN基群速率接人。

    V5.1和V5.2接口的主要技术要求应符合YDN 020-1996,

YDN 021-1996及ITU-T建议G.964和G.965的规定。

    7  VB1和VB5接口，VB1接口主要支持B-ISDN宽带业务
接人，VB5接口除支持V5接口的全部业务外，还支持&IS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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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带业务接人。VB1和VBS接口的主要技术要求应符合 ITU-T

建议G.96X的规定。

2.3.1 除目前普遍使用的铜线用户电缆外，金属对绞线接人技

术系指在非加感的用户电缆上，通过采用数字信号处理技术提高

金属对绞线传输容量，向用户提供综合接人各种业务的手段。主

要包括线对增容技术 (DPG)、高比特率数字用户线技术
(HDSL)、非对称数字用户线技术 (ADSL)和甚高比特率数字

用户线技术 (VDSIJ)。

    接人网中主干馈线部分采用光纤作为传输媒介即成为光纤接

人技术。光纤接人技术可分为光纤环路技术 (FITL)和光纤同
轴混合技术 (HFO.

    无线接人技术是指从业务节点到用户终端部分或全部采用无

线传输方式，即是利用空间电磁波传输手段向用户提供各种业务
的技术。无线接人技术分为固定无线接人技术和移动无线接人技

术。固定无线接人是指用户终端位置固定或以极慢的速度移动，

而移动无线接人是指用户终端可在移动时进行通信。

    由于单一的接人技术难以满足多业务及各种复杂环境的要

求，而采用不同技术相结合的混合接人方式可提供更加经济有效

的传输手段，目前采用的有光纤2双绞线铜缆网混合接人技术和
光纤/同轴电缆网混合接人技术 (HFG)及有线 (光纤或铜

线)/无线混合接人技术。

2.3.3 光纤接人的方式有多种。
    1 光纤到路边 (FTTC)的方式，ONU一般设置在路边

(或小区)的人孔或电线杆的分线盒处 (DP点)，有时也可设在

交接箱处 (FP点)。FTT(:通常采用点到点或点到多点的树形
— 分支拓扑结构。该方式必须采用室外光电设备及相应电源供

给措施。

    光纤到大楼 (FTTB)的方式是将ONU直接设置到楼内，

再经多对双纹线将业务分送给各个用户。FTTB通常采用点到多

点结构，不宜采用点到点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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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纤到家庭 (FTTH)的方式是将Fn℃结构中设置在路边

的ONi换成无源光分路器，并将ONU直接放到家庭用户房间
内。FTTH是一种全光纤网结构，从本地交换机一直到用户全部

为光连接，中间没有任何铜缆，也没有有源电子设备，是真正全
透明的网络。FTTH一般采用点到多点结构。

    光纤到车站 (FITS)方式是将FITS看作是FTTL在铁路
通信网中的一种特殊运用结构，ONU设置在铁路沿线车站通信
站或通信机械室内，再经电缆将业务分送给站内、站间甚至邻站

等用户。FITS一般采用点到多点的链形或树形结构。

    2 无源光纤网络 (PON)采用无源光分路器等器件将信息
传送至各用户，局侧数字终端 (HDT)与光网络单元 (ONU)
间均为无源器件。此方式较经济，但多点用户数量及分布范围受

到限制。

    有源光纤网络 (AON)是采用有源光电复用传输设备 (如

PDH, SDH, ATM等)进行分路，为用户传输信息，可提供
POTS, ISDN、数据等业务，并适合于大范围分布的用户群灵活
组网。

2.3.4 采用固定无线接人技术的系统有甚高频/微波无线接人系
统、点对多点数字微波系统、微波扩频接人系统、卫星VSA，系统;
采用移动无线接人技术的系统有社区移动接人系统。本规范中无

线接人系统不包括列车无线调度系统及GSM数字移动通信系
统。

2.3.5 目前铁路部门采用混合接人技术主要是光纤/双纹线铜缆
网混合接人方式 (如:光纤到车站FITS )，接人的相关业务也

仅是话音、低速、数据等窄带业务。随着宽带图像及其他高速数

字通信业务的发展，光纤洞轴电缆网混合接人技术 (HF()及

其拓扑的混合接人技术PON/HFC可在工程中采用。

3.0.2 在90年代中期进行的经济测算表明，采用金属线对增容
技术的临界点距离约为1 lam】左右，随着光传输系统价格进一步

下降，其临界点距离还将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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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铁路管理信息系统的主要接口要求见说明表4.4.10

            说明表4.4.1 铁路管理信息系统的主要接口要求

速率(bits) 9 600 19.2 x 1护 64x10'-2x106 2x106

功能特性 V.24 V.24 V.35 G.703

电气特性 V.28 V.28 V.11/V.10 G.703

连接器类型 25针连接器 25针连接器 34针连接器

干 ._ ‘ 一
75Q非 半衡

120 n平衡

4.4.2  IP业务分流功能是接人网实施中提出的新问题。ITU-T

最初在规范接人网技术时并无此内容，理论及实践都表明，如不

考虑此功能，当IP业务量发展到一定程度，势必要影响到交换

机的正常运行。国内接人网产品有的已具有此功能，中国电信有

关《接人网设备总技术规范书 (暂行)》也提出了相应技术要求。
随着IP业务分流的实施，还应考虑相应的计费信息采集功能。

6.0.1, 6.0.2 传输系统误码性能指标及其分配原则、抖动和漂
移特性主要参考行业标准 《接人网中传输性能指标分配》

(YD/'r 1007-1999).

6.0.3 金属对绞线接人系统现行行业标准有 《接人网技术要求

— 高比特率数字用户线 (HDSL)(暂行规定)》(YDN 056-
1997 ),《接人网技术要求— 不对称数字用户线 (ADSL)))

(YDN 78-1998)0 CATV传输系统现行参考行业标准有:

    GB 6510-86  30 MHz-1 GHz声音和电视信号的电缆分配
系统

    GB 9025-86  30 MHz--1 GHz声音和电视信号的电缆分配
系统:机电配接值

    GB 11318.1-89  30 MHz--1 GHz声音和电视信号的电缆

分配系统设备与部件:通用技术条件

    GB 11318.2-89  30 MHz-1 GHz声音和电视信号的电缆
分配系统设备与部件:性能参数要求

    GB 11318.3-89  30 MHz-1 GHz声音和电视信号的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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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系统设备与部件:测量方法

    GB 11318.4-89  30 MHz-1 GHz声音和电视信号的电缆
分配系统设备与部件:环境要求与试验方法

6.0.4点对多点数字微波系统及固定无线接人技术要求现行行

业标准有 《接人网技术要求— 固定无线接入》 (YDN 24-

1997) 0

6.0.5  VSA7、通信系统现行行业标准有 《国内卫星通信小型地

球站VSAT通信系统工程设计暂行规定》(YD 5028-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