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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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起草。 

本文件代替GB/T 25340—2010《铁路机车车辆自动识别设备技术条件》，与GB/T 25340—

2010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删除了范围中的：包括地面自动识别设备、标签、车载编程器等（见 2010 年版的 1）； 

b) 删除了基本构成中的数据信息集中管理（见 2010年版的 3.1d））； 

c) 删除了将地面信息上传至机车标签（见 2010年版的 3.3 k））； 

d) 修改了机车标签编程器的功能要求，增加动车组（见 4.2.3.1，2010年版的 3.4.1）； 

e) 修改了车辆标签编程设备的功能要求（见 4.2.3.2 a），2010年版的 3.4.2 a））； 

f) 增加了产品互通性要求（见 4.2.3.3）； 

g) 删除了数据信息集中管理设备的功能要求（见 2010年版的 3.5）； 

h) 修改了工作频率要求（见 5.1 d），2010年版的 4.1 d））； 

i) 修改了地面设备室内环境温度要求（见 5.1 g），2010 年版的 4.1 g））； 

j) 修改了天线振动冲击要求的引用文件（见 5.3.1，2010 年版的 4.3.1）； 

k) 修改了读出装置的技术要求（见 5.5，2010年版的 4.5）； 

l) 修改了标签分类内容，增加了客车、动车组标签及动力集中动车组说明（见 6.1，2010

年版的 5.1）； 

m) 修改了标签电磁兼容要求的引用文件（见 6.2.1，2010 年版的 5.2.1）； 

n) 修改了货车标签的编码要求，增加 FM0 编码（见 6.3.1，2010年版的 5.3.1）； 

o) 修改了标签调制应答信号的频率范围（见 6.4.3 表 1，2010年版的 5.4.3 表 1）； 

p) 增加了标签寿命技术要求（见 6.5）； 

q) 增加了标签适应车速技术要求（见 6.6）；  

r) 修改了车载机车、动车组标签编程器技术要求（见 7，2010年版的 6）； 

s) 删除了机车车辆标签基本安装位置示意图（见 2010年版的 7.1.2图 4）； 

t) 增加了动力分散动车组、机车车辆及动力集中动车组安装标签要求（见 8.1.3 i））； 

u) 删除了微波射频装置应安装在室内的要求（见 2010年版的 7.2 a））； 

v) 增加了 FM0编码货车标签（见附录 A 表 A.2）； 

w) 增加了客车标签的数据格式（见附录 B 表 B.1）； 

x) 增加了动车组标签的数据格式（见附录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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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铁路行业工务工程设备标准化技术归口单位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哈尔滨国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哈威克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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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机车车辆自动识别设备技术条件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铁路机车车辆自动识别设备的基本构成与功能、技术要求、安装要求及数据格式

等。 

本文件适用于铁路机车车辆自动识别设备的设计、制造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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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1  标准轨距铁路限界 第 1 部分：机车车辆限界 

GB 146.2  标准轨距铁路限界 第 2 部分：建筑限界 

GB/T 21563  轨道交通 机车车辆设备 冲击和振动试验 

GB/T 24338.4  轨道交通 电磁兼容 第 3-2 部分：机车车辆 设备 

GB/T 24338.5  轨道交通 电磁兼容 第 4 部分：信号和通信设备的发射与抗扰度 

GB/T 25119  轨道交通 机车车辆电子装置 

TB/T 2846  铁路地面信号产品振动试验方法 

TB/T 3443.1  机车车辆车种、车型和车号编码规则 第 1 部分：机车 

TB/T 3443.2  机车车辆车种、车型和车号编码规则 第 2 部分：客车 

TB/T 3443.3  机车车辆车种、车型和车号编码规则 第 3 部分：货车 

YD/T 944   通信电源设备的防雷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基本构成与功能 

4.1 基本构成 

机车车辆自动识别设备应由以下基本部分构成： 

a) 安装在机车车辆车体底部的标签； 

b) 安装在地面的自动识别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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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标签编程设备； 

d) 监控和复示设备。 

4.2 基本功能 

4.2.1 标签基本功能 

标签应具备下列基本功能： 

a) 已安装标签的机车车辆经过地面自动识别设备时，标签信息通过微波反射调制方式可

被识别； 

b) 保存机车车辆被识别信息； 

c) 标签的数据信息编码适于向地面自动识别设备传输； 

d) 标签应通过编程设备写入相关信息，并支持无线写入。 

4.2.2  地面自动识别设备(AEI)基本功能 

地面自动识别设备应具备下列基本功能： 

a) 自动识别机车车辆标签； 

b) 自动判别机车车辆在列车中的位置； 

c) 自动识别列车车次； 

d) 自动采集列车运行速度； 

e) 自动计轴计辆； 

f) 自动识别机车车辆类型及数量； 

g) 自动识别标签安装端位； 

h) 具备设备状态自检测、自诊断功能；  

i) 具备远程维护功能，可通过网络远程实现设备的参数设置、状态监控、软件升级和数          

据下载等功能。 

4.2.3 标签编程设备的基本功能 

4.2.3.1 机车、动车组标签编程器应具备下列功能： 

a) 便携式机车、动车组标签固定信息编程设备可对机车、动车组标签固定信息进行编程

写入及读出校验； 

b) 车载机车、动车组标签编程器应能实时接收机车、动车组监控装置发送来的动态信息，

并通过电缆将动态信息写入电子标签。 

4.2.3.2 车辆标签编程设备应具备下列功能： 

a) 车辆标签编程设备可通过无线方式对车辆标签信息进行编程写入及读出校验； 

b) 车辆标签编程应采用车号编程网络进行实施。 

4.2.3.3 不同供应商生产的标签编程设备和标签应具备互通性，可相互进行信息编写。 

4.3 监控和复示设备基本功能 

4.3.1 监控设备应能对所管辖的AEI设备的运行情况进行实时监控，对设备状态进行实时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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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可识别车辆情况进行统计，对AEI设备进行远程管理。 

4.3.2 复示设备应能对所管辖AEI设备识别的列车信息和故障信息进行复示，包括对标签及

AEI设备的运用状态、设备故障进行管理，复示设备具备故障自动报警功能，对AEI设备运

行状态、设备故障、未识别标签等情况进行自动报警。 

 

5  地面自动识别设备技术要求 

5.1 主要技术性能 

自动识别设备主要技术性能应符合以下要求： 

a) 适应车速：小于等于 350 km/h； 

b) 识别准确率：不应小于 99.99% ； 

c) 可维护性（系统故障恢复时间）：机械部分小于 10min ，电器部分小于 3min； 

d) 工作频率：符合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的相关规定； 

e) 标签编码：移频键控码( FSK 编码)和FM0 编码； 

f) 最大识别距离：无源标签为 6m，有源标签为 13m； 

g) 工作环境温度：室外设备为 -40℃～+70℃； 室内或室外机柜内设备为 -20℃～+40 ℃，

湿度小于 85%； 

h) 电磁兼容满足 GB/T 24338.5 的有关要求。 

5.2 列车探测装置 

5.2.1 列车探测装置应能正确探测机车车辆在列车中位置和移动方向。 

5.2.2  列车探测装置应能适应车速不大于350km/h，并应具有测速、计轴、计辆功能。 

5.2.3 列车探测装置应能使微波射频装置自动进行待机状态、工作状态、待机状态转换。 

5.3 天线 

5.3.1 天线应能发射微波信号和接收标签反射回来的调制信号（接收可与发射共用天线），承

受不大于4.9kN荷载，抗振动冲击应符合TB/T 2846的有关规定。 

5.3.2 天线技术性能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增益：8.6dB～9.6dB； 

b) 电压驻波比：小于等于 1.5； 

c) 半功率束宽：沿钢轨方向为 120°，垂直钢轨方向为 45°。 

5.4 微波射频装置 

5.4.1 微波射频装置发射和接收标签反射回来的频率应为同一频率。 

5.4.2 微波射频装置技术性能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微波射频装置端口输出功率（扣除电缆损耗）：0.5W～1.6W； 

b) 工作频率：符合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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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频率稳定性：±5×10-6； 

d) 谐波输出：小于等于 -50dBc； 

e) 寄生输出：小于等于 -60dBc； 

f) 发射器带宽：5kHz； 

g) 接收器带宽：130kHz； 

h) 标称阻抗：50Ω。 

5.5 读出装置 

5.5.1 读出装置应能正确解码FSK和FM0格式的标签信息，并接收列车探测装置的信息，形成

标准格式的报文信息。 

5.5.2 读出装置应采用计算机通用网络接口。 

5.6 低速探测装置 

低速探测装置应能自动判别列车停车或低速运行状态。 

 

6  标签技术要求 

6.1 标签分类 

6.1.1 标签按供电方式分为无源标签和有源标签。 

6.1.2 标签按用途分为货车标签、客车标签、机车标签、动车组标签等。 

6.1.3 货车标签、客车标签为无源标签，机车标签、动车组标签为有源标签。 

6.1.4  标签识别信息的设计内容应符合TB/T 3443有关编码的规定，数据格式见附录A、附录

B、附录C、附录D， 6位ASCII码见附录E，数据格式可根据应用需要进行补充定义或修改。 

6.2 环境要求 

6.2.1 标签应密封，并应适用于雨、雪、烟雾、灰尘、油污、化学腐蚀、风、沙等环境。当在最大

场强峰值为100V/m，持续时间不大于60s时，标签应能保持存储数据的完整性，并满足 GB/T 24338.4有

关电磁兼容的要求。 

6.2.2  标签工作温度为-40℃～+85℃；标签数据存储温度为-70℃～+125℃，在规定的温度范围内标

签应保持存储数据的完整性。 

6.3  标签至读出装置的数据传输 

6.3.1 货车标签可采用变形FSK码或FM0码，机车、客车及动车组标签应采用FM0码。 

6.3.2 变形FSK编码应采用20kHz和40kHz两个谐波相关频率，频率误差为±10% ，一个用户位

(bit)“0”由一个周期的20kHz 矩形波及紧随着两个周期的40kHz的矩形波组成 ，一个用户位

( bit )“1”是由两个周期的40kHz矩形波及紧随着一个周期的20kHz 矩形波组成。所有转换相位应连

续，标签产生的波形具有标称1µs上升、下降时间，在一个循环周期内，20kHz和40kHz的矩形波

各占50%，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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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变形FSK编码 

6.3.3  FM0 编码应为一种双相编码， FM0 编码用每个位时钟周期起始的电平变化携带信息，“1”

定义为电平保持， “0”定义为电平变化。 FM0 编码用两个电平位之间的保持和跳变来表示信

息，FM0 编码在两个逻辑位之间必然有跳变，FM0 编码波形，见图 2。 

图2 FM0编码 

6.3.4 标签信息应为一帧一帧重复连续循环输出，可通过帧标志来标识标签信息帧的起始位置。 

6.3.5 地面自动识别设备应能通过天线向标签发射连续的射频载波信号，标签内存储的数据应按

FSK编码或FM0编码对射频载波信号进行反射调制，并反射回地面天线，由地面自动识别设备接收

并解调、译码和进行数据处理。 

6.4 标签工作频率及灵敏度 

6.4.1 当电场强度均方根值低于2.0V/m时，无源标签不应工作，但当电场强度均方根值在3.5V/m以

上时应正常工作，当标签在任意平面旋转±25°时，无源标签工作的场强增加不超过3dB。有源标签

的最小灵敏度，在查询信号为150mV/m时，标签应能正常工作。 

6.4.2 标签被读出设备发出查询信号激活时，应在4ms内正常工作。 

6.4.3 标签在表1给定的范围内被微波射频激活时，其不计载波的调制应答信号强度响应应符

合表1的规定。 
 
 
 

表1  标签调制应答信号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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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类型 信号频率/MHz 参照范围/m 试验条件 
信号强度均方根值/(μV/m) 

下限值 上限值 

无源 902～928 5 在标签处3.5V/m 19600 56800 

有源 902～928 10 EIRP = 1W 1400 4100 

注：EIRP指天线等效全向辐射功率。 

标签在平面内与天线极性重合的平面转角差为±10°，或与天线极性垂直的平面转角差为±20°

时，标签返回信号强度减弱不应大于3dB。 

6.5  标签适应车速 

货车标签适应车速：0～160 km/h； 

客车、机车及动车组标签适应车速：0～350 km/h。 

 

7 车载机车、动车组标签编程器技术要求 

7.1 车载机车、动车组标签编程器应符合机车、动车组安全信息综合监测装置的相关技术规

定。 

7.2 车载机车、动车组标签编程器应能在 GB/T 25119 中规定的条件下正常工作。 

7.3 车载机车标签编程器工作电压应为 DC 5V，车载动车组标签编程器工作电压为 DC 110V，电

压持续波动电压持续波动不大于±5% 。 

7.4 车载编程器应采用电源隔离和通讯接口隔离的故障安全措施，避免影响系统其他部分正常

工作。 
 

8  自动识别设备安装要求 

8.1  标签的设置及安装 

8.1.1 标签应首先安装在金属安装板上，标签安装板厚度应不小于3.0mm ，安装板周边距离标

签每边的宽度应不小于3.0mm。 

8.1.2 标签应安装在机车车辆底部的安全部位，在清洁区内不应有任何金属遮挡物，在清洁区

以外，允许有其他物体放置，见图3。 

图3 标签安装清洁区技术要求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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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 标签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正面向下朝向线路； 

b) 标签较长方向与机车车辆纵向垂直，倾斜角度应小于等于 5°； 

c) 标签安装位置距轨顶面高度不应小于 0.6m (以安装板水平面为基准)； 

d) 标签安装在机车车辆纵向中心线±30mm 的位置上； 

e) 标签正面与钢轨面水平，倾斜角度应小于等于 5°； 

f) 标签安装底板应具有防腐功能； 

g) 标签安装在车辆底部，靠近一端的位置； 

h) 标签安装端位应按车型固定，不得随意安装； 

i) 动力分散动车组每列安装两个电子标签，标签安装在动车组编组两端的头车底部。其

它机车车辆每辆车安装一个电子标签。动力集中动车组中动力车和控制车安装机车标

签，其它车辆安装客车标签。 

8.2  地面自动识别设备安装 

地面自动识别设备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微波射频装置与天线之间的射频电缆长度不宜大于 30 m； 

b) 电源：AC176V～253V； 

c) 接地电阻 R 小于等于 4Ω； 

d) 自动识别设备、电源及通信信号防雷应符合 YD/T 944 的有关规定。 

8.3  安装限界要求 

车上标签的安装应符合 GB 146.1的规定，地面设备的安装应符合GB 146.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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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货车标签的数据格式 

 

FSK编码货车标签的数据格式应符合表A.1的规定，FM0编码货车标签的数据格式应符合表

A.2的规定。 

表A.1  FSK编码货车标签的数据格式 

项目 
所占位数

（bit） 
标签数据顺序 编码取值范围 字符说明 

属性代码 6 0～5 T、Q 6位ASCII码 

车种车型码 36 6～41 
 6位车型，不足6个字符时，

后面补空格 
6位ASCII码 

车号 42 
42～59 

64～87 
实际车号，7位数字 6位ASCII码 

第一校验和 2 60～61   

保留帧标志 2 62～63   

换长高位码 6 88～93 换长小数点前一位数字 6位ASCII码 

换长低位码 6 94～99 换长小数点后一位数字 6位ASCII码 

制造厂代码 6 100～105 一位字母或数字 6位ASCII码 

制造年 12 106～117 00～99，不详：AA 6位ASCII码 

制造月 6 118～123 1～9或A～C，不详：0 6位ASCII码 

第二校验和 2 124～125   

帧标志 2 126～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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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  FM0编码货车标签的数据格式 

项目 
所占位数

（bit） 
标签数据顺序 编码取值范围 字符说明 

帧标记 8 0～7   

属性代码 6 8～13 T、Q 6位ASCII码 

车种车型码 60 14～73 
10位车型，不足10个字符

时，后面补空格 
6位ASCII码 

车号 42 74～115 实际车号，7位数字 6位ASCII码 

 换长高位码 6 116～121 换长小数点前一位数字 6位ASCII码 

换长低位码 6 122～127 换长小数点后一位数字 6位ASCII码 

制造厂代码 12 128～139 2位字母代码 6位ASCII码 

制造年 12 140～151 00～99，不详：AA 6位ASCII码 

制造月 6 152～157 1～9或A～C，不详：0 6位ASCII码 

预留 82 158～239 缺省每位填“0”  

CRC校验码 16 240～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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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客车标签的数据格式 

 

客车标签的数据格式应符合表 B.1的规定。 

 表B.1  客车标签的数据格式 

项目 所占位数 
（bit） 标签数据顺序 编码取值范围 字符说明 

帧标记 8 0～7 — — 

属性码 6 8～13 固定填“K” 6位ASCII码 

预留 2 14～15 缺省每位填“0”  

车种车型 36 16～51 实际车种车型，不足6个字

符时，后面补空格 6位ASCII码 

客车编号 24 52～75 

实际车号，不足6个数字

时，后面补空格，空格用4
位BCD码的非法码“1010”表

示 

4位BCD码 

制造厂代码 6 76～81 A～Z 6位ASCII码 

制造年 12 82～93 00～99 ，不详：AA 6位ASCII码 

制造月 6 94～99 1～9或A～C，不详：0 6位ASCII码 

定员 8 100～107 0x01～0xFF,不详：0 十六进制数 

预留 4 108～111 缺省每位填“0”  

CRC校验码 16 11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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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机车标签的数据格式 

 

机车标签的数据格式应符合表C.1的规定。 

表C.1  机车标签的数据格式 

项目 
所占位数

（bit） 
标签数据顺序 编码取值范围 字符说明 

帧标志 8 0～7 — — 

属性码 6 8～13 固定填“J” 6位ASCII码 

双节车状态 2 14～15 01：A，10：B，00：空格 十六进制数 

机车车号 24 16～39 4位车号 6位ASCII码 

配属段代码 12 40～51 按配属段代码表选取 十六进制数 

预留 3 52～54 缺省每位填”0”  

机车型号 9 55～63 按机车代码表选取 十六进制数 

机车状态码 

（本/补） 
2 64～65 

00：A（本） 

01：B（补） 
十六进制数 

货/客 2 66～67 
00：H（货） 

01：K（客） 
十六进制数 

车种及标识符 24 68～91 车次中的字母部分 6位ASCII码 

车次号码 20 92～111 

车次的数字部分，表示5位

车次，不足5位的前部用

1010表示空格 

存储时采用BCD码反码 

CRC 校验码 16 11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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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 

动车组标签的数据格式 

 

安装独立式车载信息编程器动车组的电子标签数据格式应符合表D.1的规定，安装LKJ及机

车安全信息综合监测装置动车组的电子标签数据格式应符合表D.2的规定。 

表D.1  动车组电子标签数据格式（独立式车载信息编程器配置） 

项目 
所占位数

（bit） 
标签数据顺序 编码取值范围 字符说明 

帧标志 8 0～7 — — 

属性码 6 8～13 固定填“D”  6位ASCII码 

端位码 2 14～15 
01：A(01车），10：B(00

车），00：空格 
十六进制数 

动车组车辆编号 24 16～39 6位车号 存储时采用BCD码反码 

配属局 6 40～45 动车组配属局代码 十六进制数 

配属段（所） 6 46～51 动车组配属段（所）代码 十六进制数 

预留 3 52～54 缺省每位填“0”  

动车组型号 9 55～63 动车组型号代码 十六进制数 

预留 4 64～67 缺省每位填“0”  

车次（字母区） 24 68～91 

4个字符，例如“G”、

“D”、“0FDJ”（不足4个

字符时高位用空格补齐） 

6位ASCII码 

车次（数字区） 20 92～111 

5个数字（不足5位时使用BCD

码的非法字符“1010BCD”来代

表“空格”前部填充）
 

存储时采用BCD码反码 

CRC 校验码 16 11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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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D.2  动车组电子标签数据格式（LKJ及机车安全信息综合监测装置配置） 

项目 所占位数

（bit） 标签数据顺序 编码取值范围 字符说明 

帧标志 8 0～7 — — 

属性码 6 8～13 固定填“J” 6位ASCII码 

端位码 2 14～15 01：A(01车），10：B(00
车），00：空格 十六进制数 

动车组 
车辆编号 24 16～39 4位编号 6位ASCII码 

配属局 6 40～45 动车组配属局代码 十六进制数 

配属段（所） 6 46～51 动车组配属段（所）代码 十六进制数 

预留 3 52～54 缺省每位填”0”  

动车组型号 9 55～63 动车组型号代码 十六进制数 

本/补 2 64～65 00：A(本），01：B(补） 十六进制数 

货/客 2 66～67 00：H(货），01：K(客） 十六进制数 

车种及 
标识符 24 68～91 车次中的字母部分 6位ASCII码 

车次号码 20 92～111 
车次的数字部分，表示5位车

次，不足5位的前部用1010表示

空格 
存储时采用BCD码反码 

CRC 校验码 16 112～127   

 

  



GB/T 25340-202X 

14 

 

附  录  E 

（规范性） 

6位ASCII码 

 

6位ASCII 码应符合表E.1的规定。 

表E.1  6位ASCII码表 

字符 值 字符 值 字符 值 字符 值 

SP 0 0 16 @ 32 P 48 

! 1 1 17 A 33 Q 49 

" 2 2 18 B 34 R 50 

# 3 3 19 C 35 S 51 

$ 4 4 20 D 36 T 52 

% 5 5 21 E 37 U 53 

& 6 6 22 F 38 V 54 

, 7 7 23 G 39 W 55 

( 8 8 24 H 40 X 56 

) 9 9 25 I 41 Y 57 

* 10 : 26 J 42 Z 58 

+ 11 ; 27 K 43 [ 59 

‘ 12 < 28 L 44 \ 60 

- 13 = 29 M 45 ] 61 

. 14 > 30 N 46 ^ 62 

/ 15 ? 31 O 47 _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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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铁路机车车辆自动识别设备技术条件》 

（征求意见稿） 

编 制 说 明 

1 工作简况  

1.1  编制依据 

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达 2023年国家标准复审修订计划》（国标委发〔2023〕64号）

20233040-T-347项目的要求，由铁路行业工务工程设备标准化技术归口单位归口，并由哈尔滨国铁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哈威克科技有限公司共同起草《铁路机车车辆自动识别设备技术条

件》。 

本标准是对 GB/T 25340-2010《铁路机车车辆自动识别设备技术条件》的全面修订。 

1.2  制修订本标准的必要性 

铁路机车车辆车号自动识别设备已经在铁路行业推广应用二十几年，目前已实现对货车、客车、

机车和动车组的全覆盖，RFID电子标签成为机车车辆的标配电子身份标识，并在铁路行业各主要车

站、车辆段（厂）咽喉处、机务段闸楼等地点安装了地面自动识别设备三千余套，为铁路车辆运行

安全监控系统（5T）及其它检测设备配套安装车号智能跟踪装置 8000 多套，实现列车和机车车辆

的实时追踪管理，为财务清算提供数据，并为安全监测系统提供车辆定位及方位信息，能实现故障

的准确预报和联网跟踪报警，成为铁路运输管理和信息化的基础数据源。 

随着系统应用的不断扩展及深化，铁路机车车辆车号自动识别设备的技术也是快速发展,已从

原有的货车、机车系统扩展应用至客车及动车组系统，系统数据传输已由专线模式全面升级为网络

模式，随着货车数辆的急速增加，货车标签的信息容量已经出现位数不足情况，早期安装的货车标

签仍在使用，标签已进入疲劳期，性能有急剧下降的风险，对信息识别可靠性有一定影响。因此，

需要修订标准，以便于提高铁路机车车辆自动识别设备的技术升级和品质改进，使铁路机车车辆车

号自动识别设备的使用条件、功能和性能特性等方面规范化，让制造商及用户能在一个开放统一的

平台制造、采购和应用铁路机车车辆自动识别设备。 

1.3  编制过程 

在本标准的编制过程中，完成了大量的基础研究和编写工作。本标准编制过程概要如下： 

（1）标准计划下达后，在归口单位组织下，哈尔滨国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哈威克

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成立了标准起草组，对机车车辆自动识别设备的技术发展、迭代升级、现场应

用等情况进行深入调研和了解，对电子标签应用场景、标签数据容量、自动识别设备架构等情况进

行了调研，收集并整理相关技术资料，在对前期工作深入讨论研究后，2024 年 12 月形成了本标准

的征求意见稿。 

（2）本标准起草单位和起草人承担的起草工作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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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铁路机车车辆自动识别设备技术条件》起草工作分工表 

序号 起草单位 起草人姓名 承担的工作 

1 
哈尔滨国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郑彦涛、马宏伟 

郑彦涛主持标准编制及全面协调工作； 

马宏伟负责第 1 章、第 2 章的编制及审核工

作。 

2 天津哈威克科技有限公司 
崔涛、赵斌、殷鸿鑫、李

鸿喜 

崔涛负责第 3 章、第 5 章的编制； 

赵斌负责第 4 章、第 7 章的编制； 

殷鸿鑫负责第 6 章的编制； 

李鸿喜负责附录 A、附录 B、附录 C、附录 D、

附录 E 的编制。 

2 编制原则 

2.1 标准格式统一、规范，符合 GB/T 1.1-2020 要求。 

2.2 标准内容符合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规范性要求。 

2.3 标准技术内容安全可靠、成熟稳定、经济适用、科学先进、节能环保。 

2.4 标准实施后有利于提高铁路机车车辆自动识别设备的技术升级和品质改进，更加符合实际应用

需求，便于设备的维护管理。为各方提供了技术规范，确保产品质量和生产的一致性，符合铁

路行业发展需求。 

3 主要内容 

3.1 本标准规定了铁路机车车辆自动识别设备构成与功能、地面自动识别设备技术要求、标签技术

要求、车载机车、动车组标签编程器技术要求、自动识别设备安装要求，适用于铁路机车车辆

自动识别设备的设计、制造和检验。 

3.3 本标准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3.4 本标准参考《动车组电子标签暂行技术条件》（TJ/CL 344-2014）、《铁路客车电子标签》（Q/CR 

533-2016）等技术规范，结合铁路机车车辆自动识别设备的应用实际编制。 

3.5 无。 

3.6 本标准与《动车组电子标签暂行技术条件》（TJ/CL 344-2014）相比，重要技术差异见表 2。 

表 2 与《动车组电子标签暂行技术条件》（TJ/CL 344-2014）的重要技术差异 

序号 TJ/CL 344-2014 本标准 说明 

1 
4.2.1.4 适应车速：0～180 

km/h 

4.1 a) 适应车速：小于等于

350km/h 
本标准高于 TJ/CL344-2014 

2 
4.4.3 电子标签数据存储温

度：-70℃～+85℃ 

5.2.2 标签工作温度-40℃～

+85℃；标签数据存储温度-70℃～

+125℃；在规定的温度范围内标签

本标准高于 TJ/CL344-2014 

3.2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要求包括自动识别设备基本构成及标签、地面自动识别设备(AEI)、标签编

程设备、 监控和复示设备等组成部分的基本功能；地面自动识别设备主要技术性能及列车探

测装置、天线、微波反射装置、读出装置、低速探测装置等各部分的技术要求；标签的环境、

数据传输、工作频率及灵敏度、寿命、适应车速等技术要求；车载机车、动车组标签编程器技

术要求；标签的设置、安装及安装线界要求、地面自动识别设备安装及安装线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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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保持存储数据的完整性。 

本标准与《铁路客车电子标签》（Q/CR 533-2016）相比，无重要技术差异。 

3.7 经起草组研究分析，没有与本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相关联的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4关键指标和预期效益 

4.1 标签容量 

在对货车电子标签存储信息和数据编码格式进行充分调研基础上，结合既有货车电子标签存储

容量不足的实际情况，提出了 256bits容量、FM0编码的货车电子标签数据格式。 

4.2 标签种类 

参考《动车组电子标签暂行技术条件》（TJ/CL 344-2014）、《铁路客车电子标签》（Q/CR 533-

2016）等技术规范，增加了动车组标签和客车标签的相关要求。 

4.3 设备架构 

 根据《国铁集团机辆部关于铁路车号自动识别信息系统升级改造（ATIS2022）试用的通

知》要求，机车车辆自动识别设备系统将取消数据集中管理设备（CPS），本次修订删除了数据集

中管理设备的相关要求。 

4.4 设备安装 

在总结分析地面自动识别设备的应用经验基础上，本标准删除了“微波射频装置应安装在

室内”的要求，并增加了轨边机柜的环境要求，以适应多样化的设备安装形式。 

4.5 经济效益 

本标准简化了机车车辆自动设备系统架构和传输流程，取消设置集中管理设备（CPS）及探测

站机房的要求，支持室外机柜模式，可以大幅降低工程造价，节约维护成本，提高生产效率。 

4.6社会效益 

本标准增加了新的货车标签编码格式，提高了存储容量，可以有效解决既有标签存储空间不足

的问题，对提升产品应用效果、降低管理成本、更好地为车辆检修管理服务具有重要意义，能产生

良好的社会效益。 

5 采标情况 

无。 

6 有无重大分歧意见 

无。 

7 强制或推荐、废止、公开建议 

7.1 建议本标准作为推荐性国家标准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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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GB/T 25340-2010建议同步废止。 

7.3 由于未识别出版权等相关知识产权问题，建议本标准公开。 

7.4 本标准未识别出相关专利。    

8 实施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在批准发布后 6 个月实施。 

本标准发布后实施前，建议执行原国家标准。 

为使本标准得到实际的广泛应用，建议本标准在颁布实施后，相关单位积极开展标准宣贯和推

广工作，使标准使用者正确理解标准的技术内容和相关要求，推动标准的实施。同时，积极监督标

准实施情况，鼓励标准相关方及时反馈问题并答复。 

本标准增加了标签容量及 FM0 编码的货车电子标签数据格式、增加了标签寿命、取消数据集

中管理设备（CPS）、增加了动车组标签和客车标签的相关要求，建议在本标准实施前，对相关

技术进行研究分析，对生产设备进行必要的技术改造，以保证新产品符合本标准的要求。 

9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标准起草组 

                                                               202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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