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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 of the “The Belt and Road” key railway project, starting from the actual communication interconnection of multinational rail-
way port stations, two schemes for communication interconnection are proposed for the China-Laos Railwa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each program, and proposes the �nal proposal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China’s cross-border railway 
port station communication and inter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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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一带一路”重点铁路项目，从跨国铁路口岸站通信互联实际入手，对中老铁路提出两种通信互联方案，分析了各方案
的优缺点，并提出最终建议方案，为中国跨境铁路口岸站通信互联互通提供可借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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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磨万铁路在中老两国国境线与玉磨铁路相接，为满足开

行跨国境列车的需要 [1]，两国临近国境线的车站间需通过有效

通信来保证信息畅通，最基本的可通过电话闭塞（上下行站

间电话互通）、跨国电话来实现。为了提高磨万铁路的信息化、

自动化水平，提高运维效率，提升安全性，还可进行电气化、

信号、信息等业务之间的跨国互联，研究如下：

2 互联方案的研究

根据铁路运输作业信息化、自动化程度的不同需求，中

老铁路可考虑基本互联和完全互联两种方案。

2.1 基本互联方案

仅实现跨国站间电话（电话闭塞）、跨国电调电话，满

足行车、运维最基本的需求，互联程度最低，但由于网络互

联带来的风险也最低。

2.2 完全互联方案 [2]

完全互联方案可实现跨国站间电话、跨国电调电话、跨

国电化远动复示、信号站间安全信息系统、站间计轴系统，

调度集中 (CTC) 系统邻站远程终端互设，信息客票、货运运

输系统以及无线通信系统互联。

在采用完全互联方案时，为控制通信互联带来的风险，

通信承载网仅考虑传输互联互通，不考虑数据网互联互通；

同时为保障业务安全，主备通道应分配在不同层次的传输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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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互联技术方案对比

3.1 基本互联与完全互联方案对比

项目 基本互联方案 完全互联方案

有线通信

通过磨丁、磨憨站间光缆、
传输系统互联，实现跨国站
间电话（电话闭塞）、跨国

电调电话。

通过磨丁、磨憨站间光缆、
传输系统互联，实现跨国站
间电话、跨国电调电话、跨
国电化远动复示、信号站间
安全信息系统、站间计轴系
统，调度集中 (CTC) 系统邻
站远程终端互设，信息客票、
货运运输系统以及无线通信

系统互联。

无线通信 不互联互通

为实现 GSM-R 网络的互联
互通，实现移动用户与调度
人员的语音和数据通信，万
象新设的 GSM-R 核心网需
与武汉、昆明核心网节点互

联。

信号
电话闭塞无信号设备，不需

要通道

磨丁、磨憨站间需要布设独
立光纤作为站间安全信息传
输通道、计轴通道、调度集

中邻站远程终端通道。

信息化 不互联互通

1、为保证客票信息的同步
性、实时性以及安全性，在
通过中国铁路总公司同意，
两国之间达成共同协议后，
与昆明铁路局客票中心系统

互联互通。
2、为保证货运信息的同步
性以及实时性，在通过中国
铁路总公司同意，两国之间
达成共同协议后，与昆明铁
路局货运管理信息系统互联

互通。

牵引变电

磨憨牵引变电所（位于玉磨
线磨憨站）、纳堆牵引变电
所（位于磨万线纳堆站）实

现跨国电调电话。

1、电调电话互通
磨憨牵引变电所（位于玉磨
线磨憨站）、纳堆牵引变电
所（位于磨万线纳堆站）临
近国界，需在昆明调度所玉
磨调度台及万象调度所磨万
调度台分别设置调度电话分
机。通过万象调度所与昆明
调度所之间的调度系统互联

实现电调电话互通。
2、跨国电化远动复示

磨憨牵引变电所、纳堆牵引
变电所的远动通道分别引至
昆明调度所玉磨调度台及万
象调度所磨万调度台，通过
调度台互联实现电化远动复

示功能。

3.2 基本互联与完全互联功能对比

项目 基本互联方案 完全互联方案

有线通
信

满足行车、运维最基本的需求，互联
程度最低，但由于网络互联带来的风

险也最低。

可实现跨国站间电话、
跨国电调电话、跨国
电化远动复示、信号
站间安全信息系统、
站间计轴系统，[4] 调
度集中 (CTC) 系统邻
站远程终端互设，信
息客票、货运运输系
统以及无线通信系统

互联互通。

无线通
信

不考虑进行互联互通，但需在批复的
不完整的路局级 GSM-R 核心网基础
上，在万象增设网元以提供智能网等
业务。若昆明至万象有列车直通套跑，

列车上还需增设一套车载设备。

可通过两国谈判利用
中国无线核心网既有
设备实现对呼叫的智
能控制等功能，本项
目仅借助有线承载网
实现互联互通即可；
也可在批复的不完整
的 [3] 路局级 GSM-R
核心网基础上，在万
象增设网元以提供智

能网等业务。

信号

1、 采用电话闭塞方式，无信
号设备，完全由人工办理闭塞。

2、磨丁和磨憨站不设远程终端，无
法直接查看邻站信息，但不影响作业。

1、可实现自动站间闭
塞，自动办理闭塞，
不需要人工确认；

2、调度集中系统按独
立系统设计，不与国
内调度集中总机系统

联通。考虑作业方便，
在两国调度集中系统
不联通的情况下，可
在磨丁和磨憨站分别
设置远程终端，用于
了解邻站作业情况信

息。

信息化

1、不考虑客票系统的互连，但客票
系统需提前制定列车售票计划，将中
国开往老挝或老挝开往中国的跨境列
车分为两段来进行客票售卖，即提前
定义国际车厢以及国内车厢。跨境旅
行旅客仅能购买国际车厢车票，境内
旅行旅客仅能购买国内车厢车票。[7]

目前中国与蒙古、俄罗斯以及越南的
铁路客运列车均采用该客票方案。

优点：
（1）两国间客票中心无需互连，减
少了大量系统之间的接口问题以及不
同国家之间系统对接的政策、协议等

繁琐问题。
（2）无需搭建结算清分系统，节约

了大量投资。
（3）便于区分国际旅客与境内旅客
（包括已完成国际边检的正在境外旅
行的国际旅客），方便列车管理员对
国际旅客和境内旅客的管理，以避免
国际旅客和境内旅客混编而导致的各

类问题。
缺点：

（1）由于无法准确计算两端的客流
量可能会导致列车资源浪费或紧缺情
况，故需提前根据客流量分析预判国
际车厢与国内车厢的比例来进行客票

售票。
（2）该方案因未搭建清分中心，故
需要两国政府提前协商清分策略。
2、不考虑货运系统的互联互通，货
运系统需分别在各自国家口岸站办理
货票以及货运业务，即通过中国口岸
站时，持中国侧购买的货票完成货运
业务的办理以及结算后出关，在进入
老挝口岸站时办理货运相关业务时，

重新购买货票并办理入关手续。
优点：货运系统中心无需互连，减少
了大量系统之间的接口问题以及不同
国家之间系统对接的政策、协议等繁

琐问题。
缺点：无法实现货运联票，增加了工
作人员在办理国际货运作业时候的工

作量。

1、客票系统互联
优点：

（1）乘客可购买任意
车厢车票，不会出现

车厢资源浪费情况 [6]。
（2）系统互连可完成
系统之间的清分，减
少工作的复杂度。

缺点：
（1）因两国之间客票
系统互连，牵涉两国

间政策、机密、财务、
接口以及安全等相关
问题，需要两国间深
入探讨并达成相关协

议约束。
（2）客票系统互联导
致后续的投资增长以
及出现未知费用、协

调处理等问题。
（3）此方案无法区分
国际旅客和境内旅客
（包括已完成国际边
检的正在境外旅行的
国际旅客），增加列
车管理员对国际旅客
和境内旅客分散管理

的难度。
2、货运系统互联

优点：减少了工作人
员办理国际货运业务

时的工作量
缺点：增加了不同国
家之间系统的接口，
牵涉两国间政策、机
密、财务、接口以及
安全等相关问题，需
要两国间深入探讨并
达成相关协议约束。

牵引变
电

电调电话互通。
电调电话互通、跨国

电化远动复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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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于老中铁路互联方案建议

采用基本互联方案可以实现铁路运输的正常工作，但是

自动化程度较低，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资源，并且管理手段

落后。

建议采用完全互联方案，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部分系统

不互联。如两国间客票货系统，若互联，需磨万铁路客货票

系统与中国铁路总公司客货票系统互联，因牵涉到国家数据

安全、政策以及机密等相关问题，两国间需达成客货票数据

互通的相关协议要求。参照目前中国与其他国家跨境列车火

车票销售模式，如 [5] 中国新疆至哈斯克斯坦、中国内蒙古呼

和浩特市至蒙古、中国广西省南宁市至河内等跨境列车，两

国分别使用各自国家的售票系统，两国客票系统互不关联，

建议中老两国客货票系统不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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