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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速铁路的飞速发展对我国铁路列车车次编码方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既有编码方案亟待扩展和改进。通过对国外相关铁路列车车次编码方案以及国内

外民航航班号编码方案进行分析研究，结合对我国现行高速铁路列车车次编码方

案的优缺点分析，以及对于我国高速铁路列车运营管理发展趋势的研究，兼顾铁

路运输企业市场化精细管理发展需要和高速铁路列车产品的旅客辨识度，提出我

国高速铁路列车车次编码改进建议，为我国高速铁路列车车次未来的编码设计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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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apid development of high speed railways imposes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encoding scheme for China’s train numbers. The current encoding scheme needs to be extended 
and improved. This paper conducted a detailed study of the ways foreign railway transport 
enterprises and domestic and foreign airlines, designed their encoding systems of train/flight 
numbers. The pros and cons of the existing encoding scheme for China’s train numbers and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rain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China’s high speed railways were 
analyzed. The demands of implementing market-oriented precision management of domestic 
railway transport enterprises and the convenience for railway passengers to identify high speed 
train products were both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On these bases, an improved encoding scheme 
for China’s high speed railway train numbers was proposed. It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future 
encoding design of such nu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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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国铁路现行列车车次编码方案基本沿用 2009

年起开始实施的《列车运行图编制管理规则》

中的编码基本框架 [1]。随着我国高速铁路建设和运

营管理的快速发展，既有管理办法对于高速铁路

列车车次的相关编码规定已经难以适应当前的发展

趋势和要求。从编码容量角度看，随着高速铁路

营业里程和旅客发送量的快速增长 [2-3]，日常运营

的高速列车数量将很快突破既有编码方案的容量上

限，给高速铁路列车运营管理带来挑战。从企业

经营管理角度看，既有编码方案没有充分从市场、

产品的角度进行设计，难以适应当前铁路运输企

业以市场为导向、精细化经营管理的发展思路和趋

势 [4]。为此，借鉴国外相关铁路列车车次编码设计

以及民航航班号编码设计实践经验，结合我国铁路

发展实际，提出高速铁路列车车次编码改进建议。

1	 国内外铁路及民航车次 ( 航班号 ) 编码

设计经验借鉴

国外铁路及民航在列车车次 ( 航班号 ) 编码设

计方面形式多样，没有统一的标准，将其分类归

纳为“产品名 + 数字”编码、数字和字母混合编码、

纯数字编码、“承运企业代码+数字”编码 4种模式。

1.1 “产品名+数字”编码模式

日本、法国、德国高速铁路建设和运营起步

较早，在高速列车车次编码设计上，3 国铁路都采

用了“产品名 + 数字”的编码方式。

日本新干线旅客列车由多家株式会社分别运营

管理，其列车产品设计和命名方式各成体系，从

而形成丰富的谱系化产品结构 [5]。以东海道新干线

开行的高速列车为例，分为“希望号”(Nozomi)、

“光号”(Hikari)、“回声号”(Kodama) 3 个种类 [6]，

停站次数依次增加。在列车车次编码方式上，采

取“产品名 +1 ~ 4 位数字”的模式，如 Nozomi 57，

Kodama 749 等，便于旅客辨识和选择 [7]。

法国高速列车也呈谱系化品牌运营，包括优质

高速列车 TGV INOUI，普通高速列车 TGV，国际

高速列车“大力士”(Thalys)、“欧洲之星”(Eurostar)，

廉价高速列车 TGV OUIGO 等。列车车次编码采取

“产品名 +4 位数字”的模式，如 TGV INOUI 6601，

Thalys 9309 等。法国国内开行的高速列车以巴黎为

中心，从巴黎开往同一方向的相同种类列车的车次

首位数字编码大致相同。例如，对于 TGV INOUI

高速列车，往返于巴黎至里尔北部区域的列车车

次首位为 7，至斯特拉斯堡东北区域为 2，至里昂、

马赛和尼斯东南区域为 6。从巴黎始发的列车车次

末尾数字一般为单数，反之为双数。

德国高速列车主要为城际快车 ICE 和城际特别

快车 ICE Sprinter 2 种列车产品运营，二者主要区

别在于 ICE Sprinter 列车停站更少、旅行速度更高。

高速列车车次采用“产品名 +3 ~ 4 位数字”的编码

模式，如 ICE 705，ICE 1009 等。

1.2  数字和字母混合编码模式

英国和澳大利亚铁路在旅客列车车次编码设计

上采用数字和字母混合编排的模式。这种编码方式

不易于铁路旅客辨识和记忆，因而一般只用于铁路

内部日常运营管理。

英国铁路旅客列车车次采取“1 位数字 +1 位

字母 +2 位数字”的 NANN (N 指代数字，A 指代字

母 ) 编码模式，其中首位数字表示列车种类信息，

第 2 位字母是区域 / 线路代码，后 2 位数字则是列

车识别码。以车次编码为 1F05 的列车 ( 从加的夫

中央车站开往朴次茅斯港口车站 ) 为例 [8]，首位数

字 1 代表该列车是设计时速 160 km/h 的“特快”旅

客列车，第 2 位字母 F 表示这是运行在西部区域内

加的夫往返英格兰南海岸线路通道上的列车，最后

2 位数字 05 把该趟列车与其他运行于相同区域 / 线

路的相同种类列车区分开来。

澳大利亚铁路旅客列车车次编码逻辑与英国

铁路相似，但各家运营公司在各自运营区域 / 线路

区段内的编码规则并不统一、有细微差异。例如，

州际客货列车采用 NAAN (N 指代数字，A 指代字

母 ) 编码模式，其中首位数字指代列车在每周的哪

一天运营 ( 从始发站出发 )，第 2 位字母指代列车

始发站所在城市 / 区域，第 3 位字母指代列车终到

站所在城市 / 区域，末位数字为列车识别码 ( 按发

车时间先后顺序编排 )。新南威尔士州内运行的旅

客列车则遵循 AANN 的编码规则：首位字母表示

以悉尼为参照系的目的地所在区域的方位信息 ( 分

为南、北、西等 )，第 2 位字母表示列车牵引动力

类型，第 3 位数字表示列车运行线路区段信息，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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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速铁路列车车次编码方案分析及改进

建议

2.1  现行方案存在问题分析

我国现行高速铁路列车车次采用“首字母 +1 ~ 4

位数字”的编码模式，现行高速铁路列车车次编码

方案如表 1 所示，对其进行优缺点分析如下。

从表 1 可以看出，“首字母 +1 ~ 4 位数字”的

车次编码方案形式简单、易于识读，首位字母将

列车速度等级、运行距离等重要特征信息表示出

来，跟随其后的数字码通过划分号段，又把列车

运营时间和空间范围等相对重要的特征信息包含进

来，实现以较短的编码传递较多的列车特征信息。

尽管现行车次编码方案具有形式简单、易于识

读、包含信息较为丰富等优点，其缺点也较为明

显，归纳如下。

（1）首字母传递的列车特征信息较为混乱。

“G”和“D”是从速度维度进行归类，而“C”是

从线路和距离维度进行归类，这使得“ G”“ D”2

类列车与“ C”类列车之间边界模糊 (“ C”类列

车的速度等级从 160 km/h 至 350 km/h 均有 )，难以

形成统一、无歧义的概念认知。

（2）单一字母难以同时表示列车速度等级与

停站模式。列车速度等级仅能反映列车的设计时速

或最高允许速度，而铁路旅客乘车时感受到的速度

是列车旅行速度。列车旅行速度不仅与列车速度等

级有关，还受到列车停站模式的影响，相同速度等

级、相同运行径路条件下，列车沿途停站越少，其

旅行速度越高。另外，单一字母难以准确反映列车

停站模式以及旅行速度差异。

（3）车次编码难以突出列车特色和品牌特征。

扩展和完善我国高速铁路旅客列车产品谱系、打造

旅客列车特色品牌、更好地满足旅客出行的多样化

位数字为列车识别码。

1.3  纯数字编码模式

印度铁路在旅客列车车次编码设计上采用纯

数字的编码模式，2011 年以前采用 4 位数字编码，

2011年之后升级为 5位数字编码。在 5位数字码中，

首位数字表示列车种类信息，第 2 位数字指代运营

区域 ( 数字 2 除外 )，第 3 位数字指代列车检修基

地所在地 ( 若第 2 位数字为 2，

则第 3 位代表运营区域 )，末 2

位数字为列车识别码。以车次

号为 02952 的列车 ( 从新德里车

站开往孟买中央车站 ) 为例 [9]， 

首位数字 0 表示该列车属于“特

别列车”的范畴 ( 印度铁路把连

接首都新德里和 15 个区域性大城市的列车定义为

“特别列车”)，第 2 位数字 2 表示这列车是速度等

级最高的“超快速”列车，第 3 位数字 9 表示它

的运行径路途经西北、西中和西部 3 个运营区域，

末 2 位的数字 52 表示该列车在前 3 位数字界定的

子类里是序号为 52 号的列车。

1.4 “承运企业代码+数字”编码模式

民航航班号一般遵循“2 位字符承运企业代码

+1 ~ 4 位数字”的编码模式。承运企业代码由国际

航空运输协会 (IATA) 统一分配，大多数情况下为

2 位字母代码 ( 如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MU，

美国航空公司 AA 等 )，也存在 1 位字母和 1 位数

字前后混搭的情况 ( 如四川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3U，

英国易捷航空公司 U2 等 )。企业代码后面的 1~4

位数字用以识别具体的航班班次，一般由承运企业

自行编排。国外航空公司一般把市场需求旺盛的热

门航线赋予较小的数字识别码，如航班号为 WN1

的航班由美国西南航空公司（企业代码为 WN）承

运，从达拉斯飞往休斯顿。我国民航运输企业承

运的国内航班一般采用“承运企业代码 +4 位数字”

的编码模式，承运的国际航班则采用“承运企业代

码 +3 位数字”的编码模式。例如，中国国际航空

股份有限公司 ( 企业代码为 CA) 承运的 CA1405 次

航班，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飞往成都双流国际机

场；CA431 次航班则是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飞往德

国法兰克福机场 [10]。

表 1  现行高速铁路列车车次编码方案

Tab.1 Current encoding scheme for China’s high speed railway train numbers

列车种类 首字母
数字号段及其对应子类

跨局日常列车 跨局高峰列车 管内日常列车 管内高峰列车

高速动车组列车 G 1 ~ 4 000 4 001 ~ 4 998 5 001 ~ 9 000 9 001 ~ 9 998

城际动车组列车 C / / 1 ~ 9 000 9 001 ~ 9 998

动车组列车 D 1 ~ 4 000 4 001 ~ 4 998 5 001 ~ 9 000 9 001 ~ 9 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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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D”字头列车的分类维度不同、概念边界模

糊，改进方案中不再让字母“ C”单独成类，而是

将其“降级”处理：置于第 2 位，与第 1 位字母

“ G”或“ D”合在一起表示相应速度等级下的城

际动车组列车。对于既有方案中的“ G”和“ D”

字头列车，则分别从原有 2 类中派生出 2 个新类

“GT”和“DT”，用于把沿途停站次数少、旅行速

度高的“特别”列车和同一大类里的其他列车区别

开来。

（3）引入英文标识，提高国际化程度。考虑

到使用拼音首字母及其组合表示列车种类对于国际

旅客辨识和选择不太方便，在改进方案中引入英文

字母标识，在车站电子屏、网络客户端信息发布页

等涉及英文信息传播的媒介，用英文标识替换拼音

标识，或在拼音标识旁边备注英文标识。“ HS”表

示高速 (High Speed)，“ QHS”表示准高速 (Quasi-

High Speed)，“ +”表示在原有基础上略好一些

(Plus)，“R”表示区域性的 (Regional)。

2.2.2  中远期编码建议

中远期来看，随着我国铁路市场化经营策略

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丰富多样的高速铁路旅客列车

产品谱系终将成型。届时，如何在列车车次编码

设计中更好地兼顾简洁性 ( 便于铁路运营管理 ) 和

辨识度 ( 方便旅客辨识和选择 ) 将成为考虑的重点。

在此提出一种较易实现的设计思路，高速铁路列车

车次编码改进方案 ( 远期 ) 如图 1 所示。

分别面向铁路运营企业和铁路旅客的 2 套编码

体系将同时共存，二者通过“编码对照表”联系起

来 ( 如 GT1050 —GT1119 对应于西湖号 1 — 150)。

“基本编码体系”可以理解为铁路内部码，其编码

形式可以类比于现行编码模

式：以 1 ~ 2 位字母 ( 拼音首

字母缩写 ) 表示列车所属大

类 ( 不一定局限于既有的分

类体系 )，再以 1 ~ 4 位数字

( 远期可采用 1 ~ 5 位 ) 来表

示列车的其他次要特征信息

( 如列车开行的时空范围信

息 )，这样就赋予每趟运营列

车一个全路唯一的车次编码，

需求，是铁路市场化经营、精细化管理的发展要

求。作为产品设计和品牌建设的重要一环，车次编

码设计应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为旅客列车产品体

系的升级提供配套支持。目前“ G”“ C”“ D”的

产品分类方式较为笼统和模糊，难以突出列车特色

和品牌特征。

（4）没有考虑国际化。对于国际旅客而言，以

汉语拼音首字母“G”( 高 )、“C”( 城 )、“D”( 动 )

来表示列车种类、等级和特征，不易于其辨识和认

知。不论从 3 个字母在字母表中的位置顺序，还是

从 3 个字母作为首字母的外文单词，都难以建立与

其中文含义之间的直观联系。

2.2  车次编码改进建议

对比国外铁路及民航编码方案，结合我国现行

高速铁路列车车次编码实际，分近期和中远期 2 个

阶段，提出车次编码改进建议。

2.2.1  近期编码建议

考虑到现行车次编码方案已使用多年，从用户

习惯角度看，近期对于车次编码的改进应具有一定

的延续性。高速铁路列车车次编码改进方案 ( 近期 )

如表 2 所示。

与既有编码方案相比，其主要特点体现在以下

方面。

（1）列车种类翻倍，车次总容量得到提升。列

车种类由 3 类增至 6 类，每类保持至多 4 位数字的

号码容量，车次编码的容量上限扩充一倍，目前高

速铁路列车车次编码的容量压力将得到一定程度的

释放和缓解。

（2）字母码从 1 位变为 1 ~ 2 位，字母“C”不

再单独成类。由于既有方案中“ C”字头列车与

高速铁路列车车次编码改进方案研究  郭一唯 等

表 2  高速铁路列车车次编码改进方案 (近期 )

Tab.2 Improved encoding scheme for China’s high speed railway train numbers (for the near future)

列车种类
拼音
标识

英文
标识

数字号段及其对应子类

跨局日常
列车

跨局高峰
列车

管内日常
列车

管内高峰
列车

高速特别动车组列车 GT HS+ 1 ~ 4 000 400 1 ~ 4 998 5 001 ~ 9 000 9 001 ~ 9 998
高速城际动车组列车 GC HSR / / 1 ~ 9 000 9 001 ~ 9 998
高速动车组列车 G HS 1 ~ 4 000 400 1 ~ 4 998 5 001 ~ 9 000 9 001 ~ 9 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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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方便铁路内部对每趟列车进行辨识、状态追踪和

管理。“特色品牌编码体系”则直接面向铁路旅客，

可采取“品牌名称 +1 ~ 3 位列车识别数字码”的编

码形式，以方便铁路旅客对特定线路区段或特定始

发终到站间开行的特色品牌列车进行快速识别和比

选。2套编码体系的主要区别在于：“基本编码体系”

大而全，为每趟运营列车赋予一个符合铁路运输相

关软硬件技术条件、简洁且逻辑统一的“学名”；“特

色品牌编码体系”小而美，只为全部运营列车中一

小部分线路区段或始发终到站间开行的特色品牌列

车在它们的“学名”之外取一个琅琅上口且易于辨

识和记忆的“小名”。

3	 结束语

现行高速铁路列车车次编码方案在编码容量和

设计理念上已难以适应我国铁路运输企业市场化、

精细化、品牌化经营管理的发展要求。借鉴国外

铁路车次编码以及国内外民航航班号编码在产品特

征表示和产品辨识度提升方面的经验，分析我国现

行高速铁路列车车次编码在列车特征信息传递、产

品特色表达等维度的不足，分近期和中远期 2 个阶

段，提出了针对不同阶段发展要求的高速铁路列车

车次编码改进建议。在改进思路框架下细化设计一

套更加贴合旅客认知心理的编码符号系统，将是下

一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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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高速铁路列车车次编码改进方案 (中远期 )

Fig.1 Improved encoding scheme for China’s high-speed railway train numbers (for the far future)

编码对照表

基本编码体系

基本种类 标识 基本编码

高速特别动车组
列车

GT (HS+) GT (HS+) 1 ~ 998

…
…

…
…

…
…

特色品牌编码体系

特色品牌种类 标识 特色品牌编码

京杭间高品质高速
动车组列车

西湖号
(WestLake)

西湖号 (WestLake) 
1 ~ 998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