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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护路联防安全常识教育培训题库 

1、冬季铁路运输生产的基本特点有哪些？ 

答：冬季寒流多、天气寒冷、气温低；风、雪、雾、霜频繁发生；夜间长、昼间短、温差

大；这些自然现象对铁路运输生产的设备、作业场所、作业人员及行车组织工作等方面都增加

了很大的难度，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我国冬季，恰逢元旦、春节、

元宵节等节假日，人们生活习俗也对昼夜不停的铁路行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们要充分认识

到铁路冬运工作的特点，掌握冬季作业的规律，从思想、物资、组织、技术等各方面做好充分

的准备，克服困难，确保冬运工作畅通无阻，安全正点。 

2、冬运中机车、车辆的特点有哪些？ 

答：铁路机车、车辆的制造材料绝大多数是金属，其中主要是钢铁。在寒冷的冬季，由于

气温低，钢铁变脆，极易发生折损和断裂。铁路机车车辆的梁、栓、托、架等部件比较单薄，

在冬季更易损坏。 

3、冬运中铁路通信、信号设备的特点有哪些？ 

答：在冬季，霜、雪、雾多，高空架设的电线路可能结冰以致坠断，产生停电或通信、信

号中断，车站的通信、信号线也容易混线、短路造成故障，对行车工作产生影响。注意了这方

面的特点，冬运中，在输行车工作时，要密切注意电力、信号、闭塞、联锁及通信设备的状态，

一旦发现故障要及时向列车调度员及值班干部报告，立即通知有关部门组织抢修。 

4、冬运中作业人员变化的特点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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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在寒冷的冬季，人员变化的特点之一，是畏寒情绪。怕冷、畏寒是人的共同特点。因

此，简化作业过程、晚出务或出务不全的现象时有发生；人员变化的特点之二，是行动不灵敏。

冬运作业人员要穿上棉衣、棉裤、棉鞋，戴上棉帽、棉手套等，这样以来，行动必然要比其他

季节缓慢的多；人员变化的特点之三，是了望困难。冬季夜长，风、雪、雾多，都给作业人员

了望带来诸多不便；人员变化的特点之四，是病、节假日家务事多，往往会出现请假的多。 

根据冬运中人员的变化特点，在冬运前要专门进行教育，做好护路民兵的思想工作，采取

措施解决好护路民兵的具体生活困难。每次接班前，也要进行思想动员，使护路民兵树立克服

困难的信心。在实际工作中，要掌握规律，抓住特点，做好准备，相互配合，互控联防，仔细

观察，认真检查。 

5、冬运前如何做好物资准备？ 

答：冬运前主要应做好以下物资准备：⑴工具准备。要提前对各种执勤通讯设备和除雪工

具进行检修，提前准备充足的除雪工具，如：锹、镐、铲、扫帚、笤帚、推雪板等；⑵防寒准

备。冬运前要及时做好防寒工作。执勤哨所的防寒，门窗、玻璃的密封，以及供热、取暖等工

作，都要与有关部门联系，提前做好。还要注意采取措施，帮助护路民兵解决好营房的防寒、

取暖，以便在冬季有舒适的工作和生活保证；⑶护路民兵的防寒服装准备。要按时发放、配齐

护路民兵的防寒服装，并要符合要求。上班前必须准备充分，棉衣、裤要齐全完好、保暖合身、

紧凑利落，棉帽要有合乎要求的耳孔，棉鞋要合脚，防滑。⑷护路民兵分队生活必须品的准备。

粮、油、菜、煤等生活必需品及节日的生活用品，要早打算、及时采购、储存，以便集中精力

搞好冬运。冬运前各方面的物资准备，各单位要早计划、早采购（调拨）、按时配置，发放，要

本着实用、实效、利旧、节约的原则。适用质量良好的器具和材料，做好冬运前的物资准备和

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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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冬季横越线路时必须执行的要求？ 

答：横越线路或通过桥梁时，应做到”一站、二看、三通过”，注意左右机车、车辆动态及

脚下障碍物。 

7、必须横越列车或车列时应怎样做？ 

答：必须横越列车或车列时，应先确认列车、车辆暂不移动，然后由通过台或两车车钩上

越过，勿碰开车钩销，要注意邻线有无机车、车辆运行，严禁钻车。日常作业中，经常需要横

越列车或车列。横越前要仔细确认列车或车列暂不移动。有通过台的车辆，由通过台上横越，

无通过台的必须从两车的车钩上越过，要抓紧、踏稳，注意不要碰开车钩销以及造成列车、车

列分离或拉断制动软管。横越时，还要注意邻线有无机车、车辆运行，否则往前一跳，恰逢邻

线有机车、车辆经过，极易发生危险。还要注意头部不要碰闸台，衣服等不被刮住。车底和车

钩下距地面的空间很小，并且安装有多种配件，钻车很困难，动作也不灵活，很可能刮住衣物，

特别是列车或车列突然移动时将无法躲闪。 

8、执勤作业人员班前要注意什么？ 

答：执勤作业人员班前禁止饮酒，要充分休息，班中按规定着装，佩带防护用品。 

9.铁路护路民兵在执勤中应严格执行哪些规定，保障自身安全?  

答：铁路护路联防人员应严格执行下列规定，达到保障自身安全:  

(1)班前禁止饮酒，班中按规定着装，佩带防护用品。  



 

 4 

(2)顺线路走时，应走两线路中间，并注意邻线的机车、车辆和货物装载状态，严禁在道心、

枕木头上行走，不准脚踏轨面、道岔连结杆、尖轨等。 

（3）横越线路时，应一站、二看、三通过，注意左右机车、车辆的动态及脚下有无障碍物。  

（4）横越停有机车车辆的线路时，先确认机车、车辆暂不移动，然后在该机车、车辆较远

处通过。严禁在运行中的机车、车辆前面抢越。 

（5）必须横越列车、车列时，应先确认列车、车列暂不移动， 然后由通过台或两车车钩

上越过，勿碰开钩销，要注意邻线有无机车、车辆运行，严禁钻车。  

（6）不准在钢轨上、车底下、枕木头、道心里坐卧或站立。  

（7）严禁扒乘机车、车辆，以车代步。  

10.护路民兵步行上下班时应遵守哪些安全规定?  

答：(1)上下班要负责人带领在路肩或路旁行走，复线区段要面向列车方向前进，互相间要

隔开适当距离;不要打闹，防止互相撞伤;严禁走道心和枕木头。 

(2)通过桥、隧、道口或横越线路时，必须执行一停、二看、 三通过制度，来车时不准抢

越;在长大桥隧中行走，要拉开距离，来车时及时分散躲进避车台(洞) ，横越线路时不准脚踏钢

轨、尖轨和滑床板，注意来往车辆和导线、导管等。  

(3)必须在道床行走时，应加强瞭望，必要时设专人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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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严禁作业人员跳车、钻车、扒车和由车底下、车钩上传递工具材料。休息时不准坐在钢

轨、轨枕头及道床边坡上。绕行停留车辆时其距离应不少于5m，并注意车辆动态和邻线开来的

列车。 

11.护路民兵在执勤中应遵守哪些避车规定?  

答：(1)在区间或站内作业来车时，作业人员应在距离列车本线不少于800m、邻线不少于

500m下道避车;在慢行条件不可距离本线列车500m下道避车，邻线可不下道，但必须注意本线

来车。  

在站内其他线作业来车时，作业人员应在距离列车本线不少于500m下道避车;邻线可不下

道。 

(2)双线区段应执行双行车避车制;在站内或道岔群及在电气化区段作业时，下道避车应到指

定安全地点，严禁在两线间、邻线上或跨过邻线避车。  

(3)在桥隧及多线区段作业时，应到作业负责人指定的地点避车;无避车台(洞)的桥隧，应到

桥隧外边避车;在长大桥隧内应到避车台(洞)内避车;严禁在人行道上或边墙旁，踩在侧沟内或坐

在桥面的防护栏上避车。  

12.护路民兵在线路执勤休息时应遵守哪些规定?  

答：(1)在线路上作业间休时，应离开线路到安全地点休息。  

休息时不准坐在钢轨上、轨枕头上、道心内、两线中间或停留车底下以及在接触网支柱、

铁塔等危险处所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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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桥隧内作业间休时，应到指定的地点休息，除值班人员外，禁止其他人员留在桥梁上

或隧道内，以免发生意外伤害。  

(3)间休时，要把材料及各种机具带出限界以外，放置牢固，防止震倒侵入限界。  

(4)间休时，严禁下水、洗澡、摸鱼、上树，防止溺水或摔伤。  

(5)严禁钻车、跳车、扒车，绕行停留车辆时，其距离不少于5m，并注意车辆动态和邻线

开来的列车。 

13.遇不良天气进行作业时应遵守哪些人身安全规定?  

答：(1)遇有不良气候作业前，施工领导人必须具体布置安全注意事项，遇有降雾、暴风雨

(雪)、扬沙等恶劣天气影响瞭望时，应停止线上作业，必须作业时，应采取特殊安全措施，保

证来车之前按规定的距离及时下道。 

遇有降雾、暴风雨(雪)、扬沙等恶劣天气，瞭望困难，或在 行车速度120 km/h以上的区

段，巡守人员可在路肩上行走，但应注意察看线路状态。 

(2)野外作业遇雷雨时，作业人员应放下手中的金属器 具，迅速到安全处所躲避，严禁在

大树下、电杆旁或涵洞内躲避。酷暑、严寒季节，应采取切实措施，防止中暑、溺水、冻伤和

煤气中毒。  

14.在隧道内作业时应遵守哪些安全规定?  

答：(1)进入隧道时，应执行一停、二看、三进洞制度，确认无车时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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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隧道内作业，应在指定避车洞内避车，禁止在边沟里或边墙处避车。  

(3)在隧道内作业时，应加强瞭望，列车开进以前及时通知下道避车。如瞭望条件不良时，

应在作业地点提前进入避车洞避车。  

隧道内作业人员，严禁大声喧哗打闹，以免影响视听。来车时，应立即下道避车。  

15、道口上发生故障时如何处理?  

答：有人看守的道口发生故障时，必须按照先防护后处理的原则办理;有道口遮断信号机时，

应让其显示红灯，有故障报警器应及时启用，向列车司机或车站发出警报，并在线路故障地点

设置防护信号;如为轨道电路区段，可利用短路闸刀或短路铜线短路使信号机显示红灯;有直通车

站电话或列车无线调度电话，应先通知车站或列车司机，如有连通相邻道口的电话，可让其代

设停车信号防护。如无上述设备或条件时，由铁路局规定具体防护办法。如道口为多人看守，

应有明确的防护分工，一旦遇有故障，按分工进行防护。  

16.线路巡检中应遵守哪些下道避车规定?  

答：巡检中，遇列车开行时，应在距列车本线800 m以外下道。邻线来时，应距500m以

外下道。下道后，要站在限界以外，禁止站在两线间或邻线上，在桥上及隧道内，应到避车台

或避车洞避车，然后准备送列车。在线路允许速度大于120 km/h的地段，特快旅客列车到前

10 min，距外股钢头部外侧 2m以外避车。  

17.护路联防人员如何迎送列车?迎送列车时应注意观察哪些事项?  

答：护路联防人员迎送列车时，原则上站在列车运行方向左侧，距最近处钢轨外侧不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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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特殊情况下也可在右侧就地迎车，禁止抢越线路。迎车时要面向线路，以半转头部面向列

车开来方向，并应:  

(1)注意车上散开的篷布、绳索、铁线、活动的车门和装载不稳的货物坠落伤人。 

(2)列车通过时，要观察列车运行和货物装载情况。发现货物坠落、车辆燃轴抱闸、制动梁

脱落和火情等情况，应发出停车信号，并设法通知车长和车站。  

18.在无避车台、洞的桥梁或隧道内巡检时怎样避车?  

答：在没有避车台和避车洞的桥隧内巡查线路时，应一停、二 看、三通过。通过时，还应

考虑有充裕时间，在列车通过桥梁和隧道以前，能顺利走出桥梁和隧道以外。  

19.在与公路并行的线路上和站内巡查时应注意哪些安全事项?  

答：应勤回头瞭望，注意后面开来的列车，以防被公路上机动车辆的响声和鸣笛声混淆，

妨碍听觉。在站内巡查线路时，除应注意机车车辆的运行，随时瞭望，发现车辆及时下道外，

还应注意车站变更列车进路，以防思想无准备。严禁跳车、钻车、扒车。 

20.遇天气不良巡查线路时应注意哪些安全事项?  

答：遇有降雾、暴风雨(雪)扬沙等恶劣天气，瞭望困难或在行车速度在120km/h以上区段，

巡道人员可在路肩上行走，但应注意察看线路状态。  

21.冬、夏季巡查线路时应重点检查哪些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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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冬季重点是检查三折(RP钢轨、夹板、辙叉心折断) ，监视冻害处所的变化。夏季重点

是观察轨向、轨缝变化，监视水害处所，检查钢轨绝缘接头。  

22.护路联防人员发现故障时应如何进行防护?  

答：发现故障时，应立即设法通知有关车站，并在故障地点设置停车信号，如瞭望困难，

遇降雾、暴风雨雪或夜间，还应点燃火炬。当确知一端先来车时，无论单、复线均应先向该端

设置响墩，再向另一端设置，然后返回故障地点监视。如不知来车方向，应在故障地点注意倾

听和瞭望，发现来车，应急速奔向列车，用手信号旗(灯)或手显示停车信号，并将响墩放置在

能赶到的地点，使列车在故障地点前停车。如瞭望困难，遇降雾、暴风雨雪或夜间，发现来车

奔向列车前，应在故障地点点燃第二支火炬。设有固定信号机时，应先使其显示停车信号。故

障发生在站内线路、道岔上时，应立即通知车站值班员采取措施，使机车车辆不能通往该故障

地点。  

23.路基发生滑坡时有哪些迹象?  

答：路肩首先出现裂纹，路基开始下沉，轨面水平发生变化，路肩裂纹扩大，坡面也出现

裂纹，变化快时坡面裂纹呈鱼鳞状，枕木头悬空。  

24.发现塌方和落石时如何处理?  

答：落石体积不太大、一人能消除的，应及时搬出线路。不能消除的，立即报告有关部门

处理。  

25.火炬信号的作用是什么?如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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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火炬信号是以发出强烈的红火光要求列车紧急停车的一种视觉信号。使用时，先将铁

线支架向下推出约120mm，一端留在火炬的圆筒末端，另一端铁线支架牢固地插在列车运行方

向的线路中心，顺风向稍往枕盒倾斜约45°角。插好后，一手扶着火炬筒的上半部，然后用手指

套人线圈内向上掀起顶盖，使火擦帽与火炬体分开;再拉出擦火帽，剥去封头纸，露出发火药头，

用擦火帽上的磷面与火药互相摩擦，火炬即发出强烈的红光。  

26.保存和使用火炬信号应注意哪些事项?  

答：(1)信号体避免受重物打击或其他物体碰撞  

(2)火炬信号应存放在干燥地方，不能受潮或日光直接照 射，以免失效影响使用。  

(3)火炬信号在暴风雨中仍然燃烧，但在降雨中点用时，不能把火炬头上的发火药头和擦火

帽淋湿，否则不易点燃，影响使用。火炬信号在燃烧时温度极高，在放置和点燃时应特别注意，

以免烧伤。  

(4)每年9月采用抽样办法进行试验，良好时注明试验 年、月、日，不良的响墩及火炬立即

换领。  

(5)使用响墩火炬应避免使列车停于桥梁上或隧道内。  

27.道口看守人员应如何保证道口安全?  

答：道口看守人员应认真执行规章制度，严格遵守劳动纪律， 坚守岗位，精神集中，认真

瞭望列车，适时开关栏木，显示规定信号，保证铁路运输和行人车辆安全。要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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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注意检查道口设备，及时清扫轮缘槽。  

(2)经常保持信号、工具备品齐全元失效。 

(3)随时向通过道口的行人车辆进行安全宣传。  

(4)值班时严格执行"十项作业程序"。  

(5)遇有大风、雨、雪、雾恶劣天气，或行人、车辆突出频繁，要特别注意瞭望，必要时向

领导报告。  

(6)道口出现故障时，必须迅速按章防护，先防护、后处理。  

(7)特别笨重、巨大物件通过道口时，必须经养路工长许可，在站内还应经车站许可，并协

助通过。  

(8)熟知邻站旅客列车时刻。 

(9)值班时严格遵守"十不准"的规定。  

28.发现隧道洞口及洞内塌方落石危及行车安全时怎么办?  

答：(1)立即通知运行列车和车站，并在故障地点设置停车信号。如瞭望困难，遇降雾、暴

风雨雪或夜间，还应点燃火炬。  

(2)当确知一端先来车时，应先向该端，再向另一端放置响墩，然后返回故障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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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不知来车方向，应在故障地点注意倾听和瞭望，发现来车应急速奔向列车，用手信号

旗(灯)或徒手显示停车信号，并将响墩放置在能赶到的地点，使列车在故障地点前停车。如瞭

望困难，遇降雾、暴风雨雪或夜间，发现来车，奔向列车前，应在故障地点点燃第二支火炬。  

(4)设有固定信号机时，就先使其显示停车信号。  

29.遇水漫线路时应如何进行处理?  

答：遇水漫线路时，应立即封锁线路，设置停车信号防护，通知车站，停止放行列车;退水

后，经现场负责人检查，确认放行列车条件并通知车站。  

30.发现树木横卧线路时应如何处理?  

答：山区铁路如发现树木横卧线路时，一人能移出的，应及时移出限界以外，如移出有困

难应立即设好防护，保证行车安全。  

总之，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故障，都应灵活机动地进行处理。如一人难以处理的，就要按规

定防护好，严禁冒险放车。  

31.遇机动车辆在道口上灭火、切轴、传动轴折断、甩轮或轮胎放炮时应怎么处理?  

答：可组织过路行人，空车能推则推，重车推不动则借用其他汽车用钢丝绳牵出。 

32.汽车装载物品行至道口上突然发生故障不能运行时怎么处理?  

答：可组织人力将散落物清除线路后，由司机或道口工借用一辆汽车将故障车牵出。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78520031214

101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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