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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一   列车运行的基本要求
一、行车指挥

（一）基本原则

铁路行车组织工作，必须贯彻安全生产的方针，坚持高度集中、统一领导的原则。运输、机务、

车辆、工务、电务、供电、信息、房建等部门要发扬协作精神，主动配合，紧密联系，协同动作，

组织均衡生产，不断提高效率，挖掘运输潜力，完成和超额完成铁路运输任务。

行车工作必须坚持集中领导、统一指挥、逐级负责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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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局与局间由铁路总公司，局管内各区段间由铁路局，一个调度区段内由本区段列车调度员统一指

挥。

（2）车站由车站值班员，线路所由线路所的车站值班员统一指挥。凡划分车场的车站，各车场由该车

场的车站值班员统一指挥；车场间接发列车进路互有关联的行车事项，由指定的车站值班员统一指挥。

（3）列车和单机由司机负责指挥。列车或单机在车站时，所有乘务人员应按车站值班员的指挥进行工

作。

（4）在调度集中区段，调度集中控制车站有关行车工作由该区段列车调度员直接指挥；但转为车站控

制时，由车站值班员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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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调度指挥 

指挥列车运行的命令（运行揭示调度命令除

外）和口头指示，只能由列车调度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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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车调度员向司机发布调度命令时，应在列车进入关系区间（车站）前向司机发布或指定车站向司机交

付，如来不及时应使列车停车进行发布或交付。

对于需向司机发布的调度命令，列车调度员可使用调度命令无线传送系统或按规定使用语音记录装置良

好的列车无线调度通信设备向司机发布。由车站交付的调度命令，车站值班员可使用调度命令无线传送

系统或按规定使用语音记录装置良好的列车无线调度通信设备向司机转达。

对跨局的列车，接车铁路局列车调度员可委托发车铁路局列车调度员发布调度命令。更换机车或变更限

速条件时，应由有关铁路局列车调度员重新发给相关调度命令。途中乘务人员换班时，应将调度命令内

容交接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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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列车乘务组

为了完成列车运行中的各项作业，及时处理运行中发生的各种情况，以及在有碍安全时采取临时措施，

根据列车的任务、要求和运行条件，配备有直接为列车服务的人员组成列车乘务组。

列车乘务组包括：机车乘务组、车辆乘务人员及旅客乘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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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列车运行时限制速度的规定

列车应按规定速度运行，不得超过规定的限制速度，以确保列车安全、正点。

项  目 速  度（km/h）
四显示自动闭塞区段通过显示绿
黄色灯光的信号机

在前方第三架信号机前能停车的
速度

通过显示黄色灯光的信号机及位
于定位的预告信号机 在次一架信号机前能停车的速度

通过显示一个黄色闪光灯光和一
个黄色灯光的信号机

该信号机防护进路上道岔侧向的
允许通过速度

通过减速地点标 标明速度，未标明时为25

推进 30

退行 15

接入站内尽头线，自进入该线起 30

普通尖轨
辙叉号数

9 12 18 30

   速度
（km/h） 30 45 80 客140 货90

 列车运行限制速度  道岔侧向限制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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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列车运行中对司机的要求

在列车运行中，司机应正确驾驶机车，严格按信号行车，这是确保列车运行安全正点的重要条件。

动车组以外的列车司机在列车运行中，应做到：

1.列车在出发前输入监控装置有关数据；按规定对列车自动制动机进行试验，在制动保压状态下列

车制动主管的压力1 min内漏泄不得超过20 kPa，确认列尾装置作用良好。

装备机车综合无线通信设备的机车，开车前司机要选定机车综合无线通信设备通信模式和运行线路。

在GSM-R区段运行时，机车综合无线通信设备、GSM-R手持终端按规定注册列车车次，并确认正

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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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遵守列车运行图规定的运行时刻和各项允许及限制速度。彻底瞭望，确认信号，执行呼唤应答制

度，严格按信号显示要求行车，确保列车安全正点。遇有信号显示不明或危及行车和人身安全时，

应立即采取减速或停车措施。

3.机车信号、列车无线调度通信设备、列车运行监控装置（轨道车运行控制设备）和列尾装置必须

全程运转，严禁擅自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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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途中，遇列尾装置、机车信号、列车运行监控装置（轨道车运行控制设备）发生故障时，司机

应立即使用列车无线调度通信设备报告车站值班员或列车调度员，并根据实际情况掌握速度运行。

遇机车信号、列车运行监控装置（轨道车运行控制设备）发生故障时，司机应控制列车运行至前方

站停车处理或请求更换机车，在自动闭塞区间，列车运行速度不超过20 km/h。

遇列车无线调度通信设备发生故障时，司机应在前方站停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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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起动稳，加速快，精心操纵，停车准确，按规定鸣笛，防止列车冲动和断钩。

5.随时检查机车总风缸、制动主管的压力。检查内燃机车柴油机的润滑油压力、冷却水的温度及其

转数等情况。注意电力机车的各种仪表的显示及接触网状态。

6.在区间内列车停车进行防护、分部运行、装卸作业或使用紧急制动阀停车后再开车时，司机必须

检查试验列车制动主管的贯通状态，确认列车完整，具备开车条件后，方可起动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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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单机、自轮运转特种设备在自动闭塞区间紧急制动停车或被迫停在调谐区内时，司机须立即通知

后续列车司机、向两端站车站值班员（列车调度员）报告停车位置（具备移动条件时司机须先将机

车移动不少于15 m），并在轨道电路调谐区外使用短路铜线短接轨道电路。

8.等会列车时，不准关闭空气压缩机，并应按规定显示列车标志。

9.负责货运票据的交接与保管。

10.将列车运行中发生的问题及使用紧急制动阀的情况，及时报告列车调度员。



谢谢！



电力机车运用与管理



 列车运行

任务二  列车在区间被迫停车的处理与防护

     列车在区间除有计划的（乘降、装卸、施工、救援）停车外，由于事故或行车设备故障等原

因造成列车在区间的停车，称为列车在区间被迫停车。当列车在区间被迫停车后，不仅造成该线行

车中断，还可能造成追踪列车的追尾、列车脱轨、颠覆或货物脱落，而且在双线区段还可能妨碍邻

线行车。因此，在区间被迫停车的情况下，要求司机应充分利用列车无线电话与有关部门密切联系、

迅速通知、及时防护、尽快处理，使线路及时复原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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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列车在区间被迫停车时的处理

（一）列车在区间被迫停车不能继续运行时，司机应立即使用列车无线调度通信设备通知两端站

（列车调度员）及车辆乘务员（随车机械师），报告停车原因和停车位置，根据需要迅速请求救援。

需要防护时，列车前方由司机负责，列车后方由车辆乘务员（随车机械师）负责，无车辆乘务员

（随车机械师）为列车乘务员负责。配备列车防护报警装置的列车应首先使用列车防护报警装置进

行防护。单班单司机值乘的列车防护作业办法由铁路局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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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遇自动制动机故障，动车组以外的旅客列车司机应通知车辆乘务员立即组织列车乘务人员

拧紧全列人力制动机，以保证就地制动；其他列车司机应立即采取安全措施，并向车站值班员（列

车调度员）报告，请求救援。

（三）对已请求救援的列车，不得再行移动，并按规定对列车进行防护。

（四）车站值班员（列车调度员）接到司机通知后，应将区间内列车运行情况通知司机，并立即使

用列车无线调度通信设备转告区间内有关列车。在停车原因消除前不得再放行追踪、续行列车。

（五）需组织旅客疏散时，车站值班员得到列车调度员准许后，扣停邻线列车并通知司机，司机通

知有关作业人员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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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列车被迫停车后防护

列车被迫停车可能妨碍邻线时，司机应立即用列车无线调度通信设备通知邻线上运行的列车和两端

站（列车调度员），并与车辆乘务员（随车机械师）分别在列车的头部和尾部附近邻线上点燃火炬；

在自动闭塞区间，还应对邻线来车方向短路轨道电路。配备列车防护报警装置的列车应首先使用列

车防护报警装置进行防护。司机应亲自或指派人员沿邻线一侧对列车进行检查，发现妨碍邻线时，

应立即派人按规定防护。如发现邻线有列车开来时，应鸣示紧急停车信号。

单班单司机值乘的列车防护作业办法由铁路局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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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车在区间被迫停车后，根据下列规定放置响墩防护：

1.已请求救援时，从救援列车开来方面（不明时，从列车前后两方面），距离列车不小于300 m处

防护。

因列车调度员已在调度命令中指明了被迫停车列车的位置，救援列车司机可以提前减速，能在 

300 m 的距离内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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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切电话中断后发出的列车（持有附件3通知书1的列车除外），应于停车后，立即从列车后方按

线路最大速度等级规定的列车紧急制动距离位置处防护。

因电话中断后，从停留车后方开来的追踪列车对停车没有准备，所以防护距离不得少于列车的

制动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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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于邻线上妨碍行车地点，应从两方面按线路最大速度等级规定的列车紧急制动距离位置处防护，

如确知列车开来方向时，仅对来车方面防护。

考虑邻线可能反方向行车，当被迫停车列车妨碍邻线时，若未确认来车方向，应从两端进行防

护。由于邻线运行的列车没有停车准备，故放置响墩距离应不小于制动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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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列车分部运行，机车进入区间挂取遗留车辆时，应从车列前方距离不小于300 m处防护。。

5.为了防止防护人员在撤除响墩后走向本列车的途中，后续列车盲目闯入防护地段与停留车发生

冲突，防护人员设置的响墩在停车原因消除后可不撤除。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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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三  列车的分部运行与退行

一、列车的分部运行

列车由于超重、断钩、制动主管破裂以及车辆脱轨颠覆等原因被迫停车后，司机将部分车辆遗留

原地，而将列车的前部车辆牵引运行至前方车站的行车处理办法称为列车分部运行。它是列车在区

间被迫停车后最常用的一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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