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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中国大陆的地面重型铁路（重铁，国家铁路简称国铁），大多作中长距离用途，

不会作短距离用途，地下铁路专门担当市内短距离运输，令不同铁路之间的角色，有明

显分野，不会出现同一铁路，同时担当短距离和中长距离运输。“城市轨道交通”[1]这

个名称因而出现，这名称亦是中国大陆的用语。

运营管理和行车组织工作[2]，以安全运送乘客，满足设备维修养护的需要为目标，

按运营时刻表的要求，实现安全有序、高效运营，为乘客提供安全、准时、便捷、舒适

的服务。行车组织指挥工作，必须坚持安全第一、高效组织的生产方针，贯彻高度集中、

统指挥逐级负责的原则入各单位、各部门必须紧密配合，协调动作，确保行车和客运安

全，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的中心工作体现在列车运行的行车组织[3]，本文对地铁运营

中的行车指挥体系，正常情况下的行车组织，非正常情况下的行车组织和应急情况下的

行车组织进行了论述。

关键词： 城市轨道交通；行车组织原则 ；行车组织模式



XX 学院毕业设计论文

目 录

摘  要 .........................................................................................................................................I
目  录 ........................................................................................................................................II
引  言.........................................................................................................................................1
第一章 城市轨道交通行车组织原则.......................................................................................2

1.1 行车组织原则..............................................................................................................2
1.2 行车指挥执行层次......................................................................................................2
1.3 调度命令......................................................................................................................4

1.3.1 调度命令的适用情况.......................................................................................4
1.3.2 调度命令的种类与区别...................................................................................4
1.3.3 调度命令的发布要求.......................................................................................5

第二章 正常情况下的行车组织模式.......................................................................................6
2.1 列车运行模式..............................................................................................................6

2.1.1 列车运行模式分类...........................................................................................6
2.1.2 不同线路上的列车驾驶模式...........................................................................6
2.1.3 各种驾驶模式的特性和应用...........................................................................7

2.2 行车闭塞法..................................................................................................................8
2.2.1 移动闭塞法.......................................................................................................8
2.2.2 进路闭塞法.......................................................................................................8
2.2.3 区段闭塞法.......................................................................................................9
2.2.4 电话闭塞法.......................................................................................................9

第三章 非正常情况下的行车组织模式.................................................................................10
3.1 正线联锁区设备故障................................................................................................10
3.2 列车救援....................................................................................................................11
3.3 信号系统故障............................................................................................................11

3.3.1 道岔故障.........................................................................................................11
3.3.2 ATC 故障-ATS ...............................................................................................12
3.3.3 ATC 故障-ATP ...............................................................................................12

第四章 应急情况下的行车组织模式.....................................................................................13
4.1 火灾处理....................................................................................................................13
4.2 突发大客流................................................................................................................13



XX 学院毕业设计论文

4.3 恶劣天气....................................................................................................................14
4.3.1 地震.................................................................................................................14
4.3.2 洪水、暴雨.....................................................................................................14
4.3.3 强风.................................................................................................................15

结  论.......................................................................................................................................16
参考文献...................................................................................................................................17
致  谢.......................................................................................................................................18



XX 学院毕业设计论文

1

引  言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人口及车辆的急剧增长，城

市交通拥堵问题日益突出。同时城市交通造成的环境污染严重制约了生态型城市的建设

和城市的可持续性发展。世界各国为解决城市交通拥堵、降低大气污染都作出了不懈的

努力，积累了大量经验,其途径之一就是发展运量大、快捷、安全、准点、环保的城市

轨道交通。

    其中地铁、轻轨[4]、城市铁路均属于城市轨道交通范围。我国国家标准《城市公共

交通常用名词术语》（GB 5655-1985）中,将城市轨道交通定义为“通常以电能为动力,

采取轮轨运转方式的快速大运量公共交通之总称”。城市轨道交通按不同的标准，可分

为轮轨系统和磁悬浮系统，双轨系统和独轨系统。一般按客运能力的大小，将城市轨道

交通分为大运量的城市快速铁路、城市地铁、中运量的轻轨交通和小运量的独轨交通。 

世界上已有 130 多个城市兴建了地铁和轻轨交通。在城市公共交通中，轨道交通发

挥了重要作用。历史经验表明，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在客流高峰期[5]适当限制私人交通是

解决城市交通问题唯一有效的措施。

城市轨道交通的快速发展使得旅客运输产生了新的变革，其优越性已得到了全世界

的公认，近年来更是被世界各国公认为城市交通的发展方向。我国城市轨道交通与国外

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面对城市轨道交通存在的问题和当前的趋势，加快城市轨道交

通系统的建设是十分必要的，而行车组织模式的分析是实现城市轨道交通发展的重要部

分。地铁作为现代城市轨道交通的代表，通过合理利用城市的地下空间，有效的解决了

城市发展引发的交通拥堵问题。由于地铁自身的运营特点和动力特点，有效的行车组织

模式是相当重要的。

行车组织作为运营组织的中枢环节，是保障运营安全和运营秩序的重要基础。只有

进行城市轨道交通行车组织模式的分析才能丰富与拓展城市轨道交通行车组织，为城市

轨道交通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也关系着乘客出行的安全和效率。因此，加强城市轨道交

通运行组织模式，保证交通良好的运行是非常重要的。本文主要从正常情况下、非正常

情况下以及应急情况下分析了行车组织模式，目的是城市轨道交通更好的服务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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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城市轨道交通行车组织原则

1.1 行车组织原则

（1）城市轨道交通行车时间以北京时间为准，从零时起计算,实行 24h 制。行车日

期划分:以零时为界,零时以前办妥的行车手续.零时以后仍视为有效。

（2）运营首末班车必须按《运营时刻表》规定时间开行，原则上首班车不允许晚

发车，末班车不允许早发车。

（3）正线、辅助线、转换轨的行车组织由行车调度员负责。出/入车辆段线、转换

轨属行车调度员管理范围:出/入车辆段信号机内方的线路为车辆段线，车辆段线的行车

组织由车辆段调度负责。所有与正线相关或影响行车的作业，于开始前必须得到行车调

度员批准。线路之间的联络线视为区间，规定由其中一条线路管理，按规定办理有关行

车手续。空客车、调试列车、工程车和救援列车出人车辆段及联络线均按列车办理。

    （4）所有 DCC 交付使用的列车，操纵权属司机，所有与列车相关的操作必须得到

司机同意或授权。客车在运行中司机应在前端驾驶，如推进运行时由一名具备引导员资

格的员工在前端驾驶室引导和监控客车运行。在车辆段范围内指挥列车或调车的信号以

地面信号和调车专用电台为主,手信号旗/灯为辅。调度电话、站车无线电话用于联系行

车工作,须使用标准用语。

    （5）客车晚点统计方法:一般地比照《运营时刻表》单程每列晚点 3min 以下为正

点,3min 及以上统计为晚点;排队晚点时则按统计指标的相关要求进行统计。行车调度员

应根据客车晚点情况及时采取措施，调整客车运行。

（6）同一地点有多个限速要求时，按最低的限速要求执行。

（7）影响行车的设备发生故障时，各有关单位须按照“先通后复”的原则处理。

（8）任何人员进入正线轨行区均须得到行调同意，进入车厂轨行区需得到厂调同

意。任何人员有权拒绝违章指挥及强令冒险作业。

1.2 行车指挥执行层次

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各地铁公司的行车指挥层次[6]略有不同。一般包括地铁控制中心

值班主任、行车调度员、环控调度员、电力调度员、其他部门调度员（包括维修调度员、

车辆检修调度员等），见图 1.1。
地铁运营指挥分为一级、二级两个指挥层级，二级服从一级指挥。一级指挥为:环

控调度员、行车调度员、电力调度员、值班主任助理。二级指挥为:车站值班站长、车

厂调度员、检修调度员、部门调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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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电力调度员兼任供电部部门调度员、环控调度员兼任机电部部门调度员）。

各级指挥根据各自职责任务独立开展工作,并服从控制中心值班主任总体协调和指挥。

           

                      

     图 1.1 某地铁公司的行车指挥层次

地铁运营控制中心（OCC）是地铁日常运营、设备维护、行车组织的指挥中心和运

营信息收发中心。OCC 代表运营总公司指挥运营工作，负责与外界协调联络地铁运营

支援工作,行车工作由行车调度员统一指挥。地铁车站负责车站内的行车工作及车站内

运营事件的处理执行，落实控制中心一级调度的调度命令。

一般地，每条地铁线路设置一个地铁车辆段，设有地铁车辆段控制中心（DCC）。

DCC 是车辆段运作管理、车辆维修的中心，设有车辆检修调度及轮值技术员、车辆段

调度员，负责车辆段范围内的行车组织，维修施工管理，车辆日常检修、清洁.定修和

临修工作控制，为地铁运营及设备维修施工提供质量良好和数量足够的客车和工程车。

车辆段由车辆段调度员统一指挥。车辆段信号控制室集中控制车辆段内所有轨道线路的

信号联锁设备，并与邻近的地铁车站共同组织列车进出车辆段。

    列车在区间时，客车由司机负责指挥，工程车由车长负责指挥:列车在车站时，由

车站值班站长负责指挥或由行车调度员用无线调度电话直接指挥列车司机。

OCC 值班主任

环调 行调 电调 值班主任助理

车站值站

行值

站务员

派班员

DCC（厂调 检调）

|

部门调度员

车厂值班员

调车员 调车司机客车司机 车长

工程车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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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调度命令

1.3.1 调度命令的适用情况

（1）临时加开或停运列车变更行车闭塞法列车反方向运行。

（2）封锁区间、开通区间。

（3）向封锁区间开行救援列车。

（4）区问发生重大、大事故，对开入其临线的列车后端驾驶列年。

（5）列车清客、区间下人。

（6）载客通过、开行工程车、调试列车行调认为有必要的其他情况。

1.3.2 调度命令的种类与区别

（1）口头命令:

① 列车临时加开、改开、抽线、退出服务、清客、救援、区间疏散等。

② 列车推进运行、退行、小交路、反方向运行、单线双向运行。

③ 列车越站、扣车、早发、排空列车临时停站，列车临时限速及取消限速。

④ 改变行车闭塞法、列车驾驶模式、列车运行进路。

⑤ 授权列车越信号机红灯、灭灯、引导信号。

⑥ 授权或命令现场操作行车设备。

⑦ 列车区间放人、带人。

⑧ 与行车设备故障处理或抢修组织相关的指令。

⑨ 其他需要发布的行车相关指令。

（2）书面命令:

① 线路限速/取消限速(限速时间 24小时及以上）。

② 线路封锁/解封。

③ 从车厂加开工程车/调试车。

④ 行调认为有必要记录的命令。

表 1.1 口头命令与书面命令的特性

区别：

口头命令 书面命令

发布方式 口  头 书  面

受令对象 一般为单个 一般 2 个以上

内容性质 短期性指令 较长时间影响行车

共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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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调度命令，都需下达发布时间、命令号码，需在《调度命令登记簿》上登记

1.3.3 调度命令的发布要求

（1）只能由行调发布。

（2）发令前，应详细了解现场情况，使命令准确无误、切实可行。

（3）先拟后发，正确及时; -事一令。内容简明扼要、用语标准。

（4）下达命令时，应填记《调度命令登记簿》，命令号码顺序循环使用，指定受令人

员中一人复诵，再给发令时间和命令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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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062125154006062

https://d.book118.com/0270621251540060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