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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路心脏”

是京广铁路、陇海铁路（新欧
亚大陆桥）两大铁路大动脉的交汇
点，是沟通南北，连贯东西的交通
要冲，作业量和作业效率长期以来
处于全国、乃至全亚洲的领先水平，
被誉为亚洲第一大编组站，具有重
要的战略地位。

主要担负着南北京广、东西陇
海四个方向货物列车和郑州枢纽地
区小运转列车的到达、解体、编组
及出发作业任务。

4一、郑州北概况及发展历史



一、郑州北概况及发展历史

货运站

特等站

路网性
编组站
（郑州
局管辖）

京广线与陇
海线交界处

（业务量）

（业务性质）

（作业性质）

（地理位置）

（1）大站带小站，兼管正
线和货物运输的特等大站。

（2）我国第一个双向纵列
式三级八场自动化的特大
编组站，也被称为中国铁
路的心脏。
  
（3）我国第一个综合性现
代化编组站，以电子计算
机为主体，实现了车站各
项业务运营管理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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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郑州北
生产管理现代化
工程开始实施。

1989年：郑州北站
成为中国铁路第一个
综合自动化编组站。

1985年：双向纵列
式三级六场的大型
编组站落成（亚洲
最大）。

1955年10月郑州北
站开始建设，并计

划分三期施工

1950年：原铁
道部开始着手
设计郑州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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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郑州
北站单日办理
车辆突破3万辆。

一、郑州北概况及发展历史



二、布置图分析及特点

郑州北站平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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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布置图分析及特点



二、布置图分析及特点

• 上下行各有一套独立的调
车作业系统，驼峰方向相
对，车场配置均按到达场、
调车场、出发场顺序排列

• 两套系统中间设置交换车
场，供两系统间折角改编
车流集结使用。

• 下行调车场尾部设置辅助
调车场，供下行多组列车
编组



二、布置图分析及特点

• 机务段一般设在机车折返较多一端的到达场与出发
场之间，并铺设两条机车走行线，使本务机出人段
总走行距离最短。为了减少车站另一端本务机出入
段的走行距离及与站内其他作业的干扰，在车站另
一端设置第二套机车整备设备。

• 两套调车系统间设置场间联络线，将到达场、调车
场 和 出 发 场 相 互 联 结 起 来 ， 以 便 处 理 交 换 车 流
(transferred wagon flow).

• 车辆段设在两调车系统之间靠近空车方向的调车场
尾部，便于车辆扣修及与调车场联系。

• 站修所设在下行调车场最外侧。



 

与单向编组站比

1、反向改编车流无多余折返走行。除折角车
流外,上、下行改编列车在站内的作业均是流
水式的,径路顺直,可节省运营费。
2、能力较大。双向三级八场编组站设有两套
完善的调车系统,车场均为纵向排列,进路交叉
少,通过能力和改编能力均较大。
3、由于车场多,线路容量大,对调整列车运行、
适应运量波动有较大的机动性。
4、当编组站衔接方向较多时,有利于减少进
出站线路布置和疏解的复杂性

 二、布置图分析及特点
设计优点：



 

与双向三级六场编
组站比

1、两系统调车场中间设置公用的交换车场，
供两系统间折角改编车流集结使用，减少折
角改编车流的重复解体作业。
2、下行调车场尾部设置辅助调车场，多组
列车的重复解编作业不会影响主调车场尾部
调机在牵出线的作业，主调车场调机只需进
行单租和双组列车的连挂和转线，作业简单，
交叉干扰少，作业能力大大提高。
。

二、布置图分析及特点
设计优点：



二、布置图分析及特点

y.

上下行到达场利用能
力不均衡。

车站根据到达场的能力向
路局提出新的车流计划，
减少线路空费的情况。

机车折返段与机务段
都有线路直接与出发
场相连，在转场转线
的过程中可能产生交
叉干扰。

将无调中转车和反向车流
接到固定轨道上（与发车
减少交叉），提高车场工
作效率。

峰尾编组场能力利用
偏低，调机台数多产
生部分能力剩余。

适当减少工作时的调机台
数，提高调机作业效率，
节约运营支出。

存在问题 解决方案



 

1、占地面积大,车站定员多,工程费用高,站坪全
长约8~10 km,由于两个调车系统方相反,要求地
形两端高、中间低,使得两系统纵、横断面布置
较复杂,排水处理较困难。
2、随着生产力布局调整、机车交路变化、机型
转换等因素影响，折返段整备机车的任务量越
来越重，机车整备完成后迟迟不能发出或需要
整备的机车无法畅通入库的现象越来越突显，
已经严重影响到开车兑现率，干扰了运输生产
的组织秩序和畅通。

布置图缺点

二、布置图分析及特点



三、作业流程分析



三、作业流程分析
• 无改编中转货物列车



三、作业流程分析
• 改编中转货物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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