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铁路行车组织

第54讲

机车运用工作组织

主讲：张天伟



主要内容

n 上讲内容回顾

n 机车交路和机车运转制

n 机车乘务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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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讲内容回顾

n 区段管内工作量

n 区段管内货物列车铺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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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车交路和机车运转制

n 机车交路的概念及分类

n 机车运转制

n 确定机车交路及其长度



概念及分类

1.  概念：

      机车交路或称机车牵引区段，是指机车担当运

输任务的固定周转区段，即机车从机务段所在站

到折返段所在站之间往返运行的线路区段。

      机车交路是组织机车运用工作，确定机务段的

设施和配置、机车类型分配、机车运用指标的重

要依据。



概念及分类

2.  分类：

n    机车交路按用途，可分为担当旅客列车牵引
任务的客运机车交路和担当货物列车牵引任务
的货运机车交路；

n    按乘务组工作时间，可分为一般机车交路和
长交路。

n    对于长交路，在机车乘务组采用换乘的乘务
制度条件下，机车交路按方向又可分为直线形
交路（或称双向交路，见图）和多边形交路（
或称多向交路，见图）。



图4—7—1



机车运转制

n 机车在交路上进行列车作业的组织方式

称为机车运转制，它主要可有循环运转制、

半循环运转制、肩回式运转制和环形运转制

之分。

n 因而，机车交路按机车运转制分，又可

分为循环运转制交路、半循环运转制交路、

肩回式运转制交路和环形运转制交路。



B

A C

折返段 基本段 折返段

图3-2-2 肩回运转交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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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3 半循环运转交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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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4 循环运转交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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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机车交路及其长度

n 确定机车交路，实际上也就是确定机务段

及其折返段的位置，其主要依据为：

（1）运输的需要，即区段的行车量和列车

密度；

（2）提高机车运用效率方面的考虑；

（3）乘务员工作时间和机车周转的安排；

（4）机车的技术性能。



确定机车交路及其长度

n 确定机车交路长度是一个涉及诸多因

素的技术经济问题。在实际工作中，可

按机车乘务员一次连续工作时间标准计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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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车乘务组织

n 机车乘务员值乘制度

n 乘务员换班方式

n 机车乘务员的作息时间



一、机车乘务员值乘制度

机车乘务员的值乘制度有：

n 1.  包乘制

n 2.  轮乘制



一、机车乘务员值乘制度
1.  包乘制

（1）概念

n 包乘制是指由固定的几个乘务机班组成机
车乘务组，轮流值乘一台（双机重联时为一组
）机车的乘务制度。

（2）职责

n 在这一值乘制度下，机车组包管包用固定
一台机车，即除值乘外，还负责机车的日常检
查和保养以及中间技术检查，并参加机车的修
理作业。



一、机车乘务员值乘制度
（3）优点

n 包乘制有利于加强乘务员对机车运用和保
养的责任心，使于乘务员熟悉机车的性能特征
，掌握机车的状态。

（4）缺点

n 机车运用受到限制，机车生产时间不能充
分利用，机车交路也不能很长，从而降低了机
车运用效率和乘务员的劳动生产率。



一、机车乘务员值乘制度

2.  轮乘制

（1）概念

n 轮乘制是指没有固定的机车乘务组，机车
由若干乘务机班轮流使用，各乘务机班可以在
任一台机车上值乘的乘务制度。

（2）职责

n 在这一值乘制度下，机车的日常检查、保
养和维修工作由专职人员负责。因此，必须建
立严格的制度，明确规定乘务员和检修人员的
职责。



一、机车乘务员值乘制度

（3）特点

n 由于采用轮乘制时，可以保证乘务组有更

好的劳动和休息条件，消除机车在折返段因等

待乘务组休息而产生的停留时间，从而显著提

高机车的运用效率和乘务员的劳动生产率，机

车交路可得以延长。若将轮乘制和长交路加以

结合，则可取得更佳的技术经济效果。



一、机车乘务员值乘制度

（4）关键

n 轮乘制早在蒸汽牵引年代就已被许多发达

国家所采用。从1975年开始，我国铁路对内燃

机车和电力机车开始轮乘制的试验，并逐步实

施轮乘制。根据多年来实践，轮乘制能否坚持

推广，充分发挥其经济效益，关键是必须做好

机车在段地勤检修工作，确保机车质量良好地

出乘，保证在乘务区段内安全行驶。



二、乘务员换班方式

根据机车交路长度和机车乘务员一次
连续工作时间标准的规定，机车乘务员
担当机车作业可采用几种乘务员换班方
式：

n 1.  折返段换班

n 2.  中途换班

n 3.  立即折返

n 4.  按时出乘



二、乘务员换班方式

1.  折返段换班

（1）概念

n 对于出乘往返所需工作时间超过机车乘务员一
次连续工作时间标准的机车交路，预先安排一班乘
务员驻在折返段，当第一班乘务员牵引列车到折返
段休息时，驻班乘务员即上机车牵引列车返回机务
段的乘务员换班方式称为折返段换班。

（2）特点

n 采用折返段换班方式可有效地延长机车交路长
度，但乘务员经常需在外段驻班，不利于乘务员休
息。



二、乘务员换班方式
2.  中途换班

（1）概念

n 对于采用内燃或电力牵引的长交路铁路，在
机务段和折返段之间设置的乘务员换班地点（通
常为技术站），为每台机车驻有一个乘务机班，
当机车牵引列车到达换班地点时，由驻班乘务机
班换班，继续运行至前方折返段或另一个换班地
点的乘务员换班方式称为中途换班。

（2）特点

n 采用中途换班可有效地提高机车运用效率。



二、乘务员换班方式

3.  立即折返

（1）概念

n 立即折返是在乘务员出乘往返所需工作时
间不超过机车乘务员一次连续工作时间标准的
一般交路上采用的乘务员换班方式。

（2）特点

n 在这种机车交路上工作时，机车乘务员在
折返段不休息，机车技术作业完成后立即接运
另一列车返回机务段。



三、机车乘务员的作息时间

为确保行车安全，机车乘务员的劳动和
休息时间，应满足如下要求：

n （1）一次连续工作时间标准（包括出、
退勤工作时间），旅客列车一般不得超过8h
，货物列车一般不得超过10h；
n （2）全月工作时间按180h掌握（包括乘
务工作时间和参加机车检修工作时间）；



三、机车乘务员的作息时间

为确保行车安全，机车乘务员的劳动和
休息时间，应满足如下要求：

n （3）在本段休息时间不应少于16h；
n （4）外段调休时间不得少于5h，而驻班
休息时间不得少于10h。轮乘制外段换班继
乘休息时间不得少于8h；
n （5）实行轮乘制的机车乘务员每月应有
1～2次48～72h的大休班时间。



主要内容

n 上讲内容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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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车周转时间

n 概念

n 计算公式



一、概念

机车周转时间包括机车全周转时间和机

车运用周转时间两个概念。

在日常运转工作中采用机车全周转时间

这一概念，它是反映机车运用效率的重要指

标。



一、概念

机车全周转时间是指机车每周转一次所

消耗的时间（非运用时间除外）

机车运用周转时间是指不包括机车在本

段停留时间在内的机车周转一次所消耗的时

间。

缩短机车周转时间可以减少运用机车台

数，提高机车运用效率



一、概念

机车全周转时间是指机车每周转一次所

消耗的时间（非运用时间除外），它包括：

n 纯运转时间

n 在中间站停留时间

n 本段和折返段停留时间

n 本段和折返段所在站停留时间



一、概念

n 对于回段机车，机车全周转时间为从上

次入段时起至本次入段时止的时间；

n 对于实行循环运转制和乘务员轮乘制的

机车，机车全周转时间为从上次机车到达

乘务员换班站时起至本次机车到达乘务员

换班站时止的时间。



二、计算公式

机车全周转时间可按如下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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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讲小结

n 概述

n 机车交路和机车运转制

n 机车乘务组织

n 机车周转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