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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图目的

n 随着铁路客货运量的日益增长和运输市场的发展变化

，铁路技术设备和运输组织工作的不断改进，以及列

车牵引重量和运行速度的逐步提高、每经过一定时期

，就有必要重新编制一次列车运行图。

n 全路列车运行图的编制或调整工作，按铁道部统一规

定进行。必要时，各局可在运行图实行期间对管内列

车进行局部调整。为了适应运量波动和线路施工的需

要，除了编制基本运行图外，还可以根据具体情况，

编制各种分号运行图。



编图部门及职责
n 列车运行图的编制，在铁道部统一领导下，由各铁
路局负责做好具体工作。

n 铁道部由运输、机务、车辆、工务、电务、计划等
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领导小组，负责编图的组织领
导工作，确定编图的原则、任务和步骤，组织有关
铁路局协商拟定全路跨局旅客列车运行方案，解决
局间列车交接的有关问题，审查各局提报的编图资
料和各局编制的列车运行图。

n 各铁路局也由运输、客运、机务、车辆、工务、电
务等部门的有关人员组成编图小组，按照铁道部的
统一部署，认真准备好编图资料，负责完成本局的
运行图编制工作。



铁路局有关部门应按时向铁道部有关业务局上报下

列各项编图资料：

n （1）各区段各种客货列车行车量；

n（2）车站间隔时间和追踪列车间隔时间，以及必

要的列车运行图缓冲时间；

n（3）各区段通过能力；

n（4）客货列车停车站名和停站时间标准；

n（5）各技术站主要技术作业时间标准；

n（6）客车车列在配属段、折返段停留时间标准；



n（7）客货列车区间运行时分和起停车附加时分；

n（8）各区段货物列车重量标准；

n（9）机车在基本段和折返段作业时间标准，机车

运用方式和乘务组工作制度；

n（10）各区段线路允许速度；

n（11）施工计划以及慢行地段和慢行速度；

n（12）现行列车运行图完成情况的分析。



编制列车运行图时，必须满足如下要求：

n（1）保证列车运行的安全。

n（2）迅速、便利地运输旅客和货物。

n（3）充分利用铁路通过能力，经济合理地运用
机车车辆。

n（4）应将区间通过能力利用率控制在一定的允
许范围内，确保列车运行图具有一定的弹性，以
适应日常运输生产和列车运行秩序变化的需要。



编制列车运行图时，必须满足如下要求：

n（5）列车运行图要与列车编组计划和车站技术
作业过程相协调，使列车运行线与车流很好地结
合起来。

n（6）保证各站、各区段间工作的协调和均衡。

n（7）合理安排乘务人员的作息时间，保证不超
过规定的一次连续工作时间标准。



n    列车运行图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整个
铁路行车组织工作的水平。提高运行图
编制质量，可以改善对旅客的服务，加
速货物送达，改进机车车辆的运用，更
好地利用区段通过能力，提高劳动生产
率，降低运输成本。因此，在编制列车
运行图时，必须及时总结和推广先进经
验，不断提高列车运行图的质量。



n列车运行图是全路与运输有关各单位的
综合工作计划。因此，在编制运行图过
程中，要从全局出发，统筹兼顾，正确
处理列车运行与技术站作业的关系，列
车运行与机车交路的关系、运输与施工
的关系、跨局列车与管内列车的关系、
旅客列车与货物列车的关系等。要使编
制出来的运行图既是先进的，又是可行
的。



n    各铁路局编完运行图后，由铁道部审

查批准，并由铁道部确定在全路统一实

行新运行图的日期（与新列车编组计划

同时实行）、印制行车时刻表，拟定新

旧运行图的交替办法，各铁路局应组织

各站、段切实做好实行新运行图的各项

准备工作。



主要内容

n 上讲内容回顾

n 运行图编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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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客列车运行图编制

n编制步骤

n编制客车方案需解决的问题

n铺画详图



在编制列车运行图时，一般先铺画旅
客列车运行线，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铺画
货物列车运行线。在铺画旅客列车运行线
和货物列车运行线时，需要处理好各方面
的关系，安排好整个方向上的列车运行线
，以期提高运行图的编制质量。



列车运行图的编制通常分两步进行：

n 第一步编制列车运行方案图，着重解
决运行图的全面布局问题，它只是对每一
方向画出各技术站间的列车运行线，而不
详细画出经过每一车站的时刻；

n 第二步根据方案图铺画详细的运行图
，即详细规定出每一列车在各个车站上到
、发或通过的时刻。



图4—8—1



编制客车方案需解决的问题

1．方便旅客旅行

（1）应规定适宜的旅客列车始发、终到和通过各主要站

的时刻。

n 运程适宜的大城市间开行的旅客列车，应尽可能按“

夕发朝至”的要求安排列车始发和终到时刻。

n 直通列车宜在下午或晚间开，但不宜过晚（迟于0点）

；宜在白天到，但不宜过早（早于6～7点），在城市

交通的配合下，直通列车也可以规定不早于7点开，不

晚于0点到。

n 管内旅客列车以白天运行为宜。个别列车亦可在夜间

运行，但始发时刻不宜过晚，到达时刻不宜过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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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8 直通客车的合理发车时刻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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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客车方案需解决的问题

（2）使各方向各种列车的运行时刻相互衔接，缩短

旅客中转换乘的等待时间。

n 在几个方向会合的枢纽站，旅客由一方向转往另

一方向时，或者通过车辆换挂，或者通过中转换

乘，均要求各方向列车运行时刻适当衔接，以减

少换挂车辆的停留时间或中转旅客的候车时间。

如果同时满足各方向旅客的要求确有困难时，则

应照顾中转直通客流较大的方向。



图4—8—3



编制客车方案需解决的问题

n 管内旅客列车与直通旅客列车在运行时刻

上亦应求其衔接配合，以便中小站出发的

旅客由管内列车换乘直通列车，到达中小

站的旅客由直通列车换乘管内列车。如管

内列车数较多，则最好在直通列车前后各

开一次管内列车，以利中小站旅客的换乘

。



编制客车方案需解决的问题

n 当管内旅客列车数较少而某一方向（例如

上行方向）直通列车换乘管内列车的客流

占优势时，亦可只在直通列车的后面开行

一次管内列车，为优势方向客流服务。



图4—8—4
图4—8—5



编制客车方案需解决的问题

2．经济合理地使用机车车辆

n 直通与管内旅客列车的到发时刻，还应照顾旅客车列（又

称车底）和客运机车的经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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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13 管内列车车列周转与到发时刻关系

T91

T93

T9
2 T9
4

T91

T93T9
4

T9
2

C

D

0 24

D

0
C



编制客车方案需解决的问题

2．经济合理地使用机车车辆

n 旅客列车运行方案图上运行线的铺画方式，对客运机车的

运用也有很大影响。



编制客车方案需解决的问题

2．经济合理地使用机车车辆

n 编制客车方案图时，在考虑为旅客提供方便及减少车列需

要数的同时，必须注意加速机车周转。列车运行与机车周

转相互配合问题，主要是在编制管内旅客列车运行方案时

才有可能加以全面考虑的。



编制客车方案需解决的问题

3．保证旅客列车运行与客运站技术作业过程的协调

n 由于旅客列车到发时刻的特殊要求，大客运站在一昼

夜的某一段时间内，往往出现列车密集到达或出发的

情况。在编制列车运行方案时，列车密集到发的间隔

时间应与车站技术作业过程相协调，否则将不能保证

车站正常接发列车。

n 大型客运站一般按方向设置候车室，因此同方向旅客

列车的始发间隔时间，也应考虑到旅客站舍的负担，

以免造成站内拥塞。



编制客车方案需解决的问题

4．为货物列车运行创造良好条件

n 在客车方案图上尽可能均衡地铺画旅客列车运行线。

n 旅客列车运行方案应按照先国际、后国内，先直通，后管

内，先快车、后慢车的顺序进行编制。在铺画各种列车运

行方案时，应注意区段内会车或越行地点的设备条件，考

虑列车会让所需附加时分。附加时分随单线、复线及信、

联、闭设备的条件而有所不同。一般来说，会车附加10～
12min，等待越行附加30～35min。



铺画详图

根据旅客列车运行方案，按照上述各种列

车的铺画顺序，可在二分格运行图上详细铺画

各种列车运行线，即所谓铺画详图。

在编制列车运行详图时，除国际联运的旅

客列车在国境站的接续时刻不得变更外，其他

列车的运行时刻尚可作小量必要的调整，以便

创造更好的会让和运行条件，与货物列车运行

取得较好的配合。



本讲小结

n 运行图编制概述

n 旅客列车运行图编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