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铁路行车组织

第59讲

货物及分号列车运行图编制

主讲：张天伟



主要内容

n 上讲内容回顾

n 货物列车运行图编制

n 分号列车运行图编制



主要内容

n 上讲内容回顾

n 货物列车运行图编制

n 分号列车运行图编制



上讲内容回顾

n 运行图编制概述

n 旅客列车运行图编制



主要内容

n 上讲内容回顾

n 货物列车运行图编制

n 分号列车运行图编制



货物列车运行图编制

n 货物列车运行图的编制步骤

n 货物列车运行方案

n 货物列车运行图的详图



货物列车运行图的编制步骤

n 货物列车运行线的铺画可分两步进行，即先编

方案图，然后再根据方案图编制详图。

n 但在运量大、区间通过能力比较紧张的单线区

段，由于在编方案图时很难对限制区间给予准

确的安排，所以一般不编方案图，而直接在二

分格运行图上编制详图。



货物列车运行图的编制步骤

编制方案图时，各种货物列车在每一区段的旅行

时间，可按下列方法确定：

n（1）对于摘挂列车，根据区段管内货物列车铺

画方案规定；

n（2）对于其他货物列车，在双线区段为各区间

运行时分与列车在各中间站技术作业停站时分之

和；单线区段为各区间运行时分与列车在各中间

站平均停站时间之和。



货物列车运行方案

在编制货物列车运行方案图时，应注意如下问题：

 1．列车运行图与列车编组计划的配合

（1）按照列车编组计划所规定的列车种类和列车数（并
考虑适当波动），在运行图上铺画相应的货物列车运行
线。

 （2）对有稳定车流保证的定期运行列车，应在运行图上
定出固定运行线，从始发站到终点站使用统一的车次，
这种列车通过沿途各技术站时要有良好的接续。

（3）对没有稳定车流保证的技术直达列车和直通列车，
在两编组站间使用直通列车车次。

（4）运行图上铺画的运行线，应与车流密切结合。



货物列车运行方案

2．列车运行图与车站技术作业过程的配合

n     在编制运行图时应力求使各方向列车在技术站均衡到

发，并使各方向改编列车和中转列车交错到开，为车站

创造均衡而有节奏的工作条件。

n     由于受旅客列车铺画位置的影响，以及为保证邻局、

邻区段货物列车有良好的运行条件，往往会造成货物列

车运行线在运行图上不能均衡排列，而在一段时间内产

生列车密集到开现象。在这种情况下，铺画运行图时应

注意符合下列要求：



货物列车运行方案

n（1）列车到达技术站和由技术站出发的间隔时

间，应考虑车站的到发线数目及列车占用到发线

的时间，以保证车站能不间断地接发列车。

n（2）到达技术站解体的列车，其间隔时间应与

驼峰或牵出线的作业进度相适应，以减少列车待

解停留时间。

n（3）由技术站编组出发的列车，其间隔时间应

与编组牵出线的编组作业进度相适应，以减少待

发停留时间。



货物列车运行方案

3．列车运行图与机车周转的配合

n    根据规定行车量、机车运用方式和机车在自外段停

留时间标准，并考虑机车乘务组连续工作时间等因素

，顺序地将列车运行线和机车周转画在运行图上。



图4—8—15



货物列车运行方案

货物列车运行方案的编制可有下列两种方法：

n（1）由方向的一端开始，顺序铺画货物列车

运行线；

n（2）由方向中间的某一局间分界站向两端延

伸铺画。

在个别区段，当通过能力利用率接近饱和时，

运行图编制最好就由这一最繁忙的区段开始。



n 根据货物列车运行方案图，可在二分格运行图上具体

铺画各区段的货物列车运行线。在详细铺画列车运行图过

程中，对方案图所规定的运行线一般可做适当移动，但应

尽可能不改变分界站的到开时刻。

n 在单线区段，如果通过能力有较大后备，则可优先铺

画定期运行的快运货物列车和直达列车。在中间站交会时

，应尽量使其他货物列车等会这些列车；在经过技术站时

，应保证其紧密接续，以加速这些列车的运行。

n 对于摘挂列车，应先按区段管内货物列车铺画方案在

图上铺画轮廓运行线，然后结合其他货物列车一起铺画。



在铺画详图时，应注意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1．保证行车安全和旅客乘降安全

n （1）遵守不准同时接发列车的有关规定。

n （2）保证车站间隔时间及列车追踪间隔时间符合各站

所规定的标准。

n （3）避免某方向列车在禁止停车的车站上停车。

n （4）遵守规定的机车乘务组和车长工作、休息的时间

标准。

n （5）列车在车站会车和越行时，同时停在车站上的列

车数应与该站的到发线数相适应。



2．有效地利用区间通过能力

n 在单线区段，如果通过能力有较大富余时
（利用率在70％以下），为保证机车的良
好运用，货物列车运行线可以从机车折返
站开始成对地铺画。这时应尽可能使列车
到达折返站与由该机车牵引相反方向列车
出发的间隔时间，等于机车在折返段所在
站的作业时间标准。



图4—8—16  从机车折返段开始铺画货物

列车运行线方法示意图



2．有效地利用区间通过能力

n 当在运行图上铺画的列车对数达到区间通
过能力利用率的80％以上时，为了有效地
使用区间通过能力，该区段应从限制区间
开始铺画货物列车运行线，即在运行图上
铺完旅客列车运行线之后，从限制区间开
始铺画规定数量的货物列车运行线，然后
再从限制区间分别向其他区间顺序铺画。



3．提高货物列车旅行速度

影响旅行速度的主要因素是会车和越行次数及其停
站时间。

n （1）铺画在旅客列车之前的货物列车，尽可能使
之通过各中间站，以避免在区段内被旅客列车越
行。

n （2）当在区段内不能避免越行时，尽可能将越行
地点规定在有技术作业的车站上，或者规定在两
相邻区间运行时分最小的车站上。



3．提高货物列车旅行速度

影响旅行速度的主要因素是会车和越行次数
及其停站时间。

n （3）在旅客列车之后铺画货物列车时，尽
量使客货列车之间能够铺画交会的对向货
物列车，以减少会车停站时间。

n （4）在单双线区段，可从最困难的单线区
间开始铺画列车运行线，并尽可能使列车
的交会在双线区间内进行。



图4—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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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号列车运行图编制

n分号列车运行图的种类

n不同行车量的分号列车运行图

n在列车运行图中预留施工“空隙”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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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号列车运行图的种类

分号列车运行图根据其所适应需要之不同可分为两

类：

n 在运量波动较大的铁路区段或方向上，为适应运量

波动需要而编制的不同客货行车量分号运行图（包括

在一定旅客列车数条件下具有不同货物列车数的分号

运行图，以及开行大量临客的分号运行图）。

n 为进行隧道、桥梁修理和线路改造、大中修等施工

，须在列车运行图上规定施工“空隙”区段的施工分

号列车运行图。



不同行车量的分号列车运行图

为适应运量波动需要而编制的分号列

车运行图，决定于列车运行图实行期间的

运量波动程度及波动期间的长短（一般应

根据过去实际情况和计划运量的资料加以

研究确定）。经验证明，适应运量波动所

编制的分号运行图，一般以两个到三个（

包括基本运行图）为宜。



不同行车量的分号列车运行图

分号列车运行图一般采用如下两种方法编制：

Ø （1）依照不同的行车量编制一个综合分号列车运行
图。

n 优点：更换分号列车运行图时，仅变更列车运行图
上运量，而不变动列车车次、时刻和运行程序。

n 缺点：很难编制出最有利的列车运行图和机车周转
图，同时对列车密度的均衡性也有一定的不利影响
。

n 应用：综合分号运行图主要使用在复线区段，但在
运量不大而区间通过能力又不甚紧张的单线区段，
亦可编制综合分号列车运行图。



图4—8—21



不同行车量的分号列车运行图

Ø （2）按照不同的行车量，分别编制几个不同

运量与不同时刻的独立分号运行图。

n 优点：每个列车运行图的指标都较高，列车运

行和机车周转都能够取得较好的协调。

n 缺点：由于每个分号列车运行图中的运行线是

各自独立的，因此当更换分号列车运行图时，

容易发生困难。

n 应用：主要使用在单线区段。



在列车运行图中预留施工“空隙
”的办法及施工分号列车运行图

1、概念

n 所谓施工“空隙”是指在列车运行图中，为区

间或车站正线规定不放行列车的一段时间。

n 在列车对数较少的区段，列车运行图上产生的

自然“空隙”，可作为施工“空隙”。

n 对于通过能力比较紧张的区段，必须在列车运

行图中特意预留施工“空隙”。



在列车运行图中预留施工“空隙
”的办法及施工分号列车运行图

2、预留施工“空隙”应注意的问题：

n 施工“空隙”的长短应适当

n 留施工“空隙”的时段应适当

n 慢行时分



在列车运行图中预留施工“空隙
”的办法及施工分号列车运行图

3、预留施工“空隙” 的方法：

Ø （1）在基本列车运行图中预留

n 优点：可以保证运输与施工互不干扰。

n 缺点：在非施工期间，列车运行不均衡。

n 应用：主要适用于应预留的“空隙”不大，

而且通过能力有很大后备的区段。



在列车运行图中预留施工“空隙
”的办法及施工分号列车运行图

3、预留施工“空隙” 的方法：

Ø （2）另编预留施工“空隙”的分号运行图

n 优点：在施工和非施工期间，运行图均能较好地

符合实际需要，既保证了施工，又能照顾到列车

密度的均衡，

n 缺点：只在施工区段采用施工分号列车运行图，

容易使某些列车在技术站（施工区段与非施工区

段相连接的技术站）上的衔接发生不协调现象，

从而延长列车和机车在技术站上的停留时间。



在列车运行图中预留施工“空隙
”的办法及施工分号列车运行图

3、预留施工“空隙” 的方法：

Ø （3）不预留“空隙”，但考虑留出施工“空隙

”的可能性

n ①对双线区段，在白天预定进行施工的时间内

，同方向列车间隔时间应不少于限制区间单线

运行图周期，以便施工时可在施工区间利用一

条正线组织双方向运行。

n ②对单线区段，在编制基本列车运行图时，不

预留任何“空隙”时间，在施工期间可采取抽

线的方法。



本讲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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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分号列车运行图编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