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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n 上讲内容回顾

n 电力区段列车运行图编制

n 高速铁路列车运行图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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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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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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区段列车运行图编制

n电力牵引的优点

n电力牵引的特点

n电力牵引编图的特点



电力牵引的优点

电力牵引具有一系列优点：

n 降低运输成本

n 提高通过能力

n 改善运营工作条件

n 改善乘务组劳动条件



电力牵引的特点

n 在采用电力牵引的线路上，由于机车运行速度高

，在途中没有上水、清炉等作业，不必因技术需

要而停站，甚至可以通过某些区段站，减少机务

段数目；减少机车出入库次数，在基本段和折返

段的整备作业大大简化，从而可以使机车交路延

长。

n 采用电力牵引时，机车的主要运用方式是循环运

转制，机车乘务组可以中途换班，国外铁路普遍

实行轮乘制。



图4—8—25



电力牵引编图的特点

电力牵引区段列车运行图的编制，必须注意如下
特点：

n （1）首先要求运行线在时间和空间上尽可能均
衡分布。

n （2）线路断面为下坡道和上坡道相互交错的区
段，应力求使一个馈电区范围内同时处于上坡
位置的列车数少，尤其对位于两个牵引变电所
之间中部地段的各区间更须如此。

n （3）在采用再生制动的区段内，应注意上坡列
车和下坡列车在时间上互相配合。



电力牵引编图的特点

电力牵引区段列车运行图的编制，必须注意如下
特点：

n （4）为了避免供电设备超过规定的负荷，应防
止由牵引变电所间的同一地段内各分界点同时
发出几个列车，列车的起动和加速在时间上应
彼此错开至少2～3min。

n （5）离牵引变电所较远的区间，应选择合理的
会车方案。对出站就遇上坡的列车规定其不停
车地通过车站。

n （6）在线路断面比较平坦的双线区段，尽可能
使其在接近变电所的地点交会。                                                                          



电力牵引编图的特点

n 电力牵引区段列车运行图的编制，必须注意如
下特点：

n （7）在列车运行图上应避免接连铺画超轴列
车，最好在旅客列车或重量标准较小的货物列
车之后铺画超轴列车。

n （8）在双线区段，应充分利用电力牵引条件
下客货列车运行时分相差较小的特点，尽量组
织列车无越行运行。



电力牵引编图的特点

n 电力牵引区段列车运行图的编制，必须注意如
下特点：

n （9）在列车运行图上，应为接触网的日常检
查与维修留出必要的“空隙”时间，并按V型
天窗的方法预留。

n （10）在线路大修施工期间，施工“空隙”之
后，往往要密集放行列车，应注意各列车间保
证有一定的间隔时间。      



主要内容

n 上讲内容回顾

n 电力区段列车运行图编制

n 高速铁路列车运行图编制



高速铁路列车运行图编制

n 高速铁路旅客列车开行方案的编制原则

n 高速铁路与既有铁路运行图编制的不同

n 周期性列车运行图的优缺点

n 周期性列车运行图的编制程序



高速铁路旅客列车开行方案的
编制原则

n 1.综合考虑运输企业效益与旅客的利益

n 2.安排好旅客列车开行方案的总体规划

n 3.满足成网条件下客流的需要

n 4.优化列车运行径路与列车起讫点设置

n 5.优化列车停站方案

n 6.完善换乘方案

n 7.加强列车客座利用率管理



高速铁路与既有铁路运行图编
制的不同

n 1．运行图铺画目标不同

n 高速铁路运行图的编制应最大限度方便
旅客出行、提高旅客服务质量和优质的
列车运行秩序为目标。



高速铁路与既有铁路运行图编
制的不同

n 2．线路上运行的列车属性和种类不同

n 高速铁路上运行的是不同等级高速旅客
列车，且各等级的列车速度差较小，列
车种类相对较少，



高速铁路与既有铁路运行图编
制的不同

n 6．运行图可铺画运行线的时间段不同

n 高速电气化铁路维修天窗(工务和接触网
维修)的设置，使高速铁路列车运行图可
用来铺画高速列车和中速列车的时间带
(1天24 h减去大约6 h的维修天窗时间和
无效时间)较普速铁路的时间带大为减少
。



周期性列车运行图的优缺点

n (1)优点

n 由于周期性运行图中每个周期内列车出
发时刻相对固定，高速列车的开行数量
、运行顺序、运行速度、越行或待避车
站等都基本上相同，运行图的铺画也充
分考虑到不同时间段、不同出行目的的
旅客要求，方便了旅客的出行。



周期性列车运行图的优缺点

n (2)缺点
n 由于周期性运行图中列车的运行线路、运行时间
相对固定，可能不会充分利用线路的通过能力，
从而造成能力的浪费。同时由于列车的停站方案
相对固定，可能不能满足部分旅客的出行要求或
者为照顾部分旅客的需要额外增加停站。因此在
铺画运行图前，充分了解客流和线路特点，在考
虑到充分利用能力的条件下，选择合理的开行时
段和停站方案就显得尤为重要。



周期性列车运行图的编制程序

n (1)开行方案调整

n (2)确定周期内高峰小时列车开行方案

n (3)编制周期的列车运行图

n (4)编制日列车运行图

n (5)编制星期列车运行图

n (6)特殊季节列车开行图

n (7)统计分析



周期性列车运行图的编制程序

n (1)开行方案调整

n 以往研究高速铁路开行方案时主要考虑
OD流，一般只要两个车站之间的OD流满
足开行一列高速列车的条件就开行一列
，因而导致列车开行对数多，不同起讫
点方案多，而周期性列车运行图由于每
周期内列车开行方案相同，列车开行的
起讫点方案很少，必须对既有的列车进
行合理合并。



周期性列车运行图的编制程序

n (2)确定周期内高峰小时列车开行方案

n 根据第一步列车合并的结果，取定铺画
周期(一般为1 h)，确定周期内高峰小时
列车开行频率、列车开行起讫点。根据
客运需要和运输组织的要求，确定周期
内列车的相互关系，即列车的停站方案
、运行顺序、越行及待避地点等，尽可
能使该时间段内铺画的列车对数最多，
线路通过能力的损失最小。



周期性列车运行图的编制程序

n (3)编制周期的列车运行图

n     根据第二步确定的高峰周期列车开行
方案，铺画高峰周期的列车运行图。



周期性列车运行图的编制程序

n  (4)编制日列车运行图

n  根据每日客流波动规律，确定一日内各
周期列车的开行数量，在高峰周期列车
运行图基础上，取消部分运行线或考虑
不同动车组编组方案(如两列联运或分解)
微调部分运行线，形成各周期列车运行
图，就将周期图扩展成为日运行图。



周期性列车运行图的编制程序

n 5)编制星期列车运行图

n     根据周客流波动情况，确定每日列车开行方
案，并相应处理各日内各周期列车运行方案，
形成星期列车运行图。

n     (6)特殊季节列车开行图

n     不同地方、不同季节、特殊活动都会带来客
流的变化，根据对这些特殊季节客流的预测，
适当调整列车运行图，形成特殊季节列车开行
图。



周期性列车运行图的编制程序

n  (7)统计分析

n     在运行图铺画结束后，要对列车运行
图进行指标统计，分析运行图编制质量
。



本讲小结

n 电力区段列车运行图编制

n 高速铁路列车运行图编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