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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组站布置图选择的主要依据

1）在路网和枢纽中的地位和作用；

2）衔接线路的方向数；

3）按承担的作业量和作业性质；

4）地形地质条件；

5）所在城市的经济地位和发展规划；

6）编组站作业特点及原有设备可利用程度。

改编车流/无改编车流；
改编中转车流/地方车流；
顺向车流/反向车流/折角车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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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向或双向调车系统的选择

1）顺向、反向改编车流相差悬殊或者新建编组

站。

2） 双方向改编车流均衡

且 折角车流比重小

超过单向能力

首先考虑采用单
向布置图

采用双向编组站的
首要车流条件

折角改编车流量占总改编车流量的比重
小于15％：双向
大于15％：单向 -减少重复解编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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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向或双向调车系统的选择

3）如车流性质均衡性强且折角车流比重小；

车流量不超过单向系统作业能力时；

4）车流量超过单向系统作业能力；

不宜设为双向系统时；

通过技术经济比
较决定。

⚫用相邻的两个编组站；

⚫在枢纽内设两个单向编组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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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车场配列形式的选择
1）单向编组站特点和发展趋势：
① 作业相同的主要车场集中设置。

减少交叉，节约用地，便于管理，有利于
设备现代化改造；

② 到达场和调车场：顺序纵列布置。
保证到达和解体“流水”
作业，提高驼峰能力；

③ 调车场和出发场：横列
或纵列布置：经技术经济比选确定；

④ 取消专用出发场，设编发线。

长大重车：横列
短小轻车：纵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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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车场配列形式的选择
2）各车场相互位置的选择：

① 改编量大，远程到达站数多，

上、下行改编车流相差悬殊，

地形不受限制；

② 衔接方向较少，地区车流较强，

上、下行改编车流量较平衡，

地形较困难；

优先考虑
三级式图型

优先考虑
二级式图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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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车场配列形式的选择

3）双向编组站：
两个调车系统的车场数量和配置形式，根
据各系统的车流量和作业特点进行分别选
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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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调车方向的选择

⚫应与主要改编车流方向一致。

当上、下行方向改编车流量接近时，应照顾

重车流或车流组成比较复杂的方向。

⚫应与地面标高相适应。

⚫应顺着控制风向。

降低驼峰高度，节省土方工程量和调速工具

投资。

⚫ 三个条件发生矛盾时，

✓首先考虑主要改编车流量及其方向，

✓兼顾地形及气象条件进行综合分析。

单向驼峰位
置的选择



在线开放课程

5 正线位置选择

（1）外包式正线：

⚫ 优点：

➢正线行车与站内

作业完全分开；

➢客货分流无立交。

供通过旅客列车和不需
进入编组站作业的其他
列车的通过正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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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正线位置选择
（1）外包式正线：

⚫ 缺点：

➢外包正线呈曲线形，客车运行速度受限；

➢上下行正线分设需设单独路基，增加工程量

➢不利于在编组站一侧并列设置客运站；

➢当有货场和工业企业线接轨时，取送作业与

一条正线交叉。

⚫适用范围：

➢只通过一般客车或货场和工业企业线作业量

少的双线编组站，均应采用外包式正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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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正线位置选择
（2）一侧式正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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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正线位置选择
（2）一侧式正线：

⚫ 优点：

➢线路顺直，有利于高速客车通过；

➢不影响编组站向另一侧发展；

➢便于客运设备集中设置和工业企业线衔接；

➢两正线共用一路基，节省工程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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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正线位置选择
（2）一侧式正线：

⚫ 缺点：

➢相对方向客货列车到发进路有交叉；

➢必要时，需设跨线桥疏解。

⚫适用范围：

➢客货设备并列或通过客车较多，速度较高；

➢在对侧有较多的工业企业线或货场接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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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正线位置选择
（3）中穿式正线：

⚫ 优点：

➢ 正线顺直；

➢ 有利于编组站向两侧发展；

➢ 与货场、工业企业线取送作业不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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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正线位置选择
（3）中穿式正线：

⚫ 缺点：

➢ 正线将到发场和调车场分割，车列转场、机

车出入段均与正线交叉；

➢ 设备分散，互换性和机动灵活性较差。

⚫适用范围：

➢ 除非为了充分利用原有设备，新建编组站一

般不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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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编组站设计中，

⚫ 确定新线第三向衔接位置的主要依据

⚫ 确定单、双向编组站的主要依据

⚫ 确定车场配列形式的主要依据

⚫ 确定调车方向的主要依据

——折角直通车流

——折角改编车流

——通过能力、车流性质

——主要改编车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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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例题
• 某新建编组站在城市中的位置及衔接线路如
下图。AB 线为既有双线铁路，C 为新建单线
铁路；设计年度的行车量如下表，已知列车
平均编成辆数为50辆。试选择合理的编组站
布置图型。

编组站

下行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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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例题

16

编组站

下行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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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例题

16

解：1）C方向接轨

A、C间直通车流（0+0）

B、C间直通车流（4+1），

故 C方向应从A端引入。

编组站

下行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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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例题

16

2)解编作业量：

到达解体列车62列/日

自编始发列车62列/日

解编作业量为(62+62)*50 = 6200 (辆/日)

编组站

下行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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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例题

16

3) 折角改编车流

到达改编折角列车

(A-C和C-A)6+6=12(列/日)

始发改编折角列车(A-C和C-A)6+6=12(列/日) 

编组站

下行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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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例题

16

折角改编车流辆数：

(12+12)X50=1200(辆/日)

占总改编车流的比重为

1200/6200=19％>15％

因此 不宜采用双向编组站。

编组站

下行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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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例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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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地区车流

到达枢纽的车辆数为

由枢纽发出的车辆数

地区车流与总改编车流的比600/6200=9.7%

地区车流较少。

6X50=300（辆/日）

6X50=300（辆/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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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例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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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上、下行系统改编车流比：

由A、C到达列车数为20+16=36 (列/日)

发往B方向的列车数为22(列/日)

下行系统改编车流为58列/日

编组站

下行

A B

C



在线开放课程

6 例题

16

5)由B到达列车数为20列/日

发往A、C方向列车数为18+16=34 (列/日)

上行系统改编车流为54列/日

上、下行改编车流之比为54：58 基本均衡。

编组站

下行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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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例题

6)综上分析：

⚫ 该站不宜选择双向图型，单向图型能保证所

需的解编作业能力。

⚫ 如采用二级式布置，能力偏小，且地区车流

量较小，不便于组织调车场直接发车。

⚫ 建议采用单向三级三扬编组站布置图型（虽

然上、下行车流较均衔，对于三级三场不是

十分有利）；

⚫ 驼峰的方向为改编车流较大的下行系统方向。

编组站

下行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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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1 单向或双向系统的选择
折角改编量占总改编量比重

2 各车场配列形式的选择

改编量大，上、下行相差悬殊：三级式

衔接方向较少，地区车流较强：二级式

3 调车方向的选择

主要改编车流、地面标高、控制风向

4 正线位置选择

外包式正线、一侧式正线、中穿式正线

＜15％：双向；

＞15％：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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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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