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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行车组织的应用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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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城市进行地铁建设，越来越多的地铁投入运营，大大提高了人们的

出行效率、生活水平及生活质量。因此需要对地铁行车组织的特点和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分析，这对于我国地铁行车组

织的管理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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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铁行车组织概念

地铁行车组织是指在运营过程中，为安全快速地完

成运送乘客的任务所进行的一系列与运输相关的工作，

是地铁运营生产的核心工作。地铁运营企业根据城市

客流在空间和时间的分布特点，制定相应的行车组织规

则，可以带来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 地铁行车组织的特点

城市地下铁道交通穿越城市人流量大的区域，单向

每小时运输能力大，行车密度也大，且大部分建于地

下，在狭小的隧道空间中行驶，故障排除难度大。因

此，地铁运营企业必须要有高效的行车组织工作支撑，

从而保障城市轨道交通系统运营任务的顺利进行。

行车安全性高

地铁单向每小时运输能力可达到30000~70000人次，

运输能力大，行车间隔短，且大部分时间在隧道中运行，

若发生事故，难以得到很快救援，损失将非常严重，轻者

造成列车损坏，重者带来人员伤亡。因此地铁行车组织安

全性要求高，这是保障行车安全的首要条件。

行车计划性强

地铁行车组织要有完善的行车计划，按图行车。运营

各部门要以运行图为依据，按照行车组织规则组织列车运

行，列车发车时刻、到站时刻、停站时间、发车间隔等都

需要提前制定计划，以保证行车准时及安全行驶[1]。

信号显示性高

地铁多行驶在隧道或高架上，少部分在地面上行

驶。地面或高架上信号机少，地下隧道部分由于背景

暗，且线路多曲线走向，受隧道壁的遮挡，信号显示距

离较短，所以保证地铁运营系统的各种信号显示性高，

也是行车组织的一个重要问题。

设备可靠性高

地铁隧道净空小，且接触轨上安装有带很高电压的

接触网，行车时不便维修和排除设备故障，要求信号设

备具有高可靠性，应尽量做到平时不维修或少维修；另

外列车故障将影响大面积的乘客出行，社会影响大，要

求列车设备可靠性高。

设备自动化程度高

采用自动化程度高的先进设备，一方面能保证列车

安全、准时、迅速地运营，另一方面能减少乘务人员数

量，同时减轻他们的工作强度。

3 地铁行车组织的应用的几种基本模式

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我国地铁行业出现的时间比

较晚。但是自从地铁出现以后，交通运输业有了突飞猛

进的变化，随着地铁的规模不断扩大，需求量日益提

高，不仅人们的安全出行有了保障，我国经济也有了很

大的提高。纵观地铁的发展历史，我们很容易了解到，

地铁行车组织是有固定模式的，通常的应用模式有：地

铁行车组织模式、高速地铁的客车分线运行行车组织模

式和高速地铁的单线双线运行之中的地铁行车组织模式

三种[2]。下面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

地铁行车组织的基本模式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我国的综合国力也有

了显著的提高，交通运输业发展规模与速度也成了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的缩影。对于任何一个城市建设来说，交通

运输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人们的安全、快捷出行

来说，交通运输业也是功不可没。经济在发展，社会在进

步，为了能够适应这种日新月异的变化，人们的生活节奏

也由此变得越来越快，城市的交通出行也变得越来越有压

力，地铁的出现，让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随即成为了

人们出行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并且被应用在每一个大大小

小的城市之中。对于任何一座城市来说，地铁的建设都是

量身定制的，首先，它需要结合这座城市中人口数量、经

济水平来完成建设，然后，根据了解到的情况，以及可能

出现的客流量的多少来完成地铁的设计工作，最后根据各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给出合理的建议与意见[3]。地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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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并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要事实就是，根据城市自身的

真实需要来建设，这样才能更好为城市发展做贡献。随着

人们安全意识的逐渐提高，人们对地铁的要求也变得越来

越严格，所以就需要地铁建设管理部门结合先进技术进行

创新，满足人们的需求。相比现在，以前地铁的传统模式

已经不能够在继续满足人们的需求了。无论何时何地，地

铁的建设都是必须要结合城市自身需要进行的，城市根据

自身的发展水平以及人口数量和地理环境等条件，实事求

是，有针对性的完成地铁运输建设。我们不得不承认，地

铁运输的建设，确实给整个城市的发展和人们的生活水平

的不断提高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大大减小了城市的交通运

输压力。

高速地铁的客车分线运行行车组织的模式

高速地铁的客车分线运行行车组织的模式是高速地

铁运输中较为常见的一种交通运输模式，它的交通运输

的距离一般都是较远的，而且有自己的特定的轨道。高

速地铁地铁客车分线运行中，不同地铁要进行区分，一

般都是按照每条地铁，在不同轨道上的速度，以及对于

自身符合的轨道的要求来进行的[4]。当一个城市的经济

过于的发达，人口数量过于多，就会造成这座城市的交

通运输极为的紧张，有时甚至会影响到该座城市的接下

来的发展速度，从而导致人民生活水平降低。这时选择

高速地铁中的客车分线运行的组织模式对于城市的发展

来说是极为有利的。因为高速地铁中的客车分线运行的

组织模式具有每天能承载的客容量与其他的交通运输工

具相比较来说是占有明显的优势的，高速地铁中的客车

分线运行的组织模式运行的速度极快以及它的运行在时

间和地点上约束是几乎为零的。也就是说高速地铁中的

客车分线运行的组织模式的每一条地铁都能及时定点的

到达目的，还能为乘客节约时间和提高地铁设备的运用

率，这有效体现了地铁建设中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利

益的经济性原则。而且高速地铁中的客车分线运行的组

织模式对于缓解城市交通压力更为的有效。

高速地铁的单线双线运行之中的地铁行车组织模式

高速地铁运行的基本规则是单双线运行的轨道是不

同的，并且在同一条地铁运行的轨道只能是在一条轨道

上面，也就是说一条轨道线上只允许一条地铁进行运

营。高速地铁的单线双线运行之中的地铁行车组织模式

为了确保运营的正常进行通常需要在进行轨道的建设的

时候，进行修建两条地铁轨道运输线路，这两条地铁轨

道运输线路，一般设计都是上下方位的，这时为当其中

的一条地铁运输轨道出现问题或故障维修时，用另一条

地铁运输轨道线路来顶替，这样做能确保该轨道线路上

的地铁能正常运行，还能保证人们正常的出行[2]。高速地

铁的单线双线运行之中的地铁行车组织模式的运营对于

城市发展来说是百利而无一害的。但是，在高速地铁的

单线双线运行之中的地铁行车组织模式应用的过程中还

应该注意对于该地铁行车组织模式中的安全、调控、距

离服务等这些方面的相关的控制。这些方面进行控制能

有利保障乘客生命安全及地铁运输的正常运营。

4 地铁行车组织应用管理

下线

电客车因故障、事故(事件)无法满足客运服务或长时

间运行存在安全隐患时，设备故障、事故(事件)导致局部

线路电客车通过能力下降，全线电客车运行间隔调整压

力、难度较大时，能选择部分电客车进入折返线、存车

线或回场。

使用方式：行调向相关司机及车站发布口头命令[3]。

限速

因设备故障导致电客车无法以正常速度运行或高速通

过存在安全隐患需要后续列车低速行驶进行观察时，对不

能及时扣停的电客车为避免电客车在区间停车，行调可通

过行车指令或操作设备使电客车降低正常速度运行。

使用方式：临时限速时向相关司机发布限速运行的

口头命令，可与延长站停时间配合使用。

跳停

指列车在车站不停车通过。可指一列电客车在一个

站或沿途所有站不停车；也可指某一站台的一列或所有

电客车不停车称为跳停。在行车工作中，因车辆、设

备故障、事故及客流突变等原因造成运行晚点等特殊原

因，电客车进站对标停车越出停车标超过规定的距离，

或前方站出现意外情况时，经值班主任同意后行调方可

组织电客车不停站通过。使用方式：行调口头通知车站

及司机跳停，通过在MMI上设置跳停或组织电客车司机

人工驾驶电客车跳停。

始发站提前或推迟发车

当后续到达终点站的电客车出现延误，造成行车间隔

较大时，可适当控制电客车在始发站的发车时间，即在始

发站组织提前或延迟发车，从而均衡行车间隔，避免出现

行车大间隔(如站前折返站采用单一轨道组织电客车折返或

加开电客车时，通常会采取提前发车的调整方法。

放空追线

当电客车到达终点站出现较大延误时，可组织该电

客车在折返作业后不上客，直接空车不停站运行，待运

行至原计划线时间要求时，在就近停站并重新投入客运

服务，从而实现按图行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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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式：行调口头命令车站及司机改变驾驶模式

在相关车站不停站通过或在MMI上设置电客车运行参数

并口头命令车站和司机。

抽线

当电客车终到延误较大，折返作业后的预计发车时

间延误一个行车间隔及以上，或在运行途中出现故障按

规定须在终点站退出服务无备用车顶替时，将原车次抽

线。该方法主要适用于始发站和终点站。

使用方式：电客车在大(小)交路折返站折返时，行

调比照电客车计划运行图，在MMI上人工分配匹配的车

次，直至所有电客车的实际运行与计划相吻合为止。

结语

城市轨道交通是现代化都市的重要基础设施，具有

运量大、速度快、安全可靠、污染少、受其他交通方式

干扰小等优点，是城市交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地

铁在其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目前为缓解城市交通

拥挤、乘车困难、行车速度下降等问题的压力，我国各

大城市都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地铁建设，大大方便了人们

出行，还有效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正确科学地组织

行车，关系地铁的运营安全，是地铁生产过程中的重要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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