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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机辆分公司“机务运用、机车检修、设备维护、综合保障”四大体系建设系列培训

教材，经过分公司各部门及编辑人员的共同努力，今天付梓成册。这是机辆分公司推

进“四大体系”建设的一件大事，也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成果。机辆分公司的员工培

训，经过 13 年沉淀、积累、总结，终于编辑出适合重载合资铁路机务体系管理、有

自己特点、有完整系统的系列培训教材。 

13 年来，分公司的员工培训，经历了从初期“委外为主”到跨越发展时期的“内培为

主、委外为辅”的两个时期。随着分公司的不断发展壮大，2004 年，分公司制定了中

长期培训规划；2007 年，分公司教育培训基地建成。为适应朔黄重载铁路发展需要，

公司与西南交通大学共同研制、开发了国内第一套具有动态仿真效果的机车驾驶模拟

器装置，加快了电力机车司机、副司机的培训、培养步伐。2014 年 10 月，机辆培训

中心被国家铁路局指定为神华集团铁路机车司机考试站朔黄考点，这是设在合资铁路

企业的唯一考点。这些都说明我们机辆分公司的员工培训工作同逐年增长的运量一

样，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分公司“四大体系”建设系列教材的推出，会使我们的员工培训工作更规范、完善、

系统。今后，我们要用好这部教材，并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更新、充实、完善，通过修

订，使其日臻完美。 



 

 

张朝辉 

2015 年 7 月 

 



 

随着朔黄铁路公司运量的不断攀升，机务运用专业队伍也经历了从小到大，从弱

到强，以经验管理到规范化、标准化管理的历程。特别是随着万吨列车的规模化开行，

1.74 万吨、2 万吨列车的试验开行，对乘务员队伍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本书结合朔黄铁路管内机务运用的实际生产要求及作业特点，分别对机车乘务员

一次作业标准、机车检查与保养、非正常行车处理、行车安全装备操纵、列车平稳操

纵，特别是重载列车操纵技术进行了系统的介绍。 

另外，本书以 SS4B 型电力机车、神华号交流电力机车、东风 4D 型内燃机车、HXN3

型交流内燃机车为朔黄铁路主型机车进行编写，分别对这 4 种机车的高低压试验、运

用检查保养、应急故障处理以及技加改设备的知识等进行了介绍。 

本书可作为朔黄铁路机车乘务员日常学习用书，也可以作为乘务员岗位达标的培

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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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机车乘务员一次乘务作

业标准 
 

第一章  机车乘务员一次乘务作业标准 

第一节  出勤作业 

（1）出勤前认真阅读运行揭示、指示、命令、通告及运行注意事项，重点内容记入手账，

做到一班人共同抄阅揭示。 

（2）开好小组会，根据牵引列车种类、天气、线路及任务特点等进行安全预想，制订安

全措施并记入手账。 

（3）出乘需携带驾驶证、工作证，携带相关规章、技术资料，按规定着装。人员不齐不

得办理出勤。 

（4）出勤时认真听取调度员传达有关事项并回答其提问。 

（5）配合调度员审核司机手册并签章、进行指纹影像识别测酒，出勤调度员写卡后，机

车乘务员进行验卡确定。领取报单、信息单、运行揭示等行车资料。 

（6）出勤后领取工具备品、车门钥匙、手柄等确保 10 min 内上车，站接时及时通知汽车

司机上车等候；一班人要同行（保持能够相互照应的距离），走安全固定路线。 

  

乘务员出勤作业标准 神南到达摘车作业 

第二节  接班作业 



（1）接班按职责分工进行交接。接车时认真了解机车运用、检修情况，办理燃料、耗电、

工具、备品交接。上车前确认机车防溜铁鞋放置正常；上车后确认闸缸制动力情况；闭合蓄

电池，将 IC 卡内容及机班相关信息载入监控，确认监控信号与机车信号一致，显示日期、时

间正确，确认慢行达示齐全正确。不得在地沟内接班。 

（2）设置禁动牌后按照规定范围做好静态检查，司机上部、学习司机（非操作司机）下部；

司机应重点检查机车安全装备合格证齐全、符合规定。按照分工检查完毕后，司

机、学习司机（非操作司机）应对重点部位进行交叉复检。库内掌握在撤除铁鞋

之前缓解小闸检查闸瓦间隙。 

（3）人员齐全定标后进行高低压、制动机试验，注意落实防窜车措施和防

机车移动；应检查空气位缓解性能良好，试验后观察是否有过量供给发生。升弓前须确认各

高压室及地沟无人并呼唤确认，重点试验确认机车信号、机车电台、监控装置、调监设备、

列尾装置作用良好；重点还应对技改项目以及撒砂装置、轮缘喷油器、雨季对雨刷等进行性

能试验。试验完毕按规定定标后方可撤除铁鞋。学习司机（非操作司机）做好监护。 

第三节  出库作业 

（1）出库前注意接听信号楼电台联控，再次核对达示；出库调车信号开放应进行联控后

再动车，动车前确认人员齐全进行呼唤应答，重点确认并呼唤“铁鞋”撤除，监控装置进入“出

入库模式”副司机按规定确认定标。 

（2）动车先鸣笛，注意邻线机车动态，由近及远逐个确认、呼唤信号、道岔，严守库内

 
交接班作业 



 
第一章  机车乘务员一次乘务作

业标准 
 

限速；神池南、黄骅港折返段走行线限速 15 km/h，肃宁北机务段走行线限速 20 km/h。 

（3）到达闸楼处一度停车签点，确认出库时分记入报单；须使用电台告知车站机车号，

了解出库走行径路、挂车股道、位置（×段）；监控装置进入“调车模式”。注意严禁机车停车

后受电弓处于分段绝缘器处，如因停车位置不可避免分段绝缘器时，应及时换弓。 

（4）确认信号开放并呼唤后鸣笛动车；严守机走线限速，个别调车信号机距离调监地面

发码器近，在该信号机前应适当降低速度；机走线须掌握遇到阻碍能随时停车的速度运行。 

（5）双机出库是否需要分解、在何处分解要使用电台与车站值班员联系。 

（6）机车在入线道岔处一度停车，停车后确认脱轨器已经撤下再次前移机车，距脱轨器、

防护信号或车列 10 m 前必须停车，执行好“两停一挂”制度。确认防护信号、脱轨器撤除后司

机用电台与车站联系，同意后学习司机（非操作司机）下车检查车辆车钩正常后显示手信号

挂车，根据需要撒砂，进行试拉，学习司机（非操作司机）下车须携带检查锤，白天使用信

号旗，晚上使用信号灯。 

（7）机车进入挂车线执行十、五、三车距离的速度要求，挂车速度不超过 5 km/h。 

（8）与站方人员办理货票交接手续，确认货票及编组表单齐全完好，需要时签字。 

（9）万吨挂车需要越过关闭的信号机时，在该信号机前一度停车（与车站进行联控）凭

站方人员显示的手信号越过，监控转“降级模式”或输入推进辆数。 

（10）换端前大小闸取出，大闸减压量 100 kPa 以上；换端升降弓司机、学习司机（非操

作司机）应确认；换端时由司机转换 93 阀、技改机车监控转换开关，学习司机（非操作司机）

检查确认；单机换端时，小闸置制动位，司机换端到位后鸣笛，学习司机（非操作司机）确



认后端监控关闭后鸣笛回示取下小闸把携带至操纵端。无列检作业时由学习司机（非操作司

机）接风管，接风管后马上上车配合司机换端作业。 

（11）换端时注意关闭后端空调机、热风机、脚炉、壁炉（司机室无人严禁开启以上用电

设备），锁闭门窗，确认无安全隐患。重点确认后端监控关闭。 

（12）完成换端后小闸制动位缓解大闸充风，充风过程中输入监控，学习司机（非操作司

机）做好监督或复查；之后司机下车检查机车与机后第一辆车辆或机车车钩、风管连接状态，

折角塞门开放状态；充满风后进行制动机试验，大闸减压后缓解小闸，学习司机（非操作司

机）下车再次检查走行部，重点检查闸瓦缓解状态。 

（13）正确使用列尾装置核对尾部风压及进行简略试验，打开走廊门，按压列尾【查询】

键，当尾部风压达到定压后（第一核对），大闸减压 100 kPa，听中继阀排风声，将试风初始

时间、中继阀排风终止时间记入手账，中继阀排风终止后按压列尾【查询】键，看尾部风压

是否与机车接近或一致（第二核对），保压 1 min，看列车管泄漏是否超标，按压列尾【尾部

排风】按钮，保压 1 min，看列尾是否停止排风，按压列尾【查询】键，看尾部风压是否与

机车接近或一致（第三核对），大闸运转位缓解列车，将试风结束时间记入手账，按压列尾【查

询】键，看尾部风压是否与机车同步上升（第四核对）充满风后出站（进路）信号未开放，

使列车保持制动状态。 

（14）将试风情况及时通报车站值班员等待开车或指示；试风完毕后 5 min（2+0、单牵

万吨 10 min）不能发车时，应将全列车制动（神南减压 50 kPa）。普列泄漏量超过 20 kPa、

神南万吨超过 10 kPa 等异常现象及时通知检车人员，无检车人员时通知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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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南机车出库 出库至挂车环节 

第四节  发  车 

（1）开车前二人以上共同确认并呼唤出站、进路信号开放或确认行车凭证；确认并呼唤

进路表示器、机车信号；按标准时机用语联控、鸣笛，需要时压钩。始发开车时尾部风压应

达到 550 kPa。需要时进行监控“信号确认”操作。 

（2）开车前注意确认各仪表显示正常、制动机手柄各开关箱板钮位置正确；随时确认或

查询列尾风压是否正常，做到平稳起车。 

（3）起动后应进行后部瞭望确认列车起动正常；注意掌握好时机按压【开车键】，越过出

站信号机牵引力稳定后记点，学习司机（非操作司机）配合好瞭望并进行呼唤应答。 

（4）合理掌握速度，防道岔超速（按该站最低道岔限速掌握）监控卸载、放风；列车尾

部完全出道岔前学习司机（非操作司机）起立。按照普列、万吨及车型满足规定的运行时间

要求。 

第五节  途中运行 

（1）按照列车操纵示意图行车，落实列车操纵提示卡规定，确保列车正点。合理掌握速

度，注意考虑前行列车情况，尽可能避免停车。 



（2）合理使用制动机，落实有关平稳操纵规定。未缓解机车制动不得加负荷（特殊情况

除外）；运行中或未停稳前，严禁换向操纵；工况转换给流避免过快，避免空转滑行。严禁低

速缓解和超减压量缓解。 

（3）学习司机（非操作司机）按规定地点进行巡视，巡视时应呼唤并在司机同意、辅机

启动完毕情况下再进行；始发站巡视应使用机车内部通话机核对机车主要数据，回到操纵端

后全面汇报，第二次以后不再要求使用通话机，巡视回来只做简单汇报。在后端应进行开窗

检查，到达后端按压巡检键。万吨列车巡视次数少但按规定时机通过视频检查。巡视中注意

核对前后节电流或牵引力，避免长时间空转滑行。 

（4）运行中严格执行呼唤应答制度、瞭望制度；执行“车机联控”制度，合理掌握联控时

机，使用标准用语；及时填记联控信息，遵守电台使用纪律；严禁用电台、列尾话筒闲谈。 

（5）按规定时机、次数进行列尾核对查询（自动报风压时除外）；每个区间查询不少于两

次；随时确认机车各仪表、风表的显示。 

（6）通过分相绝缘时应合理操纵机车，4B 机车操作顺序为手柄回零→关闭通风机→断开

主断→关劈相机、压缩机；过分相后操作顺序为闭合主断→闭合劈相机→闭合压缩机、通风机

等；过分相前监控第二次语音提示后学习司机（非操作司机）起立直至过分相合闸后，期间

执行呼唤应答制度，司机确认辅压，学习司机（非操作司机）确认控制电压；提醒司机进行

过分相操作，严禁在此期间接打手机、聊天、吃饭等做与工作无关的事，密切注意仪表显示。

装有自动过分相装置的机车严格执行好有关规定。 

（7）中间站停车后应将头灯辅灯关闭，开放标志灯，坚守工作岗位；运行中会车时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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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司机（非操作司机）起立，直至机车越过邻线列车尾部；关闭辅灯直至越过邻线机车头

部；在邻线列车头部、尾部鸣笛并呼唤，防止行人车辆抢道，同时注意人身避险。 

（8）执行鸣笛制度，弯道、桥梁、涵洞、道口、进出站、鸣笛标、发现行人等应鸣笛，

防路外伤亡事故发生。 

（9）每个区间确认呼唤监控车位不少于 1 次；监控出现异常按规定处理，杜绝擅自关机；

杜绝擅自关闭各种机车计量监控设备。 

（10）遇有非正常情况时按规定程序汇报，机车故障 10 min 不能恢复时马上请求救援（万

吨为 20 min）；运行途中突发难于抵抗的身体问题，要立即报告列车调度员或车站值班员，

不能维持驾驶操纵的要立即采取停车措施。 

（11）慢行前 2 000 m 呼唤应答、监控打点，慢行地段前 100 m 学习司机

（非操作司机）起立，直至列车尾部越过限速地段。慢行地段过后合理提速，

减少慢行影响。 

（12）在进站信号机前学习司机（非操作司机）起立，列车停车或越过该站最外方道岔后

方可坐下，期间进行相关呼唤应答，随时提醒司机操纵；中间站掌握在行车室处站舍一侧、

出站信号机过后进行后部瞭望，重点确认走行部、受电弓有无异常，接车助理有无信号显示。

站内停车注意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次停妥，停车后应检查走行部及受电弓，重点检查轴温，

高路基一侧可不检查并注意邻线来车。 

第六节  调车作业 

 

正线运行作业 



（1）中间站利用本务机车调车时，索取附有示意图的“调车作业通知单”。司机、学习司

机（非操作司机）共同核对调车计划及调车要求，对计划做到心中有数；正确安装平显调车

机控台并确认试验状态良好。无平显调车设备或故障等原因未使用须要“调度命令”，改用手

信号指挥调车。移动式手持电台不能单独指挥调车，只能作为辅助使用。 

（2）作业前监控模式进入调车模式；严格执行呼唤应答制度；注意确认平显信号，避免

无启动信号动车；推送作业时提前了解停车位置及停留车位置，执行好十、五、三车速度；

对站场不熟时与指导司机或信息台联系，给予安全提示。 

（3）单机运行严禁逆向操纵，严格执行换端作业程序；应在便于瞭望的一侧操纵机车。

调车人员不足二人不得作业，手信号指挥调车时看不清信号立即停车。 

（4）中间站执行两停一挂制度（本务机转线、调车作业切割正线时须停车确认道岔、信

号状态）；尽头线送车距离线路终端 30 m 一度停车，再以不超过 5 km/h 的速度接近线路终端

或停车；电力机车在接触网终端附近作业时应确保机车受电弓距接触网终端保持 10 m 以上

安全距离停车，必须近于 10 m 时要严守速度。 

（5）调车作业中牵引运行时应彻底瞭望，确认信号，正确执行信号显示的要求和呼唤应

答制度，没有信号不准动车，信号中断或不清立即停车。穿越正线调车作业时，必须执行车

机联控制度；推进作业时按规定试拉，监控数据输入推进辆数。 

（6）连挂车辆时，严格执行比十、五、三车距离规定的速度要求，按信号要求控制速

度，接近被连挂车辆时，速度不得超过 5 km/h。按《车站行车工作细则》（以下简称《站细》）

规定连接软管后，动车前应进行制动机简略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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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终到站及入库作业 

（1）到达终点站后，摘解机车前不得缓解列车制动。若地面无列车制动机试验设备或该

设备临时发生故障时，司机应根据检车员的要求，试验列车制动机。摘机前应对制动主管实

施最大有效减压量（减压 170 kPa），确认排风完毕。 

（2）摘机前监控运行模式转调车模式，动车前，司机与学习司机（非操作司机）必须进行互

控确认塞门、风管状态无误后方可动车；不得出现停车过标造成后退。摘机后及时将机车移至脱

轨器外方、信号机前或警冲标内方。学习司机（非操作司机）进行走行部检查，重点检查轴温、

挂好风管，完毕后及时联控凭开放的信号动车入库避免长时间占用径路，影响枢纽作业效率。 

（3）车站交接时由交班司机负责转储监控文件；负责向接班司机通报机车列车运行情况；

与接班人员共同负责检查机车状况，将机车运行中的故障现象记入交接班本。 

（4）严格遵守机走线速度，逐个确认并呼唤调车信号、道岔，调车信号未开放必须在蓝

灯前 50 m 以外停车，需要越过第一调监发码点时，速度必须低于 5 km/h；连续放车的机走

线遇瞭望条件不好时应减速运行。入库走行避免着急、瞭望不集中、忙于收拾东西、写报单、

玩手机造成间断瞭望。 

（5）签点房处一度停车，签点确认入库时分。监控进入“出入库模式”；在规定地点一度

停车，排水试砂及补砂，进入砂塔处限速 5 km/h。 

（6）机车在地沟防护信号机前一度停车，升双弓，确认信号开放以低于 5 km/h 的速度

进入，断电降弓小闸制动位大闸减压后取出。需要双机同时整备时要问明情况，避免错进

甚至闯入无电区。  



（7）机车进入隔离区后，负责向测试人员介绍安全装备使用情况，配合测试人员对安全

行车装备进行试验，作用良好后签认。（有地勤整备组的向地勤整备说明） 

（8）与地勤人员办理交接手续，介绍机车运行情况。需要司机打开隔离开关时，前往隔

离开关管理室办理手续，按规定分闸、验电、挂接地线、上车顶作业；万吨列车双机进入隔

离区由主控司机负责操作分合闸，不得多人共同操作（其他人员做好监护）。上车顶负责检查、

清洁部件，有活及时提票。遵守分合闸规定，确保设备、人身作业安全。 

（9）完成机车自检自修及清洁工作，垃圾放在规定的垃圾箱；由保洁人员负责，司机确

认符合标准时签字。机车有活报修时按规定填写机统-6，按规定盯活。正确填写机统-31，填

写用电、用油量。 

（10）整备完毕的机车在神南由司机负责移至前方停留机车后面停车，停留距离掌握 1～

2 m，避免距离过远过近影响容车数量或通行，避免压道口停车。交班时机车打满风，小闸

制动、大闸取出；断电降弓取出开关箱钥匙；确认 675SB 在保持位，断开蓄电池总开关；打

好止轮器；锁闭门窗，交钥匙、工具等。 

（11）一班人同行，走安全固定路线到调度室退勤；不得违反人身安全规定。 

第八节  退  勤 

（1）退勤前机组人员召开小组会，总结本次列车优缺点，针对存在的问题制订相应的措施。 

（2）正确填写司机报单，对本次列车的安全正点情况进行分析，

作出记录。向退勤调度员汇报本次列车运行情况，特别是非正常情况

 

乘务员退勤作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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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汇报。根据调度员要求填写安监报-1。 

（3）IC 卡交退勤调度员读卡，并将报单、监控信息单、编组通知单、司机手账、临时调

度命令或行车凭证、调车作业通知单等均交退勤调度员。 

（4）在退勤调度员处办理退勤，与调度员共同确认下次出勤时间。 

第九节  机车乘务员呼唤应答标准用语 

一、机车出入库 

序

号 
呼唤处所 

呼 唤 应 答 复 诵 
呼唤时机执行要领 

呼者 用语 应者 用语 复诵者 用语 

1 
机车 5 项

设备 
副司机 五项设备 司机 开放好了 副司机 开放好了 

必须作用良好（实际已超过5

项：信号、电台、监控、430 装

置、列尾、调监、防火装置） 

2 防溜措施 副司机 
停 放 缓 解 /

铁鞋撤除 
司机 

缓解好了/ 

撤除好了 
  

库内、中间站接班确认防

溜铁鞋，防止带鞋动车 

3 准备出库 副司机 准备出库 司机 准备出库   人不齐不准动车 

4 
调车 

信号机 
副司机 调车信号 司机 白灯/蓝灯停车 副司机 

白 灯 好 了 /

蓝灯停车 

所经信号由近及远要逐

个确认、呼唤 

5 道岔 副司机 道岔 司机 
开通 

副司机 
开通/ 

（停车） 

所经道岔必须逐个确认

发现不对立即停车 （停车） 

续表    

序

号 
呼唤处所 

呼 唤 应 答 复 诵 
呼唤时机执行要领 

呼者 用语 应者 用语 复诵者 用语 

6 站段闸楼 

副司机 一度停车 司机 停车签点 副司机 注意安全 
机车停稳后下车签点，严

禁跳车 副司机 
转换出入库

模式 
司机 转换好了 副司机 转换好了 

7 机待线 
副司机 前方注意 司机 严守速度 副司机 有车/无车 确认机待线有无停留车 

副司机 一度停车 司机 有车/无车 副司机 有车/无车 自进入机待线起限 5 km/h 

8 手信号 副司机 
股道信号 司机 ××道 副司机 ××道 

非电气集中区段执行要

道还道制度 

手信号 司机 绿旗（灯） 副司机 绿旗（灯） 非电气集中区段执行要



序

号 
呼唤处所 

呼 唤 应 答 复 诵 
呼唤时机执行要领 

呼者 用语 应者 用语 复诵者 用语 

黄旗（灯） 黄旗（灯）道还道制度 

红旗（灯） 

停车 

红旗（灯）

停车 

9 挂车线 副司机 

十辆 

司机 

10 公里 

副司机 

10 公里 

入线道岔处一度停车、距

脱轨器、防护信号、车列前

20 m 停车 

五辆 7 公里 7 公里 

三辆 5 公里 5 公里 

防护信号 
撤除好了/ 

信号注意 
好了/注意 

一度停车 停车再挂 停车再挂 

10 推进挂车 副司机 

十辆 

司机 

十辆 

副司机 

17 公里 

使用平调时按规定严格

控制速度 

五辆 五辆 12 公里 

三辆 三辆 7 公里 

停车 停车  

二、途中运行 

序

号 
呼唤处所 

呼 唤 应 答 复 诵 
呼唤时机执行要领 

呼者 用语 应者 用语 复诵者 用语 

1 开车查询风压 副司机 
核对 

风压 
司机 核对好了   

开车前查询风压，开车时

尾部风压须达到 550 kPa 

2 区间查询风压 副司机 
核对 

风压 
司机 核对好了   

司机可根据需要随时查询

尾部风压，正常情况下掌握列

车出站后至一离去前、二接近

至进站前查询风压。以上处所

遇前方有分相时推迟到过分

相后查询，避免错按排风键造

成区停 

3 
发车 前 复 查

监控数据 
副司机 

核对 

编组 
司机 核对编组 副司机 核对好了 

始发站发车前、中间站更

改编组、更改交路号后发车前

二人对监控的输入以及慢行

达示认真地进行复查 

4 行车凭证 副司机 
行车 

凭证 
司机 复诵核对 副司机 ×凭证好了 高声朗读必须二人以上确认 

续表    

序 呼唤处所 呼 唤 应 答 复 诵 呼唤时机执行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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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标准 
 

号 呼者 用语 应者 用语 复诵者 用语 

5 

发车 时 或 机

车信 号 发 生

变化时 

副司机 
机车 

信号 
司机 

绿灯/绿黄灯

/黄灯/黄 2 灯 

副司机 

绿灯/绿黄灯 

当机车信号发生变灯时，

立即呼唤确认 

黄灯限速××/黄

2 灯限速×× 

双黄灯 双黄灯限速×× 

红黄灯停车 红黄灯停车 

白灯注意 白灯注意 

6 出发进路信号 副司机 
出发进

路信号 
司机 

信号好了/ 

站内停车 
副司机 

信号好了、 

站内停车 
红灯前及时停车 

7 出站信号 副司机 
出站 

信号 
司机 

出站好了/ 

站内停车 
副司机 

出站好了/ 

站内停车 
认真确认出站信号 

8 进路表示器 副司机 
进路表

示器 
司机 

×侧好了 
副司机 

×侧好了 
无显示时应停车问明情况 

注意信号 注意信号 

9 发车信号 副司机 
发车 

信号 
司机 发车好了 副司机 发车好了 

必须二人确认手信号须在

三圈以上再呼 

10 开车键 副司机 
按开 

车键 
司机 开车键好了 副司机 好了 

按规定地点按压开车键防

止数据误差 

11 后部瞭望 副司机 
后部 

瞭望 
司机 前方注意 副司机 后部好了 

始发列车出站后进行双侧

后部瞭望。每个区间双侧不各

少于一次后部瞭望。神华八轴

机车运行中每区间左右侧各

进行一次视频巡视 

12 手账记点 司机 记点 副司机 前方注意   列车压上出站信号后进行 

13 

弯道、道口、

隧道、桥梁、

行人、车辆 

副司机 
×× 

注意 
司机 注意   根据瞭望难度呼唤与鸣笛 

14 

监控 数 据 是

否正常 
副司机 

注意 

车位 
司机 

车位正常 

副司机 

正常 每个区间不少于一次核对 

过机校正 
超前 车位向后键 发生空转、滑行后及时核

对校正 滞后 车位向前键 

15 变速地段 副司机 
前方 

限速 
司机 

限 速 × 公 里

每小时 
副司机 

限 速 × 公 里 每

小时 

限速变化时及时减速防止

追速、超速 

16 通过信号黄灯 副司机 
黄灯 

限速 
司机 

限 速 × 公 里

每小时 
副司机 

限 速 × 公 里 每

小时 
严守速度 

17 慢行地段 副司机 
慢行 

注意 
司机 

限 速 × 公 里

每小时 
副司机 

限 速 × 公 里 每

小时 

严禁超速、确认列车尾部

越过慢行地段 

18 自动 闭 塞 区 副司机 通过 司机 绿灯 副司机 绿灯 三显示区段 



序

号 
呼唤处所 

呼 唤 应 答 复 诵 
呼唤时机执行要领 

呼者 用语 应者 用语 复诵者 用语 

间通过信号 信号 黄灯 黄灯 

停车 停车  

19 禁止双弓标 副司机 
禁止 

双弓 
司机 单弓好了 副司机 单弓好了 标前呼唤 

续表    

序

号 
呼唤处所 

呼 唤 应 答 复 诵 
呼唤时机执行要领 

呼者 用语 应者 用语 复诵者 用语 

20 断电标 副司机 断电 司机 断电 副司机 好了 标前呼唤 

21 合电标 副司机 闭合 司机 闭合 副司机 好了 标前呼唤 

22 
过分 相 操 作

完成后 
副司机 

确认 

网压 
司机 网压××伏 副司机 控制电压×× 

确认网压控制电压后方可

启动辅机 

23 准备降弓 副司机 
准备 

降弓 
司机 准备降弓 副司机 准备降弓 标前呼唤 

24 降弓标 副司机 降弓 司机 降弓好了 副司机 降弓好了 标前呼唤 

25 升弓标 副司机 升弓 司机 升弓好了 副司机 升弓好了 标前呼唤 

26 操纵台各仪表 副司机 
仪表 

注意 
司机 显示正常 副司机 显示正常 

司机确认各表显示及闸把位

置，副司机确认本侧仪表后复诵

27 走廊巡视 副司机 
走廊 

巡视 
司机 注意安全 副司机 前方注意 始发站须进行走廊巡视，

关闭非操纵端空调、脚炉、壁

炉等取暖设备，中途根据需要

乘务员自行掌握 
28 巡视汇报 副司机 

各部正

常、仪

表检查 

司机 显示正常 副司机 
后 端 控 制 电 压

××伏 

29 视频查询 司机 
视频 

查询 
副司机 前方注意 副司机 查询正常 

车 站 一 接 近 前 闭 塞 分 区

内，按规定进行视频查询 

30 会车 副司机 
会车 

注意 
司机 会车注意   

注意瞭望，接近列车头部、

中部、尾部，鸣笛 

31 车机联控 副司机 
车机 

联控 
司机 联控   

正确掌握呼叫时机，及时

呼叫 

32 进站复示信号 副司机 
复示 

信号 
司机 

直向 
副司机 

直向 
根据显示控制好速度 

侧向 侧向 

33 

进站信号 

副司机 

进站 

信号 
司机 

通过 

副司机 

通过 

信号所，线路所的通过信

号机，照此内容执行 

侧线 侧线 

接车进路信号 

机外停车 机外停车 

进路 

信号 
通过进路好了 通过进路好了 



 
第一章  机车乘务员一次乘务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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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呼唤处所 

呼 唤 应 答 复 诵 
呼唤时机执行要领 

呼者 用语 应者 用语 复诵者 用语 

34 引导信号 副司机 

引导 

信号 
司机 

信号好了 

副司机 

信号好了 

信号不清及时停车 
引导手

信号 
机外停车 机外停车 

35 侧线进出 副司机 
侧线 

速度 
司机 

限 速 × 公 里

每小时 
副司机 

限 速 × 公 里 每

小时 
严守各种道岔限制速度 

36 出站复示信号 副司机 
复示 

信号 
司机 

复示好了 
副司机 

复示好了 
控制速度准备停车 

注意信号 注意信号 

37 通过手信号 副司机 
通过手

信号 
司机 

信号好了 
副司机 

信号好了 
信号不清及时停车 

站内停车 站内停车 

38 进入到发线 副司机 
脱轨表

示器 
司机 绿灯/红灯注意    

39 电化区段 副司机 
电化 

区段 
司机 注意安全 副司机 注意安全 

严格执行电化区段的有关

安全措施 

续表    

序

号 
呼唤处所 

呼 唤 应 答 复 诵 
呼唤时机执行要领 

呼者 用语 应者 用语 复诵者 用语 

40 警惕报警 司机 
警惕 

注意 
副司机 警惕注意   

司机脚踩警惕踏板/副司机

按警惕按钮 

41 出站双黄 副司机 
确认 

信号 
司机 确认信号   

出站前司机进行监控“确认

信号”操作 

三、调车作业 

序

号 

呼唤 

处所 

呼 唤 应 答 复 诵 
呼唤时机执行要领 

呼者 用语 应者 用语 复诵者 用语 

1 
调车 

计划 
副司机 

×道甩×辆 
司机 

×道甩×辆 
  必须 2 人以上确认计划 

×道挂×辆 ×道挂×辆 

2 
指挥 

调车 

副司机 调车信号 司机 
白灯 

副司机 
白 灯 好 啦 / 蓝

灯停车 

司机室正方向信号、进路由

乘务员确认 蓝灯停车 

司机 手信号 副司机 

前进 

司机 

前进好啦 

严守 10、7、5km 时速 
后退 后退好啦 

连接 连接注意 

溜放 溜放 



序

号 

呼唤 

处所 

呼 唤 应 答 复 诵 
呼唤时机执行要领 

呼者 用语 应者 用语 复诵者 用语 

3 
调车 

指令 
副司机 

起 动 / 推 进 /

连 接 / 减 速 /

停车/ 

司机 

起动好/推进

好/连接好/ 

减速/停车 

  

在接平调设备时，调车指令变

化后，副司机进行呼唤，司机确

认监控限速正确后进行应答 

4 
股 道 开

通信号 
副司机 股道信号 司机 ×道开通 副司机 ×道开通好啦 

2 人以上确认股道开通后，

方准动车 

5 尽头线 副司机 尽头线 司机 土挡注意 副司机 严守速度 
入线道岔处、距土挡 30 m

分别一度停车 

6 到发线 副司机 防护信号 司机 
红牌注意 

副司机 
红牌停车 

坚持一度停车 
红灯注意 红灯停车 

7 货物线 副司机 
红牌注意 

司机 
红牌注意 

副司机 停车 坚持一度停车 
红灯注意 红灯注意 

8 
接 触 网

终点标 
副司机 终点标 司机 准备停车 副司机 准备停车  

9 
厂 矿 专

用线 
副司机 大门注意 司机 准备停车 副司机 准备停车 坚持一度停车 

10 
道岔 

确认 
副司机 道岔 司机 开通/停车 副司机 开通好啦/停车 

单机走行和牵出必须逐个

确认并呼唤 

续表    

序

号 

呼唤 

处所 

呼 唤 应 答 复 诵 
呼唤时机执行要领 

呼者 用语 应者 用语 复诵者 用语 

11 挂车 副司机 

十辆 

司机 

十辆 

副司机 

十辆 

使用平调时按规定严格控

制速度 

五辆 五辆 五辆 

三辆 三辆 三辆 

停车 停车 停车 

12 

弯道、桥

梁道口、

行人 

副司机 ××注意 司机 注意   
根据瞭望难度，断定呼唤与

鸣笛 

注：1. 电力机车走廊巡视时机：① 始发列车出站后；② 通过分相绝缘后适当时机；③ 运行中发生异音、

异状时；④ 司机认为有必要时。 

第一次走廊巡视检查后端使用重联电话核对、汇报内容如下： 

① 网压、原边电流、辅压、牵引力、控制电压；② 总风缸压力、均衡风缸压力、列车管压力、制动缸

压力。③ 机械间受电弓观察天窗确认受电弓状态。  

第二次走廊巡视回到前端汇报内容如下：  

① 主变压器油温、牵引变流器水温；② 控制电源柜工作状态、各管路塞门位置是否正确、机械间有无

异音异味；③ 后部开窗检查弓网状态情况，走行部是否有异音、异味；④ 后端门窗是否锁闭严密；⑤ 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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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标准 
 

调、热风机关闭。 

副司机汇报完毕后，司机进行：各仪表手指检查并呼唤。 

第二次走廊巡视检查汇报：各部检查、显示是否正常。 

2. 内燃机车机械间巡视时机：① 始发列车出站后；② 运行中发生异音、异状时；③ 司机认为有必要时。 

机械间巡视回到前端汇报内容如下： 

① 柴油机各部运转状态；② 油位、水位显示状态，各部有无泄漏，机械间有无异音、异状；③ 侧壁各

仪表油压情况；④ 电器柜有无放电现象、是否有异味；⑤ 后端门窗是否锁闭严密，空调、热风机状态

（根据季节按中心规定执行）。 

四、万吨列车主、从控呼唤应答标准 

序

号 
内容 主  控 从  控 主  控 要求及注意事项 

1 列车组合 

 
××机车从车××

连挂 
××机车明白 被连挂车做好安全准备工作 

 
× × 机 车 组 合

（连挂）完毕 

× × 机 车 组 合

（连挂）完毕，

主车××明白 

从控机车组合（连挂）完毕及时向主控机

车汇报 

2 编组连接 

从车××号编组 ××机车明白  

主、从控机车断开主断，降下受电弓，从

车将电钥匙、换向手柄、大小闸、电小闸位

置向主车进行汇报，开放同向节 156 塞门；

主车减压 50 kPa 排完风后告知从车编组距

离，从车正确输入主控机车号、编组距离，

设置完毕后依次向主控机车汇报 

 
从车××号 

编组完毕 
主车××明白 

主车编组 
××机车 

编组成功 

编 组 成 功 （ ××

显示不正常） 

主控机车准确输入从控机车号、编组距

离，主从车加强联系共同确认显示屏内容 

续表    

序

号 
内容 主  控 从  控 主  控 要求及注意事项 

3 升弓 
××车 升 前 /后

弓 

××升前/后弓正

常 
 

主、从车司机升弓合主断时注意人身安

全、总风风压、启动劈相机时从车发现不正

常时及时将重联扳钮打单机位进行断电，并

向主车汇报 

4 闭合主断 ××闭合主断 
××车主断闭合

正常 
 

 

5 启动辅机 

× × 车 启 动 劈

相机 

××劈相机 

启动正常 
 

× × 车 启 动 压××压缩机  



序

号 
内容 主  控 从  控 主  控 要求及注意事项 

缩机 启动正常 

6 高压试验 

高压试验 高压试验  
高压试验前主、从车司机应确认机车或列

车处于安全状态，列车处于制动状态，从车

应配合主车做高压试验，确认无线连接状

态，主、从车做好配合，保证安全 

换向手柄××位 ××位正常  

启动××风机 
××风机启动正

常 
 

给流××A ××A 正常  

7 
制 动 机 试

验 

列 管 减 压 试

验 
列管减压试验  

主、从控机车注意风表显示状态，如果实

验有问题，主、从车互通情况 

减压××千帕 
从车减压××千

帕 
 认真确认仪表显示 

每 分 钟泄 漏×

×千帕 

从 车 每 分 钟 泄

漏××千帕 
 必须符合万吨列车的泄漏标准 

8 监控设置 
× × 机 车 核 对

编组 

××机车核对编

组 
 

主、从控乘务员认真核对监控数据、本补

机状态、156 塞门状态、电空扳钮在电空位 

9 
运 器 时 间

核对 

监 控 对表 ×分

×秒 
从车×分×秒  主、从控司机分别将时差记入监控单、手账

10 简略试验 

简略试验 简略试验  

主、从控机车认真核对排风时间、保压时

观察泄漏量符合要求、列尾排风正常 

减压××千帕 

均衡风缸××千

帕、列车管××

千帕 

 

列尾排风 
列车管风压× ×

千帕 
 

11 
检 查 机 车

走行部 

× × 机 车 走 行

部检查 

××机车明白注

意安全 
 

列车制动，机车单独缓解后各机车确认制

动缸缓解状态，检查完毕后，从控向主控汇

报 

12 准备开车 

××机车信号×

灯，地面信号

×灯 ， 具 备发

车 条 件 准 备

发车 

××机车走行部

检 查 正 常 人 员

到 齐 具 备 发 车

条件可以开车 

 

从控机车人员、货票必须齐全，具备发车

条件后向主车进行汇报（区间停车再开时，

主控必须确认从控人员到齐，方能缓解开

车） 

13 防洪地段  防洪地段注意 注意运行 主、从控机车司机密切注意运行 

14 
防 止 空 转

滑行 

注意空转 

（滑行） 

注意空转 

（滑行） 
 

轨面有雨、霜、雪、水、油时及时通知各

从控司机，各机车司机注意撒砂防止空转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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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内容 主  控 从  控 主  控 要求及注意事项 

15 
同 步 系 统

通信中断 

× × 机 车 通 信

中断 

××机车通信中

断 
 

通信中断司机密切注意界面，如果不能恢

复时，按相关办法处理 

16 区间停车 ××原因停车 
××原因停车××

机车明白 
 

停车后按主控司机指令执行防护、防溜措

施；开车前主控机车互报管压 

17 
通 过 慢 行

地段前 
 慢行注意 

严守速度，限速×

×公里每小时 
必须严守限制速度，主、从控副司机起立

18 
走 廊 巡 视

后的汇报 

× × 机 车 巡 视

汇报 

闸缸××千帕、列

车管压力、总风

缸压力、均衡风

缸压力、电机电

流、电压、其他

各部是否正常 

正常 

（××不同步） 

从车副司机走廊巡视结束后从控机车乘

务员按规定检查汇报，主车司机认真核对 

19 
站 内 停 车

临时停车 

列车停妥 

下车检查 

下车检查、 

注意安全 
 

没有主控司机指令，从控机车人员不得下

车检查，确保人身安全（2+0 单元万吨从车

应提醒×机车严禁追加） 

20 解除编组 

××车降弓 ××车降弓明白  主控机车解编前及时降弓，解除编组后，

通知从控机车解编，从控机车解编完毕后汇

报主控机车，打单机位 

× × 机 车 解 编

完毕 

××机车解编完

毕 

主车明白、关156、

输入监控数据 

21 列车分解 

××机车摘解 ××机车摘解  

列车保持制动后，乘务员按“一关车辆折角塞

门、二关机车折角塞门、三摘风管、四提钩”的

程序分解列车。异常及时汇报主控司机 

 
××机车分解完

毕 

××副 司 机 下 车

确认 

从车司机确认后上车通知主控司机分解

完毕 

 
××机车确认好

了 

××确认好了，×

×动车 

主控司机接到从车“分解完毕”的汇报后要

求从车副司机下车确认。接到“确认好了”的

呼唤应答后方可动车 

22 列车进站 
×机车×站 

×道停车 
注意输入支线号 支线号输入完毕  

五、万吨列车主控呼唤应答标准 

呼唤处所 
呼 唤 应 答 复 诵 

呼唤时机执行要领 
呼者 用语 应者 用语 复诵者 用语 

严禁低速缓解 副司机 
速度 38 公

里每小时 
司机 缓解列车 副司机 缓解列车 

黄灯和红黄灯除外，绿灯情况下

必须呼唤 



呼唤处所 
呼 唤 应 答 复 诵 

呼唤时机执行要领 
呼者 用语 应者 用语 复诵者 用语 

严 禁 大 劈 叉

撂闸 
副司机 

小闸 

运转位 
司机 小闸运转位 副司机 

小闸 

运转位 
进入非动力制动工况运行时 

严禁不当 

非常制动 
副司机 常用减压 司机 常用减压停车 副司机 

常用 

减压停车 

运 行 途 中 遇 行 人 和 施 工 机 械 侵

线等情况，除危及本列安全除外使

用紧急制动 

严禁没有动力

制动缓解列车 
副司机 

无电制 

不准缓解 
司机 

无电制 

不准缓解 
副司机 

无电制 

不准缓解 

速 度 接 近 缓 解 速 度 和 过 完 分 相

后动力制动未投入时 

续表    

呼唤处所 
呼 唤 应 答 复 诵 

呼唤时机执行要领 
呼者 用语 应者 用语 复诵者 用语 

严 禁 同 步 故

障 长 大 下 坡

道维持运行 

副司机 同步故障 司机 停车 副司机 停车 
仅限于神池南至原平南、南湾至

西柏坡间 1+1 组合列车运行时 

严禁单元万吨

追加减压停车 
副司机 

停车 

不追加 
司机 停车不追加 副司机 

停车 

不追加 
站内考标停车或途中需要停车时 

严 禁 没 排 完

风缓解列车 
副司机 风未排完 司机 不得缓解 副司机 不得缓解 

途中施行空气制动后 

严禁偷风操作 副司机 不准偷风 司机 不准偷风 副司机 不准偷风 

严 禁 从 控 机

车 监 控 装 置

处 理 不 当 降

级放风 

副司机 关机 司机 关机 副司机 关机 途中从车监控失电 

运 行 中 严 禁

使 用 过 充 位

缓解列车 

副司机 严禁过充 司机 严禁过充 副司机 严禁过充 仅限于 C64 万吨列车缓解时 

累计减压量超

过 80 kPa 时 
副司机 减压量 司机 超 80 千帕 副司机 停车缓风 副司机发现司机追加减压时 

长大下坡道制

动带闸遇机车

信号黄灯时 

副司机 机车信号 司机 黄灯 副司机 停车缓风 万吨列车黄灯不得缓解 

人工同步时 副司机 
确认维持

条件 
司机 具备条件 副司机 人工维持 

2+0 同步故障及 1+1 组合在平原维

持运行时必须具备人工同步的条件 

高坡区段减压

超 过 120 kPa

停车再开前 

副司机 确认区间 司机 
联系确认/三

个分区空闲 
副司机 缓解列车 

高坡区段减压超过 120 kPa 停车

再开前，司机必须联系车站确定前

方至少有三个闭塞分区空闲时方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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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唤处所 
呼 唤 应 答 复 诵 

呼唤时机执行要领 
呼者 用语 应者 用语 复诵者 用语 

缓解列车 

单 牵 长 波 浪

制动过长时 
副司机 制动距离 司机 ××公里 副司机 加载减速 严禁带闸距离超过 12 km 

每次空气 

制动时 
司机 

大闸 

目标值 
副司机 

目标值×× 
  

制动 10 s 后目标值未显示副司机

呼唤追加减压防止超速 目标值未显示 

六、确认呼唤（应答）基本要求 

（1）一次乘务作业全过程必须认真执行确认呼唤（应答）制度。 

（2）确认呼唤（应答）必须执行“彻底瞭望、确认信号、手比眼看、准确呼唤”，并掌握“清

晰短促、提示确认、全呼全比、手势正确”的作业要领。 

（3）列车运行中必须对所有地面主体信号显示全部进行确认呼唤（应答），自动闭塞区段

分区通过信号显示绿灯，值乘速度 120 km/h 及以上客运列车时，只手比不呼唤（带有三斜杠

标志预告功能的分区通过信号机除外）。 

（4）遇有显示须经侧向径路运行的信号时，在呼唤信号显示的同时，必须呼唤侧向限速值。 

七、信号确认呼唤时机和手比姿势 

1. 信号确认呼唤时机 

应遵循“信号好了不早呼、信号未好提前呼”的原则，瞭望条件良好时，进站（进路）信

号呼唤不少于 800 m；出站、通过、接近、预告信号呼唤不少于 600 m；信号表示器不少于

100 m。 



2. 手比规范（司机、副司机均按下述手势执行） 

（1）信号显示要求通过（显示绿灯、绿黄灯）时：右手伸出食指和中指并拢，拳心向左，

指向确认对象，如图 1-1 所示。 

（2）信号显示要求正向径路准备停车（显示黄灯）时：右手拢拳伸拇指直立，拳心向左，

如图 1-2 所示。 

  

图 1-1 图 1-2 

（3）信号显示要求侧向径路运行（显示双黄灯、黄闪黄）时：右手拢拳伸拇指和小指，

拳心向左，如图 1-3 所示 

（4）信号显示要求停车（显示红灯，包括固定和临时）时：右臂拢拳，举拳与眉齐，拳

心向左，小臂上下摇动 3 次，如图 1-4 所示。 

  

图 1-3 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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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注意警惕运行时：右臂拢拳，大小臂成 90，举拳与眉齐，拳心向左，如图 1-5 所示。 

（6）确认仪表显示时：右手伸出食指和中指并拢，拳心向左，指向相关确认设备时，如

图 1-6 所示。 

（7）确认非集中操纵道岔、各类手信号、防护信号（脱轨器）时：右手伸出食指和中指并

拢，拳心向左，指向确认的非集中操纵道岔、各类手信号、防护信号（脱轨器），参见图 1-1。 

（8）列车运行中，LKJ 提示前方列车运行限制速度有变化时，司机必须在变速点前，对

变化的速度值及时进行确认呼唤；确认呼唤时，右手伸出食指和中指并拢，拳心向左，指向

LKJ 显示部位，参见图 1-6。 

  

图 1-5 图 1-6 

（9）手比以注意警惕姿势开始和收回，手比动作稍作停。 

八、车机联控用语及作业要求 

1. 正常情况下车机联控 

（1）接车作业时的车机联控。 

呼叫时机 联控用语 

进站前 作业人 列车司机 车站值班员 



适当地点 呼叫人 ××（站），××（次）接近  

被呼叫人  ××（次）××（站），×道通过（停车） 

复诵人 
××（次）××（站），×道通过 

（停车），司机明白 
 

（2）股道设有腰岔的车站停车时，车机联控用语。 

呼叫时机 
联控用语 

作业人 车站值班员 列车司机 

进站前适当地点 

呼叫人  ××（站），××（次）接近 

被呼叫人 
×次×站×道×（A、B、C、D 或 A 

B、CD）段停车 
 

呼叫人  
×次×站×道×（A、B、C、D 或

AB、CD）段停车，司机明白 

注：车机联控时，列车运行方向由远及近以腰岔为界划分为 A 区段、B 区段、C 区段、D 区段。 

（3）万吨列车需越过出站信号机停车时，车机联控用语。 

呼叫时机 
联控用语 

作业人 车站值班员 列车司机 

进站前适当地点 

呼叫人  ××站，××次接近 

被呼叫人 ×次×站压前停车  

呼叫人  ×次×站压前停车，司机明白 

注：车站联控司机，须得到机车司机复诵无误后，方准开放出站信号机。 

（4）万吨列车需越过出站信号机停车后再开时，车机联控用语。 

呼叫时机 
联控用语 

作业人 车站值班员 列车司机 

发车前 
呼叫人 ×次区间发车  

被呼叫人  ×次区间发车，司机明白 

（5）始发站或停车再开时、出站（进路）信号开放后。 

呼叫时机 
联控用语 

作业人 车站值班员 列车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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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开放后 

呼叫人 ××次，×道出站（进路）信号好了  

被呼叫人  
××次，×道出站（进路）信号 

好了，司机明白 

（6）列车在区间被迫停车或列车脱轨可能侵入邻线及发生危急行车安全的情况时，列车

应立即呼叫车站，并做好防护。 

呼叫时机 
联控用语 

作业人 车站值班员 列车司机 

区间被迫停车 

呼叫人  
××站××次在××公里××米处因××原因被

迫停车（或可能侵入邻线） 

被呼叫人 
××次在××公里××米处被迫停车

（或可能侵入邻线） 
 

（7）侵入邻线司机主动呼叫邻线司机时。 

呼叫时机 
联控用语 

作业人 本务列车司机 邻线列车司机 

侵入邻线 

呼叫人 
××次××公里××米处侵限， 

上（下）行列车注意（立即）停车 
 

被呼叫人  
××次在××公里××米处侵限， 

上（下）行××次列车司机明白 

（8）机外停车时，值班员主动呼叫司机。 

呼叫时机 
联控用语 

作业人 车站值班员 列车司机 

机外停车 
呼叫人 ××次××站机外停车  

被呼叫人  ××次××站机外停车，司机明白 

（9）机外停车变通过（站内停车），值班员主动呼叫司机。 

呼叫时机 
联控用语 

作业人 车站值班员 列车司机 

计划变更后 
呼叫人 ××次××站××道通过（停车）  

被呼叫人  ××次××道通过（停车），司机明白 



（10）当进站信号开放后，出站未开放，值班员主动呼叫司机。 

呼叫时机 
联控用语 

作业人 车站值班员 列车司机 

进站信号开放、出

站信号未开放 

呼叫人 
××次××站××道进站信号开放好

（了）。注意出站信号 
 

被呼叫人  
××次××道进站信好开放好（了）注

意出站信号，司机明白 

（11）当出站信号开放后，站内通过时，值班员主动呼叫司机。 

呼叫时机 
联控用语 

作业人 车站值班员 列车司机 

出站信号已开放 

呼叫人 
××次××道出站（进路）信号 

开放好（了） 
 

被呼叫人  
××次××道出站（进路）信号 

好（了）司机明白 

（12）进站信号机故障改为引导接车时，值班员主动呼叫司机。 

呼叫时机 
联控用语 

作业人 车站值班员 列车司机 

进站信号机故障，

引导接车 

呼叫人 
××次××站引导接车，××道停车（通

过）注意引导（手）信号 
 

被呼叫人  
××次××站引导接车，××道停车（通过）

注意引导（手）信号，司机明白 

（13）调车作业时，调车信号开放后。 

呼叫时机 
联控用语 

作业人 车站值班员 列车司机 

调车信号开放后 

呼叫人 
××次或××调××道调车 

信号开放好（了） 
 

被呼叫人  
××次或××调××道调车信号 

开放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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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车站一端有两个及其以上列车运行方向，车机联控用语。 

呼叫时机 
联控用语 

作业人 车站值班员 列车司机 

出站信号开放后 

呼叫人 
××次××道××站方向出站信号

好（了） 
 

被呼叫人  
××次××道××站方向出站信号好（了），

司机明白 

（15）凡在站内或区间遇有施工及其他原因临时限速运行时（不包括图定限速区段）由接

近施工限速地点的车站在进站联控时，增加用语“注意站内（区间）限速”；司机在规定用语应答

后，增加用语“站内（区间）××公里××米至××公里××米限速××公里每小时。”司机明白。 

呼叫时机 
联控用语 

作业人 车站值班员 列车司机 

有临时限速 

呼叫人  ××站××次接近 

被呼叫人 
××次××站××道通过（停车），

注意站内（区间）限速 
 

呼叫人  

××次××站××道通过（停车），站内（区

间）××公里××米至××公里××米限速××

公里每小时，司机明白 

（16）车站与司机联系用语。 

呼叫时机 
联控用语 

作业人 车站值班员 列车司机 

司机与车站联系 
呼叫人  ××站（场）××（次、机车）呼叫 

被呼叫人 ××（站场）有，请讲话  

车站与司机联系 
呼叫人 

××（次、机车）×× 

（站场）呼叫 
 

被呼叫人  ××（次、机车）有请讲话 

（17）自动闭塞区间，通过信号机故障（红灯、显示不明）联控用语。 



呼叫时机 
联控用语 

作业人 车站值班员 列车司机 

通过信号机故

障（红灯、显

示不明） 

呼叫人  

××站××次在××公里××米（处）停车，××号通

过信号机显示红灯（显示不明、灯光熄灭），

请确认前方闭塞分区是否空闲 

被呼叫人 
××次，前方闭塞分区××次

占用，（空闲） 
 

呼叫人  
前方闭塞分区××次占用（空闲）××（次），司

机明白 

2. 非正常情况下车机联控 

（1）在执行各次列车联控程序时，如果规定先呼唤的，一方未呼唤，另一方补充呼唤。 

（2）自动闭塞区段，发生单机非常制动停车，因机车有自动撒砂功能，造成两钢轨间分

路不良，使地面信号不能正常显示停车信号，起到防护作用。为防止后续列车发生冲撞事故

的发生，凡是单机非常停车后，立即再向前移动一车远（约 40 m）距离，并及时报告车站，

确保行车安全。 

（3）单机非常制动停车后，遇特殊不能立即向前移动时（如发生路外伤亡，车下有人时），

除报告车站外，立即用短路导线，短接后方线路钢轨，待处理完后撤除短路导线。 

（4）遇有联控用语以外的其他非正常行车或遇风雪雨雾天气不良，

发生路外伤亡、弓网故障、机车故障、线路异常等情况，车站值班员、

列车司机须用电台通报时，双方说明情况，按调度员的指示办理，确保

行车安全。 

 

 

 

 

内燃机车呼唤应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