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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我国 的 展动车组 发  

20世纪中后期以来，许多国家在客运繁忙的铁路干线上开行了大量的动车组，在高速铁

路上全部采用电动车组的运输方式。20 世纪末，我国从瑞典引进的 X2000 型摆式电动车组在

广深线运用成功，这是我国运载工具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中国铁路面对激烈的客运竞争，也不失时机地对动车组进行研发。2000—2004 年是我国

自行研发动车组的高潮，已有NZJ型全双层内燃动车组、NYJ1型液力传动内燃动车组（九

江号和北亚号）、NZJ1 型双层内燃动车组（新曙光号）、NZJ2 型内燃动车组（神州号）、金轮

号内燃动车组、普天号摆式内燃动车组和春城号电动车组、DDJ1 电动车组（大白鲨号）、DJJ1

电动车组（蓝箭号）、DJF2 电动车组（先锋号）、DJF1 电动车组（中原之星号）、DJJ2 电动车

组（中华之星号）等先后问世，并投入运营。从运营的情况来看，这些动车组表现尚不尽如

人意，存在不少技术问题，无法快速形成我国动车组主型产品。这说明我国在动车组关键技

术和工艺的掌握方面，就目前来说还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难关。另外，我国经济到 21 世纪已进

入了一个快速稳定的发展时期，高速增长的国民经济对铁路运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有铁

路客货运输尽管已进行了6次大提速，但仍然满足不了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需求，铁路运输

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提速与重载依然是未来铁路发展的主旋律，是铁路适应国民经

济快速发展对铁路运能需求的根本出路。 



 

 

未来10～20年，铁路牵引动力和运载工具将要发生巨大变化，以高速动车组和大功率

交流传动客货运电力机车为标志的铁路运输装备的升级换代，将引发电力牵引技术的巨大进

步和飞跃；以单司机值乘、长交路轮乘制为标志的乘务制度的实施，将引发机车运用与管理

制度的变革。这样，单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自主摸索研发生产动车组和先进的交流传动机车

已远远不能满足铁路运输的发展。必须借助外部力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成熟运用经验，

快速扩充我国铁路路网规模、提高路网档次与质量，快速完成机车车辆运载工具技术的升级

换代。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提出了“引进先进技术，联合设计生产，打造中国品牌”的发展

思路，积极采用“先进、成熟、经济、适用、可靠”的技术和标准。2005年以来，我国与日本、

加拿大、德国、法国等国合作，引进了世界一流动车组技术，同时进行一些国产化改造工作，

进展比较顺利。第一批动车组命名为“和谐号 CRH 系列”动车组，每列 8 辆编组，并可实现两

列车连挂运行。在 2007 年 4 月 18 日铁路第六次大提速之际，和谐 CRH1（加拿大）、CRH2

（中日合资）、CRH3（中德合资）、CRH5（中法合资）4 种 100 多列动车组上线运行，2017

年 6 月 25 日，中国高铁又有了新的成员，由中国铁路总公司牵头组织研制、具有完全自主知

识产权的中国标准动车组被命名为“复兴号”，已经在京沪高铁正式双向运行，成为国人瞩目

的焦点。 

中国铁路总公司工作会议 2017 年 1 月 3～4 日在北京召开。铁路总公司党组书记、总经

理陆东福在会上总结：2016 年建设任务圆满完成，全国铁路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8015 亿

元，投产新线 3281km，新开工项目 46 个，新增投资规模 5500 亿元，到 2016 年底，全国

铁路营业里程达 12.4 万 km，其中高速铁路 2.2 万 km 以上，占世界高铁 65%左右。按我国



 

 

铁路规划：“十三五”末动车组应用占客车保有量的80%。届时将建成以高速铁路为骨架的快

速铁路网。动车组的增量需求达 15000 辆，因此，需要的地勤机械师、随车机械师须增加

8000～12000 人。作为铁路职业教育动车组专业的学生和相关从业人员，必须掌握高速动车

组的必备知识与技能，以适应新时期铁路发展的需要 

⼆、 ⼈ 配置与 位动车组 员 岗 职责 

动车组是现代化的铁路运输装备，其乘务制度与普通机车有着明显区别。动车组司机、

随车机械师、客运乘务员等各自担当的任务侧重不同，其操作对象、程序也各不相同，所以

有必要了解动车组专业管理和安全管理的各项要求，熟悉动车组各专业人员及岗位职责界定

的划分规定。 

1．人员配备与隶属 

列车乘务组是指包括客运、机械师、乘警和司机在内的所有列车乘务人员。保洁、餐饮

公司派员随车服务时，需接受列车长统一领导。 

动车组本务司机的人员配备有专门规定，隶属机务段管理。 

随车机械师和地勤司机隶属车辆段管理。 

客运乘务人员的配备有专门规定，隶属客运段管理。 

2．主要岗位职责 

1）本务司机 

（1）认真执行规章制度，服从命令听指挥，切实履行规定职责。 

（2）动车组在区间被迫停车时，负责指挥随车机械师、列车长处理有关行车、列车防护

和事故救援等工作。 



 

 

（3）出所后负责 CRH1、CRH3、CRH5型动车组的车门集控开关，负责通知CRH380A

型动车组随车机械师集控开关车门。 

（4）动车组发生故障时，按照规定程序独立处理或指挥随车机械师共同处理。 

（5）负责在运用所内（动车组操纵端司机室）与地勤司机办理动车组驾驶、列控、

LKJ-2000、CIR 设备及制动系统技术状态、主控钥匙交接。 

2）随车机械师 

（1）认真执行规章制度，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切实履行规定职责。 

（2）负责在运行途中监控动车组的技术状态，发现故障及时将有关信息通知司机，并采

取措施，妥善处理。 

（3）动车组出入所时，负责与动车所办理技术交接。 

（4）在司机指挥下，处理有关行车、列车防护和事故救援等工作。 

（5）发生危及行车安全的故障或其他紧急情况时，及时通知司机采取停车措施或使用紧

急制动阀停车。 

（6）根据司机通知，负责 CRH380A 型动车组车门的开关。 

3）客运乘务员 

（1）在车站，确认旅客乘降情况并通知司机关闭车门。 

（2）列车运行中，负责车内清洁卫生并为旅客提供质量良好的服务。 

（3）发生危及行车或旅客安全的紧急情况时，及时通知司机采取停车措施或使用紧急制

动阀停车。 

（4）列车在区间非正常停车时，维持车内秩序，保护旅客安全。需要组织旅客撤离列车



 

 

时，通知司机并转告调度或前方站。需要防护时，服从司机统一指挥。 

4）地勤司机 

（1）认真执行规章制度，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切实履行规定职责。 

（2）动车组出入动车所时，负责与本务司机办理动车组驾驶、列控、LKJ-2000、CIR设

备及制动系统技术状态及主控钥匙交接。 

（3）动车组出所时，负责与相关行车安全设备检修单位办理行车安全设备出所合格证

交接。  

（4）负责动车组的调车作业。 

三、本 程的任 与内容课 务  

本课程是在完成动车组构造、动车组辅助设备、动车组电机电器等课程学习后，在熟悉

动车组的基本组成与结构、设备布置、电气线路的基础上进一步学习的课程。通过本课程学

习，掌握动车组司机、随车技师必需的专业基础知识和安全知识，掌握动车组驾驶操纵与主

要设备操作方法、程序、规定等，具备一定的应急故障处理能力，完成动车组知识与技能培

养任务，为动车组运用一线培养合格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本课程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1）动车组乘务员行车驾驶相关操作程序与方法。 

（2）动车组随车机械师相关操作程序与方法。 

（3）动车组的连挂与解编。 

（4）动车组救援及回送作业。 



 

 

（5）动车组非正常情况行车预案及应急故障处理。 

（6）列车运行安全知识与动车组行车安全设备操作。 

（7）动车组牵引与制动基础知识。 

四、学 本 程的作⽤与意习 课 义 

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铁路运输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力发展我国轨道

交通运输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和迫切愿望。所以，在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发展目

标中已明确指出：到 2020 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将达到 10 万 km，运输能力满足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需要，主要技术装备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实现客货分线、完善路网布局、

提升既有能力、推进技术创新，以客运高速和货运重载为重点，坚持引进先进技术与自主创

新相结合，快速提升铁路装备水平。这样，进入“十一五”以来，我国铁路建设进入了一个前

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时期，铁路建设的投资规模达到每年2000多亿元，使我国铁道交通运输

业处于持续繁荣的黄金时期。 

铁路运输需求增长空间巨大，特别是大运量、中长途跨区域旅客运输需求大幅增长，城

际客运市场需求潜力巨大，能源、原材料等大宗货物运输需求保持快速增长。新型运载工具

陆续投入运行，按照我国动车组投入计划，第六次大提速已有140多列动车组成功开行，2010

年有 1000 列动车组上线运行，到 2020 年将有 2000 列动车组投入运营。此外，全国还要建

设 4 个动车组检修基地，22 个动车组运用所。动车组的开行需要大量高水平的机车司机，会

造成机车乘务员的较大缺口，对动车组运用、检修人员的需求也会大大增加。大批新增的交

流传动机车、动车组的投入运用，会使机车、动车组司机、检修技工等成为铁路行业紧缺人



 

 

才。为了适应铁路行业的这种发展和动车组的开行需要，我们必须着手培养动车组运用与检

修技术工人，使他们尽快掌握动车组基本知识与操纵技能，成为动车组运用与检修作业的骨

干力量。因此，学习动车组操纵与安全课程具有重要的意义： 

（1）掌握动车组司机牵引、运行、制动等操纵知识与方法，保证行车安全和正常行车

秩序。  

（2）掌握动车组随车机械师操作基本知识与程序，与动车组司机密切配合，共同完成出

乘任务，确保动车组正常运行。 

（3）尽快提高动车组相关工作人员的职业综合素质与技能，能够处理动车组途中运行突

发故障，提高运行质量，确保铁路运输效益。 

（4）为我国动车组运用与检修提供实践依据和资料，积累经验；为改进和提高我国动车

组设计、制造工艺水平提供可靠翔实的依据，使动车组的技术达到更高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