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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一  旅客运输计划编制 

【教学目标】 

旅客运输计划是铁路运输计划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不仅是确定旅客列车对数和客运机车车辆需要数的基础，也是确定客运设备、客运机车车

辆修造计划以及客运运营支出计划的重要依据，同时也是铁路旅客运输组织工作的基础，以

及旅客安全、迅速、准确、便利、舒适地旅行的前提。旅客运输计划按其组织形式分为客流

计划、技术计划、日常计划三种。掌握编制旅客运输计划相关知识和技能，能为从事铁路旅客

运输计划相应岗位的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因此，本项目教学目标为： 

一、知识目标 

（1）客流的概念、分类； 

（2）旅客列车的概念、分类； 

（3）客流图的概念、用途； 

（4）旅客运输计划指标； 

（5）旅客列车行车量； 

（6）旅客列车运行图、时刻表； 

（7）旅客输送日计划； 

（8）乘车人数通知单； 

（9）客运调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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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能目标 

（1）能够进行客流调查； 

（2）能够预测客流； 

（3）能够按要求绘制客流图； 

（4）会计算旅客运输计划指标； 

（5）能够准确确定旅客列车运行区段和行车量； 

（6）能够看懂旅客列车运行图、时刻表； 

（7）能够编制旅客输送日计划； 

（8）能够正确填制乘车人数通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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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一  旅客运输客流计划编制 

  任务描述 

旅客运输客流计划是编制旅客运输计划的基础，作为铁路客运计划员，应当掌握客流调

查方法及不同方法的调查目的，能够准确预测客流变量及客流量等，为做好铁路旅客运输计

划、客运计划调整等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旅客运输客流计划是编制旅客运输计划的第一项作业，包括客流调查、客流变化的判断、

客流预测等环节。完成此作业需要掌握铁路客流的概念、分类，客流调查方法、客流预测方

法，客流斜线表的编制、客流图绘制等相关知识和技能。 

  知识准备 

一、客流的形成及分类 

1. 客流的形成 

客流是指铁路某一方向上、一定时间内旅客的流量和流向，由旅客运输的数量、行程和

方向构成。在我国，客流主要由广大人民在生产和生活中的旅行需要所形成。 

2. 客流的分类 

铁路上为了合理地组织旅客运输和确定旅客列车的运行区段和种类，按旅客的乘车距离

和铁路局管辖范围，一般将客流分为以下两种： 

（1）直通客流，指旅客乘车距离跨及两个及其以上铁路局的。 

（2）管内客流，指旅客乘车距离在一个铁路局范围以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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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旅客列车分类及列车车次 

（一）旅客列车分类 

为了规范管理，适应市场需要，满足日益增长的客流的需求，铁路总公司在大力挖掘运

输潜力的同时，不断推出高速新型旅客列车等运输新产品。目前，旅客列车的分类大致如下： 

（1）高速动车组旅客列车。 

这种列车采用先进的和谐号、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车内设备、服务水准一流，列车运行

在高速铁路线路上，设计时速 350km，主要安排在客流较大的城市所在站始发、终到，实现

大城市间旅客的快捷运输。 

（2）城际动车组旅客列车。 

这种列车采用先进的和谐号、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车内设备、服务水准一流，列车运行

在城际高速铁路线路上，设计时速 350km，实现城市间旅客的快捷运输。 

（3）动车组旅客列车。 

这种列车采用先进的和谐号动车组列车，车内设备、服务水准一流，列车运行在普速铁

路线路上，最高时速 250km，主要安排在客流较大的城市所在站始发、终到，实现大城市间

旅客的快捷运输。 

（4）直达特快旅客列车。 

这种列车采用先进的庞巴迪和 25 T 型客车，车内设备、服务水准一流，列车运行在普速

铁路线路上，最高运行时速达 160km，途中一站不停，主要安排在客流较大的城市所在站始

发、终到，实现大城市间旅客的快捷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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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特快旅客列车。 

这种列车也是目前国内速度较高、车内设备完善、服务质量较好的列车，列车运行在普

速铁路线路上，在首都与各大城市及国际之间开行。有国际和国内两种特快旅客列车，国内

特快又分为跨局特快和管内特快。特快列车停站少，运行速度和直通速度都较其他普速旅客

列车高。 

（6）快速旅客列车。 

这种列车目前在京沪、京广、京哈、陇海等经过技术改造后具有提速条件的普速铁路线

路上开行，其中在相距 1000～1500km 的大城市间开行了多对夕发朝至的快速列车，受到

旅客极大欢迎。 

（7）普通旅客快车。 

这种列车运行在铁路普速线路上，分为跨局及管内两种普通快车，比特快、快速旅客列

车慢，编组辆数和停站次数较多，运行于各大中城市之间。 

（8）普通旅客慢车。 

这种列车运行在铁路普速线路上，分为跨局及管内两种普通旅客慢车，编组辆数多，定

员多，速度较低，在营业站均有停点。 

（9）临时旅客列车。 

这种列车是为了适应客运市场需求而临时开行的旅客列车。 

（10）旅游列车。 

这种列车在名胜古迹、游览胜地所在站和大中城市间开行，用于运输旅游观光旅客。旅



6 

游列车的速度、服务和设备都优于其他旅客列车。 

（11）回送出入厂客车底列车。 

这种列车是把客车配属站的空客车底事先调送至异地的列车始发站待用，或把旅客运

送至目的地后，将空客车底回送至原客车的配属站而运行的列车。 

（12）因故折返旅客列车。 

除上述旅客列车外，旅客运输企业根据旅客旅行的多元化需求，还可开行其他形式的旅

客列车。 

（二）旅客列车车次 

全国有上千对不同种类、性质的旅客列车运行在全国各条线路上。为了便于旅客区别各

种旅客列车的性质和种类，同时，考虑到铁路行车部门组织列车运行和进行作业的需要，铁

路部门把各种旅客列车按其性质、种类和运行方向用一定字母、数字编定车次。所以，车次

是某一列车的简明代号，它能表示：① 列车的种类——是客车还是货车，如是客车还可判

明是直通的还是管内的；② 列车的等级——是快车还是慢车，如是快车还可区分特快、快

速、普快等；③  列车的去向——是上行还是下行，在我国以向首都北京、支线向干线或指

定方向为上行，车次编定为双数，反之为下行，车次编定为单数。同一车站到开或同一径路

运行的列车不得编用相同的车次，有些列车在途中几次变换上下行方向，就形成了一趟列车

多个车次，列车可使用不超过四个车次运行到终点站。 

目前采用的车次代码方案为：普通旅客快、慢列车由 4 位数字组成，其他列车由一位字

母和 1～4 位数字组成（但回送客车底列车、因故折返旅客列车除外）。旅客列车车次编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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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 所示。 

表 1.1.1  旅客列车车次表 

序号 列车种类 车  次 序号 列车种类 车  次 

1 
高速动车组

列车 

跨局 G1～G5998 
8 

普通旅客

慢车 

跨局 6001～6198 

管内 G6001～G9998 管内 6201～7598 

2 
城际动车组

列车 

跨局 C1～C1998 9 通勤列车 7601～8998 

管内 C2001～C9998 
10 

临时旅客

列车 

跨局 L1～L6998 

3 动车组列车 
跨局 D1～D3998 管内 L7001～L9998 

管内 D4001～D9998 

11 旅游列车 

跨局 Y1～Y498 

4 
直达特快 

旅客列车 
跨局 Z1～Z9998 管内 Y501～Y998 

5 
特快旅客 

列车 

跨局 T1～T4998 12 动车组检测车 DJ5501～DJ5598 

管内 T5001～T9998 13 
回送出入厂客车底 

列车 
001～00298 

6 
快速旅客 

列车 

跨局 K1～K6998 14 回送图定客车底 原车次冠以“0” 

管内 K7001～K9998 15 因故折返旅客列车 原车次冠以“F” 

7 
普通旅客 

快车 

跨三局及

以上 
1001～1998 16 行包列车 X1～X299 

跨两局 2001～3998 
 

管内 4001～5998 

三、客运量预测 

客运量预测是指对客运量的发展进行动态分析，并在定性基础上进行定量计算，为编制

旅客运输计划提供科学依据。客运量预测是编制铁路旅客运输年度计划、五年计划和长远规

划的基础，也是铁路新线建设和旧线技术改造的重要依据。 

（一）客流调查 

客流是运输组织工作的基础，是编制旅客运输计划的依据，而摸清客流又是一项比较复

杂的工作，因为大部分客流是基于个人旅行需要而自然形成的，但它又受一系列社会因素的

影响。因此，客流调查以影响客流发展与变化的主要因素为对象，同时，要确切地掌握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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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的客流数量和客流变化规律。 

1. 影响客流变化的主要因素 

（1）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 

（2）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内方针政策的变化。 

（3）生产力布局的变化，经济区的开发，地方工业及乡镇企业的兴办和发展。 

（4）人口的自然增长。 

（5）人文、民俗及国家和地区性的大型团体活动。 

（6）现有铁路的技术改造，新线的修建，客流吸引范围的扩大或缩小。 

（7）各种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和分工情况。 

（8）不同交通工具客运票价的变化。 

（9）自然灾害和季节、气候变化。 

（10）旅游业的发展变化。 

这些因素对客流变化的影响极为显著。例如，城市人口的增加，广大人民群众物质文化

生活水平的提高，铁路客运设备的不断改善等，都会引起客流的急剧增长。 

必须指出，上述各种因素的变化，都是国民经济计划在该地区的具体体现。因此，调查、

分析和运用这些资料时，首先应该研究国民经济计划的发展趋势，领会党和国家在一定时期

制定经济计划的原则精神和在各地区进行经济建设的方针意图。以此作为根据，再进行具体

资料的分析，才有可能使客流调查工作做得更好，更符合客观实际。 

2. 客流调查的范围 

客流调查可以在列车上进行，也可以在车站及其铁路沿线的吸引区内进行。客流调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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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是铁路沿线的吸引区。吸引区分为直接吸引区和间接吸引区两种。直接吸引区是指车

站所在地及其附近地区被车站直接吸引的城市和居民点的总区域。这个区域可用垂直平分法

划出大致范围，如图 1.1.1 所示。 

甲站的几何吸引范围是实线包围的地区 ABCD。 

其求法为：先划出甲乙和甲丙的垂直平分线，然后划出甲丁的垂直平分线与其相交于 A，

B 两点，再划出甲戊的垂直平分线与其相交于 C，

D 两点。A 点与甲、乙、丁三站的距离相等，B

点与甲、丙、丁三站的距离相等，D 点与甲、乙、

戊三站的距离相等，C 点与甲、丙、戊三站距离

相等。所以几何图形 ABCD内各点都距甲站较近，

可作为甲站的吸引范围。同时还必须考虑许多具

体条件，如地形、地貌、交通条件、运输费用、在途时间等进行分析、修正，才能最后确定

吸引区的边界。 

间接吸引区是指车站直接吸引范围以外，由其他交通工具的联系而被间接吸引的较远地

区的城市和居民点的总体区域。一般按最短通路原则进行划定。 

3. 客流调查的方法 

客流调查分为综合调查、节假日调查、日常调查三种形式，一般以日常调查为主。调查

对象多为居民或旅客。 

1）综合调查 

综合调查一般每年进行一次。调查的目的是摸清车站吸引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人民

 

图 1.1.1  直接吸引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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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情况，了解影响铁路客运量变化的各种因素以及对客运工作的客观要求，作为制定长期

规划、年度计划及改进客运设备的主要依据和日常客运组织工作的基础。 

调查内容有： 

（1）吸引地区的一般情况。 

地区的自然条件（位置、地形、气候等），行政区域的划分，城市、农村人口的分布和增

长情况，工矿企业、机关学校的分布和发展情况，工矿企业生产水平及与外地在供销上的联

系，农业生产和劳动力的安排及有组织的或自发的劳动力外出情况，文教、卫生事业的发展

和名胜古迹、医院、疗养院的分布。 

（2）直接影响客流的各项因素。 

吸引地区的总人数，工矿企业、机关、学校等单位的人员及家属人数、休假制度及利

用铁路旅行的情况，疗养、休养处所的开放时间、床位及其周转时间，吸引范围内名胜古

迹、游览胜地及历年各月的旅游人数，历年特殊客流及大批人员运输情况（应分出主要到

发区段）。  

（3）各种交通运输工具的分工情况。 

吸引范围内现有交通运输方式的运输能力，历年的运量及比例，客流在时间上的变化情

况以及今后的发展；各种交通运输工具的运行线路，与铁路旅客列车运行时间的配合情况。 

（4）铁路旅客运输资料。 

按运输类别的旅客发送、中转及到达人数，使用铁路乘车证人数，客流月间、季度的波

动情况及原因；历年客流变化及到达各区段的客流量；分直通、管内和市郊的旅客列车对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