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一  64D半自动闭塞设备维护 

 项目导引  

半自动闭塞是列车在区间运行的一种闭塞方式，目前主要用于铁路支线、地方铁路及专

用线。64D 半自动闭塞电路曾被称为最严密的电路。通过本项目的学习，你将亲身感受它的

安全性和严密性，并具备维护它的基本能力。 

任务一  64D 半自动闭塞操作 

 学习目标  

（1）会按照半自动闭塞操作规程正常办理闭塞，并能模拟列车运行，使闭塞机复原； 

（2）会按照半自动闭塞操作规程取消复原闭塞和事故复原闭塞。 

 相关知识  

一、半自动闭塞基本概念 

半自动闭塞是用人工来办理闭塞及开放出站信号机，而由出发列车自动关闭出站信号机

并实现区间闭塞的一种闭塞方式。 

继电半自动闭塞是以继电电路的逻辑关系来完成两站间闭塞作用的闭塞方式。我国单线

铁路采用 64D型继电半自动闭塞。 

图 1-1-1是单线继电半自动闭塞示意图。在一个区间的相邻两站设一对半自动闭塞机（BB），

并经两站间的闭塞电话线连接起来，通过两站半自动闭塞机的相互控制，保证一个区间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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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列列车运行。 

 

图 1-1-1  单线继电半自动闭塞示意图 

（一）半自动闭塞机的作用 

（1）甲站要向乙站发车，必须区间空闲并得到乙站同意后，才能开放出站信号机。 

（2）列车从甲站出发后，区间闭塞，两站都不能向该区间发车。 

（3）列车到达乙站，车站值班员确认列车整列到达，办理到达复原后，区间才能解除闭塞。 

（二）64D 型继电半自动闭塞的特点 

（1）发车站和接车站值班员按照“请求-同意”方式共同办理闭塞，大大提高了设备的可

靠性。 

（2）采用 3个不同极性的脉冲构成允许发车信号，而且请求发车信号检查了接车站闭塞

机和外线的良好状态，从而提高了闭塞设备的安全性。 

（3）在办理闭塞后、开放进站或出站信号机前，允许进行站内调车、变更进路和取消闭

塞，因而提高了车站作业效率，适应我国铁路运输的需要。 

（4）闭塞电路设计严密，办理手续简便，表示方式清楚。闭塞外线可与既有的闭塞电话

线共用；使用的继电器和元件类型少，功率低，可以用于无交流电源区段；能与各种车站信

号设备相结合。 

64D 型继电半自动闭塞适应我国单线铁路站间距离短、列车成对运行的特点，因此，得

到了迅速发展，在保证行车安全、提高运输效率、改善劳动条件等方面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取得了突出的技术经济效果。 

二、站间传送的闭塞信号 

在继电半自动闭塞区段，出站信号机显示的绿色信号是列车向区间运行的凭证，所以对

出站信号机必须实行严密的控制。在单线区段，为确保“一个区间同时只允许一列列车运行”

的原则，首先应排除区间两端的出站信号机同时开放的可能性，当区间内已有一列列车运行

时，两站的出站信号机应不能开放。 

因此，为了保证行车安全，64D型单线继电半自动电路按下列原则进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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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了防护外界电流的干扰，采用“+、－、+”3 个不同极性的直流脉冲组合构成允

许发车信号。即发车站要发车时，先向接车站发送一个正极性脉冲的请求发车信号，随后由

接车站自动发回一个负极性脉冲的回执信号，并且要求收到接车站发来的一个正极性脉冲的

同意接车信号之后，发车站的出站信号机才能开放。 

（2）列车自发车站出发，进入发车站轨道电路区段时，使发车站的闭塞机闭塞，并自动

地向接车站发送一个正极性脉冲的列车出发通知信号。这个信号断开接车站的复原继电器电

路，保证在列车未到达接车站之前，任何外界电流干扰或发车站错误办理，既不能构成发车

站允许发车条件，也不能构成接车站闭塞机的复原条件，从而保证了列车在区间运行的安全。 

（3）只有列车到达，出清接车站轨道电路区段，车站值班员确认列车完整到达，并发送

负极性脉冲的到达复原信号之后，才能使两站闭塞机复原，区间才能解除闭塞。 

（4）闭塞机的开通和闭塞等控制电路，是以闭路式原理构成的，并采用安全型继电器，

因此，当发生瞬间停电或断线故障时，均能满足“故障-安全”要求。 

根据单线继电半自动闭塞电路构成原理的要求，并考虑当发车站办理请求发车后的取消

复原，以及当闭塞设备发生故障时的事故复原，两站间应该传送以下 7种闭塞信号： 

① 请求发车信号“+”； 

② 自动回执信号“－”； 

③ 同意接车信号“+”； 

④ 出发通知信号“+”； 

⑤ 到达复原信号“－”； 

⑥ 取消复原信号“－”； 

⑦ 事故复原信号“－”。 

在 64D型单线继电半自动闭塞中，用正极性脉冲作为办理闭塞用的信号，用负极性脉冲

作为闭塞机的复原信号。为了提高安全性，在请求发车和同意接车两个正极性信号之间，又增

加一个负极性的自动回执信号。因此，构成允许发车条件，必须具有“+、－、+”3个直流脉

冲的组合；而接发一列列车，应在线路上顺序传送“+、－、+、+、－”5个直流脉冲的组合。

所以，如果外来单一极性脉冲或多个不同顺序的脉冲干扰，既不能构成允许发车条件，也不能

完成一次列车的接发车过程。单线继电半自动闭塞两站间传送的闭塞信号如图 1-1-2所示。 

 

图 1-1-2  两站间传送的闭塞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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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闭塞设备认知 

64D型继电半自动闭塞设备由半自动闭塞机、半自动闭塞用的轨道电路、

操纵和表示设备以及闭塞电源、闭塞外线等部分组成。此外，控制电路中还包

括了车站的进、出站信号机的控制条件，它们之间以电线相连，借以实现彼此间的电气联系。

为了实现闭塞设备之间的相互联系与控制，在相邻两车站上属于同一区间的两台闭塞机之间，

用两条外线连接。64D型继电半自动闭塞设备之间的联系如图 1-1-3所示。 

 

图 1-1-3  64D型继电半自动闭塞区段车站控制台面板（局部） 

（一）操作和表示设备 

1. 按  钮 

为了办理两站间的闭塞和复原，要设： 

（1）闭塞按钮（BSA）：二位自复式按钮，办理请求发车或同意接车时按下。 

（2）复原按钮（FUA）：二位自复式按钮，办理到达复原或取消复原时按下。 

（3）事故按钮（SGA）：二位自复式按钮，平时加铅封。当闭塞机因故不能正常复原时，

破封按下，使闭塞机复原。 

2. 表示灯 

车站的每一个接发车方向各设继电半自动闭塞表示灯两组。 

（1）发车表示灯（FBD）：由黄、绿、红 3个光点式表示灯组成。表示灯经常熄灭，黄灯

点亮表示本站请求发车，绿灯点亮表示对方站同意发车，红灯点亮表示发车闭塞。 

 
闭塞设备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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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接车表示灯（JBD）：由黄、绿、红 3个光点式表示灯组成。表示灯经常熄灭，黄灯

点亮表示对方站请求接车，绿灯点亮表示本站同意接车，红灯点亮表示接车闭塞。当接、发

车表示灯同时点亮红灯时，表示列车到达。 

每组 3个表示灯用箭头围在一起，箭头表示列车的运行方向。表示灯的排列顺序：从箭

头方向起为黄、绿、红。若车站的计算机联锁采用显示器时，在屏幕上分别用黄、绿、红箭

头作为半自动闭塞联系信号，接车方向箭头指向本站，发车方向箭头指向对方站。 

3. 电铃（DL） 

电铃是闭塞机的音响信号，在闭塞电路中采用直流 24 V电铃，它装在控制台里。 

当对方站办理请求发车、同意接车或列车从对方站出发时，本站电铃鸣响；当对方站办

理取消复原或到达复原时，本站电铃也鸣响。此外，如果接车站轨道电路发生故障时，当列

车自发车站出发后，接车站电铃一直鸣响（但此时因电路中串联一个电阻，音量较小），以提

醒接车站及时修复轨道电路，准备接车。 

为了区别运行方向，车站两端的闭塞电铃可调成不同的音响（可以调整电铃上的螺丝，

或在电路中适当串联一个电阻）。 

4. 计数器（JSQ） 

计数器用来记录车站值班员办理事故复原的次数。每按下一次事故按钮，计数器自动转

换一个数字。因为事故复原是在闭塞设备发生故障时的一种特殊复原方法，当使用事故按钮

使闭塞机复原时，行车安全完全由车站值班员人为保证，因此必须严加控制。使用计数器时

要登记，用后要及时加封，而且计数器自动记录使用的次数。 

（二）半自动闭塞用轨道电路 

64D型继电半自动闭塞，在每个车站两端进站信号机的内方需装设一段不小于 25 m的轨

道电路。如图 1-1-4所示，1DG即为半自动闭塞用轨道电路。其作用：一是监督列车的出发，

使发车站闭塞机闭塞；二是监督列车的到达，然后由接车站值班员办理到达复原。 

 

图 1-1-4  半自动闭塞用轨道电路 

由于这两个作用（尤其是第一个作用）的重要性，即轨道电路的动作直接影响行车安全，

所以要求轨道电路不仅能稳定可靠地工作，而且要能满足“故障-安全”的要求。 

（三）闭塞机 

闭塞机是闭塞设备的核心，它由继电器、电阻器和电容器等元器件组成。电气集中联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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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站采用组合式，即将插入式继电器与电阻器、电容器安装在组合架上。 

1. 继电器 

64D型继电半自动闭塞机每台 13个继电器，它们构成继电电路，完成闭塞作用。它们的

名称和作用如下： 

（1）正线路继电器（ZXJ）：接收正极性的闭塞信号。 

（2）负线路继电器（FXJ）：接收负极性的闭塞信号。 

（3）正电继电器（ZDJ）：发送正极性的闭塞信号。 

（4）负电继电器（FDJ）：发送负极性的闭塞信号。 

（5）闭塞继电器（BSJ）：监督和表示闭塞机的状态。闭塞机在定位状态时吸起，表示区

间空闲；作为发车站，列车占用进站信号机内方第一个轨道电路时落下；作为接车站，发出

同意接车信号后落下。闭塞继电器落下，表示区间闭塞。 

（6）选择继电器（XZJ）：选择并区分自动回复和复原信号；在办理发车时，监督出站信

号机是否开放。 

（7）准备开通继电器（ZKJ）：记录对方站发来的自动回执信号。 

（8）开通继电器（KTJ）：记录接车站发来的同意接车信号，并控制出站信号机的开放。 

（9）复原继电器（FUJ）：接收复原信号，使闭塞机复原。 

（10）回执到达继电器（HDJ）：和同意接车继电器（TJJ）一起构成自动回执电路，发送

回执信号并记录列车到达。 

（11）同意接车继电器（TJJ）：记录对方站发来的请求发车信号并使闭塞机转入接车状态，

以及与 HDJ一起构成自动回执电路。 

（12）通知出发继电器（TCJ）：记录对方站发来的列车出发通知信号。 

（13）轨道继电器（GDJ）：现场轨道继电器的复示继电器。 

这 13 个继电器中，除了 ZXJ 和 FXJ 采用偏极继电器（JPXC-1000 型）外，其余均为直

流无极继电器（JWXC-1700型）。 

2. 电阻器和电容器 

电阻器和电容器的作用是使继电器缓放。将它们串联后并接在继电器的线圈上，即构成

继电器的缓放电路。电阻器用来限制电容器的充放电电流，只要适当选择它们的数值，便可

获得较长的缓放时间。这里，电阻器的规格为 510/2 W；电容器为 CDM型 100F、200F

和 500F 三种，耐压 25 V 以上。电容器除了上述作用外，还串接在闭塞电话电路中，以防

止闭塞信号的直流电影响通话，一般采用 2F的 CZM型密封纸介质电容器。 

（四）闭塞电源 

闭塞电源应连续不间断地供电，且应保证继电器的端电压不低于工作值的120%，以保

证闭塞机的可靠动作。64D型继电半自动闭塞采用直流 24 V电源，可用交流电源整流供电。 

继电半自动闭塞的电源分为线路电源和局部电源，前者用于向邻站发送闭塞信号，后者

供本站闭塞电路用。当站间距离较长，外线环线电阻超过 250时，允许适当提高线路电源

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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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车站两端的闭塞机电源应分别设置，为的是若一端的电源发生故障，不影响另一端。

半自动闭塞设备的供电视所在车站联锁设备供电的不同而不同。半自动闭塞的局部电源可以

和电气集中继电器控制电源合用。凡是电源屏中设置半自动闭塞线路电源的，可直接引用。

若电源屏中未设半自动闭塞线路电源，则必须在半自动闭塞组合中设一台整流器，原使用

ZG-130/0.1型整流器专供线路电源。ZG-130/0.1型整流器的交流输入电压为 220 V或 110 V，

输出功率为 10 W，直流输出电压为 50V、80V、130 V 三种，可根据需要选用。后研制了专用

的 ZG1-42/0.5型整流器，包括变压器、桥式整流器和电容器三部分，额定容量为 21 W，交流输

入电压为 220 V，额定输出电流为0.5 A，直流输出电压有 24V、28V、32V、36V、42 V五挡。 

（五）闭塞机外线 

继电半自动闭塞的外线原是与站间闭塞电话线共用的。为了防护外界电源对闭塞机的干

扰，提高闭塞电话的通话质量，应采用两根外线。当采用电缆作为闭塞外线时，应将闭塞机

外线和闭塞电话外线分开。 

原闭塞外线为架空明线时，一般采用 4.0 mm镀锌铁线，其环线电阻为 22/km。当采用

电缆线路时，由于电缆芯线线径只有 0.9 mm或 0.6 mm，其环线电阻为 57/km或 128/km，

在线路电源电压一定的条件下，则闭塞机的控制距离将缩短。 

闭塞外线的任一处发生断线、接地、混线、混电以及外电干扰故障时，均不应使闭塞机

发生危险侧故障。 

由于通信传输手段的现代化，光纤传输和无线传输越来越普遍，于是出现了将闭塞信号

通过编码，由光缆或无线进行传输，以代替电缆传输。 

 操作办理  

一、正常办理 

（一）办理步骤 

正常办理是指两站间列车的正常运行及闭塞机处于正常状态时的办理方法，共有 5个步

骤。设甲站为发车站，乙站为接车站，办理步骤如下： 

1. 甲站请求发车 

甲站要向乙站发车，甲站值班员应先检查控制台上的接、发车表示灯处于灭灯状态，并

确认区间空闲后，通过闭塞电话与乙站联系，然后按下闭塞按钮，向乙站发送请求发车信号。

此时，乙站电铃鸣响。当甲站值班员松开闭塞按钮后，乙站自动向甲站发送自动回执信号，

使甲站发车表示灯亮黄灯，同时电铃鸣响。当发完自动回执信号后，乙站接车表示灯也亮黄

灯。这说明甲站办理请求发车的手续已完成。 

 
64D 半自动闭塞

设备操作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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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乙站同意甲站发车 

乙站如果同意甲站发车，乙站值班员在确认接车表示灯后，按下闭塞按钮，甲站发送同

意接车信号。此时，乙站接车表示灯黄灯熄灭，绿灯点亮，甲站发车表示灯黄灯也熄灭，改

亮绿灯，同时电铃鸣响。 

至此，两站间完成一次列车占用区间的办理闭塞手续。闭塞机处于“区间开通”状态，

表示乙站同意甲站发车，甲站至乙站方向区间开通，甲站出站信号机可以开放。 

3. 列车从甲站出发 

甲站值班员看到发车表示灯亮绿灯，即可办理发车进路，开放出站信号机。当出发列车

驶入出站信号机内方时，出站信号机自动关闭。当列车驶入进站信号机内方第一个轨道区段

时，甲站发车表示灯变为亮红灯，并自动向乙站发送出发通知信号，使乙站接车表示灯也亮

红灯，同时电铃鸣响。 

至此，双方站的闭塞机均处于“区间闭塞”状态，表明该区间内有一列列车在运行，此

时，双方站的出站信号机均不能再次开放。 

4. 列车到达乙站 

乙站值班员在同意接车后，应准备好列车进路。当接车表示灯由绿变红及电铃鸣响后（说

明列车已从邻站开出），应根据列车在区间运行时分的长短，及时建立接车进路，开放进站信

号机，准备接车。当列车到达乙站，进入乙站进站信号机内方第一个轨道区段时，乙站的发

车表示灯和接车表示灯都亮红灯，表示列车到达。此时，乙站进站信号机自动关闭。 

5. 到达复原 

列车全部进入乙站股道后，接车进路解锁。乙站值班员在确认列车完整到达后，按下复

原按钮，办理到达复原。此时，乙站接、发车表示灯的红灯均熄灭，同时向甲站发送到达复

原信号，使甲站的发车表示灯红灯熄灭，电铃鸣响。 

至此，两站闭塞机均恢复定位状态。两站间正常办理闭塞步骤、闭塞机状态示意图如图

1-1-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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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5  正常办理步骤与闭塞机状态示意图 

（二）操作练习 

1. 实训目的 

通过正常办理闭塞手续，模拟列车运行操作练习，使学生熟练掌握办理闭塞、接发列车

的步骤，同时通过观察控制台表示灯的变化和继电器的动作情况，进一步熟悉闭塞设备，为

下一步识读电路和分析动作程序做好准备。 

2. 实训内容 

根据学生情况，可进行分组练习，建议 6人分为一组。发车站、接车站控制台各设 1人，

负责办理接发车手续；轨道模拟盘处设 1人，负责模拟列车运行；继电器架发车站、接车站

闭塞机各设 1人，负责观察继电器的状态变化；另外 1人为总指挥，指挥小组成员按步骤完

成操作练习，并记录表示灯和继电器的变化情况。 

3. 实训步骤 

1）发车站办理发车请求 

（1）发车站值班员在办理发车请求前，应先检查控制台上的接、发车表示灯处于灭灯状

态，并确认区间空闲。 

小组总指挥应通知本小组成员检查发车站、接车站办理前的表示灯和继电器状态（办理

前只需记录处于吸起状态的继电器），并将观察结果填入表 1-1-1。 

表 1-1-1  办理前闭塞设备状态 

办理手续 表示灯 继电器 

办理前 
发车站   

接车站   

（2）发车站按下闭塞按钮，向接车站发送请求发车信号。此时，接车站电铃鸣响。当发

车站值班员松开闭塞按钮后，接车站自动向发车站发送自动回执信号，使发车站发车表示灯

亮黄灯，同时电铃鸣响。当发完自动回执信号后，接车站接车表示灯也亮黄灯，说明甲站办

理请求发车的手续已完成。 

小组总指挥应通知发车站控制台值班员按压闭塞按钮，其他成员观察发车站、接车站请

求发车后，控制台表示灯、电铃和继电器状态的变化（只需记录状态发生变化的继电器，并

注明状态如何变化），并将观察结果填入表 1-1-2。 

表 1-1-2  发车站请求发车后闭塞设备状态 

办理手续 表示灯 电铃 继电器 

发车站按下 BSA 
发车站    

接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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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接车站同意接车 

接车站如果同意发车站发车，接车站值班员在确认接车表示灯后，按下闭塞按钮，向发

车站发送同意接车信号。此时，接车站接车表示灯黄灯熄灭，绿灯点亮，发车站发车表示灯

黄灯也熄灭，改亮绿灯，同时电铃鸣响。 

小组总指挥应通知接车站控制台值班员按压闭塞按钮，其他成员观察发车站、接车站同

意接车后，控制台表示灯、电铃和继电器状态的变化（只需记录状态发生变化的继电器，并

注明状态如何变化），并将观察结果填入表 1-1-3。 

表 1-1-3  接车站同意接车后闭塞设备状态 

办理手续 表示灯 电铃 继电器 

接车站按下 BSA 
发车站    

接车站    

3）发车站发车 

（1）发车站值班员看到发车表示灯亮绿灯，即可办理发车进路，开放出站信号机。 

小组总指挥应通知发车站控制台值班员办理发车进路，开放出站信号，其他成员观察发

车站出站信号开放后，两站控制台表示灯、电铃和继电器状态的变化（只需记录状态发生变

化的继电器，并注明状态如何变化），并将观察结果填入表 1-1-4。 

表 1-1-4  发车站开放出站信号后闭塞设备状态 

办理手续 表示灯 电铃 继电器 

发车站出站信号

机开放 

发车站    

接车站    

（2）当出发列车驶入出站信号机内方时，出站信号机自动关闭。当列车驶入进站信号机

内方第一个轨道区段时，甲站发车表示灯变为亮红灯，并自动向乙站发送出发通知信号，使

乙站接车表示灯也亮红灯，同时电铃鸣响。 

小组总指挥应通知模拟列车运行人员依次占用轨道电路，其他成员观察出站信号机自动

关闭时和列车压入进站内方第一个轨道区段时，两站控制台表示灯、电铃和继电器状态的变

化（只需记录状态发生变化的继电器，并注明状态如何变化），并将观察结果填入表 1-1-5。 

表 1-1-5  列车出发后闭塞设备状态 

办理手续 表示灯 电铃 继电器 

发车站出站信号机关闭 
发车站    

接车站    

压入发车站进站内方 

第一个轨道区段 

发车站    

接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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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列车到达接车站 

（1）接车站值班员在同意接车后，应准备好列车进路。当接车表示灯由绿变红及电铃鸣

响后（说明列车已从邻站开出），应根据列车在区间运行时分的长短，及时建立接车进路，开

放进站信号机，准备接车。 

（2）当列车到达接车站，进入接车站进站信号机内方第一个轨道区段时，接车站的发车

表示灯和接车表示灯都亮红灯，表示列车到达。此时，接车站进站信号机自动关闭。 

小组总指挥应通知模拟列车运行人员依次占用轨道电路，其他成员观察接车站进站信号

机开放、列车压入接近区段和压入进站内方第一个轨道区段时，两站控制台表示灯、电铃和

继电器状态的变化（只需记录状态发生变化的继电器，并注明状态如何变化），并将观察结果

填入表 1-1-6。 

表 1-1-6  列车出发后闭塞设备状态 

办理手续 表示灯 电铃 继电器 

接车站进站信号机开放 
发车站    

接车站    

压入接车站接近区段 
发车站    

接车站    

压入接车站进站内方 

第一个轨道区段 

发车站    

接车站    

5）到达复原 

列车全部进入接车站股道后，接车进路解锁。接车站值班员在确认列车完整到达后，按

下复原按钮，办理到达复原。此时，接车站接、发车表示灯红灯均熄灭，同时向发车站发送

到达复原信号，使发车站的发车表示灯红灯熄灭，电铃鸣响。 

小组总指挥应通知模拟列车运行人员依次占用轨道电路，待列车完全进入股道后，接车

站控制台值班员按压 FUA，其他成员观察两站控制台表示灯、电铃和继电器状态的变化（只

需记录状态发生变化的继电器，并注明状态如何变化），并将观察结果填入表 1-1-7。 

表 1-1-7  列车出发后闭塞设备状态 

办理手续 表示灯 电铃 继电器 

接车站按下 FUA 
发车站    

接车站    

4. 实训总结 

小组讨论，分析正常办理闭塞设备状态记录表内容，撰写实训报告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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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取消复原 

（一）取消复原的 3 种情况 

取消复原是指办理闭塞手续后，列车因故不能发车时，采用的取消闭塞的方法。取消复

原有以下 3种情况： 

1. 发车站请求发车，收到接车站的回执信号后取消复原 

这时发车站的发车表示灯和接车站的接车表示灯均亮黄灯，如果接车站不同意对方站发

车，或发车站需取消发车时，经双方联系后可由发车站值班员按下复原按钮办理取消复原。 

2. 发车站收到对方站同意接车信号，但其出站信号尚未开放前取消复原 

这时发车站的发车表示灯和接车站的接车表示灯均亮绿灯，如需取消闭塞，也须经两站

值班员联系后，由发车站值班员按下复原按钮，办理取消复原。 

3. 在电气集中联锁车站，发车站开放出站信号，但列车尚未出发之前取消复原 

这时若要取消复原，须经两站值班员电话联系后，确认列车尚未出发，发车站值班员先

办理发车进路的取消或人工解锁（视列车接近情况）。在出站信号机关闭，发车进路解锁后，

按下复原按钮，办理取消复原。 

以上 3种情况的取消复原，执行者均为发车站值班员，如由接车站值班员办理取消复原，

则无法实现。 

（二）操作练习 

1. 实训目的 

通过办理 3种情况下的取消复原手续，使学生熟练掌握取消复原的办理方法，同时鼓励

学生思考接车站不能取消复原的原因，提高下一步识读电路和分析动作程序的兴趣。 

2. 实训内容 

根据学生情况，可进行分组练习，建议 4人分为一组。1人负责发车站操作，1人负责接

车站操作，2人负责观察两站继电器状态。 

3. 实训步骤 

1）发车站请求发车，收到接车站的回执信号后取消复原 

发车站值班员按下 BSA请求发车，观察并记录两站控制台表示灯、电铃和继电器的变化。 

发车站按下 FUA进行取消复原后，观察并记录两站控制台表示灯、电铃和继电器的变化。

将观察结果填入表 1-1-8。 

表 1-1-8  收到自动回执时取消复原闭塞设备状态 

办理手续 表示灯 电铃 继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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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车站请求发车，收到回

执信号 

发车站    

接车站    

发车站按下复原按钮 
发车站    

接车站    

2）发车站收到对方站的同意接车信号后，但其出站信号机尚未开放以前取消复原 

发车站值班员按下 BSA 请求发车，接车站值班员按下 BSA 同意接车后，观察并记录两

站控制台表示灯、电铃和继电器的变化。 

发车站按下 FUA进行取消复原后，观察并记录两站控制台表示灯、电铃和继电器的变化。

将观察结果填入表 1-1-9。 

表 1-1-9  接车站同意接车时取消复原闭塞设备状态 

办理手续 表示灯 电铃 继电器 

接车站同意接车 
发车站    

接车站    

发车站按下 

复原按钮 

发车站    

接车站    

3）在电气集中联锁的车站，发车站开放出站信号机后，列车尚未出发之前取消复原 

发车站值班员按下 BSA 请求发车，接车站值班员按下 BSA 同意接车，发车站值班员开

放出站信号后，观察并记录两站控制台表示灯、电铃和继电器的变化。 

发车站值班员欲取消复原，必须先关闭信号，待进路解锁后才能取消复原，观察并记录

两站控制台表示灯、电铃和继电器的变化。 

发车站值班员按下 FUA进行取消复原后，观察并记录两站控制台表示灯、电铃和继电器

的变化。将观察结果填入表 1-1-10。 

表 1-1-10  接车站同意接车时取消复原闭塞设备状态 

办理手续 表示灯 电铃 继电器 

发车站开放出站信号 
发车站    

接车站    

发车站关闭信号、进路解锁 
发车站    

接车站    

发车站按下 

复原按钮 

发车站    

接车站    

4. 实训总结 

小组讨论，分析取消复原时闭塞设备状态记录表内容，撰写实训报告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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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试验时，前两种情况可以尝试由接车站办理取消复原手续，第三种情况可以尝试不

关闭信号取消复原。思考取消复原时，为什么要求发车站值班员操作。 

三、事故复原 

（一）办理步骤 

使用事故按钮使闭塞机复原的方法，叫事故复原。事故复原是在闭塞机不能正常复原时

所采用的一种特殊复原方法。由于事故复原不检查任何条件，行车安全全靠人为保证，车站

值班员必须共同确认区间没有被占用（列车没有出发、区间没有车运行、列车整列到达），双

方出站信号机均关闭，并应在“行车设备检查登记簿”中登记，然后由发生故障一方车站值

班员打开铅封，按下事故按钮使闭塞机复原。 

在下列情况下，允许使用事故按钮办理事故复原： 

（1）闭塞电源断电后重新恢复供电时； 

（2）列车到达接车站，因轨道电路故障不能办理到达复原时； 

（3）列车由区间返回原发车站时。 

加封的事故按钮，破封后不准连续使用。装有计数器的事故按钮，破封后可以继续使用。

无论装不装计数器，每办理一次事故复原，车站值班员都应在“行车设备检查登记簿”中登

记，并在交接班时登记计数器上的数字，以便明确责任。事故按钮使用后，应及时加封。 

（二）操作练习 

1. 实训目的 

通过对事故复原的操作练习，使学生掌握事故复原的使用时机和登、销记手续，会使用

SGA事故复原。 

2. 实训内容 

根据学生情况，可进行分组练习，建议 6人分为一组。发车站、接车站控制台各设 1人，

负责办理控制台操作手续；故障设置设 1人，负责模拟列车运行和模拟故障；继电器架发车

站、接车站闭塞机各设 1人，负责观察继电器的状态变化；另外 1人为总指挥，指挥小组成

员按步骤完成操作练习，并记录表示灯和继电器的变化情况。 

3. 实训步骤 

1）闭塞电源断电后重新恢复供电时 

总指挥命令发车站（或接车站）模拟闭塞电源停电再重新恢复供电，两站值班员共同确

认区间占用和控制台信号开放情况，由故障站值班员登记破封并按下 SGA事故复原，观察并

记录两站控制台表示灯、电铃和继电器的变化。将观察结果填入表 1-1-11。 

表 1-1-11  闭塞电源断电后重新恢复供电时闭塞设备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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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手续 表示灯 电铃 继电器 

闭塞电源停电恢复后 
发车站    

接车站    

故障站按下 

事故按钮 

发车站    

接车站    

2）列车到达接车站，因轨道电路故障不能办理到达复原时 

总指挥命令发车站请求发车，接车站同意接车，发车站开放出站信号，模拟列车运行。

接车站模拟轨道电路故障，开放引导信号接车，列车完全进站后，观察此时两站继电器的状态。 

两站值班员共同确认列车完整到达情况，由接车站值班员登记破封并按下 SGA 事故复

原，观察并记录两站控制台表示灯、电铃和继电器的变化。将观察结果填入表 1-1-12。 

表 1-1-12  接车站轨道电路故障时闭塞设备状态 

办理手续 表示灯 电铃 继电器 

列车完整到达，事故复原前 
发车站    

接车站    

接车站按下 

事故按钮 

发车站    

接车站    

3）装有钥匙路签的车站，必须由区间返回原发车站的路用列车时 

总指挥命令发车站请求发车，接车站同意接车，发车站开放出站信号，模拟列车运行至

区间。观察并记录两站控制台表示灯、电铃和继电器的变化。 

发车站开放进站信号，列车返回发车站。观察并记录两站控制台表示灯、电铃和继电器

的变化。 

发车站值班员登记破封并按下 SGA 事故复原，接车站值班员在电铃鸣响过程中按下

FUA。观察并记录两站控制台表示灯、电铃和继电器的变化。将观察结果填入表 1-1-13。 

表 1-1-13  由区间返回原发车站时闭塞设备状态 

办理手续 表示灯 电铃 继电器 

列车由发车站运行至区间 
发车站    

接车站    

列车由区间返回发车站 
发车站    

接车站    

发车站按下 SGA， 

接车站按下 FUA 

发车站    

接车站    

4. 实训总结 

小组讨论，分析事故复原时闭塞设备状态记录表内容，撰写实训报告一份。 

进行试验时，第一种情况可以尝试由非故障站办理事故复原手续，第二种情况可以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