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01 

项目一  编制货物列车及货车技术作业过程 

【项目描述】 

为了保证列车运行的安全和货物完整，货物列车在始发站、终到站和运行途经技术站的到发

线上及摘挂列车在中间站办理的各项技术作业，统称为货物列车技术作业。货车自到达车站时起，

至由车站发出时止，在车站办理的各项技术作业，统称为货车技术作业。这些作业的项目、程序

与时间标准统称为货物列车及货车技术作业过程。 

本项目主要介绍货物列车在技术站的技术作业过程、货车在技术站的技术作业过程以及摘挂

列车在中间站的技术作业过程。 

【教学目标】 

1. 知识目标 

（1）掌握技术站货物列车技术作业种类及技术作业过程； 

（2）掌握技术站货物列车技术作业内容； 

（3）掌握技术站货车种类及技术作业内容。 

2. 能力目标 

（1）能够正确判断货物列车的种类； 

（2）能够确定货物列车在技术站办理的技术作业种类； 

（3）能够编制技术站各种货物列车的技术作业程序表； 

（4）能够确定货车在站的技术作业； 

（5）能够编制技术站各种货车的技术作业程序表。 

3. 素质目标 

（1）培养与车站行车作业人员共事的团队意识，能进行良好的团队合作； 

（2）培养与人良好沟通的能力以及对事物进行分析和判断的能力； 

（3）养成认真、严谨、负责的工作作风； 

（4）具有爱岗敬业和安全作业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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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一   编制货物列车在技术站的技术作业过程 

【相关知识】 

一、列  车 

（一）列车应具备的条件  

按照列车编组计划、列车运行图和《铁路技术管理规程》（以下简称《技规》）等有关规定编

挂在一起的车列，并挂有机车及规定的列车标志，称为列车。动车组列车为自走行固定编组列车。 

单机、大型养路机械及重型轨道车，虽未完全具备列车条件，亦应按列车办理。单机（包

括单机挂车）、大型养路机械及重型轨道车，因运输需要，需要发往区间时，由于其编组内容

较一般列车简单，因而部分条件可以简化，不必完全具备列车条件，即没有车列或部分列车

标志，但其他运行条件仍需符合《技规》的规定。并在办理闭塞、接发列车手续和要求上，

在服从调度指挥及发生事故处理等方面，均应按照列车运行的规定办理。 

列车标志包括头部标志与尾部标志。 

头部标志为列车前部的车灯，用于表示列车的种类与列车运行的线路和方向。 

列车尾部标志为挂于车辆上的两个侧灯或尾部安全防护装置（简称列尾装置），用于表明

列车的完整性，即挂有列车尾部标志的车辆为列车的最后一辆车。 

旅客列车的尾部标志应使用侧灯，动车组以外的旅客列车尾部标志灯的摘挂、保管，由

车辆部门负责。对中途转向的动车组以外的旅客列车应有备用标志灯，以备转向时使用。 

货物列车的尾部标志为列尾装置。列尾装置不但能够表明列车的完整性，并且能够检测

列车尾部风压、进行低压报警，必要时还能够帮助司机实现列车制动控制。 

（二）列车的分类  

列车按运输性质的分类和运行等级顺序如下： 

1. 按运输性质分类 

（1）旅客列车（动车组列车，特快、快速、普通旅客列车等）。 

（2）特快货物班列。 

（3）军用列车。 

（4）货物列车（快速货物班列、快运、重载、直达、直通、冷藏、自备车、区段、摘挂、

超限及小运转列车等）。 

（5）路用列车。 

2. 列车运行等级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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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车运行等级顺序原则上按速度从高到低排序，同速度等级的列车原则上按以下等级顺序排序： 

（1）动车组列车。 

（2）特快旅客列车。 

（3）特快货物班列。 

（4）快速旅客列车。 

（5）普通旅客列车。 

（6）军用列车。 

（7）货物列车。 

（8）路用列车。 

开往事故现场救援、抢修、抢救的列车，应优先办理。 

特殊指定的列车或列车种类，其等级应在指定时确定。 

（三）常见的货物列车种类  

货物列车是为运送货物和排送空货车开行的列车。按货物列车始发的地点不同，货物列

车可分为装车地始发的列车和在技术站始发的列车。 

1. 在装车地始发的列车 

在装车地始发的列车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1）始发直达列车：在一个车站装车后组成的直达列车。 

（2）阶梯直达列车：在同一区段或相邻区段的几个站装（卸）车后组成的直达列车。 

（3）循环直达列车：以一定类型和数量的货车编成，在固定的装（卸）站之间不拆散循

环往返运行的直达列车。 

2. 在技术站始发的列车 

在技术站始发的列车是由技术站本站所装的车辆和其他站所装、在本站进行中转的车辆

组成的列车，或完全由其他站所装、在本站进行中转的车辆组成的列车。 

根据货物列车的组成站、解体站以及运行距离的不同，在技术站始发的列车主要包括以

下几种：技术直达列车、直通列车、区段列车、摘挂列车、小运转列车，如图 1.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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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  货物列车分类示意图 

（1）技术直达列车。在技术站编组，并在途中至少经过一个及以上编组站不进行解体的

列车叫作技术直达列车。 

（2）直通列车。在技术站编组，并在途中至少经过一个及以上区段站不进行解体的列车

叫作直通列车。 

（3）区段列车。在技术站编组，到下一个技术站进行解体的列车叫作区段列车。 

（4）摘挂列车。在技术站编组，并在途中相关中间站进行摘挂调车作业的列车叫作摘挂

列车。 

（5）小运转列车。开行在相邻几个车站或枢纽内的列车叫作小运转列车。在区段内相邻

几个车站间所开行的列车叫作区段小运转列车；在同一枢纽范围内的车站间所开行的列车叫

作枢纽小运转列车。 

（四）常见的货物列车车次  

列车必须按规定编定车次，上行列车车次编为双数，下行列车车次编为单数。 

列车运行方向，原则上以开往北京方向为上行方向，反之为下行方向。 

全国各线的列车运行方向，以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铁路）的规定为准，

但枢纽地区的列车运行方向，由铁路局规定。 

在个别区间，使用直通车次时，可与规定方向不符。现行列车车次编定规定见表 1.1.1。 

表 1.1.1  列车车次编定表 

序号 列车分类 规定车次 序号 列车分类 规定车次 

一 旅客列车 

1 

（3）中欧、中亚集装箱班列，铁水联运班列 

1 

高速动车组旅客列车 G1-G9998 
中欧、中亚集装箱班列

（120 km/h） 
X8001-X8998 

其中 
直通 G1-G4998 中亚集装箱（普通货车） X9001-X9500 

管内 G5001-G9998 水铁联运班列（普通货车） X9501-X9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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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城际动车组旅客列车 C1-C9998 （4）普快货物班列 80001-81998 

3 

动车组旅客列车 D1-D9998 2 煤炭直达列车 82001-84998 

其中 
直通 D1-D4998 3 石油直达列车 85001-85998 

管内 D5001-D9998 4 始发直达列车 86001-86998 

4 

直达特快旅客列车

（160 km/h） 
Z1-Z9998 5 空车直达列车 87001-87998 

其中 
直通 Z1-Z4998 6 技术直达列车 10001-19998 

管内 Z5001-Z9998 7 直通货物列车 20001-29998 

5 

特快旅客列车

（140 km/h） 
T1-T9998 8 区段货物列车 30001-39998 

其中 
直通 T1-T3998 9 摘挂列车 40001-44998 

管内 T4001-T9998 10 小运转列车 45001-49998 

续表 

序号 列车分类 规定车次 序号 列车分类 规定车次 

6 

快速旅客列车

（120 km/h） 
K1-K9998 11 重载货物列车 71001-77998 

其中 
直通 K1-K4998 12 自备车列车 60001-69998 

管内 K5001-K9998 13 超限货物列车 70001-70998 

7 

普通旅客列车

（120 km/h） 
1001-7598 14 保温列车 78001-78998 

（1）普通旅客快车 1001-5998 四 军用列车 90001-91998 

其中 
直通 1001-3998 五 单机和路用列车 

管内 4001-5998 

1 

单机 50001-52998 

（2）普通旅客慢车 6001-7598 

其中 

客车单机 50001-50998 

其中 
直通 6001-6198 货车单机 51001-51998 

管内 6201-7598 小运转单机 52001-52998 

8 通勤列车 7601-8998 2 补机 53001-54998 

9 

临时旅客列车

（100 km/h） 
L1-L9998 

3 

动车组检测、确认列车 

其中 
直通 L1-L6998 （1）动车组检测列车 DJ1-DJ1998 

管内 L7001-L9998 300 km/h检测列车 DJ1-DJ998 

10 

旅游列车 Y1-Y998 250 km/h检测列车 DJ1001-DJ1998 

其中 
直通 Y1-Y498 （2）动车组确认列车 DJ5001-DJ8998 

管内 Y501-Y998 
4 

试运转列车 55001-55998 

二 特快货物班列 X1-X198 其中 普通客、货列车 55001-5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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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km/h） 

三 货物列车  300 km/h动车组 55301-55500 

1 

快运货物列车  250 km/h动车组 55501-55998 

（1）快速货物班列

（120 km/h） 
X201-X398 5 轻油动车、轨道车 56001-56998 

（2）货物快运列车 

（120 km/h） 

直

通 
X2401-X2998 6 路用列车 57001-57998 

管

内 
X401-X998 7 救援列车 58101-58998 

 

为确保列车车次全路统一性及有关行车设备和信息系统正常运行，列车车次编排仅限于

使用大写汉语拼音字母和阿拉伯数字。列车编用车次，旅客列车在全路范围、货物列车在铁

路局管内不得重复，旅客列车车次由总公司确定。 

各局管内划分的车次范围不足时，需向总公司申请车次，不得自行确定。各铁路局不得

超出表 1.1.1中车次规定范围擅自编造、自造使用车次。 

季节性、特定时间段开行的动车组、临时旅客列车，可使用相应等级图定车次。 

二、技术站货物列车作业的种类 

为了保证列车运行的安全和货物的完整，货物列车在始发站、终到站、运行途中进行中转

作业的技术站到发线上及摘挂列车在中间站办理的各项技术作业，统称为货物列车技术作业。 

按照货物列车在技术站办理的技术作业不同，技术站办理的货物列车种类有自编始发列

车、无调中转列车、部分改编中转列车和到达解体列车四种。如图 1.1.2所示。 

 
图 1.1.2  技术站办理的货物列车种类 

技术站办理的货物列车技术作业种类取决于货物列车的种类。不同种类的列车在技术站

办理的技术作业种类也不同，技术站办理的货物列车作业种类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以图 1.1.3 为例，图定牵引定数为：甲—乙区段 3 200 t，乙—丙区段 2 600 t，丙—丁区

段 2 600 t，按编组计划规定甲站编开至丁站的直通货物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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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3  技术站货物列车作业种类示意图 

1. 始发列车的出发作业 

该列车在甲站进行始发列车出发作业。在技术站编组始发的货物列车，在始发站调车场

编组完了后转往列车出发场的发车线上后所进行的技术作业，称为始发列车的出发作业，简

称出发作业。 

2. 部分改编中转列车作业 

该列车在乙站进行部分改编中转列车作业。在技术站对货物列车进行变更重量、换挂车

组或变更方向等少量调车作业后，继续运行的货物列车，称为部分改编中转列车。部分改编

中转列车在技术站到发线上所进行的技术作业，称为部分改编中转列车作业。 

根据部分改编的作业内容不同，部分改编中转列车作业主要包括以下三种情况： 

（1）变更货物列车重量。当相邻区段牵引定数不同时，列车在相关技术站需进行减轴或

补轴作业。如图 1.1.3 所示，由甲站始发开往丁站的下行直通列车，该列车不需要在乙站进

行解体和重新编组，但是由于列车运行图规定的甲—乙、乙—丙和丙—丁区段的列车牵引定

数为 3 200 t、2 600 t和 2 600 t，因此该列车在乙站需要减少 600 t的重量，即摘下部分车辆；

反之由丁站始发开往甲站的上行直通列车，则需要在乙站进行 600 t 的补轴作业，即挂上部

分车辆。 

（2）换挂车组。如图 1.1.4 所示，列车编组计划规定：甲站开往丁站的直通货物列车，

在甲站始发时的编组内容包括乙、丙、丁三个车组，列车运行至乙站后，乙站的车组已到达

卸车站需要摘下，丙站的车组不能随列车运行至丁站，也需要摘下（在乙站重新编入乙—丙

的区段列车继续运送至丙站），因此在乙站必须把到达乙站和丙站的车组摘下，同时为了保证

列车的牵引重量不变，还需换挂去往丁站的车组，这种摘下一组车再换挂上一组车的过程称

为换挂车组。 

 
图 1.1.4  车组换挂示意图 

（3）变更列车运行方向。当直达、直通列车经过有分歧方向的技术站时，由于车场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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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有时需变更运行方向后才能继续运行。如图 1.1.5 所示，由甲站始发开往丙站的货

物列车，在乙站虽不改变编组内容，但需进行调换列车首尾的作业，即改变运行方向后，才

能继续向丙站运行。此过程中可能会产生列尾主机的摘解及安装，为满足编组隔离要求而进

行的部分调车作业。 

 
图 1.1.5  变更列车运行方向示意图 

3. 无调中转列车作业 

该列车在丙站进行无调中转列车作业。无调中转列车虽然在途经技术站不需要解体和重

新编组，也不需要进行部分改编调车作业，但是为了列车继续运行的安全和货物的完整，在

到发线上对列车也需进行相关的中转技术作业，称为无调中转列车作业。 

4. 解体列车到达作业 

该列车在丁站对列车进行解体列车到达作业。解体列车到达终到站后，车列解体前，在

到达线上所进行的技术作业，称为解体列车到达作业，简称到达作业。 

注意：对某一列货物列车来说，并不是每个技术站都要进行上述 4 种技术作业，而是在

不同的技术站上进行不同的列车技术作业。 

三、技术站货物列车技术作业的内容 

虽然货物列车在技术站的作业种类各不相同，但其作业内容基本相同。 

1. 车辆的技术检查和修理 

由于货物列车重量大、速度快，在运行过程中所受的冲击力也很大，在这种状况下车辆

的走行和连接部分很容易发生损坏，有些车辆配件可能磨耗超过规定标准或丢失，车辆的制

动部分可能动作失灵，这将严重危及列车运行安全。因此列车运行一段距离后，必须由驻站

列检所的检车员对列车车辆进行技术检查和修理。列检作业的目的是使列车中的车辆保持良

好的技术状态，保证发出的列车符合规定的质量要求。 

在列车进站时，检车人员应提前到规定线路接车，检查列车走行状况。列车停妥试风后，

摘去机车并在车列两端插上安全防护信号，然后分段同时检査车辆走行部分、车钩及制动装

置。如发现有技术状态不良情况时，对于在规定时间内可以进行不摘车修理的故障，可在到

发线上修理。对于必须摘车修理的车辆，应插上扣修色票，注明故障内容及送修地点，并填

写“车辆检修通知书”，及时通知车站甩车并送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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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车辆的货运检查及整理 

列车在运行过程中会产生振动、摇晃，经过一段较长距离的运行后，货物的装载状态可

能会发生变化，如倾斜、松散、移位、货物丢失等，为了保证货物继续运行时的完整和安全， 

应在指定的车站对货物的装载情况进行检查及整理，即货运检查及整理（通常称为货检、

商检）。这项作业由车站的货运检查员（商务检查员）负责。 

在列车到达前，货运检查员应在列车尾部停车地点接车，在列车进站走行中观察货物装

载状况。待列车停妥后，货运检查员从车列两侧检查货物装载和篷布苫盖、捆绑情况，棚车

的铅封、车门、车窗、车体等有无异常状态，罐车有无渗漏，超限货物的状态是否符合挂运

电报和记录内容等，发现问题应及时进行处理。若不能在列车停站时间内处理完毕或发现有

盗窃、损坏等情况，应按规定编制记录，通知调车区长甩车处理。对无列检作业的列车，还

应检查自动制动机的空重位置，不符合时应进行调整。 

3. 车号员检查核对现车 

这项作业是为了保证货物列车中实际编挂的车辆与该列车的编组顺序表记载的内容以及

每辆车的货运单据三者一致，防止出现车、票分离等情况。遇有车无票、有票无车时，应逐

车、逐票登记，按规定处理，交接班时须交接清楚。 

车号员应按列车编组顺序表检查、核对现车和货运票据。对无调中转列车、部分改编中

转列车和到达解体列车，车号员应按照作为确报的列车编组顺序表检查、核对现车；对自编

始发列车则根据事先编制的列车编组顺序表检查列车编组是否符合列车编组计划、列车运行

图和《技规》的有关规定，并核对现车、货运单据、列车编组顺序表三者是否一致。发现问

题应及时报有关人员处理，确保出发列车的质量。 

4. 列尾作业员技术作业 

货物列车尾部安全监控装置，由固定在司机室的司机控制盒和安装在列车尾部的列尾主

机及附属设备组成。解体列车列尾装置的摘解、始发列车列尾装置的安装以及中转列车列尾

装置的换挂，均由列尾作业员负责。 

货物列车在技术站始发前，机车调度员应及时向车站值班员提供担当始发列车牵引任务

的机型及号码，并由车站值班员在规定的时间内将出发本务机车号码通知列尾作业人员。列

尾作业员应按有关规定将牵引机车的号码及相关信息及时填记在“列尾装置使用登记表”内，

并将机车号码用机车号确认仪输入列尾主机，确保列尾主机与机车的“一对一”关系并认真

监听，确认无误后，将列尾主机号码通知机车乘务员。并按《车站行车工作细则》（简称《站

细》）规定的时机，将列尾主机安装在列车尾部。 

对于在中间站保留、终到的列车，车站要指派人员及时从列车尾部摘下列尾主机，销掉

机车号码，断开电源，妥善保管，并做好继续使用的准备工作，或按规定送回至指定车站。 

5. 车列及票据交接 

办理出发列车交接时，车站出发场的车号员应根据列车编组顺序表的内容，核对车列及

货运票据无误后，将列车编组顺序表、列车编组通知单和货运票据传递到站车交接岗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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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交接票据时，在规定地点、时间内，将上述单据交予机车乘务员，办理签字交接。 

办理到达列车交接时，车站到达场的车号员应根据列车编组顺序表的内容，核对车列及货运

票据，核对无误后与机车乘务员办理交接，如若发现不相符的情况应立即通知有关车站处理。 

6. 摘挂机车或机车乘务组换班 

由于机车是分段牵引列车，所以列车在到达技术站后，一般要更换机车，如采用循环运

转制，在基本段所在站不更换机车时，则机车乘务组需换班。 

7. 准备发车及发车或准备解体 

对出发列车，车列交接后，车站助理值班员将列车途中运行注意事项通知司机并按规定

进行简略试风，确认具备发车条件后及时发出列车。 

对到达列车，准备解体是指对解体列车的车列在解体调车前，在到达线上进行的排风、

拉风和摘管等作业。 

四、技术站货物列车技术作业过程 

货物列车在车站办理技术作业的项目、程序及时间标准，统称为货物列车技术作业过程。

技术站的货物列车技术作业是在到发场完成的，由车站值班员负责组织指挥。根据各种货物

列车的不同要求提前做好准备，加强与有关工种的协调配合，组织流水作业，避免作业中断，

缩短各种等待时间，最大限度地组织平行作业，以减少作业延续时间，提高作业效率。 

各种货物列车的技术作业过程如下： 

1. 始发列车的出发技术作业过程 

始发列车的出发技术作业对于保证列车质量和途中运行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工作人员应

认真仔细办理。始发列车在站的出发技术作业过程如表 1.1.2所示。 

表 1.1.2  始发列车的出发技术作业过程 

顺序 作业项目 时间/min 

1 检车员、车号员、货运检查员、列尾作业员等出动       

2 车辆技术检修作业（包括挂机及试风）       

3 列尾作业员技术作业       

4 车号员核对现车       

5 货运检查       

6 有关人员与出发司机办理运统 1和货运票据交接       

7 准备发车与发车       

 作业总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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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缩短列车在出发场的作业停留时间，车站的相关工作人员在列车出发作业之前应提前

做好一系列准备工作： 

（1）车站值班员应将列车车次、编成时间、转入到发场股道、编成辆数、出发时间及时

通知机务段、列检所值班员，以便督促机车按时出段，列检人员及时出动； 

（2）按规定时间将机车号码通知列尾作业人员，做好列尾装置与出发机车的对号检测工

作，待车列编好后以便及时安装； 

（3）车号员根据编组调车作业计划，在编组列车的同时，挑选票据、编制列车编组顺序

表，并检查列车编组是否符合列车编组计划、列出运行图和《技规》的有关规定等。 

2. 无改编中转列车技术作业过程 

无改编中转列车在技术站的技术作业过程如表 1.1.3所示。 

表 1.1.3  无改编中转列车技术作业过程 

顺序 作业项目 时间/min 

1 检车员、车号员、货运检查员、列尾作业员等出动       

2 车辆技术检修作业（包括摘挂机车及试风）       

3 列尾作业员技术作业       

4 车号员检查现车       

5 货运检查       

6 有关人员与到达、出发司机办理运统 1和货运票据交接       

7 准备发车与发车       

 作业总时分       

无改编中转列车作业实际上是将到达列车技术作业与出发列车技术作业结合起来进行

的。但因这种列车在站不改变列车编组内容，所以又具有以下特点： 

（2）没有准备解体、编制列车编组顺序表等有关作业。 

（3）车列与票据的交接可由到达列车的机车乘务组与出发列车的机车乘务组直接在现场

办理。 

（4）机车采用循环运转制时，在基本段所在站不更换机车，只在站线上进行机车整备和

乘务组换班作业。 

3. 部分改编列车技术作业过程 

部分改编中转列车技术作业过程如表 1.1.4所示。 

表 1.1.4  部分改编中转列车技术作业过程 

顺序 作业项目 时间/min 

1 检车员、车号员、货运检查员、列尾作业员等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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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车辆技术检修作业（包括摘挂机车及试风）       

3 列尾作业员技术作业       

4 车号员检查现车       

5 货运检查       

6 摘挂车辆       

7 有关人员与到达、出发司机办理运统 1和货运票据交接       

8 准备发车与发车       

 作业总时分       

 

部分改编中转列车与无改编中转列车相比，在站的技术作业内容增加了调车作业环节。

其具体组织方法主要有： 

（1）减轴时，对摘下车组可采用先摘下后检修的方法。在调车机车甩车时，检车员集中

力量检修基本车组。这种方法既缩短检修基本车组的时间，又可使减轴调车作业与车辆技术

检修作业平行进行，从而缩短列车技术作业的延续时间。 

（2）补轴时，对补轴车组可采用先检修后挂车的方法。事先检修好的补轴车组由调车机

车挂好在邻线等候，在车列检修完了后立即挂上。在列车前部补轴或减轴时，如能利用到达

机车减轴、出发机车补轴，还能进一步缩短摘挂车组的作业时间。 

（3）换挂车组的作业方法，甩车与上述减轴的方法相同，挂车与上述补轴的方法相同。 

在换挂车组的作业中，为缩短列车在站停留时间，车站应根据列车到达确报，在列车到

达前，准备好需要加挂的车组，并调移到靠近列车到达线的线路上，以便到达列车技检结束

后，立即进行调车作业。 

（4）变更列车运行方向时，一般不需要进行调车作业，只需换挂列尾装置。但因原列车

中尾部车辆与出发列车机车不满足隔离要求时，可将尾部车辆的车钩提开，先行检查后由调

车机车拉走，进行调换原尾部车辆的调车作业，换挂列尾装置。此时，检车人员可集中力量

检修原前部车列。 

4. 解体列车的到达技术作业过程 

到达解体列车技术作业过程如表 1.1.5所示。 

表 1.1.5  到达解体列车技术作业过程 

顺序 作业项目 时间/min 

1 检车员、车号员、货运检查员、列尾作业员等出动 
 

     

2 车辆技术检修作业（包括试风、摘机车）       

3 列尾作业员技术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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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车号员核对现车       

5 货运检查       

6 有关人员与到达司机办理运统 1和货运票据交接       

7 准备解体       

 作业总时分       

 

对到达解体列车的主要作业组织方法及注意事项主要有： 

（1）加速到达技检。一般情况下，车辆的技术检查与修理是到达作业中占用时间最长的

作业环节，必须注意加强和优化检车人员的作业组织，同时充分利用自动轴温检测仪等先进

技术设备和先进作业经验的采用与推广。 

（2）认真核对现车。列车到达后，车号员应根据列车确报认真核对现车，检查票据。防

止车、票分离，确保列车编组顺序表、货运单据、现车相一致。对关门车、禁溜车、禁止过

峰车、限速车等有特殊标记的车辆，应在记事栏内填记清楚。核对现车后，应及时向调车区

长报告，以便及时修改解体调车作业计划。 

（3）做好解体前的准备工作。调车区长应根据列车确报，提前编制解体调车作业计划。

调车组根据解体调车作业计划及时对待解车列进行排风、拉风、摘管。 

【技能训练】 

1. 已知：甲—庚站间车站位置及开行列车情况，如图 1.1.6所示，N站为某装车站，丙、

己站为编组站（用◎表示，下同），甲、乙、丁、戊、庚站为区段站（用〇表示，下同），A、

B、C、D站为中间站（用 | 表示，下同）。 

 
图 1.1.6  货物列车分类示意图 

要求：判别图中各技术站及装车站编组列车的种类及其车次范围，并填入表 1.1.6中。 

表 1.1.6  货物列车分类及车次编定表 

列车 列车种类 车次范围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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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2. 已知：甲—丁方向开行列车情况及各区段列车的牵引定数规定，如图 1.1.7所示。 

 
图 1.1.7  技术站货物列车技术作业示意图 

要求：（1）判断图中 11103 次和 21132 次列车在甲、乙、丙、丁四个技术站，按在站技

术作业性质分属于何种列车？ 

（2）判断 11103次和 21132次列车在四个技术站所办理的货物列车技术作业种类。 

（3）将结果填入表 1.1.7。 

表 1.1.7  货物列车种类及技术作业种类 

 
11103 次 21132 次 

列车种类 技术作业种类 列车种类 技术作业种类 

在甲站     

在乙站     

在丙站     

在丁站     

3. 已知：乙站为技术站，资料如下。 

（1）车辆技术检修作业 20 min； 

（2）货运检查 20 min； 

（3）列尾作业员技术作业 10 min； 

（4）车号员核对现车 20 min； 

（5）挂机车及试风 4 min； 

（6）司机接收票据和列车 5 min； 

（7）准备发车 2 min，其中发车 1 min。 

要求：编制始发列车出发技术作业程序表（表 1.1.8）。 

表 1.1.8  始发列车技术作业程序表 

顺序 作业项目 时间/min 

1 检车员、车号员、货运检查员、列尾作业员等出动       

2 车辆技术检修作业（包括挂机及试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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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列尾作业员技术作业       

4 车号员核对现车       

5 货运检查       

6 有关人员与出发司机办理运统 1和货运票据交接       

7 准备发车与发车       

 作业总时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