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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铁路运输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
保证这一系统高效运转，实现运输各环节的有序衔接和优化组合，最大限度地发挥各种生产要素的整
体功能，实现铁路运输效率的最大化，是铁路运输组织的宗旨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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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铁路机车技术结构发生了变化，内燃机车、电力机车和蒸汽机车相比较，最大的特点就是：牵引
力大，速度高，不需频繁地进行整备作业，适应较长的机车交路。
同时诸多安全保障系统，如红外线轴温检测系统、车辆运行状态动态检测系统、货物装载加固保证系
统等的发展，使机车长交路的实现有了可靠的保证。
　　撤销原铁路分局后，如果继续延用多个机务段多头指挥的方式，势必影响铁路行车组织的安全，
传统的机车运用模式一分割管理模式与新的直通长交路的运营方式之间必然存在矛盾。
原来的机务段布局和检修方式不再适应车流组织方式的变化，沿用原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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