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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是根据高职高专类学校铁路运输专业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编写的。
学生通过学习车站工作组织、货物列车编组计划、列车运行图及铁路通过能力、技术计划及运输方案
、运输调度工作等内容，具备组织行车和正确执行、运用行车规章从事铁路各行车工种工作的能力。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类学校、高等学校专科、成人大专的教材，可供铁路运输工作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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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车站工作组织　　第二章　行车闭塞法　　第四节　电话闭塞　　一、电话闭塞的特点
　　当基本闭塞设备不能使用时，应根据列车调度员的命令改按电话闭塞法行车。
遇列车调度电话不通时，闭塞法的变更或恢复，应由该区间两端站的车站值班员确认区间空闲后，直
接以电话记录办理。
　　采用电话闭塞时，不论单线或双线，均按站间区间办理。
电话闭塞没有电气设备控制，凭借《行车日志》、电话记录号和有关作业程序卡控制度来保证闭塞作
用，必须严格执行规定程序，加强现场作业的卡控。
在停用基本闭塞法改按电话闭塞法或恢复基本闭塞法时，均须得到列车调度员的命令并确认区间空闲
后方准采用。
　　二、电话闭塞法的使用时机　　遇下列情况，应停止使用基本闭塞法改用电话闭塞法行车：　
　1．基本闭塞设备发生故障时　　（1）自动闭塞设备发生故障或停电（包括区间内两架及其以上通
过信号机故障或灯光熄灭）时。
　　（2）半自动闭塞设备发生故障，如出站轨道电路故障、出站信号机故障、闭塞机故障。
　　2．未设钥匙路签（牌）设备的车站的非正常情况　　（1）发出挂有由区间返回的后部补机的列
车时。
此时，由区间返回的后部补机没有返回的行车凭证，同时基本闭塞设备无法控制后部补机由区间返回
发车站前，不能向该区间发出列车。
　　（2）自动闭塞区间发出由区间返回的列车时。
此时，基本闭塞设备无法控制发车站在列车未返回车站前，不能向该区间发出列车。
　　3．无双向闭塞设备的双线区间反方向发车或改按单线行车时　　双线区间无反方向闭塞设备，
组织反方向行车时，只能改按电话闭塞法行车。
　　4．半自动闭塞的非正常情况　　（1）发出须由区间返回的列车时，因列车虽能压上出站方面的
轨道电路，而不能压上接车站的接车轨道电路，闭塞机不能正常复原。
所以，不论车站是否设有钥匙签（牌），均应改用电话闭塞法行车。
　　（2）由未设出站信号机的线路上发车时，虽能办理闭塞，但列车无法取得半自动闭塞占用区间
的行车凭证，亦应改用电话闭塞法行车。
　　（3）超长列车头部越过出站信号机并压上出站方向轨道电路时，既不能办理闭塞，也开放不了
出站信号机，亦须改用电话闭塞法行车。
　　5．其他情况　　自动闭塞、半自动闭塞区间，在夜间或遇降雾、暴风雨雪天气，为消除线路故
障或执行特殊任务，开行轻型车辆时按列车办理，并改按电话闭塞法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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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铁路行车组织》可作为高职高专类学校、高等学校专科、成人大专的教材，可供铁路运输工作
人员参考。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铁路行车组织>>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