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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联锁站或车场发生道岔、 轨道电路等故障造成联锁失效， 进路不能正常排出时， 需人
工现场操纵道岔准备进路， 办理接发列车作业。 在这种非正常情况下， 如何保证行车安全，
确保不间断行车， 是列车运行组织工作中不可缺少的， 必须掌握的知识和技能。

知识要点

&-车站信号、 联锁设备知识。
!-非正常情况下接发列车有关规定。

项目任务

&-掌握信号联锁设备故障时的接车办法。
!-掌握信号联锁设备故障时的发车办法。
》-掌握各种凭证、 命令的填写方法及要求。
。-熟知信号的显示方式及显示意义。

项目准备

&-场地、 工具准备： 列车运行控制系统、 模拟沙盘、 线路、 信号机等行车设备模型、
车站模型、 列车模型、 各种登记表簿、 联系电话、 信号旗、 路票、 调度命令、 手摇把、 钩锁
器等。

!-人员安排： 学生按车站数分组， 安排行调 & 人， 每站设有行车值班员 & 人、 站务员
》 人。

相关理论知识

车站联锁设备故障包括： 全线或某个联锁区车站的联锁工作站全部灰显； 全线或部分联
锁区计轴设备故障； 全线或部分联锁区的道岔失去表示； 全线或部分联锁区的信号机失去表
示； 全线或部分联锁区车站的联锁工作站请求进路失败等。 此时， 值班主任决定采用电话闭
塞法组织行车后， 行调应及时向故障区域内及受影响的各车站发布按电话闭塞法组织行车的
命令， 将行车控制权下放至车站， 车站占用区间的凭证是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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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电话闭塞法概述

*。电话闭塞法定义
电话闭塞法是人工办理闭塞的一种方法。 相邻两站 （场、 段） 通过电话联系形式确认

区间空闲， 并以发出电话记录号码的方式办理闭塞的一种行车组织方法。
电话闭塞法的分界线是各站出站信号机， 闭塞设备为车站行车闭塞电话， 实现方法通过

人工完成， 因此， 闭塞区间的空闲需人工确认。 闭塞区间是车站出站信号机至前方相邻站出
站信号机之间， & 个电话闭塞区间需 ! 个车站共同确认。 电话闭塞区间分为接车区间、 接车
线路、 发车区间 》 部分。 接车站需确认接车区间、 接车线路空闲； 发车站需确认发车区间空
闲。 电话闭塞一般作为代用闭塞法使用， 一般情况下只能由车站行车值班员办理。 电话闭塞
工作原理示意图如图 '$& 所示。

图 '$&计电话闭塞工作原理示意图

）。电话闭塞法的使用时机
&） 联锁区联锁设备故障时。
!） 中央及车站工作站上均无法对线路运行车辆进行监控时。
》） 遇折返站采用站前折返方式且折返进路上的道岔故障需人工扳动时。
。） 车辆段 （停车场） 与正线联锁失效或信号接口故障时。
'） 根据现场情况需要采用电话闭塞法组织行车时 （单个设备故障原则上不采用电话闭

塞法组织行车）。

行车日志和路票

"。行车凭证和原始记录的填写要求
电话闭塞法时车站行车凭证和原始记录主要有路票、 调度命令 （含固

定格式类、 传真类）、 《调度命令登记簿》 及 《行车日志》。
（&） 路票的填写及电话记录号码的编制计
&） 路票 （图 '$!） 的填写。 行调发布电话闭塞法组织行车的命令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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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车指挥权在行调， 任何人员进入轨行区均须得到行调同意。 行调发布电话闭塞法组织行车
的命令后， 采用电话闭塞法行车的区段内， 行车指挥权在车站， 除进路准备人员外， 其他人
员进入轨行区须得到行调同意。 各相关车站得到行调下达 “停基改电” 的调度命令后， 采
用电话闭塞法组织行车， 列车以路票作为占用闭塞区段的行车凭证， 司机在车站须拿到路票
后凭 “好了” 信号动车。 采用电话闭塞法行车的各车站不得办理列车通过， & 个闭塞区段内
只允许有 & 列车运行， 列车反向运行时车站需在路票左上角加盖 “反方向运行” 专用章。

图 '$!计路票

。 路票应在确认闭塞区间空闲， 并取得接车站承认闭塞的电话记录号码， 发车进路准
备完毕后方可填发， 路票原则上由车站值班员填记后递交车站行车人员， 在特殊情况下可由
车站行车人员代为填记， 车站行车人员应与车站值班员进行复核无误后， 方可将路票递交列
车司机。

" 路票应具备电话记录号码、 车次号、 方向、 行车专用章、 值班员签名、 日期， 调令
号码、 列车限速要求 1 要素填写完整。

# 路票填写不得擅自增添字句或涂改， 否则应视为废票， 应重新填写。 车站值班员应
在路票正面对角划 “(”、 反面手写 “作废” 字样， 并注明作废原因， 从上部撕口后整理
保存。

$ 办妥电话记录手续后， 临时变更列车车次时， 应重新办理电话记录手续， 如已填发
路票， 应将原路票回收并作废， 另行填发路票。

% 列车司机在接到路票后应对路票进行确认， 准确无误后按规定行车。
& 列车到达接车站后， 车站值班员应及时收回路票， 在路票正面对角划 “(” 以示注

销， 从上部撕口后整理保存。
） 路票填写的日期以接车站承认闭塞的时间为准， 零点以前填写的路票零点以后发车

时， 仍视为有效， 无须更改日期。
( 发现错误路票及行车凭证丢失的规定： 列车司机在车站发车前发现错误路票时， 严

禁动车， 并将错误路票退还车站， 车站回收错误的路票， 重新填写正确的路票。 列车司机在
发车后发现错误路票时， 应立即停车并报告运营调度员， 后按运营调度员指令运行， 将错误
路票交至接车站。 接车站发现回收的路票错误时， 应在日志中记录， 并报告行调。 列车司机
取得路票并确认正确后， 遇在途中丢失时可继续运行至接车站， 将情况报告接车站行车值班
员和行调， 车站值班员应在日志上记录说明。

项目五#车站联锁设备故障时的列车运行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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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记录号码的编制。 电话记录号码自每日 0 时起至 !。 时止， 按日循环编号， 具体
编号办法在各轨道交通公司 《行车组织规则》 中规定。 如深圳地铁公司规定电话记录号码
上行自 ! 开始连续偶数、 下行自 & 开始连续奇数， & 个运营日内不得重复。 南京地铁公司电
话记录号码编号办法为车站 （基地） 编号加顺序号： 小行基地编号为 0； 车站编号为 &—&.
固定使用； 顺序号为 0&—22 循环使用， 各车站电话记录号码见表 '$&。

表 &,*#车站电话记录号码

车站 车站编号 电话记录号 车站 车站编号 电话记录号

小行基地 0 00&———022 新街口 2 20&———222

奥体中心 & &0&———&22 珠江路 &0 &00&———&022

元通 ! !0&———!22 鼓楼 && &&0&———&&22

中胜 》 》0&———》22 玄武门 &! &!0&———&!22

小行 。 。0&———。22 新模范 &》 &》0&———&》22

安德门 ' '0&———'22 南京站 &。 &。0&———&。22

中华门 . .0&———.22 红山动物园 &' &'0&———&'22

三山街 ” ”0&———”22 迈皋桥 &. &.0&———&.22

张府园 1 10&———122

（!） 行车日志的填写要求
&） 《行车日志》 用于记录列车运行情况， 见表 '$!。
!） 《行车日志》 填写时， 上行线的列车须填写在上行栏， 下行线的列车须填写在下行

栏， 如遇列车反向， 则在附注内备注填写 “反向运行”。
》） 列车运行时， 以下情况需记入运行情况：
。 压道车及加开、 晚点等未按运营时刻表行驶的列车。
" 电话闭塞法办理的列车。
# 首末班载客列车。
。） 对于通过列车， 在 《行车日志》 上的 “本站到达” 栏内填 “机”， “本站出发” 栏填

列车通过本站的时间， 备注栏填写 “通过”。
'） 在夜班的日志填写中， 当上下行跨零点之后应在上下行栏车次后加盖次日日期戳，

以示区分。
.） 《行车日志》 填写不得随意涂改， 若有填写错误的必须采用划线更正法进行更

正 （整行划去）。
”） 行车值班员接班后， 需另起一页填写 《行车日志》。
1） “确认区间及接车站线空闲” “通知站台接车” “确认区间空闲” “向接车站请求闭

塞” 和 “填写路票” 逐项确认打 ““”， 其他项按规定正确填记数字。
（》） 调度命令及调度命令登记簿的填写计调度命令登记簿见表 '$》， 需要记录调度命令

下达的日期、 发令时间、 号码、 受令处所、 内容、 复诵人姓名、 接收命令人姓名、 行调姓名
及阅读时刻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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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行
车

日
志

计
计

年
计

计
月

计
计

日
编

号
：

上
行

下
行

车 次

接
车

发
车

确 认 区 间 及 接 车 站 线 空 闲

电 话 记 录 号 码

同 意 闭 塞 时 分

发 车 站 发 出 时 分

通 知 站 台 接 车

本 站 到 达 时 分

确 认 区 间 空 闲

向 接 车 站 请 求 闭 塞

电 话 记 录 号 码

接 车 站 同 意 闭 塞 时 分

填 写 路 票

本 站 发 出 时 分

接 车 站 到 达 时 分

备 注
车 次

接
车

发
车

确 认 区 间 及 接 车 站 线 空 闲

电 话 记 录 号 码

同 意 闭 塞 时 分

发 车 站 发 出 时 分

通 知 站 台 接 车

本 站 到 达 时 分

确 认 区 间 空 闲

向 接 车 站 请 求 闭 塞

电 话 记 录 号 码

接 车 站 同 意 闭 塞 时 分

填 写 路 票

本 站 发 出 时 分

接 车 站 到 达 时 分

备 注

项目五#车站联锁设备故障时的列车运行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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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调度命令登记簿
年计计月

日期
命令

发令时间 号码 受令处所 内容

复诵人
姓名

接收命令
人姓名

行调
姓名

阅读时刻
（签名）

调度命令如图 '$》 所示， 包括调度命令下达的时间、 受令处所、 命令号码、 命令内容、
行调姓名等内容。

图 '$》计调度命令

行车手信号

%。手信号的显示
（&） 手信号的显示方式及显示意义计
&） 引导手信号： 准许列车进入车站或车场。 昼间为展开的黄色信号旗

高举头上左右摇动； 夜间为黄色灯光高举头上左右摇动。
!） 通过手信号： 准许列车由车站通过。 昼间为展开的绿色信号旗； 夜

间为绿色灯光。
》） 停车信号： 要求列车停车。 昼间为展开的红色信号旗， 无红色信号旗时， 两臂高

#城市轨道交通行车组织#第 !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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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头上， 向两侧急剧摇动； 夜间为红色灯光， 无红色灯光时， 用白色灯光上、 下急剧
摇动。

。） 减速信号： 要求列车降低速度运行。 昼间为展开的黄色信号旗， 无黄色信号旗时，
用绿色信号旗下压数次； 夜间为黄色信号灯光， 无黄色灯光时， 用白色或绿色灯光下压
数次。

'） 发车信号： 要求司机发车。 昼间为展开的绿色信号旗上弧线向列车方面做圆形转
动； 夜间为绿色灯光上弧线向列车方面做圆形转动。

.） 紧急停车信号： 要求司机紧急停车。 昼间为展开的红色信号旗下压数次， 无信号旗
时， 两臂高举头上， 向两侧急剧摇动； 夜间为红色灯光下压数次， 无红色灯光时， 用白色灯
上下急剧摇动。

”） 道岔开通信号： 表示进路道岔准备妥当。 昼间为拢起的黄色信号旗高举头上左右摇
动； 夜间为白色灯光高举头上。

1） 好了信号： 表示某项作业完成。 昼间为拢起的信号旗做圆形转动； 夜间为白色灯光
做圆形转动。

（!） 特殊情况下接发列车时显示手信号的时机和地点计见表 '$。。

表 &,%#特殊情况下接发列车时显示手信号的时机和地点

手信号
类别

何种情况下显示 显示时机 收回时机 显示地点

停车
信号

计站间电话行车法行车时
计看见列车头部灯
开始

计列车停车后
计站台头端墙站台门端
门外方

紧急
停车
信号

计工程列车进站或通过车站，
出现危及行车安全情况； 客车
进站， 发现危及行车安全情况，
但来不及按压站台紧急停车按
钮或紧急停车按钮不起作用时

计立即显示 计列车停车后 计就近显示

减速
信号

计发现工程列车或客车超速时 计立即显示
计列车头部越过信号
显示地点后

计头端墙侧扶梯口， 靠
近紧急停车按钮附近

引导
手信号

计列车出发整列离开站台区，
因故需退回车站时

计看见列车头部灯
开始

计列车头部越过信号
显示地点后

计站台头端墙， 站台门
与线路间站台上

好了
信号

计车站相关作业完成时 计司机鸣笛回示后 计规定的地点

道岔
开通
信号

计须现场人工手摇道岔准备进
路时

计进路准备好时
计列车头部越过信号
显示地点后

计在操纵的道岔附近，
车辆限界外

二、 电话闭塞法启动前的准备工作

&） 行调根据现场情况确认实施电话闭塞法的区段， 命令实施电话闭塞的区段内列车司
机立即停车待命， 并命令故障区段内各车站准备本站接车进路， 车站在进路办理妥当后， 主

项目五#车站联锁设备故障时的列车运行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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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向行调汇报。
!） 行调组织电话闭塞法区段内所有列车运行至车站站台停车待命； 因联锁故障停在区

间及配线的列车， 按以下方式组织运行：
。 当列车运行前方进路无道岔且前方站线无车占用时， 司机凭行调命令以限制机非限制

人工驾驶模式， 限速 !')*机, 运行至前方站。
" 当列车运行前方进路有道岔 （列车头部未越过道岔） 且前方站线无车占用时， 车站

根据行调命令， 将道岔进行钩锁， 出清线路后报告行调， 由行调指令司机以限制机非限制人
工驾驶模式， 限速 !')*机, 运行至前方站。

# 当列车头部已越过道岔或列车压在道岔上且前方无车占用时， 行调安排车站人员确认
道岔位置正确后， 司机凭行调指令以低于 ')*机, 速度移动， 列车出清岔区后以限制机非限制人
工驾驶模式限速 !')*机, 运行至前方站； 若道岔位置不正确， 须相关专业人员处理后方可动车。

》） 行调待实施电话闭塞的区段内所有列车均停至站台待命后， 与实施电话闭塞法区段
内的所有列车司机、 车站值班员复核确认列车所在位置。

三、 接发车程序及要求

*。发布调令
行调向有关车站 （场）、 列车司机下达启动电话闭塞法运行的调度命令， 命令包括实施

联锁设备故障
下的行车组织

电话闭塞行车的区段范围、 行车方向、 区间限速、 时间等； (((联锁区故
障， 自发令时起， (((站至(((站采用电话闭塞法行车 （(((站采用(((道
折返）。 命令号码(((， 发令时间(((点(((分， 行调(((。

）。确认空闲
车站根据 间间6V、 《行车日志》 的列车报点记录 （接车站根据本站到达

时分， 发车站根据接车站到达时分） 等方式严格确认前方区间及车站列车
占用情况， 按电话闭塞法的行车要求办理闭塞。

"。请求闭塞
发车站确认本站至接车站无闭塞， 且线路区间空闲后向接车站请求闭

塞， 接车站进行复诵， 填写 《行车日志》。
%。同意闭塞
接车站接到闭塞请求， 确认发车站至本站及本站至本站的前方站无闭塞、 且线路区间、

车站 （本站、 前方站） 空闲后， 准备本站的接车进路； 接车站接车进路办理妥当后， 向发
车站发出同意闭塞的电话记录号码， 发车站进行复诵， 填写 《行车日志》。

&。填写路票
发车站在得到接车站的闭塞同意后， 填写 《行车日志》， 准备本站发车进路， 在本站发

车进路准备妥当后， 方可填写路票。
!。路票交接
车站值班员确认路票填写正确， 发车进路办理妥当后， 由车站行车人员将路票交至司

机， 并向司机显示发车手信号； 司机收到路票， 确认路票填写正确， 根据发车手信号动车，
运行至下一车站 （场）。

#城市轨道交通行车组织#第 !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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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闭塞
发车站在确认列车发车后， 填写 《行车日志》， 向接车站报列车发点， 接车站进行复

诵； 发车站待列车整列出清本站， 确认闭塞解除条件满足后， 填写 《行车日志》， 向后方站
解除闭塞， 后方站进行复诵； 接车站在得到发车站的发车报点后， 填写 《车站 （场） 生产
日志》， 迅速安排车站行车人员至站台规定停车位置接车， 向列车显示停车手信号； 列车司
机根据停车手信号显示停车， 如无行车人员显示停车手信号则按规定停车位置停车并向行调
汇报； 列车整列到达后， 接车站向司机收取路票， 填写 《行车日志》， 并向发车站报列车到
点并发出电话记录号码， 解除闭塞。

(。恢复基本闭塞
设备故障消除后， 控制中心行调必须与各闭塞车站行车值班员共同确认各闭塞区段空

闲， 方可向有关车站及司机发布恢复基本闭塞行车的调度命令。

四、 取消电话闭塞法组织行车的相关规定

&） 设备单位确认实施电话闭塞法区段信号故障已修复， 具备恢复自动闭塞行车条件，
并向行调进行汇报。

!） 行调发布取消电话闭塞法转为自动闭塞法的调度命令。
》） 车站接到调度命令后取消已办理的闭塞， 如列车已在区间运行待到站后解除。
。） 司机到达车站接到调度命令后， 根据自动闭塞信号显示恢复正常模式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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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阅读

上海地铁 *+ 号线列车追尾事故

事件背景： !0&& 年 2 月 !” 日 &》：'1， 新天地站 K?7 柜底电缆孔洞封堵作业时， K?7
输出负载端 ）相线路出现松动， 引发 ）相电供电缺失， 导致新天地集中站信号失电， 造
成中央调度列车自动监控红光带、 区间内车站列车自动监控面板黑屏。

行车方式： 交通大学站—南京东路站上下行采用电话闭塞法行车， 区域内共有 . 辆
列车。 期间行车凭证为路票， 闭塞区域为前方站间区间和站台区域。

事件经过：
&》：'1， 新天地集中站信号故障。
&0&. 次———&0&. 次在豫园站下行出站后无速度码， 行调通知司机手动限速 （JQW）

向老西门站运行。 &。：00， &0&. 次在区间遇红灯停车， 行调通知司机停车待命。

行调———&。：0&， 行调开始列车定位， &。：01， 行调发令： 交通大学站至南京东路站
上下行区段实行电话闭塞法行车。

&00' 次———&。：》'， &00' 次列车持路票从豫园站发车。
&。：》”， &00' 次以 '。)*机, 运行至弯道时， 发现前方有列车 （&0&. 次） 停留， 采取

制动后由于惯性仍以 》')*机, 与 &0&. 次发生追尾碰撞， 如图 '$。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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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计上海地铁 &0 号线列车追尾事故图

影响： 造成 !.0 多人受伤 （& 名怀孕双胞胎 !1 周的孕妇被甩出座位 》*， 经检查平
安）， 两列事故列车内 '00 多名乘客区间疏散， 定性为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责任事故。 给
予集团董事长、 总裁行政记大过， 副总裁兼运管中心总经理行政降级， 当班行调留用察
看一年、 调离调度岗位， 当班值班员行政记过处分等。

事故分析：
&） 行调在未准确定位故障区间内全部列车时， 发布电话闭塞命令。 联锁故障降级

行车按照九步曲 “判断—控车—找车—摆车—锁岔—发令—办手续 （排路）—降速—控
间隔” 组织行车， 核对在线列车数量与时刻表一致。

!） 行车值班员在未确认区间是否空闲时， 同意办理闭塞、 发放路票。 采用电话闭
塞法时， 对于各方向第 & 趟列车必须与行调、 前方站共同确认区段空闲后， 方可办理相
关发车手续。 后续列车， 发车站在收到前方站 （接车站） 给出前 & 趟出清点后， 方可提
出发车请求 （请求闭塞）。

》） 列车超速运行， 发现进路异常后无法在安全距离内停车导致冲突等。 首趟限速
!')*机, （除 。、 &。、 !& 号线高架段外）， 后续限速 。')*机,， 曲线半径小于 。00*线路限
速 !')*机,。

项目实施

目前我国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尚无统一的电话闭塞法行车时的接发列车作业标准。 下面以
国内部分城市轨道交通系统为例， 说明电话闭塞法的接发列车作业标准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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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有的城市轨道交通企业为了提高效率， 按电话闭塞法组织行车时， 路票虽按规定填

写， 但不交给司机， 车站存档。 关于路票的填写， 有的企业由行车值班员填写， 有的由
站台发车人员填写。

因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站间区间短， 列车从一个车站运行到另一个车站只需较短时间， 所
以发车站必须取得接车站承认闭塞的电话记录号码后方可发车。 发车站确保无论何时在同一
区间内， 只有一趟列车占用； 接车站必须确认接车线路空闲， 接车进路准备妥当， 方可发出
承认闭塞的电话记录号码； 在联锁设备正常情况下， 在操纵台上办理进路； 如果联锁设备失
效， 则采用人工手摇道岔准备进路， 并加装钩锁器 （在配合折返作业时， 可不加装钩锁器，
但操作人员需确认道岔己操作至机械锁闭位置）。

#城市轨道交通行车组织#第 !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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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电话闭塞法所需工器具

为便于车站由于信号设备故障等需要采用电话闭塞法组织行车时的应急处置及备品管
理， 电话闭塞法组织行车需要配备电话闭塞应急箱， 如图 '$' 所示， 人工准备进路工具
包 （有岔站）， 如图 '$. 所示。

图 '$'计电话闭塞应急箱 图 '$.计人工准备进路工具包

&） 电话闭塞应急箱内的物品包括： 路票若干张、 黑色签字笔 ! 支、 红绿信号灯 & 个、
端墙门钥匙 & 把、 行车专用章、 反方向运行章、 《调度命令登记本》、 便签纸、 红色印泥、
列车定位板、 《行车日志》 及 《电话闭塞法卡控表》。

!） 人工准备进路工具包内的物品包括： 手摇把 ! 把、 钩锁器 & 副、 转辙机钥匙 ! 把、
钩锁器铜锁 ! 把、 扳手 & 把、 本站线路图 & 张、 通用钥匙 》 把 （铜锁、 道岔备品箱）、 红闪
灯 ! 盏、 荧光衣 ! 件、 手套 ! 副及防爆手电筒 ! 个。

人工办理进路

二、 人工准备进路

*。下达调度命令
接收、 复诵、 判断行调发布的命令并进行记录。 命令内容： (((站，

人工准备(((线 （道） 至(((道 （线） 进路。
）。任务的布置
行车值班员在接到行调 “人工准备进路” 的命令时， 根据命令内容填写人工准备进路

布置图， 如图 '$” 和图 '$1 所示， 车控室以此图布置任务， 在进路所经道岔旁用圈做标记，
标明道岔需开通位置。 任务布置完毕后车控室与准备进路人员签名确认。 准备进路人员在摇
道岔时可参考 “道岔位置判别” 图， 判别道岔开通位置， 确保进路道岔开通位置正确。

"。人工准备进路备品的清点和防护用品的穿戴
车站规定进入轨行区进行人工准备一般需要 ! 名人员， 其中 & 人必须由车站值班员以上

人员担任； 常见的组合方式有以下 》 种， 分别是： 值班站长X厅巡； 值班站长X客运值班员；
客运值班员X厅巡。

! 名人员需穿上荧光衣， 戴好手套， 携带对讲设备 （100Q和 。00Q无线便携台）、 红闪
灯、 信号灯 （红机绿）、 手摇把、 钩锁器 （另有存放要求除外）、 锁具及其钥匙 （钥匙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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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计人工准备进路布置图 （反面）

图 '$1计人工准备进路布置图 （正面）

用）、 手电筒 （另有要求除外）， 如图 '$2 所示。
%。申请进入轨行区， 到指定地点待命
人工准备进路人员进入轨行区前通过 100Q手台向行调请点， 得到行调口头命令同意并

复诵确认后 （采用电话闭塞法时， 人员进入轨行区时机由车站自行负责， 行调可不掌握），
方可进入轨行区， 随后确认有关的道岔和进路。

#城市轨道交通行车组织#第 !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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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计人工准备进路备品的清点和防护用品的穿戴

&。设置防护
人工准备进路时防护红闪灯在来车方向距故障道岔约 &'*处设立； 当道岔距离列车不

足 &'*时， 可在来车方向合适位置设置。
!。手摇道岔六步曲
手摇道岔六部曲包括， 一看、 二开、 三摇、 四确认、 五加锁、 六汇报。
（&） 一看计看道岔编号及开通位置是否正确， 道岔尖轨及辙叉心处是否有杂物； 看尖

轨与基本轨是否有钩锁器； 看是否有车辆停留在线路上； 看是否有铁线等导体横放在两钢轨
上， 如图 '$&0 所示。

（!） 二开计打开盖孔板及钩锁器的锁， 拆下钩锁器， 如图 '$&& 所示。

图 '$&0计看———道岔开通位置 图 '$&&计开———打开盖孔板及钩锁器

（》） 三摇计将手摇把插入手摇把孔， 摇道岔转向所需的位置， 如图 '$&! 所示， 在听到
“咔嚓” 的落槽声后停止 （如听不到落槽声时， 则需确认尖轨与基本轨密贴， 不超过 !**）。
拔出手摇把， 锁好盖孔板。 判断所摇位置时注意， 顺时针转动手摇把则尖轨远离转辙机； 逆
时针转动手摇把则尖轨靠近转辙机。

（。） 四确认计双人确认道岔的开通位置、 确认尖轨密贴： 面向尖轨手指口呼 “(((号
道岔开通(((位， 尖轨密贴无异物， 未加锁。” 另一人手指口呼复诵。 道岔开通位置及确认
尖轨密贴如图 '$&》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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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摇———手摇把摇岔示意图

图 '$&图"确认———开通位置

（'） 五加锁"确认道岔开通正确位置后， 双人配合， 将钩锁器一端卡住钢轨并固
定， 一人用信号灯+手电筒进行照明， 另一人用钩锁器锁定道岔尖轨及基本轨， 必须用扳手
将钩锁器拧紧并加锁 （折返站需经常转换的道岔只挂不锁）， 加锁位置在尖轨后第 !、 图 轨
枕之间， 如图 '$&% 所示。

图 '$&%"加锁———道岔加锁

（（） 六汇报"单个道岔作业完成后， 向车控室汇报： (((号道岔开通定 （反） 位， 已
加锁， 人员、 工器具已出清； 进路上所有道岔摇动到正确位置， 人员撤离到安全位置后向车
控室汇报： 进路准备完毕， 线路出清， 人员已至安全位置。

#城市轨道交通行车组织#第 !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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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加锁———道岔加锁 （续）

三、 电话闭塞法岗位作业指引

*$行调下达调度命令前准备作业指引
行调下达调度命令前准备作业流程见表 '$'。

表 &,&#行调下达调度命令前准备作业流程

程序及项目

岗位作业指引

闭塞车站
各站行车值班员

闭塞车站
各站值班站长

闭塞车站
各站客运值班员

闭塞车站
站台岗

"发现故障并改
用 电 话 闭 塞 法
行车

"&行接行调准备电话
闭塞法指令通知后立
即汇报值班站长
"长行配合行调确认本
站列车占用情况， 在
《值班人员登记本 》
上做好记录
"#行通知站台岗加强
端门值守， 除车站人
工准备进路人员外，
任何人不得进入端门
"%行有岔站需根据行
调指令通知值班站

"&行接行车值班员通
知后立即赶赴车控室
"长行通知车站所有站
务人员赶赴车控室
"#行安排客运值班员
做好车站内客运组织
工作
"%行指定两名站务人
员 （包括站台岗） 为
路票交接人员， 分别
负责上上下行线列车接
车与路票交接
"'行有岔站须指定一
名站务员与其一起人
工准备进路
"工行有岔站接行调通
知后带领人员下轨行
区人工准备进路
"人行人工准备进路完
毕后， 中间有岔站出
清轨行区后报行调；
折返站到达安全避让
点后报行调

"&行根据值班站长指
令赶赴车控室
"长行做好车站内客运
组织工作及乘客解释
等工作

"&行根据车控室指令
及时确认站线有无列
车停靠并汇报车控室
"长行根据车控室指令
严格管理端门， 除车
站人工准备进路人员
外， 任何人不得进入
端门
"#行拿到接发列车相
关备品后根据值班站
长安排至指定端门处
待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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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闭塞法接发车作业指引
电话闭塞法接发车作业见表 '$.。

表 &,!#电话闭塞法接发车作业

程序标准 岗位作业指引

程序 项目
发车站 接车站

行车值班员 值班站长 站台岗 行车值班员 值班站长 站台岗

一、 确
认区间
空闲

&-确认
区间
空闲

空&-接 到 行
调执行电话闭
塞法的调度命
令后， 通知各
岗位

空&-接 到 行
调执行电话闭
塞法的调度命
令后， 通知各
岗位

空位-确 认 发
车 进 路 准 备
好， 在 《行车
日志》 发车进
路准备妥当栏
打对勾

空位-确 认 接
车 进 路 准 备
好， 在 《行车
日志》 接车进
路准备妥当栏
打对勾

空勾-根 据 行
车日志确认区
间空闲后， 与
接车站再次共
同确认区间空
闲： “(((站
至(((站上+
下 行 区 间 空
闲”， 在 《行
车日志》 确认
区间空闲栏打
对勾

空勾-根 据 行
车日志确认区
间空闲， 与站
台岗确认接车
站线空闲， 折
返 站 需 确 认
前一列列车驶
入折返线停稳
或者折返线空
闲。 与发车站
再次共同确认
区 间 空 闲：
“(((站至(((
站上+下 行 区
间空闲”， 在
《行 车 日 志 》
确认区间及接
车站线空闲栏
打对勾

空勾-根 据 车
控室指令确认
站线空闲无列
车停靠报车控
室： “上+下行
站线空闲无列
车停靠”

空”-向接车站
请 求 闭 塞：
“(((站， (((
点(((分请求
(((次列车至
(((站上 （下）
行 闭 塞”。 在
《行 车 日 志》
向接车站请求
闭塞栏打对勾

空 ”- 复 诵：
“(((站， (((
点(((分请求
(((次列车至
(((站上 （下）
行闭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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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程序标准 岗位作业指引

程序 项目
发车站 接车站

行车值班员 值班站长 站台岗 行车值班员 值班站长 站台岗

二、 办
理闭塞

!-办理
闭塞
手续

续 '- 复 诵：
“(((点(((分
同意(((次列
车至 (((站
上 （ 下 ） 行
闭塞， 电话记
录 号 码 (((，
(((站收到”。
并在 《行车日
志》 电话记录
号码栏填写电
话记录号， 接
车站同意闭塞
时 分 栏 填 写
时间

续'-同 意 发
车 站 闭 塞：
“(((站电话
记 录 号 码
(((， (((点
(((分同意((
次列车至(((
站 上 （ 下 ）
行闭塞”， 并
在 《 行 车 日
志》 电话记录
号码栏填写电
话记录号， 同
意闭塞时分栏
填写时间

续 时-复 诵 完
毕 后 填 写 路
票 （ 上上下 行
第 & 张路票左
上角均须加盖
“首列车限速
!')*上, ” 印
章有）

续时-听 取 发
车站复诵确保
正确无误

#-路票
填写
及交
接

续 接-路 票 确
认无误后通知
站台岗到车控
室领取路票，
站台岗至车控
室后与其交接
路票时手指口
呼： “上上下行
路 票， 车 次
(((， 电话记
录 号 码 (((，
(((站至 (((
站， (((站行
车 专 用 印 章
有 （首列车限
速 !')*上, 印
章 有 ）， (((
年(((月 (((
日”， 做到手
指口呼、 双人
复诵

续接-接 车 控
室通知领取路
票在车控室与
行车值班员交
接路票时手指
口呼： “上上下
行路票， 车次
(((， 电话记
录 号 码 (((，
(((站至 (((
站， (((站行
车 专 用 印 章
有 （首列车限
速 !')*上, 印
章 有 ）， (((
年(((月 (((
日”。 做到手
指口呼、 双人
复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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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程序标准 岗位作业指引

程序 项目
发车站 接车站

行车值班员 值班站长 站台岗 行车值班员 值班站长 站台岗

二、 办
理闭塞

%-发车
作业

作 业- 通 过
;;6V监控站
台岗到达正确
的端门处并在
《行 车 日 志 》
填写路票栏打
对勾

作业-领取路票
到 达 正 确 端
处， 交 予 司
机。 交路票时
手 指 口 呼：
“ 上+下 行 路
票， 车次(((，
电话记录号码
(((， (((站
至 ((( 站，
(((站行车专
用印章有 （首
列 车 限 速
!')*+, 印 章
有 ）， (((年
((( 月 (((
日”， 路票交
接完毕报车控
室， 指示站台
人员向司机显
示 “好了” 信
号， 待列车动
车后向车控室
汇报： “上+下
行列车已动车”

作”-复 诵 通
知： “上+下行
列车已动车”，
在 《 行 车 日
志》 本站发出
时 分 栏 填 写
时间

作&0-向接车
站报点： “(((
站上+下行(((
次列 车 (((
时(((分开”，
听取复诵确保
正确无误

作&0-复诵发
车 站 报 点：
“(((站上+下
行 (((次 列
车(((时(((
分开”， 并在
《行 车 日 志 》
发出站发出时
分栏记录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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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程序标准 岗位作业指引

程序 项目
发车站 接车站

行车值班员 值班站长 站台岗 行车值班员 值班站长 站台岗

二、 办
理闭塞

%-发车
作业

作业业-复诵完
毕 通 知 站 台
岗： “准备上+
下 行 接 车 ”，
并在 《行车日
志》 通知站台
接车栏打对勾

作业业-接车控
室通知后复诵
并 做 好 接 车
准备

三、 办
理接车

车-接车
作业

作业!-列车进
站停稳后向车
控 室 报 告：
“上+下行列车
到 站 停 稳 ”，
回 收 路 票 划
“ “” 以 示
注销

作业#-接站台
报告并复诵：
“上+下行列车
到 站 停 稳 ”，
查 看 时 间 在
《行 车 日 志 》
本站到达时分
栏记录时间

作业%-收到接
车站报点后复
诵： ““““站
上+下行 “““
次列 车 “““
时“““分到”，
并在 《行车日
志》 接车站到
达时分栏记录
时间

作业%-向发车
站报点： ““““
站上+下行“““
次列 车 “““
时“““分到”，
听取复诵确保
正确无误

########################################
#

#
#

#
#

########################################
#

#
#

#
#

$

$$
$

扩展阅读

电话闭塞法行车专项应急演练

“天津站至直沽站区域轨道显示大面积红光带， 5J4功能启动失败， 准备降级组织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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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车。” 为全面提升行调、 车站值班员、 电客车司机等关键行车岗位的应急处置能力， 检验
各岗位应急联动水平， 轨道交通运营集团开展了 2 号线电话闭塞法行车专项应急演练， 即
在高科技功能失效的情况下， 依靠传统打电话的方式， 指挥司机手动操作地铁列车前行。

“发布电话闭塞调令， 命令号 号&&， 受令处所： 天津站至东兴路站各站， 在线司机，
运转。 自发令时起， 天津站至东兴路站上下行启用电话闭塞法行车， ，0& 次司机复诵，
其他各站， 司机， 运转收到回复， 完毕。” 随着一声声紧张、 有序的电话声在大厅响
起， 一条条精准、 简洁、 高效的指令从控制中心发出， 一句句明确、 清晰、 有力的回复
从现场传来， 专项应急演练的大幕就此拉开。

为全面提升关键行车岗位 “三大员”， 即行调、 车站值班员、 电客车司机的应急
处置能力， 检验各岗位应急联动水平， 运营集团精心策划、 创新招法， 集结 ' 个部门
及相关单位通力合作， 开展了 2 号线电话闭塞法行车专项应急演练， 参演人数达 ，0
余人。

在演练中， 各岗位人员统筹联动， 司机、 车站双方完成扣车定位程序后， 行调下发
调度命令， 组织天津站至东兴路站区间实施电话闭塞法行车。 天津站采用手摇道岔方式
组织折返， 列车恢复正常行车方式后， 行调利用中间站道岔转线等方式组织列车快速回
场。 过程中， 各岗位人员迅速响应、 紧密配合、 分工明确、 高效联动。

演练结束后， 运营集团对此次演练进行了回顾总结， 将发现的问题隐患分类汇总，
并结合现场作业处置标准， 对 对 大岗位 ' 个关键点位人员进行业务评价， 进一步强弱项、
补短板， 提升运营水平。

拓展与提高

列车自动监控 （567） 系统 YQR人机交互界面道岔操作

本项目介绍列车自动监控 （567） 系统 YQR人机交互界面包括信号与进路操作、 站台
操作、 区段操作、 道岔操作及其他操作。 本项目主要介绍道岔相关操作。

*。道岔单操
（&） 定操操设置道岔处在定位状态， 道岔名显示绿色。
（号） 反操操设置道岔处在反位状态， 道岔名显示黄色。
用户鼠标单键单击站场图道岔， 选择 “定操” 或 “反操”， 被单击的道岔所属车站和名

称将自动列入弹出的对话框中。 选择 “确定” 将发出命令， 选择 “取消” 放弃操作并关闭
对话框， 如图 '图&' 所示。
########################################

########################################

$

$$

$

执行道岔单操需要注意： 执行操作前需确认道岔未锁闭、 未占用。

-。道岔单锁
单锁： 设置道岔处于单锁状态， 使道岔无法被操动。
用户鼠标右键单击站场图道岔， 在右键菜单中选择该操作命令， 然后弹出对话框显示操

作内容， 如图 '图&如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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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选择 “定操” 弹出的对话框

图 '$&图"选择 “单锁” 弹出的对话框

框框框框框框框框框框框框框框框框框框框框框框框框框框框框框框框框框框框框框框框框
框

框
框

框
框

框

框框框框框框框框框框框框框框框框框框框框框框框框框框框框框框框框框框框框框框框框
框

框
框

框
框

框

$

$$

$

执行道岔单锁需要注意：
&） 在特殊情况下 （如岔区有施工）， 根据运营调度的需要， 为确保安全， 可以执行

道岔单锁操作， 将道岔锁住， 防止道岔搬动。
!） 执行成功后， 道岔岔芯处加单锁圈显示。
。） 单锁仅仅可以沿着道岔开通的方向办进路。

。$道岔解锁
解锁： 设置道岔处于解锁状态， 无条件地对单独锁闭的道岔进行解锁。
用户鼠标右键单击站场图道岔并选择该操作项， 然后弹出对话框显示操作内容， 如图 '$&/

所示。

图 '$&/"选择 “解锁” 弹出的对话框

在单击 “确认” 后， 系统再次确认是否需要执行该操作。
再次选择需要解锁的道岔， 进行确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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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执行解锁道岔时需要注意：
&） 当特殊情况已解除 （如施工结束）， 根据运营调度的需要， 可以为道岔执行解锁

操作。
!） 在执行道岔解锁操作前， 值班人员需确认施工或维护工作已经结束。
。） 执行成功后， 道岔岔心单锁圈隐藏。
%） 执行失败的话对话框状态栏有文字提示。

。$设置道岔强扳授权
当道岔区段计轴受扰、 执行计轴预复位无效后， 车站值班员可以通过 “设置道岔强扳

授权” 操作对故障道岔进行强扳授权， 然后单操该道岔到正确位置办理进路。
用户鼠标右键单击目标道岔， 在右键菜单中选择 “设置道岔强扳授权”， 如图 '$&1 所

示。 该操作需要进行二次确认。

图 '$&1图选择 “设置道岔强扳授权” 弹出的对话框

道岔强扳授权设置成功后， ，QR界面会显示确认倒计时和 “授权有效” 字样， 确认授
权成功道岔显示 （白圈）。
########################################

#
#
#

########################################
#
#
#

$

$$

$

执行道岔强扳授权前需要注意：
之前道岔强扳之前需要确认操作道岔无单锁、 无引导总锁。
确认无进路占用、 无车占用此道岔区段。

&$取消道岔强扳授权
在成功设置道岔强扳授权后， 如果不需要继续执行进路办理作业， 执行 “取消道岔强

扳授权” 即可。 取消授权执行成功后， 授权倒计时和 “授权有效” 字样消失。
用户鼠标单击已经设置强扳授权的道岔， 在右键菜单中选择 “取消道岔强扳授权”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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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即可， 如图 '$&2 所示。 “取消道岔强扳授权” 操作需要进行二次确认后才能生效。

图 '$&2图选择 “取消道岔强扳授权” 弹出的对话框

复习思考题

一、 填空题
&-路 票 应 具 备 、 、 、 、

、 、 、 、 要素填写完整。
。-站间电话行车法行车时停车信号显示时机为： 。
#-手摇道岔六部曲包括 、 、 、 、

、 。
%-电话闭塞法是相邻两站 （场、 段） 通过电话联系形式确认区间空闲， 并以发出

的方式办理闭塞的一种行车组织方法。
'-列车到达接车站后， 车站值班员应及时收回路票， 在路票正面对角划 “ ”

以示注销。
二、 选择题
&-电话记录号码自每日 0 时起至 。% 时止， 按 （图图） 循环编号。
5-小时 时-日 日-月 :-年
。-（图图） 昼间为展开的黄色信号旗高举头上左右摇动。
5-引导手信号 时-通过手信号 日-停车信号 :-减速信号
#-下列 （图图） 不属于电话闭塞法接发列车时用到的行车报表。
5-行车日志 时-调度命令
日-路票 :-调车作业通知单
%-（图图） 用于记录列车运行情况。
5-行车日志 时-调度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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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路票 :-调车作业通知单
'-下列不需要在行车日志上填写的是 （图图）。
5-向接车站请求闭塞 时-填写调度命令
日-确认区间空闲 :-填写路票
三、 判断题
&-停车信号显示地点为站台头端墙站台门端门外方。 （图图）
。-电话闭塞法的行车凭证是出站信号机的显示。 （图图）
#-人工准备进路时防护红闪灯在来车方向距故障道岔约 &0*处设立。 （图图）
%-确认尖轨与基本轨密贴时， 要求不超过 。**。 （图图）
'-钩锁器加锁位置在尖轨后第 &、 。 轨枕之间。 （图图）
四、 简答题
&-简述列车手信号的显示方式及显示意义。
。-特殊情况下接发列车时显示和收回手信号的时机是如何规定的？
#-采用站间电话闭塞法行车时， 行车凭证是什么？ 以什么模式驾驶列车运行？
%-何时采用电话闭塞法组织行车？
'-简述站间电话闭塞法行车发车的作业程序。
.-简述站间电话闭塞法行车接车作业程序。
/-简述人工准备进路的作业程序。
、-行车凭证和原始记录的种类有哪些？
2-简述行车凭证和原始记录的填写要求。
&0-简述人工手摇道岔 “六步曲” 程序。

实践训练题

&-车站联锁设备故障时的接发列车办法。
。-练习行车日志、 路票的填写。
#-在 5在7 上道岔单操、 单独锁闭、 道岔强解的方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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