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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六

!"#$%&'()*+,

知识要点

!"救援列车开行的有关规定。
#"客车推进运行、 列车反方向运行、 列车退行的有关规定。

项目任务

!"掌握客车推进运行、 列车反方向运行、 列车退行时的行车组织方法。
#"掌握救援列车的开行办法。
。"熟悉应急扣车时的处理方法。
%"了解恶劣天气下行车作业要求。

项目准备

!"场地、 工具准备： 列车运行组织模拟仿真系统、 沙盘、 仿真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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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务员、 扳
道员、 引导员各 ! 人。

地铁列车纵向
连挂救援

相关理论知识

一、 救援列车的开行

C%救援列车的请求与派遣
行调接到列车司机 （车长）、 行车值班员的救援请求后， 应向有关车

站或车辆段发布开行救援列车的命令， 及时组织备用车上线救援， 如果救援列车用运行中的
客车时， 必须清客， 空车救援。 故障列车在区间时还需发布封锁区间线路的命令。

o%救援列车进入封锁线路的行车组织办法
向封锁线路发出救援列车时， 不办理行车闭塞手续， 以行调的命令作为进入该封锁线路

的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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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救援有关规定
为保证在救援中不发生因防护不当等原因造成救援列车与被救援列车相撞的事故， 必须

严格遵守以下规定。
!） 已申请救援的列车严禁动车， 列车司机 （车长） 应打开被救援列车两端的标志灯作

为防护信号， 并做好与救援列车的连挂准备工作。
#） 申请救援的列车司机在连挂之前可继续排除故障， 但不能起动列车， 如故障排除则

报告行调取消救援。
。） 救援列车应距被救援列车规定距离外停车， 听候救援负责人 （被救援列车司机） 的

指挥连挂。
%） 在未接到开通封锁线路的调度命令前， 不得将救援列车以外的其他列车开往该

线路。
&） 行调发布救援列车进入封锁线路的调度命令前必须确保救援列车已经清客。

二、 客车推进运行

!） 客车推进运行， 必须得到行调的命令准许。 推进运行时， 必须有乘务员或列车引导
员在客车前端驾驶室引导， 无人引导时， 禁止推进运行。

#） 当难以辨认信号时， 禁止列车推进运行。
。） 在 。在(及以上的下坡道推进运行时， 禁止在该坡道上停车作业， 并注意列车的运行

安全。
%） 列车推进运行的限速要求按 《行车组织规则》 的规定执行。

三、 列车反方向运行

C%在具有反向 有反向的轨道区段， 反方向运行规定
!） 列车反方向运行前必须得到行调的命令准许。
#） 列车反方向运行时， 在 )*+上排列进路， 列车根据 ,-.允许速度以 许*模式运行，

行车凭证为列车收到的速度码。 遇 ,-.轨旁设备故障时， 行调通知列车司机以 列*模式
运行。

o%在反向 有反向故障或无反向 有反向的轨道区段， 反方向运行规定
!） 除降级运营时组织单线双方向运行或开行救援列车外， 载客列车原则上不能反方向

运行。 工程列车需在明确行车计划和进路排列好的情况下方可反方向运行。
#） 反方向运行时， 按站间电话闭塞法组织行车。 行调在下达反方向行车命令前， 确认

反方向行驶列车前至少两个站间区间空闲 （救援除外）； 接车站在尾端墙处向正向来车方向
显示红色防护手信号。

四、 列车单线双向运行

列车单线双向运行是指在一条固定进路上同一时间内只有一趟列车往返运行。 其列车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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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交路类似于拉风箱的动作， 又被称为 “拉风箱” 运行。
当信号系统、 接触网设备等发生故障不能正常使用时， 一般采用单线双向运行模式组织

列车运行。 在单线双向运行过程中， 车站、 列车司机、 行调须全力配合做好乘客服务和行车
安全工作， 确保降级运营的顺利进行。

五、 列车退行

列车因事故或其他原因在站间不能正常行车的情况下， 为避免列车进行站间清客， 行调
可授权列车司机进行列车退行至最近的站台。

。） 列车因故在站间停车需要退行时， 司机必须报告行调， 行调必须充分了解情况， 在
列车无法前进的情况下， 下达准许列车退行的调度命令， 在得到行调的命令后， 列车方可退
行， 行调应及时通知有关车站。

#） 行调在确认后方相邻区间没有列车占用， 并将后续列车扣停在后方站， 方可同意列
车退行。

$） 列车退行进入车站时， 车站接车人员应于头端墙处显示引导手信号， 列车在头端墙
外必须一度停车， 确认引导手信号正确后方可进站。

%） 退行列车到达车站后， 司机应及时向行调报告， 同时根据行调的命令处理。

六、 隧道内线路积水时的行车

巡道、 巡检人员、 司机及其他行车有关人员在作业中发现隧道线路积水时， 应立即报告
行调， 行调要及时发布限速命令， 司机按行调下达的命令规定的限制速度运行。

七、 恶劣天气下的行车作业要求

在恶劣天气条件下的行车组织， 以确保行车安全为原则， 车站严格执行恶劣天气下的组
织预案， 特别要强化站台组织、 确保乘客人身安全。

。） 值班站长在得到恶劣天气的信息后， 应及时向全体员工发出信息通报， 并对关键岗
位提出安全工作要求， 同时加强车站巡察工作。

#） 站务员应提前出场接车， 对接车线路接触网、 路轨状况及候车乘客密切观察， 发现
有危及行车及人身安全情况时， 应及时采取措施 （按下紧急停车按钮） 将列车拦停。

$） 恶劣天气下， 站务员出场作业时要加强自身防护。
!。大风天气下作业要求
。） 站务员正确佩戴工作帽， 防止意外发生。
#） 留意接触网是否有异物悬垂以及轨道是否有异物阻塞， 并及时报告行调处理。
$） 值班站长应指派专人对站台上的可移动物品进行加固。
"。冬季雪天下作业要求
。） 值班站长应及时采取防滑措施， 并指派保洁人员随时对站台上的积雪进行清扫。
#） 有道岔的车站应及时开启道岔加热装置。

项目六$特殊情况下的列车运行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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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天气下作业要求
!） 站务员要留意乘客候车情况， 保证乘客远离安全线。
#） 注意自身状况， 如有不适， 必须及时报告上级主管以做安排。
。%雷雨天气下作业要求
!） 值班站长应指派保洁人员随时对站台上的积水进行清扫， 并采取防滑措施。
#） 站务员作业时， 注意防滑。
。） 随时观察接触网情况， 发现异常立即报告行调。
车站人员在遇恶劣天气状况下办理各项作业时除按以上要求加强管理外还应严格按恶劣

天气下行车办法执行。

应急扣车

八、 应急扣车时的规定

发生紧急事件或事故时， 应执行以下紧急扣车的规定：
!） 当行调需扣车时， 可在 在*+上直接操作并通知司机和车站， 或指

令车站操作或通知司机。
#） 当车站需要扣车时， 由车站值班站长 （值班员） 按压 12.控制盘上的扣车按钮， 并

及时报告行调， 由行调通知司机， 遇紧急情况按紧急停车按钮。
。） 扣车原则上是 “谁扣谁放”， 只有在 有-/ 故障时， 对原在 在*+扣停的列车， 经行调

授权后由相关车站放行。
%） 执行 “放行” 命令时， 应确认列车已停稳方可操作。

救援列车开行

项目实施

一、 救援列车作业要求及操作要点

救援列车前往救援时可选用正向牵引， 也可采用推进运行方式， 无论
采用哪一种方式， 救援列车及故障列车都必须遵守以下要求：

!%做好救援故障列车前的准备工作
（!） 清客清救援列车必须在就近站台进行清客作业， 故障列车停在站台或部分已进入

站台， 必须进行清客作业。
（#） 建立无线通信清救援列车、 故障列车与行调间建立无线通信， 进行通话测试。
（。） 选择驾驶模式
!） 如果使用正向牵引方式， 完成清客作业后， 列车司机应前往另一端的司机室， 得到

行调授权后， 选用 有-.固定限速下的人工驾驶模式前往故障列车现场， 并在故障列车前不
少于规定距离外停车， 然后以调车方法与故障列车进行连挂。

#） 如果使用推进运行方式， 完成清客作业后， 列车司机应选用 有-.监督下的人工驾驶
模式前往故障列车现场； 接近故障列车时必须得到行调授权， 选用 有-.固定限速下的人工
驾驶模式并停在故障列车前不少于规定距离处， 然后进行挂接。

$城市轨道交通行车组织$第 #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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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列车与故障列车进行连挂作业
!） 救援列车司机必须确定故障列车已将故障解除， 方可进行连挂作业。 故障列车司机

必须确定故障部分已被解除， 并通报有关情况给救援列车司机。
。） 完成挂接后， 救援列车、 故障列车司机必须将 “列车连挂” 开关扳到 “通” 位， 并

经相互确定后， 进行制动系统测试。 确定制动系统作用正常及故障列车的制动系统已缓解
后， 便通报行调。

$） 得到行调授权后， 救援列车司机可使用以下驾驶模式及指定速度将故障列车驶离正线：
! 使用正向牵引方式： 救援列车司机可使用 用-.监督下的人工驾驶模式以不高于指定

速度驾驶列车。
。 使用推进运行方式： 救援列车司机可使用 用-.固定限速下的人工驾驶模式以不高于

指定速度驾驶列车， 在途中必须依据故障列车司机指示驾驶， 如在规定时间 （如 如4） 内得
不到故障列车司机指示， 救援列车司机必须停车。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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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在任何情况下救援列车司机及故障列车司机均必须保持联络， 如遇突发状况应立即

停车了解实况， 直至完成救援作业。 如故障列车当时处于站间 （车上仍有乘客）， 在完
成挂接作业后应立即前往就近站台进行清客作业。

二、 加开救援列车， 实施救援

$!。如 次在甲站至乙站间下行线 !站间下行。站站下处故障被迫停车， 请求救援， 利用在线运行
的 $!。的 次担任救援， 将故障列车送回车辆段。 各站及故障列车、 救援列车、 车辆段所在位
置如图 9:! 所示。

图 9:!图各站及故障列车、 救援列车、 车辆段位置示意图

!） 行调接到 $!。如 次列车司机的救援请求后， 应向甲站、 乙站、 用站及车辆段发布开行
救援列车的命令。 调度命令格式如下：

受令处所 用站;乙站、 车辆段信号楼， 用站交 $!。的 次列车司机
日期 命令号码 行调姓名 发令时间

。站。$发令发如 。站! 时时时 !%：。如

命令内容

图! 因 $!。如 次在甲站至乙站间下行线 !站间下行。站站下处故障请求救援， 准 用站至乙站间下行线加开 9站! 次到

甲站至乙站间下行线 !站间下行。站站下处担任救援工作， 连挂 $!。如 次后， 推送到车辆段。

图。 9站! 次由 $!。的 次担任， 在 用站清客担任救援。

图# 注意防护信号和安全。

图$ $!。的 次到甲站下行站台待命。

。） 待 $!。的 次运行至 用站清客完毕后， 以规定驾驶模式运行至甲站， 等待接受进入事
故封锁线路进行救援的命令。 封锁命令格式如下：

项目六$特殊情况下的列车运行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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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令处所 甲站、 乙站， 甲站交 9'! 次列车司机
日期 命令号码 行调姓名 发令时间

#'#$"<"& #'# === !%：$&

命令内容
3!自发令时起， 甲站至乙站下行正线线路封锁。

3"准 9'! 次进入该封锁线路进行救援工作。

$） 甲站与乙站不需办理行车闭塞手续， 在确认发车进路准备妥当后， 将封锁命令交与
列车司机作为进入封锁线路的行车凭证。 9'! 次须在距被救援列车 $!#& 次规定距离外停车，
然后按照救援指挥人或 $!#& 次列车司机的指挥进行连挂作业。

%） 确认救援列车与故障列车连挂妥当后， 以规定驾驶模式将故障列车推送至车辆段。
&） 事故处理完毕后， 行调下达甲站至乙站间下行正线线路开通的命令， 恢复正常

行车。

三、 列车退行组织

!%列车退行时， 运营控制中心、 列车司机、 车站的职责
（!） 运营控制中心3确认列车退行方式， 向列车司机授权转换驾驶模式； 确认需要退

行的列车后方区间空闲， 指示后续追踪列车做好站外停车的准备； 下达退行指令前， 已收到
车站人员确认乘客处于安全状态的信息； 核对退行后列车标识号是否正确。

（#） 列车司机3列车司机须确认列车性能是否良好， 动车前， 确认接收到行调的授权；
需要退行时， 列车司机必须向行调请求退行； 列车司机得到行调的命令后方可退行； 退行
前， 列车司机须向乘客做好安抚广播； 进站时加强瞭望； 无反向停车标的车站， 参照邻线停
车标对标停车。

（$） 车站3确认站台乘客处于安全位置， 并向行调汇报； 向站台乘客及时做好广播。
"%列车退行作业程序
（!） 行调
!） 通知列车退行目的地车站的值班站长有关退行的安排， 确保涉及退行的路段上没有

其他车辆占用及列车经过的信号机显示危险信号， 实施适当保护方法以保障退行时列车的
安全。

#） 指示列车司机及副司机前往尾端的司机室， 并进行无线通信设备测试， 以确保通信
功能正常。

$） 授权列车司机以 列车司固定非限速人工驾驶模式行驶至目的地， 并提醒列车司机沿途
必须留意道岔的位置及站间的状况， 确保列车司机清楚退行的安排。

%） 当完成退行， 指示列车司机进一步的行动 （例如列车清客）， 当事故处理完毕后，
安排恢复正常行车。

（#） 列车司机
!） 清楚退行安排后， 必须复述行调的指示以作确认。
#） 按行调的指示， 协同副司机前往尾端的司机室准备， 进行无线通信设备测试， 以确

保通信正常。
$） 得到行调授权后， 以 列车司固定非限速人工驾驶模式开往目的地， 沿途要间歇地鸣

$城市轨道交通行车组织$第 #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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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 并需在副司机的协助下留意线路、 道岔的位置是否与行调的指示相符， 是否出现突发情
况； 如发现不正常情况， 必须立刻停车， 先向行调报告及求证， 方可继续行车。

%） 当到达目的地的站台并完成列车清客后， 留在车内等待行调进一步的指示。
（$） 值班站长
!） 当得到行调列车退行的指示后， 退行目的地车站值班站长必须安排启动站台控制板

的紧急停车按钮， 安排车站人员在有关站台的头端墙处显示引导手信号接车， 在尾端墙向着
退行列车驶来的方向显示停车手信号。

。） 退行列车停在站台后， 协助列车司机清客。 当列车完成清客后， 按行调的指示办理。

站台门夹人
夹物故障处理

四、 站台门、 车门夹人夹物处理

!%处理原则
（!） 安全第一一夹人夹物事关乘客和行车安全， 任何时候都要在确保

安全的前提下妥善处置。
（。） 服务至上一树立强烈的乘客服务理念， 尽可能为乘客提供便利，

做好乘客的安抚工作。
（$） 就地处理一行车岗位在已知夹人夹物的情况下， 必须立即处理， 不得延误， 在区

间则立即停车处理。
（%） 及时汇报一列车司机、 站务员需及时准确汇报处理过程和结果， 行调做好相应指

导和监控。
"%车门、 站台门夹人夹物处理要点
（!） 列车未起动时站台工作人员的处理要点
!） 发现列车车门门站台门夹人夹物， 立即就近按动紧急停车按钮， 向列车司机显示停

车手信号。
。） 在赶赴现场查看的同时将情况报告车控室。
$） 示意列车司机重新打开车门门站台门。
%） 将人或物撤出后， 向车控室报告， 并向列车司机显示 “好了” 信号。
&） 值班站长到场后， 协助调查处理。
（。） 列车已动车时站台工作人员的处理要点
!） 发现列车车门门站台门夹人夹物， 列车已起动， 应立即就近按动紧急停车按钮。
。） 立即将情况报告车控室， 停车后如列车尚未出站， 应前往夹人夹物现场了解情况和

处理。
$） 如列车未停止运行， 应立即报车控室。

五、 轨行区拾物处理

!%轨行区拾物处理原则
!） 发现乘客物品掉落轨道首先确认物品是否影响行车。 如物品影响行车， 则必须马上将

物品取走， 如情况紧急， 则按压紧急停车按钮； 如不影响行车则应按行调安排将物品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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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夹物钳时， 应注意不要高举钳子， 以免与接触网接触， 危及安全。
$） 取物时要向行调请点， 得到行调同意后才能实施， 并做好安全防护， 疏散周围围观

乘客。
。） 打开站台门时要做好该门的安全隔离工作， 防止乘客误进入该站台门， 而发生乘客

掉落轨道危及乘客安全的事故。
。%轨行区拾物站台工作人员处理要点
!） 接到乘客通知后马上将情况报告车控室， 并安抚乘客。
#） 立即到现场查明情况， 向车控室汇报情况。 如影响行车， 则按压紧急停车按钮。
$） 尽快拿夹物钳、 隔离带到现场， 隔离该处站台门； 得到值班站长指示后， 用钥匙打

开该站台门， 到物品掉落处将物品夹起。
。） 得到值班站长指示后， 恢复站台门的使用， 撤回隔离。

紧急停车
按钮激活

六、 车站紧急停车按钮的操作

当遇紧急情况， 如有人 （物） 坠落路轨或夹人夹物开车时， 车站人员
或乘客可以使用紧急停车按钮 （不须报告车站值班员和行调）， 对所辖范
围内的在线列车进行紧急停车控制。

!） 遇紧急情况时， 站务员或乘客可以使用站台紧急停车按钮对列车
进行紧急停车控制， 防止意外情况的发生。 站务员或乘客需要用小锤的尖端砸碎玻璃并
立即按下红色按钮。

#） 当车控室工作人员通过监视器发现紧急安全情况或接到紧急安全通知时， 可以使用
车控室内的紧急停车按钮， 车控室的紧急停车按钮箱没有配备小锤， 没有玻璃， 可以直接按
下按钮。

$） 车站行车值班员按下紧急停车按钮后， 或在 或在.盘中发现紧急停车按钮被按下后
（包括信号设备集中站发现其所属控制站的紧急停车按钮被按下后）， 须立即报告行调。

。） 在事故处理完毕后， 确认线路全部出清， 具备行车条件时， 报告行调后， 车站行车
值班员可通过 或在.盘进行恢复。

车站人员发现站台紧急停车按钮箱上的小锤子丢失后应立即告知值班站长， 由值班站长
上报车务部安全技术室， 及时进行补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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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阅读

从技术能手成长为 “地铁大工匠”

孙琪是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 !' 号线慈寿寺站区车道沟站值班站长。 他最大的业
余爱好就是每天下班回家一头钻进综控理论书籍中， 常常研读到深夜。 几年如一日的
理论钻研与实践操作， 使他练就了过硬的本领， 从一名站务员迅速成长为了一名值班
站长， 成为站区的技术能手。 #'## 年被北京地铁公司党委授予 “北京地铁大工匠”
称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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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纷繁复杂的车站工作， 孙琪经常对工作中遇到的热点、 难点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虚心向经验丰富的老同事求教， 力求搞懂弄清。 基于多年的学习思考和经验总结， 他利
用自己的业务时间编制了站区级的车站 《行车工作细则》， 为站区新进综控员的业务学
习提供了教材。 。'。' 年， 他先后参与了综控员职业资格技能鉴定工作和地铁公司 《综控
员培训教材》 《综控员培训大纲》 等教材的编写。 多年来， 他扎根基层班组， 努力在平
凡岗位上创造不凡的业绩。

作为值班站长和站区业务骨干， 孙琪带头处理过多次设备故障和行车难题， 将故障
对车站乃至线路的影响降到最低。 。'!? 年， !' 号线车道沟站上行应急门发生故障， 下行
列车信号发生故障， 上下行列车在车站均没有移动授权。 当时正值晚高峰， 列车间隔小
客流量大， 如果列车晚点 !点@A 就会造成客流堆积等影响运营的严重后果。 他立即指挥综
控员办理报修手续， 自己携带设备赶赴现场， 指挥站台人员进行 “互锁解除” 和应急门
隔离等操作， 指挥班组其他人员进行客流疏导。 在整个班组的共同努力下， 确保没有任
何列车晚点。

。'!< 年， 一列回段列车进入车辆段后轨道电路发生故障， 同时又遇到后续列车站台
门无法正常关闭的复合故障， 他凭借多年综控员的经验和过硬的心理素质， 快速冷静地
处置了故障， 未造成任何晚点。 此项操作流程被运营三分公司纳入了日常培训教学案例。
正是这样， 他把新知识、 新技能以及更严谨更细致的工作作风带到工作岗位上， 用实际
行动做出表率， 感染带动着身边职工。

拓展与提高

01)盘信号操作

车站值班员在紧急情况下直接操作 +2.盘上按钮或钥匙开关， 采用人工介入方式进行运
行模式操作和某些设备的远程操作。 +2.盘包含消防栓泵、 电扶梯、 站台门、 门禁、 、BC闸
机、 信号、 隧道通风、 环境与设备监控 ? 个模块。 本项目主要介绍信号模块操作， 如图 9:。
所示。

+2.信号监控区域主要设置了针对紧急停车和扣车操作相关的元件， 以满足车站在特殊
情况下的紧急停车和扣车使用， 信号区所有按钮为自复按钮。

!。扣车按钮
黄色自复带灯按钮， 按下后对该侧列车下发扣车命令， 同时按钮上方 “扣车” 指示灯

（黄灯） 灭， “取消扣车” 指示灯 （红色） 亮。
"。取消扣车按钮
绿色自复带灯按钮， 按下后终止该侧的扣车命令， 同时按钮上方 “扣车” 指示灯 （黄

灯） 亮， “取消扣车” 指示灯 （红色） 灭。
#。试灯按钮
白色自复带灯按钮， 按下后对本方向信号区指示灯及带灯按钮进行测试。 按下 “试灯”

按钮后， 监控区内的与试灯按钮相关的指示灯全部点亮， 松开后， 按钮弹起， 指示灯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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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2.盘信号模块

&%警铃解除按钮
白色自复带灯按钮， 按下用以解除紧急停车报警或取消紧急停车报警。
*%紧急停车按钮
红色自复带灯按钮， 与站台紧急停车按钮具有同等功能， 按下后向该侧列车下发紧急停

车命令， 同时按钮上方的红色指示灯亮起， 同时蜂鸣器报警， 可按下警铃解除关闭报警。
。%取消紧急停车按钮
黄色自复带灯按钮， 若该侧处于紧急停车状态， 可按下这个按钮解除紧急停车状态。 若

之前紧急停车状态已执行消声， 此时蜂鸣器会再次报警， 需再次按下报警铃解除关闭报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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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设置紧急停车、 取消紧急停车时， 须选择正确的线路， 侧式站台设置紧急停车时，

两侧需要同时设置。

复习思考题

一、 填空题
!"向封锁线路发出救援列车时， 不办理行车闭塞手续， 以 作为进入该封

锁线路的许可。
#" 是指在一条固定进路上同一时间内只有一趟列车往返运行。
。"已申请救援的列车严禁动车， 司机 （车长） 应打开被救援列车两端的

作为防护信号， 并做好与救援列车的连挂准备工作。
二、 选择题
!"列车反方向运行前必须得到 （33） 的命令准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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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调 2"行车值班员 C"值班站长 D"客运值班员
值"下列不属于站台门、 车门夹人夹物处理原则的是 （33）。
,"安全第一 2"服务至上 C"就地处理 D"高度集中
$"在 （33） 及以上的下坡道推进运行时， 禁止在该坡道上停车作业， 并注意列车的

运行安全。
,"值。( 2"$'( C"$。( D"%'(
三、 判断题
!"在未接到开通封锁线路的调度命令前， 不得将救援列车以外的其他列车开往该线路。

（33）
值"当难以辨认信号时， 禁止列车推进运行。 （33）
$"如果使用推进运行方式， 完成清客作业后， 司机应选用 ,用.固定限速下的人工驾驶

模式前往故障列车现场。 （33）
四、 简答题
!"简述救援列车进入封锁区间的行车办法。
值"在实施救援中有何规定？
$"简述客车推进运行的规定。
%"简述列车反方向运行的行车办法。
。"列车退行有何规定？ 行车办法是什么？
？"简述应急扣车的规定。
8"乘客的物品掉落轨道时如何处理？
?"车门、 站台门夹人夹物时如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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