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ＴＧ / ＪＷ１０６—２０１７

铁路机车调度规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机车调度 (含普速机车调度和动车司机调度ꎬ 下

同 ) 是铁路运输组织指挥中枢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肩负着确保运

输安全畅通ꎬ 合理利用机务资源ꎬ 高效使用机车ꎬ 挖掘运输潜

力ꎬ 节约运输成本ꎬ 保证动力和人员供应的重要职责ꎮ 为进一步

规范机车调度工作ꎬ 发挥机车调度专业优势ꎬ 优质高效地完成运

输生产任务ꎬ 依据 «铁路技术管理规程» «铁路运输调度规则»

«铁路机车运用管理规则» «铁路机车统计规则» 等规章ꎬ 特制

定本规则ꎮ

第二条　 本规则是中国铁路总公司 (以下简称总公司 ) 机

车调度工作的主要依据ꎬ 各级运输、 机车调度和生产人员必须认

真学习ꎬ 严格执行ꎮ

第三条　 机车调度必须坚持调度集中统一指挥ꎬ 严格执行调

度纪律ꎬ 实行逐级负责制ꎬ 下级调度必须服从上级调度的指挥ꎬ

机车乘务员、 动车组司机及机务行车工作人员必须服从机车调度

的专业指挥ꎮ

第四条　 普速机车调度基本工作要求是: 执行运输组织和安

全管理的有关规章制度ꎬ 严格遵循列车运行图、 基本机车周转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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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的各项技术标准ꎬ 根据列车工作计划ꎬ 正确编制和执行日

(班 ) 机车工作计划ꎬ 提高机车运用效率ꎻ 与行车有关调度密切

配合ꎬ 按图组织均衡开车ꎻ 合理安排和掌握机车乘务员一次乘务

作业工作时间ꎬ 防止机车乘务员超劳ꎻ 掌握机车、 救援列车动

态ꎬ 按规定发布机车调度命令ꎻ 分析机车运用指标和机车乘务员

超劳情况ꎬ 提出合理建议和整改措施ꎻ 深入现场、 登乘机车、 熟

悉情况ꎬ 不断提高工作能力和调度指挥水平ꎮ

动车司机调度基本工作要求是: 执行运输组织和安全管理的

有关规章制度ꎬ 严格遵循列车运行图确定的各项技术标准ꎬ 根据

高铁调度日计划ꎬ 编制、 执行动车组司机乘务计划ꎻ 与行车有关

调度密切配合ꎬ 掌握动车组司机动态及当日动车组运用、 检修、

备用、 热备、 试运、 回送、 试验计划ꎻ 遇设备故障等非正常情

况ꎬ 落实应急处置预案要求ꎬ 及时做好动车组司机乘务调整ꎻ 深

入现场、 登乘动车组、 熟悉情况ꎬ 不断提高工作能力和调度指挥

水平ꎮ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五条　 机车调度工作实行总公司、 铁路局集团公司、 机务

段三级管理ꎮ 总公司机车调度由总公司机辆部负责业务主管ꎻ 铁

路局集团公司机车调度隶属铁路局集团公司调度所管理ꎬ 机务处

负责专业指导ꎬ 并明确具体分管领导ꎬ 同时对机车调度岗位设置

和人员的招聘 (选拔 ) 提出专业建议ꎻ 机务段所在地设机车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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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室ꎬ 由机务段运用科主管ꎮ

第六条　 各级机车调度按四班制配备ꎬ 人员配置要保证一定

的预备率ꎬ 每班设主任调度员领导一班机车调度工作ꎮ

第七条　 总公司机车调度设机调主任、 分析及日勤调度ꎮ

第八条　 铁路局集团公司调度所机车调度室设机调主任ꎬ 根

据任务量情况ꎬ 设安全、 生产、 基础副主任ꎬ 分析及日勤机车调

度等ꎬ 具体由铁路局集团公司确定ꎮ 普速机车调度台设置原则上

按机车交路区段划分ꎬ 与计划调度台的设置相对应ꎬ 原则上每个

台管辖 １００－１５０ 台机车为宜ꎬ 具体设置和每个台管辖机车台数由

铁路局集团公司确定ꎮ

动车司机调度台按管理乘务任务量进行合理设置ꎬ 任务量不

饱和时ꎬ 相关工作职责可由接受过高铁专业技能培训的普速机车

调度兼任ꎮ

第九条　 机务段机车调度室ꎬ 设置计划、 人事、 检修、 整备

机车调度台ꎬ 根据任务量情况ꎬ 有关机车调度台可合并设置ꎬ 具

体由铁路局集团公司确定ꎮ 实行合署办公的在相应编组站设合署

办公机车调度台ꎮ

第三章　 职责范围

第十条　 总公司普速机车调度职责ꎮ

(一 ) 监督、 检查、 指导铁路局集团公司、 机务段机车调度

工作ꎬ 维护调度纪律ꎬ 严肃调度命令ꎬ 通报违章、 违令、 不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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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的单位和人员ꎬ 组织交班分析ꎬ 提出整改要求ꎮ 督促、 组织

跨局交路机车工作计划ꎮ

(二 ) 督促、 组织跨局交路机车工作计划的编制和实施ꎮ

(三 ) 掌握总公司机车动态ꎬ 重点掌控跨局交路机车、 乘务

员使用等情况ꎬ 协调分界口机车供应和运输畅通ꎮ

(四 ) 协调、 处理跨局机车回送等相关事宜ꎮ

(五 ) 核准各铁路局集团公司实际运用机车超、 欠供应台

数ꎬ 提出考核建议ꎮ

(六 ) 发布长期备用、 封存机车加入和解除以及跨局救援列

车出动的调度命令ꎮ

(七 ) 根据上级部署的重点列车计划ꎬ 及时掌握机车和人员

安排ꎮ

(八 ) 分析机车运用指标完成情况ꎬ 按月、 季、 半年、 年度

通报ꎮ

(九 ) 收集、 报告和反馈涉及机务有关铁路交通事故、 行车

设备故障等信息ꎬ 落实应急处置预案要求ꎬ 协调处理有关问题ꎬ

跟踪后续处理情况ꎮ

(十 ) 发布、 审核、 签收、 提报有关机车和人员担当调整等

相关的调度命令申请和重点事项ꎮ

(十一 ) 协调组织做好新图实施、 新线开通、 新机型使用有

关工作ꎮ

(十二 ) 定期登乘机车ꎬ 熟悉现场情况ꎬ 不断提高工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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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指挥水平ꎮ

(十三 ) 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任务ꎮ

第十一条　 总公司动车司机调度职责ꎮ

(一 ) 监督、 检查、 指导铁路局集团公司、 机务段动车司机

调度工作ꎬ 严肃调度纪律ꎬ 通报违章、 违令、 不服从指挥的单位

和人员ꎬ 组织交班分析ꎬ 提出整改要求ꎮ

(二 ) 协调、 处理跨局动车组回送动车组担当等相关事宜ꎮ

(三 ) 根据上级部署的重点列车计划ꎬ 及时掌握人员安排ꎮ

(四 ) 认真审核跨局动车组回送及临时更换车底申请ꎬ 及时

通报相关调度台ꎬ 会签相关调度命令ꎬ 督促相关铁路局集团公司

安排担当临时任务动车组司机乘务及带道ꎮ

(五 ) 掌握影响动车组列车正常运行的设备故障发生、 处

理、 恢复情况ꎮ

(六 ) 协调组织做好新图实施、 新线开通、 新机型使用有关

工作ꎮ

(七 ) 掌握、 收集铁路局集团公司高铁 (客专 ) 联调联试工

作和信息ꎮ

(八 ) 收集、 报告和反馈涉及机务有关铁路交通事故、 行车

设备故障等信息ꎬ 落实应急处置预案要求ꎬ 协调处理有关问题ꎬ

跟踪后续处理情况ꎮ

(九 ) 定期登乘动车组ꎬ 熟悉现场情况ꎬ 不断提高工作能力

和指挥水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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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 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任务ꎮ

第十二条　 铁路局集团公司普速机车调度职责ꎮ

(一 ) 负责编制、 下达和组织实施日 (班 ) 机车工作计划

(含跨局交路机车工作计划 )ꎬ 绘制计划机车周转图ꎬ 与行车有

关调度密切配合ꎬ 安排机车与列车的衔接ꎬ 组织均衡开车ꎬ 分阶

段绘制实际机车周转图ꎬ 提高机车周转图兑现率ꎮ

(二 ) 掌握列车运行情况ꎬ 遇有问题及时协调、 处理ꎮ 发生

事故、 机车故障等情况时ꎬ 及时按规定报告总公司机车调度ꎬ 填

写 «行车事故救援情况表» (机调 １ )ꎬ 并通知相关铁路局集团

公司ꎮ 维护调度集中统一指挥ꎬ 杜绝机车乘务员 (含动车组司

机 ) 违反统一指挥的情况发生ꎮ

(三 ) 掌握机车乘务员一次乘务作业工作时间和驻外公寓休

息时间ꎮ 对可能超劳的ꎬ 及时协调行车相关调度优先放行ꎻ 对不

能在超劳前到达的ꎬ 要通知机务段提前做好换班工作ꎮ

(四 ) 根据机车检修计划 (机调 ２ ) 组织机车按时入厂、 段

检修ꎬ 掌握机车检修进度ꎮ

(五 ) 掌握本局管内机车运用检修情况 (机调 ３ )、 救援列

车动态 (机调 ４ )ꎬ 发布机车相关调度命令ꎮ

(六 ) 发布救援列车出动调度命令ꎬ 组织救援列车及时出

动ꎮ

(七 ) 及时安排机车回送ꎬ 掌握回送动态 (机调 ５ )ꎬ 协调

解决回送不畅问题ꎬ 并报告总公司机车调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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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 建立机车配属、 供应、 使用考核等相关报表台账ꎬ 分

析上报机车运用指标完成情况ꎮ

(九 ) 参加调度所、 机务处日常交班会ꎬ 汇报行车安全、 机

车运用组织、 机车乘务员、 动车组司机使用及乘务员超劳等情

况ꎮ

(十 ) 定期登乘机车ꎬ 熟悉现场情况ꎬ 不断提高工作能力和

指挥水平ꎮ

(十一 ) 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任务ꎮ

第十三条　 铁路局集团公司动车司机调度职责ꎮ

(一 ) 督促、 组织动车组司机乘务计划和地勤司机作业计划

的编制和实施ꎮ

(二 ) 负责接收处理相关动车组文件、 电报和命令ꎬ 组织落

实ꎮ

(三 ) 掌握当日动车组运用计划、 热备车底、 检修计划、 临

时开行、 试验运行、 车底更换等情况ꎮ

(四 ) 掌握动车组司机人员动态 (机调 ６、 ７、 ８ )ꎮ 收集当日

动车组、 相关动车段 (所 ) 值乘司机、 地勤司机、 热备司机及

外公寓和间休室人员名单、 联系方式等信息ꎮ

(五 ) 发生非正常情况时ꎬ 落实应急处置预案要求ꎬ 做好动

车组司机乘务调整ꎬ 收集相关作业安全信息ꎬ 上报总公司动车司

机调度ꎮ

(六 ) 认真审核动车组回送及临时更换车底的申请ꎬ 核对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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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调度命令ꎬ 组织机务段做好任务担当及带道安排ꎮ

(七 ) 收集动车组运行、 晚点和故障信息ꎬ 上报到相关部门

(机调 ９、 １０ )ꎮ

(八 ) 根据动车组担当交路和动车段 (所 ) 作业计划ꎬ 掌握

担当乘务交路和地勤司机作业计划安排ꎮ

(九 ) 定期登乘动车组ꎬ 熟悉现场情况ꎬ 不断提高工作能力

和指挥水平ꎮ

(十 ) 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ꎮ

第十四条　 机务段机车调度室调度职责ꎮ

(一 ) 负责机车运用的集中统一指挥ꎮ 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和

安全管理制度ꎮ

(二 ) 负责接收铁路局集团公司的日、 班、 阶段计划ꎬ 及时

下达到相关派班室ꎬ 合理安排机车供应ꎬ 组织机车正点出库ꎮ 分

阶段及时接收实际机车周转图ꎬ 掌握到达机车动态ꎬ 合理安排机

车计划ꎮ

(三 ) 负责运行揭示调度命令的接收和复核ꎬ ＬＫＪ 临时数据

文件的编辑、 核对、 模拟和审核等工作ꎬ 并按规定下达到派班

室ꎮ

(四 ) 与铁路局集团公司调度及有关站、 段保持密切联系ꎬ

随时了解列车运行情况和机车使用情况ꎮ

(五 ) 及时处置运输生产中非正常问题ꎬ 遇发生铁路交通事

故、 设备故障和重点列车运行晚点等情况ꎬ 要及时查明原因ꎬ 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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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上报ꎮ

(六 ) 落实重点列车的机车运用和人员安排ꎮ

(七 ) 掌握机车乘务员工作和休息时间ꎬ 及时向铁路局集团

公司机车调度进行预报ꎬ 防止机车乘务员超劳ꎮ

(八 ) 掌握机车配属 (机调 １１ )、 运用、 整备、 检修动态ꎬ

及时变更机车工作种别ꎬ 按检修计划及时扣车ꎮ 掌握当日检修机

车的预交车时间ꎬ 督促及时交车ꎬ 每日 １５: ００ 前要将机车修竣

时间或预计修竣时间上报铁路局集团公司机车调度ꎮ

(九 ) 组织铁路局集团公司的机车回送计划落实ꎬ 及时掌握

回送机车动态ꎬ 上报铁路局集团公司机车调度ꎮ

(十 ) 负责接收处理相关动车组文件、 电报和命令ꎬ 组织贯

彻落实ꎮ

(十一 ) 根据高铁调度日计划和动车所调车作业计划ꎬ 编

制、 上报动车组司机乘务计划和地勤司机作业计划ꎮ 掌握动车组

司机人员动态ꎬ 上报当日值乘司机、 地勤司机、 热备司机、 外公

寓和间休室司机名单、 联系方式等信息ꎮ

(十二 ) 统计动车组运行、 晚点和故障信息ꎬ 上报到相关部

门 (机调 ９、 １０ )ꎮ

(十三 ) 接到动车组回送及临时更换车底调度命令时ꎬ 及时

组织车间做好人员安排ꎮ

(十四 ) 掌握救援列车动态ꎬ 按调度命令组织救援列车及时

出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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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 准确掌握 ＬＫＪ 数据换装进度ꎮ

(十六 ) 定期登乘机车 (动车组 )ꎬ 熟悉现场情况ꎬ 不断提

高工作能力和指挥水平ꎮ

(十七 ) 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任务ꎮ

第四章　 工作制度

第十五条　 交接班制度ꎮ

接班机车调度应详细了解日 (班 ) 列车工作计划、 日 (班 )

机车工作计划、 高铁调度日计划、 机班分布、 列车运行、 救援列

车和热备机车 (动车组 ) 动态等情况ꎮ 了解有关命令、 文电、

指示等内容ꎬ 阅读 «交接班记录簿»ꎮ

交班机车调度应将交班后 ４ 小时内阶段计划安排及有关命

令、 指示、 列车运行、 重点工作等事宜ꎬ 向接班人员进行交接ꎬ

填写 «交接班记录簿»ꎮ

第十六条　 班中汇报制度ꎮ

机车调度应逐级汇报以下内容: 日 (班 ) 机车工作计划执

行情况、 机车动态及机车乘务员使用情况、 行车安全及运输生产

中的问题ꎮ 遇发生涉及机务的铁路交通和安全生产事故、 机车回

送受阻、 分界口机车和机班供应紧张等情况ꎬ 及时汇报ꎮ

第十七条　 交班会制度ꎮ

总公司机调主任 (日勤调度 ) 参加机辆部、 调度部组织的

交班会和碰头会ꎬ 铁路局集团公司机调主任 (副主任 ) 参加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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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所、 机务处组织的交班会ꎮ 汇报内容如下:

(一 ) 按规定汇报日 (班 ) 机车工作计划的落实情况ꎮ

(二 ) 行车安全、 机车、 机班供应、 乘务员超劳、 机车质量

信息、 动车组司机作业信息和上级领导指示的贯彻落实情况ꎮ

(三 ) 接受领导指示和工作要求ꎮ

第十八条　 同班会制度ꎮ

机车调度每半年应召开一次同班会ꎬ 相互交流经验ꎬ 互通机

车运用情况ꎬ 协调解决存在的问题ꎮ

第十九条　 现场调研制度ꎮ

(一 ) 各级机车调度人员每季度深入现场检查调研不少于 １

次ꎬ 现场检查调研可采取登乘机车或动车组、 召开座谈会、 跟班

写实、 专题调研等多种形式ꎮ 在深入现场检查调研过程中ꎬ 执行

现场安全制度以及党风廉政建设有关规定ꎮ

(二 ) 深入现场时应检查有关规章制度、 调度命令落实等情

况ꎬ 了解新技术、 新设备使用和现场工作环境、 人员作业等情

况ꎬ 交换工作意见ꎬ 并征求现场对机车调度工作的建议ꎮ

(三 ) 深入现场前要有计划ꎬ 检查调研后要形成报告ꎮ 对发

现问题提出改进意见ꎬ 不断完善工作标准ꎬ 提高机车调度人员组

织指挥水平ꎮ

第二十条　 碰头会制度ꎮ

总公司、 铁路局集团公司机车调度按时参加调度碰头会ꎬ 了

解运输及安全情况ꎬ 听取重点要求及相关工种对机车供应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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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ꎬ 提出须与相关工种协同解决的具体问题和意见ꎮ

第二十一条　 工作报告制度ꎮ

(一 ) 早 ７ ∶ ００ 报告制度: 机务段调度每日 ６ ∶ ３０ 前ꎬ 将前一

日涉及机务有关铁路交通事故、 行车设备故障和安全信息等调查

报告上报铁路局集团公司机车调度ꎬ 铁路局集团公司机车调度审

核后ꎬ 于 ７ ∶ ００ 前分别填报 «机务系统安全信息» 和 «动车组担

当情况» 系统内ꎮ

(二 ) 安全及重要事项报告制度: 对涉及机务有关铁路交通

事故、 行车设备故障等重要行车安全情况及其他重要事项ꎬ 铁路

局集团公司机车调度、 机务段机车调度应迅速了解有关情况ꎬ 并

逐级上报ꎮ

(三 ) 信息反馈制度: 上级机车调度了解安全、 生产等有关

情况或布置工作时ꎬ 下级调度须立即落实并如实反馈ꎮ

第二十二条　 标准化机车调度室评比制度ꎮ

各铁路局集团公司应制定标准化机车调度室评比办法ꎬ 在全

局范围内开展年度标准化机车调度室对规评比活动ꎬ 并将对规评

比结果报总公司机辆部、 调度部ꎮ

第五章　 运输组织

第二十三条 　 日 (班 ) 机车工作计划是日常机务组织工作

的基础ꎬ 由铁路局集团公司机车调度负责编制ꎮ 计划应于 １７ ∶ ３０

前下达ꎬ 第二班调整计划应于 ５ ∶ ３０ 前下达ꎮ １８ ∶ ００ 至 ２１ ∶ ００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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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应于 １５ ∶ ３０ 前下达ꎮ

日 (班 ) 机车工作计划包括以下内容:

(一 ) 各区段 (含跨局交路 ) 机车周转图ꎬ 包括机车交路、

机型及机车号ꎮ

(二 ) 机车沿线走行公里、 机车运用台数和机车日车公里ꎮ

(三 ) 机车出 (入 ) 厂、 检修、 回送计划及重点要求ꎮ

第二十四条 　 铁路局集团公司机车调度编制日 (班 ) 机车

工作计划前应了解下列情况:

(一 ) 总公司下达的轮廓计划及列车工作计划ꎮ

(二 ) 本局月度运输生产经营计划、 编组站站存车、 车流接

续、 列车开行对数和车次ꎮ

(三 ) 机车动态和在途机车质量信息ꎬ 检修计划及检修机车

预交时间ꎮ

(四 ) 机车乘务员动态ꎬ 本段和各换乘点乘务员备班情况ꎮ

(五 ) 线路、 设备施工对列车运行的影响程度ꎮ

(六 ) 重点列车、 临客、 军运、 试验列车的开行情况ꎮ

(七 ) 上级调度、 领导对机车运用工作的指示ꎮ

第二十五条 　 编制日 (班 ) 计划机车周转图要符合下列要

求:

(一 ) 日 (班 ) 计划机车周转图应与列车工作计划同时编

制ꎮ 首先保证重点列车、 临客、 军运、 试验列车和跨局交路的机

车供应ꎬ 主要机车运用指标应保证月度运输生产经营计划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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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ꎮ

(二 ) 按机车检修计划ꎬ 组织机车入段扣修ꎮ

(三 ) 严格掌握机车乘务员一次乘务作业工作时间ꎬ 保证机

车自、 外段技术作业时间ꎬ 原则上不准编制反交路和对放单机ꎬ

编制紧交路机车周转图时ꎬ 应制定实现措施ꎮ

(四 ) 各铁路局集团公司认真落实总公司分界口轮廓计划ꎬ

不得以机车控制外局交车ꎬ 严格执行总公司调度命令ꎮ

(五 ) 日 (班 ) 计划机车周转图经与计划调度核对后按时下

达ꎬ 督促相关部门认真执行ꎬ 跨局交路机车计划变更时ꎬ 须征得

机车配属局的同意ꎮ

第六章　 调度安全

第二十六条　 机车调度要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ꎬ 熟知有

关规章、 规程、 细则、 制度和办法ꎬ 严格按各项规定处理运输生

产中发生的问题ꎮ

第二十七条　 发生涉及机务铁路交通和安全生产事故时ꎬ 机

车调度要迅速了解情况ꎬ 积极配合、 协助相关调度处置ꎬ 并及时

向上级机车调度报告ꎮ

第二十八条　 机车调度要严格掌握机车乘务员一次乘务作业

工作时间ꎬ 配合相关调度有预见性的采取有效措施ꎬ 防止机车乘

务员超劳ꎮ

第二十九条　 机车调度命令下达前ꎬ 要充分了解现场情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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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一事一令的原则ꎬ 实行复诵、 检查、 签认制度 (采取网络

方式传递的可不复诵 )ꎬ 机务行车有关人员对上级调度命令必须

严格执行ꎮ

第三十条　 机车调度命令日期的划分ꎬ 以 ０ ∶ ００ 为界ꎻ 调度

命令循环号码的起止时间ꎬ 以 ０ ∶ ００ 区分ꎮ 总公司机车调度命令

号码 ３００１ ~ ３２９９ꎮ

铁路局集团公司与总公司机车调度命令号码不得重复ꎬ 具体

由铁路局集团公司规定ꎮ 机车调度命令号码按月循环使用ꎮ 各级

机车调度命令应保管一年ꎮ

各级机车调度按机车调度命令模板进行编发ꎬ 可根据需要对

命令模板进行增加或删减 (附件 １ )ꎮ

第三十一条　 遇下列情况之一ꎬ 由总公司机车调度发布调度

命令:

(一 ) 机车及铁路救援起重机配属、 调拨、 助勤、 报废ꎮ

(二 ) 长期备用、 封存机车的加入或解除ꎮ

(三 ) 旅客列车跨局附挂回送机车ꎮ

(四 ) 临时变更图定跨局旅客列车机车交路ꎮ

(五 ) 救援列车跨局出动ꎮ

(六 ) 根据领导指示ꎬ 布置其他有关机车运用的工作ꎮ

第三十二条　 遇下列情况之一时ꎬ 铁路局集团公司机车调度

发布调度命令:

(一 ) 机车及铁路救援起重机配属、 调拨、 回送、 助勤、 出

—６１—



租、 报废ꎮ

(二 ) 变更机车工作种别ꎮ

(三 ) 短期备用机车的加入或解除ꎮ

(四 ) 动用救援列车或铁路救援起重机做非救援工作ꎮ

(五 ) 下达日 (班 ) 机车工作计划ꎮ

(六 ) 救援列车出动ꎮ

(七 ) 根据上级要求ꎬ 布置其他有关机车运用等工作ꎮ

第七章　 调度基础

第一节　 人员招聘 (选拔 ) 与培训

第三十三条　 机车调度员招聘要求ꎮ

机车调度员招聘按照公平、 公正、 公开的原则进行ꎬ 新招聘

人员须满足以下条件:

(一 ) 总公司新招聘机车调度员年龄不超过 ３５ 周岁ꎬ 铁路

局集团公司、 机务段新招聘机车调度员年龄不超过 ４５ 周岁ꎮ

(二 ) 总公司机车调度员须有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文化程

度ꎬ 铁路局集团公司、 机务段机车调度员须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

度ꎮ

(三 ) 新招聘机车调度员从事现场相关岗位工作须满 ２ 年ꎮ

总公司机车调度员从铁路局集团公司和机务段机车调度员或优秀

运用干部中招聘ꎻ 铁路局集团公司机车调度员从机务段机车调度

员、 运用干部或优秀机车司机中招聘ꎻ 机务段机车调度员应从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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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机车或动车组司机中招聘ꎮ

第三十四条　 机车调度员培训要求ꎮ

(一 ) 铁路局集团公司应对新招聘机车调度员制定培训计

划ꎬ 组织进行不少于 ３ 个月的任职资格培训ꎬ 其中理论培训 (脱

产 ) 不少于 １ 个月ꎬ 培训期满进行考试和考核ꎬ 合格后方准持证

上岗ꎮ 机务段机车调度员任职资格培训ꎬ 严格按机车调度员

«铁路特有工种技能培训规范» 要求组织实施ꎮ

(二 ) 对转岗、 转台机车调度员必须经过跟班学习ꎬ 经考

试、 考核合格后ꎬ 方准独立工作ꎮ

(三 ) 为不断提高机车调度员的业务水平ꎬ 可采取脱产与不

脱产相结合的方式ꎬ 轮流对现职机车调度员进行培训ꎬ 脱产培训

纳入铁路局集团公司主要行车工种定期轮训计划ꎬ 严格组织落

实ꎻ 对新设备投入运用、 新规章实施、 运行图调整等必须提前进

行业务培训ꎬ 考试 (考核 ) 不合格不得上岗ꎮ

(四 ) 铁路局集团公司每年组织现职机车调度员进行 «铁路

局集团公司调度员合格证» 年度鉴定考试ꎬ 合格后方准上岗ꎮ

(五 ) 总公司原则上每两年组织一次机车调度员职业技能竞

赛ꎬ 铁路局集团公司每年应组织一次机车调度员职业技能竞赛ꎬ

对职业技能竞赛成绩优胜者应给予奖励ꎮ

第二节　 调度分析

第三十五条　 机车调度分析分为日常分析、 定期分析和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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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ꎮ 定期分析分为旬、 月、 季、 半年和年度分析ꎮ 各级机车调

度要及时分析查找机车运用和机车调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ꎬ 总

结、 推广先进经验ꎬ 提高机车调度人员的组织指挥能力ꎬ 全面完

成运输生产任务ꎮ

第三十六条　 日常、 定期分析的主要内容ꎮ

(一 ) 主要机车运用指标完成情况ꎮ

(二 ) 计划机车周转图兑现率和阶段开车计划兑现率 (机调

１２ )ꎮ

(三 ) 列车开行 (机调 １３ )、 等线 (机调 １４ )、 超欠轴、 对

开单机 (机调 １５ ) 及机车中途折返情况ꎮ

(四 ) 机车供应及检修情况ꎮ

(五 ) 列车正点率以及机务责任晚点原因 (机调 １６ )ꎮ

(六 ) 统计、 分析机车乘务员超劳情况 (机调 １７ ) 并提出

改进建议ꎮ

(七 ) 跨局交路机车运用情况ꎮ

第三十七条　 专题分析ꎮ

专题分析的主要内容应根据实际机车运用工作中的突出问题

和领导的指示确定ꎮ 专题分析的目的是找出问题的性质、 规律和

影响ꎬ 有针对性的提出改进建议和措施ꎮ

第三十八条 　 日 (班 ) 计划机车周转图兑现率ꎬ 按下列公

式进行分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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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机车周转图兑现率 ＝ 兑现次数
日 (班 ) 计划周转次数

×１００％

注: 机车由机务本段 (包括折返段、 折返点 ) 所在站出发、 往路或复路实现一

个单程的日计划车次 (包括中间站折返、 单机及重联 )ꎬ 正点或早点到达机车所在

站以及虽晚点到达ꎬ 但仍能保证原计划车次正点开出ꎬ 算兑现一次ꎮ 双机牵引区段

按两次计算ꎮ 不符合上述规定和日计划安排在 １８: ００ 前到达机车所在站而实际在

１８: ００ 后到达时ꎬ 为不兑现ꎮ

第三十九条　 阶段开车计划兑现率ꎬ 按下列公式进行分析ꎮ

阶段开车计划兑现率 ＝ 兑现列数
计划开车列数

×１００％

注: 实际开车时间较计划开车时间晚 ３０ 分钟内ꎬ 视为计划兑现一列ꎮ

第四十条 　 各级机车调度要根据需要建立相应的报表、 资

料、 台账ꎬ 按时累计、 分析、 整理、 上报ꎮ

第三节　 调度工作设备及机车周转图

第四十一条　 机车调度室、 机务派班室应建立完善的机车调

度、 运用及安全综合管理、 监控信息分析数据处理系统及网络化

办公系统ꎮ 机车调度系统须接通列车调度指挥系统ꎬ 铁路局集团

公司间机车调度系统按机车担当交路区段开放机车周转图信息ꎬ

建立总公司、 铁路局集团公司、 机务段机车运用检修管理统一软

件平台 (机车运转日志 )ꎬ 满足各级机车调度互联互通需求ꎬ 按

权限实现信息共享ꎮ

第四十二条　 铁路局集团公司调度所、 机务段机车调度室、

合 署 办 公 点、 机 务 派 班 室 须 实 现 计 算 机 联 网ꎬ 确 保 ＴＭ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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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ＭＩＳ )、 ＴＤＣＳ、 ＣＭＤ、 ＥＯＡＳ、 ＡＩＴＳ 通道畅通ꎻ 日 (班 ) 计划、

阶段计划、 调度命令的下达、 运行揭示的传递采用网络传输ꎮ

总公司、 铁路局集团公司、 机务段机车调度室须设置独立的

办公网络邮箱ꎻ 机务段机车调度室、 机务派班室应配备计算机、

具备录音功能的电话、 传真机、 打印机、 复印机和照明、 取暖、

降温等设备ꎻ 派班室还应配备测酒仪、 ＬＫＪ 临时数据模拟操作和

检验设备、 运行揭示栏及机车运用计划、 乘务计划、 机车动态、

机车乘务员动态、 技术资料、 天气预报查询、 显示等相关设备ꎬ

逐步推广使用机车运行动态信息系统ꎬ 实现调度指挥信息化ꎬ 适

应机车跨局、 跨段运用指挥要求ꎮ

第四十三条　 机车周转图是机车工作计划及机车运用情况的

主要表现形式ꎬ 分为基本机车周转图、 分号式机车周转图、 日

(班 ) 计划机车周转图和实际机车周转图ꎮ

第四十四条 　 机车周转图中列车运行线按 «铁路运输调度

规则» 的规定铺画ꎬ 机车调整符号按图 １ 至图 ７ 表示ꎮ 本规则未

规定的ꎬ 各铁路局集团公司可自行规定ꎮ

实际机车周转图应标明始发列车机车的接续、 终到列车机车

的去向ꎬ 列车始发及终到站时分、 换乘站的到开时分、 出入段时

分、 列车车次、 编组、 机车型号、 机车沿线走行公里、 司机姓名

及出勤、 超劳预警时分等ꎮ

(一 ) 机车出入库、 到站折返、 中间站停车再开、 终到及由

邻接区段转来或开往邻区段调整符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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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机车出入库、 到站折返 (见图 １ )ꎮ

２ 机车在中间站停车再开 (见图 ２ )ꎮ

３ 机车终到 (见图 ３ )ꎮ

４ 机车由邻接区段转来 (见图 ４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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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机车开往邻接区段 (见图 ５ )ꎮ

(二 ) 多机牵引列车和分解运行ꎮ

１ 多机牵引列车运行 (见图 ６ )ꎮ

２ 分解运行 (见图 ７ )ꎮ

图 １ 至图 ７ 中横线代表车站ꎬ 斜线代表列车运行线ꎬ 折线代

表机车交路连接线ꎮ 机车出入库时间记在锐角内ꎬ 开车、 到站、

由邻接区段转来或开往邻接区段时间记在钝角内ꎬ 列车车次、 编

组、 机车型号、 机车沿线走行公里、 司机姓名及出勤、 超劳预警

时分记在运行线上ꎬ 机车折返、 停留时间记在机车交路连接线

上ꎮ

—３２—



第八章　 跨局交路机车组织

第四十五条　 跨局机车交路是总公司机车运用的重要组织方

式ꎬ 是畅通节点ꎬ 释放运输能力ꎬ 保障路网完整性和提高机车运

用效率的重要举措ꎮ 加强跨局交路机车调度组织是提高运输效率

和效益的重要工作环节ꎮ

第四十六条　 跨局交路机车工作计划编制和执行ꎮ

(一 ) 跨局交路机车工作计划由机车配属局机车调度负责编

制ꎬ 机车支配局 (指图定机车折返局ꎬ 下同 ) 和机车通过局机

车调度配合ꎮ 编制的跨局交路机车工作计划必须完整准确ꎮ 各级

调度人员严格按跨局交路机车工作计划组织实施ꎬ 优先兑现跨局

交路计划ꎬ 并将跨局交路机车运用情况纳入每日运输会议工作重

点ꎮ

(二 ) 机车调度在编制计划前要准确掌握总公司批准的次日

分界口轮廓计划和列车工作计划ꎬ 准确掌握机车、 机班动态ꎬ 提

前做好编制前的各项准备工作ꎮ 每日应于 １７ ∶３０ (调整计划于 ４ ∶３０ )

前由机车配属局下达给相关铁路局集团公司ꎮ

(三 ) 机车配属局按日 (班 ) 计划提供质量良好的机车ꎮ 机

车支配局按日 (班 ) 计划组织ꎬ 遇开车计划兑现不了时ꎬ 与机

车配属局协商ꎬ 征得同意后合理对跨局交路机车进行调整ꎮ

(四 ) 原则上不得利用跨局交路机车担当中间站调车作业、

局管内折返交路或非跨局交路列车任务ꎬ 遇特殊情况确需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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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ꎬ 须经机车配属局同意ꎬ 以调度命令下达有关机务段执行ꎮ

第四十七条　 机车配属局要绘制完整的跨局交路实际机车周

转图ꎬ 机车支配局要绘制乘务担当区段实际机车周转图ꎬ 机车通

过局要绘制本局管内实际机车周转图ꎮ

第四十八条　 跨局交路机车计划和实际机车周转图应在铁路

局集团公司间实现信息共享ꎮ

第九章　 附　 则

第四十九条　 各铁路局集团公司应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实施细

则ꎮ

第五十条　 本规则由总公司机辆部负责解释ꎮ

第五十一条 　 本规则自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１ 日起施行ꎮ 原铁道部

运输局印发的 «铁路机车调度工作规则» (运装机运 〔１９９９〕

２５５ 号 ) 同时停止执行ꎮ

附件: １ 常用机车调度命令模板

２ 机车调度工作报表名称及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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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１

常用机车调度命令模板

一、 机车配属

根据 电报要求ꎬ 准 型 号ꎬ 计 台机车ꎬ 配属

局 (段 )ꎮ

二、 机车调拨

根据 电报要求ꎬ 准 局 (段 ) 配属的 型 号ꎬ

计 台机车ꎬ 调拨 局 (段 )ꎬ 自机车交接完毕时起ꎬ 两局

(段 ) 加入、 取消配属ꎮ

三、 机车助勤

根据 ꎬ 准 局 (段 ) 配属的 型 号ꎬ 计

台机车ꎬ 临时 (取消 ) 入助 局 (段 )ꎮ

四、 机车出租

根据 ꎬ 准 段配属的 型 号ꎬ 计 台机车出

租ꎮ

五、 机车报废

根据 电报要求ꎬ 准 段配属的 型 号ꎬ 计

台机车报废ꎬ 取消配属ꎮ

六、 机车封存 (解除 )

根据 局申请 ( 根据总公司 号命令 )ꎬ 准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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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 配属的 型 号ꎬ 计 台机车ꎬ 加入 (解除 ) 封存ꎮ

七、 机车长备

根据 局申请 (根据总公司 号命令 )ꎬ 准 局

(段 ) 配属的 型 号ꎬ 计 台机车ꎬ 加入 (解除 ) 长

备ꎮ

八、 变更机车工作种别

准 段 型 号ꎬ 计 台机车ꎬ 由 转 ꎮ

九、 铁路局集团公司申请旅客列车跨局附挂回送ꎮ

局 段 型 号机车ꎬ 因 原因ꎬ 该机车走行

部、 制动系统状态良好ꎬ 需要申请附挂 月 日ꎬ 站开

次旅客列车 (直供电旅客列车除外 )ꎬ 由 站至 站间

回送ꎮ

十、 总公司准许旅客列车跨局附挂回送ꎮ

根据 局申请ꎬ 准许 月 日ꎬ 站开 次旅客

列车 (直供电旅客列车除外 )ꎬ 本务机车次位附挂 局 型

号机车ꎬ 机车走行部、 制动系统状态良好ꎬ 由 站至

站间回送ꎮ

十一、 临时变更图定跨局旅客列车机车交路ꎮ

因 ꎬ 准 月 日ꎬ 站开 次旅客列车ꎬ

站至 站间临时改由 局 型 号机车担当本务ꎮ

十二、 布置日 (班 ) 计划机车周转图

下达 月 日ꎬ 日计划 (第 班计划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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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跨局救援列车出动的调度命令

因 局 线 站— 站间ꎬ 发生 事故ꎬ 命令

局 救援列车担当救援任务ꎬ 接令后立即出动ꎮ

十四、 救援列车出动的调度命令

因 线 站— 站间ꎬ 发生 事故ꎬ 准 段

救援列车担当救援任务ꎬ 接令后立即出动ꎮ

十五、 动用救援列车或铁路救援起重机做非救援工作命令

根据 电报申请ꎬ 经机务处批准ꎬ 准 救援列车于

月 日 时至 月 日 时ꎬ 在 (地点 ) 进行

作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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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２

机车调度工作报表名称及代码

１ 行车事故救援情况表　 　 　 　 　 　 　 　 　 　 　 　 机调 １

２ 机车检修计划表 机调 ２

３ 机车运用检修概况表 机调 ３

４ 救援列车概况表 机调 ４

５ 机车回送情况登记表 机调 ５

６ 动车组司机乘务交路表 机调 ６

７ 动车段 (所 ) 地勤司机担当任务表 机调 ７

８ 动车段 (所 ) 地乘分离地勤司机作业表 机调 ８

９ 动车组机务担当情况汇总表 机调 ９

１０ 动车组运行设备故障及安全信息情况表 机调 １０

１１ 机车配属表 机调 １１

１２ 计划机车周转图兑现率和阶段开车计划兑现率

统计表 机调 １２

１３ 列车开行、 机车使用情况表 机调 １３

１４ 区段列车等线情况表 机调 １４

１５ 对开单机情况表 机调 １５

１６ 机务责任晚点统计表 机调 １６

１７ 机车乘务员超劳情况统计表 机调 １７

１８ 机车运行关系事故概况表 机调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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