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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交通运输协会新技术促进分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交通运输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路桥工程有限公司、非洲之星铁路运营公司、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何福汉、张爱军、乔恩永、解立群、刘硕山、史广成、刘文斌、王浩苏、王颖

斌、王岩、郭明、刘兴、李宏志、王作敬、王忠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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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铁路项目 铁路车机联控作业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一带一路”铁路项目普速铁路车机联控的基本规定、设备、作业人员、信息管理、

车机联控作业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外运营的普速铁路车机联控作业，其它铁路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车机联控 Vehicle infotainment system

车务（调度）、机务（含自轮运转特种设备，下同）等有关行车人员利用无线调度通信设备，按规

定联络，提示行车安全信息，确认行车要求的互控方式。

3.2

呼叫人 The caller

在车机联控作业中首先进行呼叫的一方。

3.3

被呼叫人 The called person

在车机联控作业中被呼叫后进行应答的一方。

3.4

复诵人 Reciting person

在车机联控作业中被呼叫或回应（应答）后进行重复应答的一方。

4 基本规定

4.1 参与车机联控的各部门、各工种均应按本文件要求进行车机联控作业，联控用语应按照第 8 章的

要求执行。

4.2 下列情况须进行车机联控：

a) 本文件 8.2 款规定的非正常情况时；

b) 旅客列车发车时；

c) 自轮运转特种设备、路用列车始发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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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向封锁区间开行救援列车、路用列车时；

e) 列车未接收到接车进路预告信息时；

f) 接车站因故不能按规定时机开放进站信号时；

g) 车站控制发出列车时;

h) 自轮运转特种设备须执行站站联控。

4.3 本文件联控用语中，含有英文字母的车次，英文字母按英文字母读法；（）内的字可省略，[ ]

内的字与加粗字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参与车机联控人员应使用英文或铁路运输企业指定的通用语言联控。

4.4 车站控制办理接发列车、调车作业时由车站值班员负责车机联控。

4.5 集中控制（含车站调车操作方式）办理接发列车由列车调度员负责车机联控。

4.6 CTC 控制模式（操作方式）发生临时转换时，联控人员不变。

4.7 未接收到接车进路预告信息的列车（含自轮运转特种设备）司机应主动与列车调度员（车站控制

时为车站值班员）进行车机联控，联控时机为列车越过规定的接收接车进路预告信息地点后。

4.8 列车由邻站开出后，接车站因故不能按规定时机开放进站信号时，列车调度员（车站控制时为车

站值班员）应主动与司机进行车机联控。列车接收到前方站机外停车的进路预告信息而列车调度员未主

动联控时，司机应加强互控。

4.9 临时限速地段应由列车调度员与司机执行车机联控。区间限速地段联控时机为列车在限速地段前

所在站通过（发车）前；站内限速地段联控时机为列车接近限速地段车站前。

5 设备

5.1 车机联控使用的设备包括:纳入列车无线调度通信系统的调度所列车调度通信设备、车站列车调度

通信设备、车载无线通信设备(机车、自轮运转特种设备)、无线对讲设备、GSM-R 手持终端、语音记录

装置等。

5.2 上线运行的机车、自轮运转特种设备等应装设车载无线调度通信设备。机车（自轮运转特种设备）

司机、车辆乘务员及参与车机联控的有关人员应配备列车无线调度通信（便携）设备。

5.3 车机联控所有作业人员应统一使用企业指定频率进行联控。

6 作业人员

6.1 参与车机联控的人员应经过培训,能够正确使用列车无线调度通信设备,掌握车机联控的作业标准，

严格按照标准作业。

6.2 执行车机联控时，应使用规范用语，做到用语准确、吐字清晰。

7 信息管理

7.1 铁路作业人员发现危及行车安全信息时应立即报告列车调度员（车站值班员）。

7.2 列车调度员使用的无线调度通信设备发生故障时应在行车设备（施工、检修）登记簿中登记，通

知维修部门及时处理，并指定车站通知司机。

7.3 车站无线调度通信设备发生故障时应及时报告列车调度员，并转告司机，在行车设备（施工、检

修）登记簿中登记，通知维修部门及时处理。

7.4 机车无线调度通信设备发生故障且 GSM-R 手持终端不能使用时，司机应在前方站停车,采用其他联

系方式报告列车调度员，按列车调度员指示办理。

8 车机联控作业

8.1 正常情况车机联控用语

Windows User
按照8规定的场景和用语进行联控即可，没有用语的场景自然不需要联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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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接车作业呼叫时机和联控用语见表 1。

表 1 接车作业呼叫时机和联控用语

呼叫时机

联控用语

作业人 列车司机
列车调度员

（车站值班员）

列车接近或在

规定的呼叫点

呼叫人 ××（站）××（次）接近。

被呼叫人
××（次）××（站）×道

停车[通过]。

复诵人
××（次）×道停车[通过]，

司机明白。

8.1.2 列车机外停车呼叫时机和联控用语见表 2。

表 2 列车机外停车呼叫时机和联控用语

呼叫时机
联控用语

作业人 列车调度员（车站值班员） 列车司机

列车接近前

呼叫人 ××（次）××（站）机外停车。

被呼叫人
××（次）××（站）

机外停车，司机明白。

8.1.3 机外停车后接车联控用语见表 3

表 3 机外停车后接车呼叫时机和联控用语

呼叫时机
联控用语

作业人 列车调度员（车站值班员） 列车司机

列车机外停车再

开，信号开放后

呼叫人 ××（次）×站×道通过[停车]。

被呼叫人
××（次）X站×道通过

[停车]，司机明白。

8.1.4 发车作业呼叫时机和联控用语见表 4。

表 4 发车作业呼叫时机和联控用语

呼叫时机
联控用语

作业人 列车调度员（车站值班员） 列车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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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站信号开放后

呼叫人
××（次）×道出站信号好

(去××方向)。

被呼叫人
××（次）×道出站信号好

(去××方向)，司机明白。

8.1.5 接停车列车未整列进入接车线时呼叫时机和联控用语见表 5。

表 5接停车列车未整列进入接车线时呼叫时机和联控用语

呼叫时机
联控用语

作业人 列车调度员（车站值班员） 列车司机

列车进站停车后尾

部压标时

呼叫人 ××（次）尾部压标，向前移动。

被呼叫人
××（次）尾部压标，

向前移动，司机明白。

8.1.6 未挂列尾主机或列尾主机故障的列车简略试验作业。简略试验在发车前至少 4min进行。车站值

班员按上述规定时间提前通知有关作业人员，无车站值班员的车站由列车司机自行组织进行简略试验。

呼叫时机和联控用语见表 6。

表 6未挂列尾主机或列尾主机故障的列车简略试验作业呼叫时机和联控用语

呼叫时机
联控用语

作业人 助理值班员（车站值班员） 列车司机

作业人员到达列车

尾部后通知司机简

略试验

呼叫人 ××（次）简略试验。

被呼叫人
××（次）简略试验，司

机明白。

司机缓解达到规定

压力并制动，作业人

员检查确认列车最

后一辆车（自动制动

机良好的车辆）制动

鞲鞴伸出，通知司机

呼叫人 ××（次）尾部车辆已制动。

被呼叫人
××（次）尾部车辆已制

动，司机明白。

司机得到车辆已制

动通知后按规定缓

解，作业人员确认伸

出的制动鞲鞴收回

后，通知司机。

呼叫人 ××（次）尾部车辆已缓解。

被呼叫人
××（次）尾部车辆已缓

解，司机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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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非正常情况

8.2.1 车站引导接车呼叫时机和联控用语见表 7。

表 7 车站引导接车呼叫时机和联控用语

呼叫时机
联控用语

作业人 列车调度员（车站值班员） 列车司机

列车接近前

呼叫人

××（次）××（站）引导接

车，×道停车[通过]，注意引

导（手）信号。

被呼叫人

××（次）××（站）引导接

车，×道停车[通过]，注意引

导（手）信号，司机明白。

8.2.3 列车经过限速地段呼叫时机和联控用语见表 8。

表 8 列车经过限速地段呼叫时机和联控用语

8.2.4 列车站内脱轨可能妨碍邻线，列车司机呼叫列车调度员或车站值班员，呼叫时机和联控用语见

表 9。

表 9 列车站内脱轨可能妨碍邻线呼叫时机和联控用语

呼叫时机
联控用语

作业人 列车司机 列车调度员（车站值班员）

列车在站内 呼叫人 ××（次）被迫停车可能侵入邻线。

呼叫时机
联控用语

作业人 列车调度员（车站值班员） 列车司机

区间限速地段

联控时机为列

车在限速地段

前所在站通过

（发车）前；站

内限速地段联

控时机为列车

接近限速地段

车站前

呼叫人

××(次) ××公里 XX 米至

××公里××米限速××公

里/小时。

被呼叫人

××(次) ××公里××

米至××公里××米限

速××公里/小时，司机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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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轨后可能

妨碍邻线
被呼叫人

××（次）被迫停车可能

侵入邻线，明白。

8.2.5 列车脱轨可能妨碍邻线，列车调度员（车站）立即呼叫邻线列车，呼叫时机和联控用语见表 10。

表 10

呼叫时机
联控用语

作业人 列车调度员（车站值班员） 邻线列车司机

接到列车脱轨

可能妨碍邻线

的通知

呼叫人 ××（次）列车立即停车。

被呼叫人
××（次）列车立即停

车，司机明白。

8.2.6 列车发现严重晃车，呼叫时机和联控用语见表 11。

表 11 严重晃车，呼叫时机和联控用语

呼叫时机
联控用语

作业人 列车司机 列车调度员（车站值班员）

列车发现

严重晃车

呼叫人
××（次）××公里××米严重晃

车。

被呼叫人
××（次）××公里××米严

重晃车，明白。

8.2.7 列车在区间被迫停车需要救援，呼叫时机和联控用语见表 12。

表 12 列车在区间被迫停车需要救援呼叫时机和联控用语

呼叫时机
联控用语

作业人 列车司机 列车调度员（车站值班员）

列车请求

救援时

呼叫人
××（次）停于××公里××米，

请求救援。

被呼叫人
××（次）停于××公里××米，

请求救援，明白。

8.2.8 救援列车开行，呼叫时机和联控用语见表 13。

表 13 救援列车开行呼叫时机和联控用语

呼叫

时机

联控用语

作业人
列车调度员（车站

值班员）
被救援列车司机 救援列车司机

救援

列车
呼叫人

××（次），××

（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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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车

时及

开车

后

分开行××（次）

救援列车。

被呼叫人

××（站）××时××分

开行××（次）救援列车，

××（次）司机明白。

呼叫人

××（次）司机，救援列

车自××（站）××时×

×分进入区间。

被呼叫人

××（次）列车头[尾]部

停于××公里××米处，

注意运行。

复诵人

××（次）列车头[尾]部

停于××公里××米处，

注意运行，司机明白。

8.2.9 车站取消发车进路时，呼叫时机和联控用语见表 14。

表 14 车站取消发车进路呼叫时机和联控用语

呼叫

时机

联控用语

作业人
列车调度员（车站值班

员）
列车司机

需取

消发

车进

路时

呼叫人
××（站）取消××（次）

×道发车进路。

被呼叫人

如列车尚未起动，司机不准起动列车并回

答：××（站）取消××（次）×道发车进

路，司机明白。

注：如列车已起动，司机回答：××（次）已起动。列车调度员（车站值班员）听到列车

已起动的回答后，根据可能的后果指示司机停车或继续运行。

8.2.10 列车被迫停车后，列车在区间紧急停车时，呼叫时机和联控用语见表 15。

表 15

呼叫时机

联控用语

作业人 列车司机 列车调度员（车站值班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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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1 列车被迫停车后，列车起动后正常运行时，呼叫时机和联控用语见表 16。

表 16

呼叫时机
联控用语

作业人 列车司机 列车调度员（车站值班员）

列车在区

间起动后

呼叫人 ××（次）区间开车恢复运行。

被呼叫人
××（次）区间开车恢复运

行××站[调度员]明白。

8.3 道口发生险情

道口发生险情:道口发生险情的呼叫时机和联控用语应符合表17的规定。

表17道口发生险情的呼叫时机和联控用语表

呼叫时机
联控用语

作业人 道口工 列车司机

道口发生

险情

呼叫人
✕✕道口发生险情,✕✕(次)立即

停车
—

被呼叫人 — ✕✕(次)立即停车,司机明白

在多线区间,应在“✕✕道口”前增加“✕✕线”;在枢纽地区,应在“✕✕道口”前增加“✕

✕(站)至✕✕(站)间”如不知道车次时呼叫“✕✕道口发生险情,上[下]行接近列车立即停

车”,若道口上下行都发生险情,上[下]应为“上、下”

8.4 调车联控用语

8.4.1 集中区调车作业通报进路时，呼叫时机和联控用语见表 18。

表 18

呼叫时机
联控用语

作业人 车站值班员（列车调度员） 司机

区间列车

被迫停车

呼叫人

××（站）[调度员]××（次）在

××公里××米（处）××（原因）

紧急制动停车。

被呼叫人

××（次）在××公里××

米（处）××（原因）紧急

制动停车，××（站）[调度

员]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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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区调

车信号开

放后

呼叫人

××（次）[××号机车，×调]，

×道[线]去×道[线]调车信号[进

路]好（了）。

被呼叫人

××（次）[××号机车，×

调]，×道[线]去×道[线]调

车信号[进路]好（了），司机

明白。

注：1.遇机车（车列）去走行线、机待线或其它线路临时停留，如该线路上已有机车（车辆）

停留时，应在联控用语后加入“×道有车”，下同。

2.自轮运转特种设备作业比照执行，“机车”根据情况可呼为 “调（车机）”、“作业车”、“轨

道车”等；“×道”根据情况可呼为“×线”。

3.固定调车机作业时可使用无线调车灯显电台联系。

8.4.2 集中区牵引车辆调车作业时，呼叫时机和联控用语见表 19。

表 19

呼叫

时机

联控用语

作业人
车站值班员（列车调度

员）
司机

调车长

集中

区调

车信

号开

放后

呼叫人

××（次）[××号机车，

×调]，×道[线]去×道

[线]调车信号[进路]好。

被呼叫人

××（次）[××号机车，

×调]，×道[线]去×道

[线]调车信号[进路]好

(了)，司机明白。

复诵人

××（次）[××

号机车，×调]×

道[线]去×道

[线]调车信号

[进路]好(了)，

调车长明白。

注：1.经由站内空线通过的作业，两端调车进路连续排出时，联控用语中增加“经×道[线]”

内容，如“北牵经 5 道去南专调车信号[进路]好”，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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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调车进路上所有调车信号机正常开放时的用语为“…调车信号好（了）”；调车进路上的道

岔开通方向正确且锁闭，但调车信号机不能开放时的用语为“…调车进路好（了）”，如原路

返回、压信号折返等情况，下同。

3.牵引运行时，要严格执行确认调车信号的规定。司机在起动前因条件限制无法确认调车信

号显示时，可先按列车调度员（车站值班员）通报的调车进路复诵，调车长听到司机复诵即

可复诵。车列起动后注意运行，待能确认调车信号显示时，按信号显示运行。

8.4.3 集中区推进车辆调车作业时，呼叫时机和联控用语见表 20。

表 20

呼叫

时机

联控用语

作业人
车站值班员（列车调度

员）
调车组

司机

集中

区调

车信

号开

放后

呼叫人

××（次）[××号机车，

×调]，×道[线]去×道

[线]调车信号[进路]

好。

被呼叫人

××（次）[××号机车，

×调]，×道[线]去×道

[线]调车信号[进路]好

（了），×号明白。

复诵人

××（次）[××号机车，

×调]，×道[线]去×道

[线]调车信号[进路]好，

调车长[0号]明白。

××（次）[××

号机车，×调]，

×道[线]去×道

[线]调车信号

[进路]好，司机

明白。

8.4.4 集中区调车作业（单机、自轮运转特种设备、公铁两用车到达折返地点）通报折返位置时，呼叫

时机和联控用语见表 21。

表 21

呼叫时机
联控用语

作业人 司机（领车人员） 车站值班员（列车调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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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停车

地点停车

后，通报停

车(折返)

位置时。

呼叫人
××（次）[××号机车，×调]已

经到达折返地点。

被呼叫人
车站值班员（列车调度员）

明白。

注：单机或推进运行到达折返地点停车后，司机需要更换操纵端（操纵台）时，在换端（换

台）后向车站人员通报到达折返地点；重联机车到达折返地点，由负责折返牵引的司机换端

（换台）后通报到达折返地点。

8.4.5 集中区调车作业防护及联系，呼叫时机和联控用语见表 22。

表 22

呼叫时机
联控用语

作业人 调车指挥人 司机

作业需要

防护时

呼叫人

××（次）[××号机车，×调]，

调车组××（作业内容），请勿动车。

××次[××号机车，×调]，调车

组作业完毕。

被呼叫人 司机明白

8.5 其它联控用语

8.5.1 汛期遇到险情时，呼叫时机和联控用语见表 23。

表 23

呼叫时机
联控用语

作业人 司机 列车调度员（车站值班员）

司机发现

险情时。

呼叫人

××站[调度员]，××（次）在×

×公里××米因线路水害[滑坡、落

石]停车。

被呼叫人

××（次）在××公里××

米因线路水害[山体滑坡、落

石]停车，××站[调度员]明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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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2 遇天气恶劣，了望距离不足 200 米，列车需降速运行时，呼叫时机和联控用语见表 24。

表 24

呼叫时机
联控用语

作业人 司机 列车调度员（车站值班员）

遇天气恶

劣，了望距

离不足

200米，列

车需降速

运行时。

呼叫人

××调度员[站]，××（次）列车

了望距离不足 200米，开始降速运

行（请报告列车调度员）

被呼叫人

××（次）列车了望距离不

足 200 米，开始降速运行（报

告调度员），××调度员[站]

明白。

注：遇天气恶劣，信号显示距离不足 200米行车时，列车调度员按规定向司机下达调度命令。

8.5.3 列车调度员（车站值班员）得到货车强热报警信息后，呼叫时机和联控用语见表 25。

表 25

呼叫时机
联控用语

作业人 列车调度员（车站值班员） 司机

列车调度员

（车站值班

员）得到货车

强热报警信息

后

呼叫人
××（次）车辆强热，前方×

×站侧线停车。

被呼叫人
××（次）车辆强热，前方

××站侧线停车，司机明白。

8.5.4 列车调度员（车站值班员）得到货车激热报警信息后，呼叫时机和联控用语见表 26。

表 26

呼叫时机
联控用语

作业人 列车调度员（车站值班员） 司机

列车调度

员（车站值
呼叫人

××（次）车辆激热，常用制动停

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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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员）得到

货车激热

报警信息

后

被呼叫人
××（次）车辆激热，常用

制动停车，司机明白。

注：司机接到通知后，采取常用制动停车。

8.5.5 列车抱闸，呼叫时机和联控用语见表 27。

表 27

8.5.6 列车调度员得到客车强热报警信息后，呼叫时机和联控用语见表 28。

表 28

呼叫时机
联控用语

作业人 列车调度员（车站值班员） 司机

列车调度员

得到客车强

热报警信息

后

呼叫人
××（次）客车强热预报，检查

确认。

被呼叫人
××（次）客车强热预报，

检查确认，司机明白。

呼叫时机
联控用语

作业人 司机 车辆乘务员

司机得到列

车调度员通
呼叫人

××（次）车辆乘务员客车强热

预报，检查确认。

呼叫时机
联控用语

作业人 列车调度员（车站值班员） 司机

列车调度员（车站值班员、

其他部门人员发现时）发现

列车走行部有冒火、冒烟，

车轮、闸瓦发红，车轮抱死、

滑行、冒火星、剧烈振动等

情况，须立即停车时

呼叫人
××（次）车辆抱闸，常

用制动停车。

被呼叫人

××（次）车辆抱

闸，常用制动停

车，司机明白。

注：司机接到通知后，按规定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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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后
被呼叫人

客车强热预报，检查确认，

车辆乘务员明白。

呼叫时机

联控用语

作业人 车辆乘务员 司机

车辆乘务员

检查确认后

呼叫人

××（次）司机，经检查确认，

可以继续[限速]运行[停车处

理]。

被呼叫人
可以继续[限速]运行[停车

处理]，司机明白。

8.5.7 列车调度员得到客车激热报警信息后，呼叫时机和联控用语见表 29。

表 29

呼叫时机

联控用语

作业人
列车调度员

（车站值班员）
司机

列车调度员

得到客车激

热报警信息

后

呼叫人
××（次）客车激热预报，停车

检查。

被呼叫人
××（次）客车激热预报停

车检查，司机明白。

呼叫时机
联控用语

作业人 司机 车辆乘务员

司机得到列

车调度员通

报停车后

呼叫人
××（次）车辆乘务员，客车激

热停车，下车检查处理。

被呼叫人

客车激热停车，下车检查处

理，车辆乘务员明白。

呼叫

时机

联控用语

作业人 车辆乘务员 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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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乘务员

检查处理后

呼叫人
××（次）司机，经检查处理，

限速运行到前方站 [就地处理]。

被呼叫人
限速运行到前方站 [就地处

理]，司机明白。

注：司机接到前方站或就地停车通知后，采取常用制动停车，得到车辆乘务员报告后，要及

时将检查处理信息报列车调度员或车站值班员。

8.5.8 运行途中遇机车监控装置故障，按 20km/h 以下速度运行时，呼叫时机和联控用语见表 30。

表 30

呼叫时机

联控用语

作业人 司机
列车调度员（车站值

班员）

运行途中机车监控装置

故障，需按 20Kｍ/ｈ以

下速度运行到前方站，

更换机车时

呼叫人

××（站）[调度员]××

（次）机车因监控装置故

障，停在××公里××米

处，请求 20km/h 以下速度

运行(请转报调度员）。

被呼叫人

××（次），请求

20km/h以下速度运行

（请转报调度员），×

×（站）[调度员]明

白。

注：调度命令下达后，要向司机转达调度命令内容，下同。

8.5.9 运行途中机车信号故障，监控装置需转入机车信号故障模式时，呼叫时机和联控用语见表 31。

表 31

呼叫时机

联控用语

作业人 司机
列车调度员

（车站值班员）

机车信号故障，监

控装置需转入机车

信号故障模式运行

呼叫人

××（站）[调度员]××

（次）机车信号故障（请报

告调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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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被呼叫人

××（次）机车信号故障（请

报告调度员），××（站）[调

度员]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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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务来源、起草单位、主要起草人

根据《国家铁路局科技与法制司关于委托承担“一带一路”铁路项目运营管理团体

标准体系研究课题的函》要求，由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中国交通建设集团联合多家单位

作为起草单位，负责本规程的编制工作。

主要起草人：何福汉、张爱军、乔恩永、解立群、刘硕山、史广成、刘文斌、王浩

苏、王颖斌、王岩、郭明、刘兴、李宏志、王作敬、王忠锦。

二、编制《铁路车机联控管理规范》的必要性和意义

本管理规范的编制，符合蒙内铁路运营需求，是保障列车安全、正点运行的关键环

节，能够规范信息的收集、传递和处理流程，统一标准，规范操作流程，减少可能出现

的失误，及时纳入新技术、新设备，推进创新与发展，可提升现场应急处置能力，在突

发情况下，能够迅速、准确地传递信息，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本管理规范适用于蒙内、

内马标轨铁路，其它时速 120km/h 及以下普速标轨铁路可参照使用。

三、主要工作过程

本管理规范借鉴国内的《铁路车机联控作业》条款内容，结合蒙内铁路运营实践进

行调整增减和优化。成立编制组，收集资料进行起草，召开规章研讨会征集修改意见，

针对反馈意见，进行补充、完善，形成送审稿。经非洲之星技术规章委员会审查，形成

报批稿，上报审批。

四、制订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管理规范编制时，主要是借鉴相关中国铁路行业标准。

行业标准：

《铁路车机联控作业》（TB/T 30003-2020）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

3 术语和定义明确了什么是车机联控、呼叫人、被呼叫人。

4 基本规定

4.3 规定车站控制办理接发列车、调车作业时由车站值班员负责车机联控。

4.4 规定中心操作方式（车站调车操作方式）办理接发列车由列车调度员负责车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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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控。

4.5 明确哪些情况须进行车机联控。

4.9 限速地段联控规定。

5 设备

5.1 车机联控使用的设备具体包含哪些。

6 作业人员

6.1 参与车机联控的人员需经过培训。

7 信息管理

7.1 发现危及行车安全信息时应立即报告列车调度员（车站值班员）。

7.2 列车调度员数字调度通信设备发生故障时应在《行车设备（施工、检修）登记

簿》中登记，通知工电部及时处理，处理好后按规定销记，并指定车站通知司机。

7.3 车站数字调度通信设备发生故障时应及时报告列车调度员，并转告司机，在《行

车设备（施工、检修）登记簿》中登记，通知工电部及时处理，处理好后按规定销记；

8 车机联控作业规定正常情况、非正常情况下的车机联控用语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及结果

本标准制订过程中尚未发生过重大意见分歧。

七、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说明采标程度，以及与国内外同类

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管理规范未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八、作为推荐性标准建议及其理由

《铁路车机联控管理规范》是铁路运输组织过程中的安全关键环节，结合蒙内铁路

实际，并吸取国内车机联控作业的关键条款，制定有效的车机联控方式，具有较强的科

学性、实用性和指导性，为铁路运输的安全、高效运营提供有力保障。

九、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

（1）精心组织安排，开展宣贯培训。建议由行业主管部门统一安排，组织对海外

铁路运营的单位开展标准实施培训和宣贯普及。并要求按照此管理规范进行统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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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组织相关管理人员对照此标准进行管理；

（3）定期组织修订。

十、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暂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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