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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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振刚、张爱军、何福汉、李玉龙、张晓乾、王岩、王浩苏、李占胜、孙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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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铁路项目 铁路内燃机车操纵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一带一路”铁路项目 铁路内燃机车操纵规程的总体要求、始发作业、途中作业、

调车作业、终到作业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外运营的铁路营业线内燃机车操纵。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TG/JW 104-2012 铁路机车操作规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内燃机车 diesel locomotive

以内燃机作为原动力，通过传动装置驱动车轮的机车。

3.2

机车乘务员 Locomotive crew member

驾驶机车，承担铁路运输及其作业的人员。

3.3

数据卡（IC卡） data card

列车运行监控装置专用数据卡。

3.4

段 Locomotive depot

机务段或机务折返段

3.5

LKJ

列车运行安全监控记录装置

3.6

CIR

机车综合无线通信设备

3.7

呼唤应答 Call and answer

铁路机车乘务员在操纵机车过程中，通过彻底瞭望、确认信号、高声呼唤和手比眼看的标准化操作，

确保列车运行安全、平稳和正点的通信管理机制。

3.8

“十、五、三车” Ten, five, three c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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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车的机车车辆距离被挂停留车辆之间的距离，其中十车约十节车的长度（110米）、五车约五节

车的长度（55米）、三车约三节车的长度（33米）。

3.9

一度停车 Parking for a while

一切机车车辆运行至此时，需要停车，确认道岔和进路后，方可继续运行。

3.10

大闸、小闸 Big gate, small gate

自动制动阀、电空制动控制器等统称大闸；单独制动阀等统称小闸。

3.11

列尾 Column tail

列车尾部防护装置

3.12

站细 Stand carefully

车站行车工作细则

3.13

运行揭示 Operation disclosure

由调度部门下发给车站、列车司机和相关单位的命令信息。

3.14

列车管 train pipe

纵贯列车用来制动的风管。

3.15

折角塞门 angle cock

机车与机车、机车与车辆、车辆与车辆之间空气联通与切断的控制阀。

3.16

关门车 car with closed angle cock

由于装载的货物规定或其他原因必须停止制动机作用或制动机临时发生故障而关闭截断塞门的车

辆。

3.17

磁场削弱 Magnetic field weakening

通过减少牵引电机的励磁电流来增加机车速度的技术手段。

3.18

贯通试验 Penetration test

列车运行过程中，通过采取减压操作来确保列车制动系统正常工作的测试。

3.19

动力制动 power brake

利用机车动力装置、机车传动装置或牵引电机的逆动所产生的阻滞作用来限制或降低列车运行速度

以致停车。

3.20

单班单司机、双班单司机 Single shift single driver, double shift single driver

单班单司机指一名司机单独负责一趟列车的驾驶任务；双班单司机指一趟列车驾驶过程中由两名司

机轮流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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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体要求

4.1 机车乘务员是铁路运输的主要技术工种，担负着驾驶机车，维护列车安全正点的责任。机车乘务员

按照本文件的程序和要求操纵列车。

4.2 机车乘务员应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做到遵章守纪、爱护机车、平稳操纵、安全正点。

4.3 机车司机应在列车运行方向前端司机室左侧座椅（列车退行和调车作业，以及机车仅设一个司机室、

一个操纵台等情况除外）面向前方就座，操纵机车。司机、副司机配班值乘的，副司机应在右侧座椅面

向前方就座，辅助司机作业（未设副司机座椅的，副司机应在司机身侧辅助作业）。任何情况下，机车

乘务员不得擅自退行。

4.4 列车运行中（含停留），机车乘务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自离开机车；机车乘务员值乘过程应执

行“呼唤（应答）”制度，呼唤（应答）标准可参见资料性附录A。

4.5 运营企业需要时可依据本文件和各自运营实际，补充或细化机车乘务员作业要求。

5 始发作业

5.1 出乘前应充分休息，8小时内严禁饮酒，按规定着装，准时出勤。

5.2 出勤时，机车乘务员应携带相关证件和有关资料，接受身份识别、酒精含量测试，领取司机报单、

司机手册、列车时刻表、运行揭示等行车资料和备品。

5.3 阅读并核对运行揭示及有关安全注意事项，结合担当列车种类、担当区段、天气信息等情况，做好

安全预想，并记录于司机手册。听取出勤指导，将司机手册交机车调度员审核并签认。

5.4 办理运行揭示和列车运行监控装置专用数据卡（以下简称“IC卡”）录入交付时，应实行出勤机班与

出勤调度员验卡签认把关制度。

5.5 按职责分工进行交接。接车时，了解机车运用、检修情况，办理燃料和工具、备品交接。接车后，

应检查并确认列车运行监控装置（以下简称“LKJ”）、机车信号、机车综合无线调度通信设备（以下简

称“CIR”）等行车安全装备及机车车载安全监测检测装备合格证符合规定。将IC卡数据载入LKJ并确认

无误。

5.6 进行制动机检查。JZ-7型、DK-2型和CCB-II型制动机的“五步闸”检查方法及要求分别见附录B.1、

附录B.2及附录B.3。

5.7 机车整备完毕机班全员上车后，与机务段（折返段）信号楼联控准备出库。具体程序如下：

a）确认调车信号或股道号码信号、道岔开通信号、道岔表示器显示正确，厉行确认呼唤（应答），

鸣笛动车（限鸣区段除外，下同）。

b）移动机车前，应确认相关人员处于安全处所、防溜撤除，注意邻线机车、车辆的移动情况，严

守速度规定。多机连挂移动前，本务司机未得到后部机车乘务员应答不得动车。

c）机车到达站、段分界点停车，执行规定车机联控，确认出段时分，了解走行经路和挂车股道，

按信号显示出库。

5.8 进入挂车线后，应严格控制机车速度，执行“十、五、三车”和一度停车规定，确认脱轨器、防护信

号及停留车位置，并按以下要求操作：

a）距脱轨器、防护信号、停留车10m前必须停车。

b）确认脱轨器、连挂端防护信号撤除后，按连结信号显示，以不超过5km/h的速度平稳连挂。

c）连挂时，根据需要适量撒砂，连挂后进行试拉。

5.9 挂妥换端后，机车保持制动，司机确认机车与第一位车辆的车钩连挂、软管连结、机车车钩防跳装

置和折角塞门状态。多机重联时，机车与车辆连挂状态的检查由连挂司机负责；本务机车司机应复检机

车与第一位机车的车钩、软管连结、机车车钩防跳装置和折角塞门状态。并遵守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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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正确输入CIR、LKJ等有关数据；采用微机控制制动系统的机车，核对制动机设置正确。向车站

值班员（助理值班员）了解编组情况、途中甩挂计划及其他有关事项。

b）货运票据、列车编组顺序表、列车编组通知单需由机车乘务组携带时，机车乘务员应按规定办

理交接，并妥善保管。

c）司机应在列车充风或列车制动机试验时，检查本务机车与列尾装置主机是否已形成“一对一”关
系。

d）列车制动主管（以下简称“列车管”）达到定压后，司机按规定进行列车制动机试验，并查询列

尾装置确认制动主管贯通情况。

e）发现充、排风异常或列车管1min内漏泄超过20kPa时，及时通知检车人员，无检车人员时通知车

站值班员（列车调度员）。

f）货物列车制动关门车辆数超过规定时或列车进入长大下坡道前，按规定持有制动效能证明书。

g）司机接到制动效能证明书后，应校核每百吨列车重量换算闸瓦压力，查定限速值，不符合本区

段的规定时，应向车站值班员（列车调度员）报告。

h)直供电列车连挂后，司机拔出供电钥匙与客列检（车辆乘务人员）按规定办理交接、供电手续。

5.10 旅客列车制动机试验步骤如下：

a）全部试验步骤：

1）感度试验。列车管压力达到定压后，大闸减压（本标准中“减压”均指列车管减压，下同）50kPa

并保压1min，全列车必须发生制动作用，并不得发生自然缓解，检查列车管漏泄量，不得超过20kPa；

大闸缓解后，全列车须在1min内缓解完毕。

2）安定试验。列车管压力达到定压后，大闸减压170kPa并保压1min，列车不得发生紧急制动作用，

检查列车管漏泄量，不得超过20kPa。

b）持续一定时间保压试验。列车管压力达到定压后，大闸减压100kPa并保压5min，任一车辆不得

发生自然缓解；检查列车管漏泄量，1min内不得超过20kPa。

c）持续一定时间全部试验。包括全部试验和持续一定时间保压试验。

d）站折试验。与全部试验方法相同。

e）简略试验。列车管达到定压后，大闸减压100kPa并保压1min，司机检查列车管贯通状态，检查

列车管漏泄量，不得超过20kPa；大闸缓解后，司机确认列车尾部列车管压力正常。无列尾装置或列尾

装置故障时，按有关规定执行。

5.11 货物列车制动机试验步骤如下：

a）持续一定时间全部试验。

1）感度试验。列车管达到定压后，大闸减压50kPa并保压3min，全列车必须发生制动作用，并不得

发生自然缓解，检查列车管漏泄量，1min内不得超过20kPa；大闸缓解后，全列车须在1min内缓解完毕。

2）安定试验。列车管达到定压后，大闸减压170kPa并保压1min，列车不得产生紧急制动作用，检

查列车管漏泄量，不得超过20kPa。

b）简略试验。

列车管达到定压后，大闸减压100kPa并保压1min，司机检查制动主管贯通状态，检查列车管漏泄量，

不得超过20kPa；大闸缓解后，司机确认列车尾部列车管压力正常。无列尾装置或列尾装置故障时，按

有关规定执行。

5.12 列车制动机试验时，司机应确认并记录充、排风时间，检查列车管压力的变化情况，作为本次列

车操纵和制动机使用的参考依据。装有列尾装置的列车，进行列尾风压查询；CCBII、DK-2等微机控制

的制动机，注意观察显示屏上充风流量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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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司机根据发车时间，做好发车准备工作。货物列车起动困难时，可适当压缩车钩，但不应造成整

列移动。压缩车钩后，在机车加载前，不得缓解机车制动。

5.14 发车列车前，必须二人（单班单司机值乘区段除外）确认行车凭证、发车信号（指令）正确，准

确呼唤（应答），执行车机联控，按规定起动列车并遵守以下规定：

a）起动列车前，使用列尾装置检查尾部列车管压力是否与机车列车管压力基本一致。

b）列车起动时，应确认制动机手柄是否在正常位置及各仪表（含显示屏，下同）的显示状态， LKJ

降级工作状态下，机车信号未收到允许信号（特殊情况除外）不得开车。

c）起动列车时，应使柴油机转速平稳上升，做到起车稳、加速快、防止空转。

d）内燃机车提手柄时，应使柴油机转速及牵引电流稳定上升。当列车不能起动或起动过程中空转

不能消除时，应迅速调整主手柄位置，重新起动列车。

e）列车起动后，应进行后部瞭望确认列车起动正常。单班单司机值乘的不进行后部瞭望。

6 途中作业

6.1 列车操纵示意图、操纵提示卡

6.1.1 铁路运营企业应根据担当的区段、使用机型、牵引方式、牵引定数、区间运行时分等编制列车操

纵示意图、列车操纵提示卡。在编制过程中，应利用LKJ运行数据对其进行校核优化。

6.1.2 列车操纵示意图应包括以下内容：

列车速度曲线；运行时分曲线；线路纵断面和信号机位置；站场平面示意图；提、回手柄地点；动

力制动使用和退回地点；空气制动减压量和缓解地点及速度；区间限制速度及区段内各站道岔的限制速

度；各区间注意事项。

6.1.3 铁路运营企业应按照列车操纵示意图相关内容，针对担当区段的安全关键，编制操纵提示卡。

6.2 列车操纵基本要求

6.2.1 列车运行中必须严格执行“彻底瞭望、确认信号、手比眼看、准确呼唤”的基本要求，依照机车乘

务员一次出乘作业标准、列车操纵示意图、列车操纵提示卡正确操纵列车，并规范执行车机联控和确认

呼唤（应答）制度。严格遵守每百吨列车重量换算闸瓦压力限制速度，列车限制速度，线路、桥隧、信

号允许速度，机车车辆最高运行速度，道岔、曲线及各种临时限制速度，LKJ速度控制模式设定的限制

速度。

6.2.2 运行中，机车信号转换开关置于正确位置；非操纵端相关开关应按规定置于断开位，取出制动机

手柄或置于规定位置；安装双套LKJ、CIR、列车机车台主机的机车，非操纵端主机应关闭。

6.2.3 操纵机车时，未缓解制动不得施加牵引力（特殊情况除外）；运行中或未停稳前，严禁换向操纵。

机车牵引、制动工况转换时手柄应在适当位置稍作停留。

6.2.4 施加机车牵引（动力制动）时，要使牵引（动力制动）力平稳增加。调速手柄要在“1”位或适

当位置稍作停留，再平缓或分段提高至所需级位。牵引电机电压、电流不得超过额定值。解除机车牵引

（动力制动）时，要分段解除使牵引（动力制动）力平稳下降，调速手柄要在“1”位或适当位置时稍

作停留，再退回“0”位。使用磁场削弱时，要在牵引电机端电压接近或达到额定值、电流还有相当余

量时，逐级进行。

6.2.5 内燃机车运行中应注意以下事项:

运行中，当柴油机发生喘振、共振时，司机应及时调整调图手柄位置。调速手柄退回的过程中，直

流传动内燃机车若柴油机转速不下降，禁止调速手柄回“0”位，立即采取停止燃油泵工作、打开燃油系

统排气阀、按下紧急停车按钮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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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 列车运行中，应使用列尾装置对制动主管的压力进行查询或确认，发现列车管的压力异常时，应

立即停车，妥善处理，并通知就近车站值班员（列车调度员）。列尾装置查询或确认时机如下：

a）车站开车前、出站后。

b）区间停车再开车前、后。

c）制动减压前（追加加压及特殊情况等除外）、后及缓解后。

列车运行中，当列尾装置主机发出电池欠压报警、通讯中断时，司机应及时通知就近车站值班员（列

车调度员），旅客列车应同时通知车辆乘务员。

6.2.7 单机（包括双机、专列回送的机车，下同）在自动闭塞区间紧急制动停车或被迫停在调谐区内

时执行有关“移动、报告、防护”的规定。

6.2.8 列车运行中，发现总风缸压力、列车管压力急剧下降、波动，制动显示屏流量异常，空气压缩

机不工作或长时间泵风不止，列尾装置发出列车管压力不正常报警等异常情况不能维持运行时，应及时

采取停车措施，妥善处置。因列车总风管压力异常下降导致的停车，应关闭机车后部折角塞门判断机车

或车辆原因，属车辆原因应立即通知车辆乘务员处理。

6.2.9 列车贯通试验应选择适当地点（具体由企业规定）进行。贯通试验时，司机确认列车管排风结

束、列车速度下降方可缓解，同时司机应注意风压变化情况及列车管充、排风时间。列车贯通试验时机

如下。

a）始发站开车后。

b）更换机车或更换机车乘务组开车后。

c）列车编组变化开车后。

d）货物列车未安装列尾装置或列尾装置故障停车再开车后。

6.2.10 列车或单机停留时，应遵守以下规定：

a)不准停止机车柴油机及空气压缩机的工作。

b）进站停车时，应注意车站接车人员的手信号（指令）。

c）列车停车后保持制动状态（凉闸站除外），直至发车前出站(发车进路)信号机开放或接到车站

准备开车的通知后，方能缓解列车制动。

d）夜间等会列车时，应将机车头灯灯光减弱或熄灭。

e）中间站、终到站停车，有条件时应对机车走行部等主要部件进行检查。

6.2.11 机车各安全保护装置和监督、计量器具不得盲目切（拆）除及任意调整其动作参数。内燃各保

护电器动作后，在未判明原因前，不得强迫启动柴油机及切除各保护装置。机车保护装置切除后，应密

切注视机车各仪表的显示，加强机械间巡视。

6.2.12 内燃机车机械间及走廊巡视检查，由非操纵司机或副司机负责，应按下列要求执行:

a)始发列车出站后。

b）副司机在列车运行中一般每60min进行一次。

c）发生异音、异状时。

单司机值乘时，机械间检查时机由企业规定。

6.2.13 巡视检查项目：电气间、柴油机、增压器、牵引发电机、辅助传动装置、空气压缩机、辅助发

电机、牵引电动机的通风机、总风供风压力表压力等状态是否正常；有无电气绝缘烧损气味、油水管路

有无漏泄；水箱水位和各仪表显示是否正常。

6.2.14 运行中，机车乘务员应注意机车各仪表的显示。发现机车故障和非正常情况，要迅速判明原因

及时处理，并将故障现象及处理情况填记“机车运行日志”。牵引直供电、双管供风旅客列车时，运行

中应注意确认列车供电电压及电流、列车总风管压力的显示，发现异常情况时应及时通知车辆乘务员，

按其要求运行或维持到前方车站停车处理，并报告车站值班员（列车调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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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5 遇天气恶劣，应加强瞭望和鸣笛，信号机显示距离不足200m时，应立即报告车站值班员或列车

调度员。

6.2.16 多机牵引时应遵守下列规定：

a）机车重联后，相邻机车之间连接状态的检查，由相邻机车乘务员实行双确认，共同负责。

b）机车操纵应由行进方向的前部机车负责。需要施加牵引力时，本务机车先加载，再通知后部机

车依次加载；需要解除牵引力时，根据本务机车的通知，后部机车先解除，本务机车后解除。后部机车

必须服从本务机车的指挥，并执行有关应答的规定。

c）设有重联装置的机车，该装置作用必须良好，重联运行时应接通重联线。重联机车各有关装置

及大闸、小闸位置由企业明确。

6.2.17 附挂（重联）机车运行中应遵守下列规定：

a）有动力附挂（重联）机车连挂妥当后，附挂（重联）司机正确设置制动机、操作电气设备等（具

体由企业进行规定），操作完毕、具备附挂（重联）运行条件后，通知本务机车司机。

b）有动力附挂机车运行中，换向器的方向应与列车运行方向相同，主接触器在断开位。禁止进行

电气动作试验。

c）有动力附挂（重联）机车需与本务机车或前位机车摘开时，必须恢复或确认机车具备牵引条件

蓄电池开关闭合位、LKJ开启状态、启机状态、空压机工作、总风缸压力达到定压、制动机设置正确、

机车处于制动状态等后，方可通知前位机车进行摘解作业。

d）无动力附挂机车按规定开放无动力回送装置，操作有关阀门。无动力附挂机车与前位机车摘解

前，必须处于制动或防溜状态。

6.3 制动机操作通用要求

6.3.1 实施常用制动时，应考虑列车速度、线路坡道、牵引辆数和吨数等条件，掌握制动时机、制动

距离和减压量，使列车平稳减速，防止冲动。进站停车前，确认LKJ显示距离与进站（进路）信号机地

面位置是否一致；进入股道时，注意停车股道与LKJ输入股道信息是否一致；进入股道后，注意LKJ显示

距离与出站（进路）信号机地面位置是否一致。牵引列车时，必须使用大闸制动停车，不得使用小闸、

动力制动停车或惰行停车，尽量做到一次停妥。制动机操作应遵守以下规定：

a）列车管初次减压量，不得少于40kPa 。长大下坡道应适当增加初次减压量，具体减压量由企业

制定。

b）追加减压一般不应超过两次；每次追加减压量，不应超过初次减压量。

c）累计减压量，不应超过最大有效减压量。

d）JZ-7型制动机小闸单独缓解量，每次不得超过30kPa。

e）减压时，列车管排风未止不应追加减压量或缓解列车制动，避免排风未止停车。尽量避免列车

管未充满风减压制动，遇特殊情况必须制动时，应适当加大减压量。

f）货物列车运行中，列车管减压排风未止，不得缓解机车制动；不具备缓解条件时，应停车后再

缓解。禁止在制动保压后，将大闸由中立位推向过充、缓解、运转、保持位后，又移回中立位（牵引采

用阶段缓解装置的列车除外）。

g）货物列车速度在15km/h以下时，不应缓解列车制动；长大下坡道区段因受制动周期等因素限制，

最低缓解速度不应低于10km/h。

h）减压停车后，应追加减压至100kPa及以上。

l）站停超过20min时，开车前应进行列车制动机简略试验。

6.3.2 实施紧急制动时，应迅速将大闸移至紧急制动位，并立即解除机车牵引力，期间柴油机不得停机，

根据需要投入动力制动。列车未停稳，严禁移动大闸、小闸（投入动力制动时，小闸除外）。无自动撒

砂装置或自动撒砂装置失效时，停车前应适当撒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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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具备动力制动功能的机车，在牵引货物列车制动调速时，要采用动力制动优先、空电联合制动的

方法，并应做到：

a）列车制动调速时，首先投入动力制动,并根据列车速度的变化，调整动力制动力。动力制动力（制

动电流）原则上不得超过额定值90%。

b）需要实施空气制动时，及时操作大闸减压。动力制动与空气制动配合使用时，应将机车制动缸

压力及时缓解为0；需要缓解时，应先缓解空气制动，待全列缓解完毕后，间隔一定时间再调节动力制

动力。

c）多机牵引使用动力制动时，前部机车使用后，再通知后部机车依次使用；需要解除动力制动时，

根据前部机车的通知，后部机车先解除，前部机车后解除（接通重联线的机车运行时除外）

6.3.4 当发现列车失去空气制动力或制动力减弱危及行车安全时，应立即实施紧急制动（大闸移至紧急

制动位或使用紧急放风阀），并将动力制动投入到最大值，在确认动力制动施加后，缓解机车制动缸压

力至150kPa以下。有车辆乘务人员值乘的列车，司机立即通知车辆乘务员，使用车辆紧急制动阀停车；

装有列尾装置的列车，司机应同时采取列尾装置主机排风制动措施使列车停车，停车后司机立即报告车

站值班员（列车调度员）。

6.3.5 内燃机车在附挂运行中，换向器的方向应与列车运行方向相同，禁止进行电气动作试验。

6.4 旅客列车操纵要求

6.4.1 牵引旅客列车应做到准时开车、正点运行、对标停车、安全平稳。操作要点如下：

a）起车时，原则上应先施加小牵引力再先后缓解小闸和大闸，全列起动后再平稳加速。

b）旅客列车运行中，应严格遵守列车运行图规定的运行时刻，根据线路纵断面及限速要求，尽可

能不中断机车牵引力。在起伏坡道区段或较小的下坡道运行时，应采用低手柄位或低转速的牵引，尽量

避免惰力运行。

c）列车停车制动时，列车产生制动作用并稳定降速（时间原则上应控制在5s以上）后，再逐步解

除机车牵引力。尽头式、对标停车困难等关键车站，可采取两段制动方式停车，两段制动间隔须满足列

车充风时间要求，具体作业办法由运营企业制定。

d）进站停车时，应采取保压停车，按机车停车位置标一次稳、准停妥。

6.4.2 列车运行中实施常用制动时，应遵守以下规定：

a）列车制动调速时，调速手柄保持在适当的位置，使机车呈牵引状态。

b）列车常用制动时，应单独缓解机车，使列车制动时机车呈缓解状态。

c）列车不宜单独使用动力制动调速，在长大下坡道调速时，宜采用空气、动力制动配合使用的方

法。

d）列车常用制动时，追加减压量累计不应超过初次减压量。

6.5 坡道上的操纵要求

6.5.1 在较平坦的线路上，全列起动后应强迫加速，达到运行时分所需速度时，适当调整机车牵引力，

使列车以均衡速度运行。

6.5.2 在起伏坡道上，应充分利用线路纵断面的有利地形，提早加速，以较高的速度通过坡顶。

6.5.3 在长大上坡道上应采用动能闯坡的操纵方法，进入坡道前应提早增大机车牵引力，储备动能，进

入坡道后可进行预防性撒砂，防止空转。

6.5.4 列车在长大下坡道上，应采用空气、动力制动联合使用的操纵方法，旅客列车按6.4.1b）执行；

货物列车按6.5.3执行。

6.6 操纵安全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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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 在防寒过冬期间，段内接班后除执行本规则第5.6条的规定外，还应做到：

a）检查机车有无冻结处所，暖汽阀是否按规定开放，防寒罩是否齐全、加热套开关是否开启等。

b）内燃机车关闭门窗，调整百叶窗开度并装好防寒被，应适时使用非操纵端热风机。打开预热锅

炉循环水系统止阀，以防止水管路及预热锅炉冻结。

c）内燃机车柴油机故障无法再启动时，要及时放尽柴油机、冷却单节、热交换器及管路内的冷却

水。

d）冰雪天气条件下，使用空气制动调速或停车时，应合理掌握制动时机及减压量。

e）单机长时间停留需动车前，须对小闸进行试验，确保制动、缓解作用良好；动车后，小闸制动，

确认制动正常后，再继续运行。

6.6.2 值乘中的安全注意事项：

a）不得超越机车限界进行作业，电气化区段严禁擅自攀登机车、车辆顶部，途中停车检查时，身

体不得侵入邻线限界。

b）外走廊式的内燃机车运行中不得在走廊上作业。

c）严禁向机车外部抛撒火种和其他物品，机械间严禁吸烟。

d）列车在区间被迫停车后不能继续运行时，司机应立即报告车站值班员（列车调度员）。机车故

障后10分钟内不能恢复运行时，司机应迅速请求救援。

e）遇天气不良、机车牵引力不足等原因，列车在困难区段可能发生坡停或严重运缓时，司机应提

前使用CIR通知车站值班员（列车调度员）。

f）单机进入区间担当救援作业，在自动闭塞区间正方向运行时，应使LKJ处于通常工作状态，严格

按分区通过信号机的显示要求行车；在自动闭塞区间反方向、半自动闭塞区间及自动站间闭塞区间运行

时，应使LKJ处于调车工作状态。在接近被救援列车2km时，按规定严格控制速度。

g）不得已情况下，列车必须退行时，应使LKJ处于调车工作状态，严格遵守列车退行有关规定。

h）运行途中突发难于抵抗的身体急症，要立即报告车站值班员（列车调度员），不能维持驾驶操

纵的要立即采取停车措施。

i）遇到危急情况，机车乘务员在采取必要的措施后，应做好紧急避险和自身安全防护。

7 调车作业

7.1 调车机车乘务员应掌握站细中有关调车作业的相关规定，掌握站内线路（包括专用线）、信号机以

及各种标志等站场情况。本务机车乘务员要熟悉值乘区段内各车站站场设备情况，以及机车出入段、机

车摘挂所在车站站细有关规定。

7.2 采用无线调车灯显设备进行调车时，应使LKJ处于调车工作状态与无线调车灯显设备配合使用，并

根据信号显示和作业指令的要求进行作业。

7.3 中间站利用本务机车调车时，机车乘务员对附有示意图的调车作业通知单的内容和注意事项必须掌

握清楚。作业前，应使LKJ处于调车工作状态。中间站不得利用单班单司机值乘列车的机车进行调车作

业；遇特殊情况，必须利用该本务机车对本列进行调车作业时，车站应指派胜任人员在司机室协助司机

作业，相关作业人员应加强安全控制。

7.4 在车站交接班时，交、接班乘务员应认真对机车走行部、机械间、电气间、制动机性能进行重点检

查；注意检查调整制动缸活塞行程和闸瓦与轮箍踏面的缓解间隙。作业间歇时应对其它部件进行检查。

停留较长时间后再次作业前，应对制动机机能进行试验。

7.5 调车作业中，机车乘务员必须彻底瞭望、确认信号（指令），正确执行信号（指令）显示要求和呼

唤应答制度，没有信号（指令）不准动车，信号（指令）中断或不清立即停车，并遵守以下规定：

a）连挂车辆时，严格按“十、五、三”车距离和信号要求控制速度，连挂速度不得超过5km/h。

b）按站细规定连结软管后，动车前应进行制动机简略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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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调车作业牵引或单机运行时，调车机车乘务员应对调车信号（指令）和道岔开通位置逐一确认

呼唤。

8 终到作业

8.1 到达作业

8.1.1终到站（指本列车终点站或机车换挂站）作业应遵守以下规定：

a）终到站列车减压停妥后，司机应实施紧急制动，按规定进行列尾装置解除或销号作业，列车管

排风未止不得关闭机车与车辆间列车管折角塞门摘解机车，摘解机车前不得缓解列车制动。根据需要配

合检车员进行列车制动机试验；

b）直供电列车到达后，应保持供电，接到车辆乘务员通知后方可停止供电，拔出供电钥匙，按规

定与车辆乘务员办理交接。

c）机车不能及时入段时，应将机车移动至脱轨器外方、信号机前或警冲标内方。机车乘务员应及

时检查轴温（装有轴温检测装置的除外）。

8.1.2 继乘站作业。继乘站换班应在机车上对口交接，交接程序如下：

a）司机交接能耗、机车运用状态及调度命令、相关票据等。

b）副司机（非操纵司机）检查机车行车安全装备，办理工具备品等交接。

c）接班后，按本标准规定检查机车。

8.2 入段作业

8.2.1 调车信号开放后，执行车机联控制度，了解走行经路，将LKJ转入调车工作状态，按信号显示入

段。机车到达站、段分界点停车，执行联控制度，确认入段时分，了解段内走行经路。确认调车信号或

股道号码信号、道岔开通信号、道岔表示器显示正确，厉行确认呼唤（应答）后动车。

8.2.2 在转盘及整备线停留时，机车必须制动。上、下转盘时，确认开通位置，严守速度规定。转盘转

动时，司机不得离座，不得换端及做其他工作。并须做到：机车调速手柄置于“0”位，换向手柄置于

中立位，机车控制开关置于断开位。

8.2.3 入段机车检查和整备要求：

企业应根据使用机型、乘务方式、机车交路和段内技术作业时间等，制定机车检查、给油、保洁等

工作范围和作业标准，机车乘务员按企业标准落实入段机车检查和整备作业。

8.2.4 折返段交接班作业。企业应根据使用机型、乘务方式、机车交路和段内技术作业时间等情况，制

定外段（折返段）机车交接班作业内容及要求，机车乘务员按企业标准落实折返段交接班作业要求。

8.3 退勤作业

8.3.1 退勤前司机按规定用IC卡转储LKJ运行记录文件，正确填写司机报单，对本次列车的运行情况进

行总结，并记录于司机手册。

8.3.2 退勤时，接收身份识别、酒精含量测试，向退勤调度员汇报本次列车安全及运行情况，对运行

中发生的非正常情况按规定填写报告，对LKJ检索分析的问题及超劳、运缓等情况做出说明，按规定交

回司机报单、司机手册、列车时刻表、运行揭示等行车资料和备品后，办理退勤手续。运行途中如接收

临时调度命令，须在退勤时上交纸质调度命令；如无纸质调度命令时，须进行登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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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

机车乘务员呼唤（应答）规范

A.1 基本要求

A.1.1 一次乘务作业全过程必须认真执行确认呼唤（应答）制度。

A.1.2 确认呼唤（应答）必须执行“彻底瞭望、确认信号、手比眼看、准确呼唤”，并掌握“手到眼到、

清晰短促、提示确认、动作连贯、手势规范”的作业要领。

A.1.3 列车运行或调车作业中必须对信号（指令）及信号表示器、信号标志等进行确认呼唤（应答）。

自动闭塞区段分区通过信号显示绿灯时，可不进行呼唤和手比（带有三斜杠标志预告功能的分区通过信

号机除外），信号变化时必须进行呼唤和手比。

A.1.4 遇有显示须经侧向进路运行的信号时，在呼唤信号显示的同时，必须呼唤侧向限速值。

A.2 信号确认呼唤时机和手比姿势

A.2.1 信号确认呼唤时机

应遵循“信号好了不早呼、信号未好提前呼”的原则。瞭望条件良好时，进站(进路)信号不少于800m；

出站、通过、接近、预告信号不少于600m；信号表示器不少于100m。

A.2.2 手比姿势

手比时，司机用右手，副司机可用左手。姿势规范如下：

a)信号显示要求通过时:右手伸出食指和中指并拢，拳心向左，指向确认对象。

b)信号显示要求直向进路准备停车时:右手拢拳伸拇指直立，拳心向左。

c)信号显示要求侧向进路运行时:右手拢拳伸拇指和小指，拳心向左。

d)信号显示要求停车时:右臂拢拳，举拳与眉齐，拳心向左，小臂上下摇动3次；

e)注意警惕运行时：右臂拢拳，大小臂成90°，举拳与眉齐，拳心向左。

f)确认仪表显示时：右手伸出食指和中指并拢，拳心向左，指向相关确认设备。

g)确认非集中操纵道岔、各类手信号、防护信号（脱轨器）时：右手伸出食指和中指并拢，拳心向

左，指向确认的非集中操纵道岔、各类手信号、防护信号（脱轨器）。

h)列车运行中，LKJ提示前方列车运行限制速度有变化时，司机必须在变速点前，对变化的速度值及

时进行确认呼唤；确认呼唤时，右手伸出食指和中指并拢，拳心向左，指向LKJ显示部位。

i)手比以注意警惕姿势开始和收回，手比动作稍作停顿。

A.3 呼唤及相关要求

A.3.1 单班单司机及双班单司机轮流值乘时，按“机车乘务员单岗值乘确认呼唤标准用语”执行；司机、

副司机配班及双班单司机共同值乘时，按“机车乘务员双岗值乘确认呼唤标准用语”执行。

A.3.2 同时具有接车进路和发车进路的进路信号机，列车在该信号机前停车及发出时，按照发车进路信

号机进行呼唤，信号指示列车在该信号机前不停车通过该信号时，按照接车进路信号机进行呼唤。

A.3.3 设有出站信号机的线路所，线路所通过信号比照进站信号机呼唤内容进行呼唤。无分歧道岔的线

路所通过信号机可不呼唤运行方向。

A.3.4 双线自动闭塞区段2灯位进路表示器显示,根据灯位显示确认呼唤“正、反方向好了”；双线自动

闭塞区段1灯位进路表示器显示,反方向行车着灯时确认呼唤“反方向好了”，正方向行车不着灯时不呼

唤；除上述之外的进路表示器，在确认进路表示器显示灯位后，呼唤“xx方向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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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5 慢行地点限速标未标明限速值时，按限速25公里进行呼唤。

A.3.6 机车监控装置正线开车对标，无侧向道岔限速时，不呼唤道岔限速。

A.3.7 对发车信号的呼唤，含使用手信号及CIR发车。

A.3.8 防洪地点标仅在防洪期间进行呼唤。

A.3.9 上述表中“其他要道还道地点”，是指办理出段或入段作业走行进路上，显示出段或入段手信号

之外的停车要道还道地点。

A.3.10 首、末次机械间巡视需对巡视主要内容进行汇报。

A.3.11 途中换班作业，运行当前区间或前方第一区间有临时限速时，呼唤临时限制速度；运行当前区间

或前方第一区间无临时限速时，呼唤当前列车允许速度。

A.3.12单岗值乘时，添乘指导司机对操纵司机确认呼唤内容进行复诵；双岗值乘时，添乘指导司机按照

复诵者内容进行复诵。

A.3.13 货运列车在车站开车、通过、到达可不报告和呼唤列车正晚点时分。

A.3.14 司机途中操纵调速、制动手柄及操作行车安全装备遇有需要进行呼唤和手比的项目时，可只呼唤

不手比。

A.3.15 机车乘务员途中担当调车作业及专调机车调车作业确认呼唤（应答）标准，由各运营企业等自行

制定。

A.4 机车乘务员呼唤应答用语

A.4.1 机车乘务员单岗值乘确认呼唤用语

A.4.1.1 出段至发车

序号 呼唤时机 呼唤项目 确认呼唤标准用语

1 整备完毕，人员就岗 出段准备作业 出段准备好了

2

出段前

还道信号及出段手信号显示（非集

中操纵道岔）
xx 道，出段手信号好了

3 出段信号显示（含出段简易信号）
出段信号，白灯

出段信号，蓝（红）灯停车

4 道岔前 道岔开通位置 道岔开通正确

5 经过其他要道还道地点前 还道信号及道岔开通手信号显示
一度停车

xx 道，手信号好了

6 调车信号前 调车信号显示
调车信号，白灯

调车信号，蓝（红）灯停车

7 调车复示信号前 调车复示信号
复示信号，白灯

复示信号，注意信号

8 换端作业时 制动防溜 注意防溜

9 进入挂车线 脱轨器
脱轨器，撤除好了

脱轨器，红灯（牌）停车

10

连挂车时

连挂距离 十车 、五车、三车、停车

11 防护信号
防护信号，撤除好了

防护信号，注意信号

12 列车制动机试验时 列车制动机试验作业
制动、缓解

试风好了

13 发车前 行车安全装备设置作业

LKJ 设置，好了

CIR 设置，好了

列尾装置设置，好了

机车信号确认，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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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呼唤时机 呼唤项目 确认呼唤标准用语

14
出站（发车进路）信号显示一个绿

灯
绿灯，出站（发车进路）好了

15
出站（发车进路）信号显示两个绿

灯
双绿灯，xx（线、站）方向出站好了

16
出站（发车进路）信号显示一个绿

灯一个黄灯
绿黄灯，出站（发车进路）好了

17
出站（发车进路）信号显示一个黄

灯
黄灯，出站（发车进路）好了

18 非正常行车确认行车凭证时

确认行车凭证，路票正确

确认行车凭证，绿色许可证正确

确认行车凭证，红色许可证正确

确认行车凭证，发车进路通知书正确

确认行车凭证，调度命令正确

19 进路表示器显示
进路表示器，xx方向好了

进路表示器，正、反方向好了

20 发车信号
一圈、两圈、三圈，发车信号好了

联控发车好了

21 发车表示器 发车表示器白灯

22
起动列车后

始发站确认开车时刻
正点（晚点 xx 分)开车

23 LKJ 对标点及道岔限速 对标好了，道岔限速 xx 公里

24 出站后
操纵台各仪表、指示灯、机车微机

工况屏显示
各仪表显示正常

A.4.1.2 途中运行

序号 呼唤时机 呼唤项目 确认呼唤标准用语

1 贯通试验或试闸点
贯通试验或试闸作

业

贯通试验，好了

试闸，好了

2 查询列尾时 列尾查询作业 列尾查询，尾部风压 xx千帕

3 接近减速信号牌
减速信号标识及限

速值

慢行注意，限速 xx公里

4
接近减速地点（始

端）标

慢行减速地点（始

端）标位置
慢行开始

5
慢行减速地点（终

端）标

慢行减速地点（终

端）标位置
严守速度

6
越过减速防护地段

终端信号标
减速防护地段终端

信号标位置
慢行结束

7 乘降所停车 乘降所 xx 乘降所停车

8 遮断信号 遮断信号显示 遮断信号，红灯停车、无显示

9

半自动闭塞区段进

站（进路）信号机

处

自动闭塞区段进站

信号前一架通过信

号机、进站（进路）

信号机处

监控距离与地面信

号机实际距离核对

确认车位，车位正确

确认车位，校正好了

10
进站、接车进路复

示信号
复示信号显示

复示信号，直向

复示信号，侧向

复示信号，注意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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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呼唤时机 呼唤项目 确认呼唤标准用语

11
出站、发车进路复

示信号
复示信号显示

复示信号，好了

复示信号，注意信号

12 通过手信号 通过手信号显示
通过手信号，好了

通过手信号，站内停车

13 防护信号前 防护信号
防护信号，撤除好了

防护信号，红灯（红旗）停车、火炬停车

14 预告信号前 预告信号显示
预告信号，好了

预告信号，注意信号

15
CIR 接收接车进路

预告信息时
进路预告信息内容

xx站 xx 道（线路所）通过（停车）

xx站 xx 道（线路所）通过，去 xx方向

xx站（线路所）机外停车

16
接收临时调度命令

时
调度命令号及内容 确认调度命令，确认好了

17 通信模式转换时 模式转换 通信转换，转换好了

18 机车信号转换时 机车信号转换 机车信号转换，上（下）行转换好了

19 接近信号前 接近信号显示

绿灯

绿黄灯

黄灯减速

20

进站（接车进路）

信号前

进站（进路）信号

机显示一个绿灯
绿灯，正线通过

21

进站（进路）信号

机显示一个绿灯一

个黄灯

绿黄灯，正线通过，注意运行

22
进站（进路）信号

机显示一个黄灯
黄灯，正线

23
进站（进路）信号

机显示两个黄灯
双黄灯，侧线，限速 xx 公里

24
进站（进路）信号

机显示黄闪黄
黄闪黄，侧线，限速 xx 公里

25
进站（进路）信号

机显示红灯
红灯，机外停车

26
非正常行车确认行

车凭证时

红白灯，引导信号好了

黄旗（黄灯），引导手信号好了

绿旗（绿灯），特定引导手信号好了

机外停车

27

出站（发车进路）

信号前

出站（发车进路）

信号显示一个绿灯
绿灯，出站（发车进路）好了

28
出站（发车进路）

信号显示两个绿灯
双绿灯，xx方向出站好了

29

出站（发车进路）

信号显示一个绿灯

一个黄灯

绿黄灯，出站（发车进路）好了

30
出站（发车进路）

信号显示一个黄灯
黄灯，出站（发车进路）好了

31
出站（发车进路）

信号显示一个红灯
红灯，站内停车

32
非正常行车确认行

车凭证时

确认行车凭证，路票正确

确认行车凭证，绿色许可证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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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呼唤时机 呼唤项目 确认呼唤标准用语

确认行车凭证，红色许可证正确

确认行车凭证，发车进路通知书正确

确认行车凭证，调度命令正确

33 进路表示器前 进路表示器显示
进路表示器， xx 方向好了

进路表示器，正、反方向好了

34 确认仪表时

操纵台各仪表、指

示灯、机车微机工

况屏显示

各仪表显示正常

35
自动闭塞区段闭塞

分区通过信号前
闭塞分区通过信号

显示

绿灯（仅带有三斜杠标志预告功能的分区通过信号机呼唤）

绿黄灯

黄灯减速

红灯停车

36
线路所通过信号机

前

线路所通过信号显

示

绿灯，xx 方向好了

绿黄灯，xx 方向好了

黄灯减速，xx 方向好了

黄闪黄灯，xx 方向好了，侧线限速 xx 公里

双黄灯，xx 方向好了，侧线限速 xx 公里

红灯，机外停车

37
非正常行车确认行

车凭证时
确认行车凭证，凭证正确

38

列车运行限制速度

变速点前（由高速

变低速）

变速点低速值 前方限速 xx公里，注意控速

39 交会列车时 交会列车时 会车注意

40 输入侧线股道号 侧线股道号 XX 道输入好了

41 输入支线号 支线号 支线号 XX输入好了

42 接近限制鸣笛标前 限制鸣笛标 进入限鸣区段

43 接近防洪地点标前 防洪地点标 防洪地点，注意运行

44 接近道口前 道口位置 道口注意

45
列车客运停点、终

到
报点

正点到达（开车）

晚点 xx分到达（开车）

早点 xx分到达

A.4.1.3 到达至入段

序号 呼唤时机 呼唤项目 确认呼唤标准用语

1 列车终到后 行车安全装备设置

LKJ 设置，好了

CIR 设置，好了

列尾销号（断连），好了

2 摘机前，实施紧急制动时 紧急制动 紧急制动，好了

3 调车转线作业 调车信号显示
调车信号，白灯

调车信号，蓝（红）灯停车

4 调车复示信号前 调车复示信号
复示信号，白灯

复示信号，注意信号

5 行至站段分界点 站段分界点（一度停车牌） 一度停车

6
入段前

还道信号

入段手信号显示（非集中操

纵道岔）

xx 道

入段手信号好了

7 入段信号显示 入段信号，白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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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呼唤时机 呼唤项目 确认呼唤标准用语

入段信号，蓝（红）灯停车

8 道岔前 道岔位置 道岔开通正确

9 经过其他要道还道地点前

一度停车标

还道信号

道岔开通手信号

一度停车

xx道手信号好了

手信号好了

10 换端作业时 制动防溜 注意防溜

11 进入段内尽头线或有车线 确认停车距离 十车、五车、三车、 停车

12 整备线防护信号前 防护信号显示
防护信号，撤除好了

防护信号，红灯（蓝灯、红旗、红牌）停车

A.4.2 机车乘务员双岗值乘确认呼唤（应答）用语

A.4.2.1 出段至发车

序号 呼唤时机
呼唤 应答 复诵

呼唤者 标准用语 应答者 标准用语 复诵者 标准用语

1 整备完毕，人员就岗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出段准备

操 纵 司

机
准备好了

2

出段前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还道信号

出段信号（非

集中操纵道

岔呼唤内容)

操 纵 司

机

xx 道

出段手信号好

了

副司机

非操纵司

机

xx道

出段手信号好

了

3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出段信号

操 纵 司

机

白灯

蓝（红）灯停车

副司机

非操纵司

机

白灯

蓝（红）灯停

车

4 道岔前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道岔注意

操 纵 司

机
道岔开通正确

副司机

非操纵司

机

道岔开通正确

5
经过其他要道还道地点

前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一度停车

还道信号

道岔开通信

号

操 纵 司

机

一度停车

xx 道

手信号好了

副司机

非操纵司

机
xx道

手信号好了

6
行至站段分界点（一度

停车牌）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一度停车

操 纵 司

机
一度停车

7 调车信号前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调车信号

操 纵 司

机

白灯

蓝（红）灯停车

副司机

非操纵司

机

白灯

蓝（红）灯停

车

8 调车复示信号前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复示信号

操 纵 司

机

白灯

注意信号

副司机

非操纵司

机

白灯

注意信号

9 换端作业时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注意防溜

操 纵 司

机
注意防溜

10 进入挂车线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脱轨器注意

操 纵 司

机

撤除好了

红灯（牌）停车

副司机

非操纵司

机

撤除好了

红灯（牌）停

车

11

连挂车时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十车 、五车、

三车、 停车

操 纵 司

机

十车 、五车、

三车、 停车

12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防护信号

操 纵 司

机

撤除好了

注意信号

副司机

非操纵司

机

撤除好了

注意信号

13 列车制动机试验时 副司机 制动、缓解 操 纵 司 制动、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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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呼唤时机
呼唤 应答 复诵

呼唤者 标准用语 应答者 标准用语 复诵者 标准用语

非操纵司机 试风好了 机 试风好了

14

发车前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确认行车安

全装备

操 纵 司

机

LKJ 设置好了

CIR 设置好了

列尾装置设置

好了

机车信号确认

好了

副司机

非操纵司

机

LKJ 设置好了

CIR 设置好了

列尾装置设置

好了

机车信号确认

好了

15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出站（发车进

路）信号

操 纵 司

机

绿灯，出站（发

车进路）好了

双绿灯，xx 方

向出站好了

绿黄灯，出站

（发车进路）好

了。

黄灯，出站（发

车进路）好了

副司机

非操纵司

机

绿灯，出站（发

车进路）好了

双绿灯，xx 方

向出站好了

绿黄灯，出站

（发车进路）

好了。

黄灯，出站（发

车进路）好了

16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确认路票

确认绿色许

可证

确认红色许

可证

确认发车进

路通知书确

认调度命令

操 纵 司

机

路票正确

绿色许可证正

确

红色许可证正

确

发车进路通知

书正确

调度命令正确

副司机

非操纵司

机

路票正确

绿色许可证正

确

红色许可证正

确

发车进路通知

书正确

调度命令正确

17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进路表示器

操 纵 司

机

xx 方向好了

正、反方向好了

副司机

非操纵司

机

xx 方向好了

正、反方向好

了

18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发车信号

操 纵 司

机

一圈、两圈、三

圈，发车信号好

了

联控发车好了

副司机

非操纵司

机

一圈、两圈、

三圈，发车信

号好了

联控发车好了

19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发车表示器

操 纵 司

机

发车表示器白

灯

副司机

非操纵司

机

发车表示器白

灯

20 起动列车后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确认开车时

刻

操 纵 司

机

正点（晚点 xx

分)开车

副司机

非操纵司

机

正点（晚点 xx

分)开车

21

起动列车后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注意对标

操 纵 司

机

对标好了，道岔

限速 xx 公里

副司机

非操纵司

机

对标好了，道

岔限速xx公里

22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后部注意

操纵司

机
后部好了

副司机

非操纵司

机

后部好了

23 出站后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仪表注意

操 纵 司

机

各仪表显示正

常

副司机

非操纵司

机

各仪表显示正

常

A.4.2.2 途中运行

序号 呼唤时机
呼唤 应答 复诵

呼唤者 标准用语 应答者 标准用语 复诵者 标准用语

1 机械间巡视前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机械间巡视 操纵司机

注意安全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加强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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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呼唤时机
呼唤 应答 复诵

呼唤者 标准用语 应答者 标准用语 复诵者 标准用语

机械间巡视后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各部正常 操纵司机 好了

2 查询列尾时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列尾查询 操纵司机

尾部风压 xx 千

帕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尾部风压 xx 千帕

3
贯通试验

或试闸点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贯通试验

试闸
操纵司机

贯通试验好了

试闸好了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贯通试验好了

试闸好了

4 接近减速信号牌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慢行注意 操纵司机 限速 xx 公里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限速 xx 公里

5
接近减速地点（始

端）标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慢行开始 操纵司机 限速 xx 公里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严守速度

6
慢行减速地点（终

端）标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严守速度 操纵司机 严守速度

7
越过减速防护地段

终端信号标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慢行结束 操纵司机 慢行结束

8 乘降所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xx 乘降所 操纵司机 停车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停车

9 遮断信号前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遮断信号 操纵司机

红灯停车，

无显示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红灯停车，

无显示

10

半自动闭塞区段进

站（进路）信号机

处；

自动闭塞区段进站

信号前一架通过信

号机、进站（进路）

信号机处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确认车位 操纵司机

车位正确

校正好了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车位正确

校正好了

11
进站、接车进路复

示信号前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复示信号 操纵司机

直向

侧向

注意信号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直向

侧向

注意信号

12
出站、发车进路复

示信号前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复示信号 操纵司机

复示好了

注意信号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复示好了

注意信号

13 通过手信号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通过手信号 操纵司机

手信号好了

站内停车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手信号好了

站内停车

14 防护信号前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防护信号 操纵司机

撤除好了

红灯（红旗）停

车

火炬停车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撤除好了

红灯（红旗）停车

火炬停车

15 预告信号前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预告信号 操纵司机

预告好了

注意信号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预告好了

注意信号

16
CIR 接收接车进路

预告信息时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确认进路（预告

信息）
操纵司机

xx 站 xx 道（线

路所）通过（停

车）

xx 站 xx 道（线

路所）通过，去

xx 方向

xx 站（线路所）

机外停车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xx 站 xx道（线路

所）通过（停车）

xx 站 xx道（线路

所）通过，去 xx

方向

xx 站（线路所）

机外停车

17
接收临时调度命令

时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确认调度命令 操纵司机

调度命令确认

好了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调度命令确认好

了

18 通信模式转换时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通信转换 操纵司机 转换好了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转换好了

19 转换机车信号时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机车信号转换 操纵司机

上（下）行转换

好了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上（下）行转换好

了

20 接近信号前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接近信号 操纵司机

绿灯

绿黄灯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绿灯

绿黄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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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呼唤时机
呼唤 应答 复诵

呼唤者 标准用语 应答者 标准用语 复诵者 标准用语

黄灯减速 黄灯减速

21

进站(接车进路)信

号前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进站(进路)信

号
操纵司机

绿灯，正线通过

绿黄灯，正线通

过，注意运行

黄灯，正线

双黄灯，侧线，

限速 xx 公里

黄闪黄，侧线，

限速 xx 公里

红灯，机外停车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绿灯，正线通过

绿黄灯，正线通

过，注意运行

黄灯，正线

双黄灯，侧线，限

速 xx 公里

黄闪黄，侧线，限

速 xx 公里

红灯，机外停车

22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引导信号

引导手信号

特定引导手信

号

机外停车

操纵司机

红白灯，引号信

号好了

黄旗（黄灯），

引导手信号好

了

绿旗（绿灯），

特定引导手信

号好了

机外停车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红白灯，引号信号

好了

黄旗（黄灯），引

导手信号好了

绿旗（绿灯），特

定引导手信号好

了

机外停车

23

出站（发车进路）

信号前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出站（发车进

路）信号
操纵司机

绿灯，出站（发

车进路）好了

双绿灯，xx 方向

出站好了

绿黄灯，出站

（发车进路）好

了。

黄灯，出站（发

车进路）好了

红灯，停车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绿灯，出站（发车

进路）好了

双绿灯，xx 方向

出站好了

绿黄灯，出站（发

车进路）好了。

黄灯，出站（发车

进路）好了

红灯，停车

24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确认路票

确认绿色许可

证

确认红色许可

证
确认发车进路

通知书

确认调度命令

操纵司机

路票正确

绿色许可证正

确

红色许可证正

确

发车进路通知

书正确

调度命令正确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路票正确

绿色许可证正确

红色许可证正确

发车进路通知书

正确

调度命令正确

25 进路表示器前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进路表示器 操纵司机

xx方向好了

正、反方向好了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xx方向好了

正、反方向好了

26 确认仪表时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仪表注意 操纵司机

各仪表显示正

常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各仪表显示正常

27
自动闭塞区段闭塞

分区通过信号前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通过信号 操纵司机

绿灯（仅带有三

斜杠标志预告

功能的分区通

过信号机呼唤）

绿黄灯

黄灯减速

红灯停车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绿灯

绿黄灯

黄灯减速

红灯停车

28
线路所通过信号机

前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通过信号

确认行车凭证
操纵司机

绿灯，xx 方向好

了

绿黄灯，xx 方向

好了

黄灯减速，xx

方向好了

黄闪黄，xx 方向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绿灯，xx 方向好

了

绿黄灯，xx 方向

好了

黄灯减速，xx 方

向好了

黄闪黄，xx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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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呼唤时机
呼唤 应答 复诵

呼唤者 标准用语 应答者 标准用语 复诵者 标准用语

好了，侧线限速

xx 公里双黄灯，

xx 方向好了，侧

线限速 xx 公里

红灯，机外停车

线路所凭证正

确

好了，侧线限速

xx 公里

双黄灯，xx 方向

好了，侧线限速

xx 公里红灯，机

外停车

线路所凭证正确

29

列车运行限制速度

变速点前（由高速

变低速）
操纵司机

前方限速 xx 公

里

副司机

非操纵司

机

注意控速 操纵司机 注意控速

30 交会列车时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会车注意 操纵司机 会车注意

31 输入侧线股道号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输入侧线股道

号
操纵司机 xx 道输入好了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xx 道输入好了

32 输入支线号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输入支线号 操纵司机

支线号 XX 输入

好了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支线号 XX 输入好

了

33 接近限制鸣笛标前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限鸣区段 操纵司机 限制鸣笛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限制鸣笛

34 接近防洪地点标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防洪地点 操纵司机 注意运行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注意运行

35 接近道口前
副司机

非操纵司机
道口注意 操纵司机 道口注意

36 途中换班时 接班司机 换班注意 交班司机

加强瞭望，注意

安全，前方限速

xx 公里

接班司机 前方限速 xx 公里

37
列车客运停点、终

到
操纵司机

正点到达（开

车）

晚点 xx 分到达

（开车）

早点 xx 分到达

副司机

非操纵司

机

正点到达（开

车）

晚点 xx 分到达

（开车）

早点 xx 分到达

A.4.2.3 到达至入段

序号 呼唤时机
呼唤 应答 复诵

呼唤者 标准用语 应答者 标准用语 复诵者 标准用语

1 列车终到后
副司机

非 操纵 司

机

确认行车安全

装备
操纵司机

LKJ 设置好了

CIR 设置好了

列尾销号（断连）

好了

副司机

非 操纵 司

机

LKJ 设置好了

CIR 设置好了

列尾销号（断连）

好了

2
摘机前，实施

紧急制动时

副司机

非 操纵 司

机

紧急制动 操纵司机 紧急制动好了

副司机

非 操纵 司

机

排风结束

3
调车转线作

业

副司机

非 操纵 司

机

调车信号 操纵司机
白灯

蓝（红）灯停车

副司机

非 操纵 司

机

白灯

蓝（红）灯停车

4
调车复示信

号前

副司机

非 操纵 司

机

复示信号 操纵司机
白灯

注意信号

副司机

非 操纵 司

机

白灯

注意信号

5

行至站段分

界点（或一度

停车牌）

副司机

非 操纵 司

机

一度停车 操纵司机 一度停车

6 入段前

副司机

非 操纵 司

机

还道信号

入段信号（非集

中操纵道岔呼

操纵司机

xx 道

入段手信号好了

副司机

非 操纵 司

机

xx道

入段手信号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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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呼唤时机
呼唤 应答 复诵

呼唤者 标准用语 应答者 标准用语 复诵者 标准用语

唤内容)

7
副司机

非 操纵 司

机

入段信号 操纵司机
白灯

蓝（红）灯停车

副司机

非 操纵 司

机

白灯

蓝（红）灯停车

8 道岔前

副司机

非 操纵 司

机

道岔注意 操纵司机 道岔开通正确

副司机

非 操纵 司

机

道岔开通正确

9

经过其他要

道还道地点

前

副司机

非 操纵 司

机

一度停车

还道信号

道岔开通信号

操纵司机

一度停车

xx 道

手信号好了

副司机

非 操纵 司

机

xx 道

手信号好了

10 换端作业时
副司机

非 操纵 司

机

注意防溜 操纵司机 注意防溜

11

进入段内尽

头线或有车

线

副司机

非 操纵 司

机

十车 、五车、

三车、 停车
操纵司机

十车 、五车、三

车、 停车

12
整备线防护

信号前

副司机

非 操纵 司

机

防护信号 操纵司机

撤除好了

红灯（蓝灯、红旗、

红牌）停车

副司机

非 操纵 司

机

撤除好了

红灯（蓝灯、红旗、

红牌）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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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

制动机“五步闸”检查程序及要求

B.1 JZ-7 型制动机“五步闸”检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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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DK-2 型制动机“五步闸”检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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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CCB-II 型制动机“五步闸”检查方法



1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团体标准

“一带一路”铁路项目

铁路内燃机车操作规程

“The Belt and Road” railway project

Code of Operation for Railway Internal Combustion Locomotives

（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2024-11



2

一、任务来源、起草单位、协作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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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振刚、张爱军、何福汉、李玉龙、张晓乾、王岩、王浩苏、李占胜、

孙强。

二、制订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本标准的制订，是为适应海外铁路运营的需要，确保列车运行安全、正点，使操作

人员规范、标准操作机车。

三、主要工作过程

本标准通过借鉴国内铁总《机车操作规程》应用经验，结合蒙内铁路海外运营经验，

确定标准编制方向。经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立项和大纲审批通过，根据评审会专家意见，

形成征求意见稿，报中国交通运输协会评审。再根据评审会专家意见进行补充、修改，

经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同意，挂网征求意见。针对反馈意见，提出处理办法，进行补充、

修改，形成送审稿。经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同意，进行专家审查。根据专家审查会形成的

专家意见进行修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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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制订的基本原则是以现有海外运营工作实际为基础，参照中国相关技术规

章，依据《铁路技术管理规程》（普速铁路部分）TG01-2014 的基本规定要求，针对海外

运营铁路的特点进行定义、描述和规范。

本规程编制过程中，查阅了下列规范、标准和技术规程：

1 《铁路机车操作规程》铁运[2012]281 号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实验验证的论述

1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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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术语和定义

4总体要求

5始发作业

6途中作业

6.1 列车操纵示意图、操纵提示卡

6.2 列车操纵基本要求

6.3 制动机操作通用要求

6.4 旅客列车操纵要求

6.5 坡道上的操纵要求

6.6 操纵安全注意事项

7. 调车作业

8. 终到作业

8.1 到达作业

8.2 入段作业

8.3 退勤作业

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呼唤应答规范

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制动机“五步闸”检查程序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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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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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车乘务员是铁路运输的主要技术工种，担负着驾驶列车，维护列车安全正点的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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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中国企业在海外运营的铁路因国别、线路类别、牵引机型的不同，需统一制定操作

规范，以满足操作标准化、作业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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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要求按照此规则进行统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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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总体要求
	5  始发作业
	6.2  列车操纵基本要求
	6.3  制动机操作通用要求
	6.4  旅客列车操纵要求
	6.5  坡道上的操纵要求
	6.6  操纵安全注意事项
	8.1  到达作业
	8.2  入段作业
	8.3  退勤作业
	A.1  基本要求
	A.2  信号确认呼唤时机和手比姿势
	A.3  呼唤及相关要求
	A.4  机车乘务员呼唤应答用语
	A.4.1 机车乘务员单岗值乘确认呼唤用语
	A.4.2 机车乘务员双岗值乘确认呼唤（应答）用语

	附录B
	B.2  DK-2型制动机“五步闸”检查方法
	B.3 CCB-II型制动机“五步闸”检查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