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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行车调度调整方法分析

王立保 
12022519861027209X

【摘要】城市车辆的增多为日常的城市道路交通增添了巨大的压力，为了缓解城市道路的交通压力，地铁成为

了人们日常生活中最便捷的交通工具。为了确保列车能够准时到达站点，以便行车状态符合当期的环境需求，需要

对地铁行车调度进行科学、规范以及合理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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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倡导绿色交通的背景下，地铁交通为人们的出行

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不仅速度快，而且等待时间短。为

了确保人们的出行安全以及避免列车发生晚点的现象，

需要对列车进行科学适度的调整。行车调度员作为轨道

交通行车的指挥者，其业务能力和经验直接影响着调整

水平和技巧。

1 行车故障特征分析
1.1 造成行车故障的重要因素

造成行车故障的原因有很多，包括线路运行条件差、

部分线路中断、客流趋势发生改变以及行驶车辆发生故

障不得不脱离正常的运行图轨道等。发生行车故障会导

致列车延误、间隔时间不均，引发行车事故的原因有很

多，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如图 1 所示）：其一，设备

因素。系统的硬件或者软件发生故障直接影响着列车的

正常运营，包括车辆故障、通信故障、信号故障、线路

故障以及供电故障等，常见的系统故障为车辆故障和信

号故障，是引发行车故障的重要因素；其二，人为因素。

乘客不遵守轨道交通规则、行车调度员操作设备不当以

及调度判断或者指挥不当等都会引发行车故障或者扩大

故障；其三，环境因素。自然灾害同样是造成行车故障

的重要因素，包括火灾、水灾、高温和雷雨等自然灾害，

都会导致部分线路的通车条件变差。

图 1 为引起行车故障的因素

1.2 列车延误分类

列车延误分为两种，分别是初始延误和连带延误。

由于车辆故障或者信号故障等因素导致列车在行驶的过

程中，虽然及时采取了补救措施，但是仍然没有按照规

定的时间到达终点站，属于初始延误故障。而连带延误

是由于前行列车的延误导致后续的列车“排队”等待，

或者由于人为处理故障不合理使故障扩大引发延时导致

列车不能准时到达终点站 [1]。

2 列车调度调整的方法
2.1 扣车

由于车辆故障或者设备故障使部分线路通行条件变

差，导致后续的车辆不能正常驶入该路段时，为了防止

后续车辆驶入发生事故的路段，通过扣车停止车辆运行。

使用要求：当列车发生故障后行车调度员要以最快的速

度扣停后续列车避免其进入故障区域，并及时通知相关

的车站和列车司机，如果扣车超过规定的时间，相关车

站和列车司机要适时提醒行车调度员，避免发生忘记放

车的现象，执行“谁扣谁放”的基本原则。

2.2 多停

行车调度员采用多停措施主要是为了均衡车辆之间

的间隔距离，从而确保车辆行驶的安全性。这种方法一

般常用在车辆因为故障而导致到站时间严重延迟或者车

辆行驶间隔严重不均的情况下，并且多停调度方法有助

于为故障车辆处理争取更多的时间。为了缩短乘客的等

车时间，可以采用多站多停方式将多停的时间进行均衡

分配的方法。如果需要对多个车辆进行多停调度，行车

调度员一定要注意把控车辆间的行驶距离，同时实施限

速行驶，调度效果会更好。

2.3 跳停

跳停即是载客到站，不停站直接通行。因车辆故障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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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延迟需要调整时间进度或者在客运组织需求的情况下才

可以实施跳停。使用要求为：行车调度员在实施列车跳停

方法之前，一定要结合实际客流量状况以及其他列车运行

情况，并且要事先通知相关司机和车站，以便及时通知等

待的乘客。为了不影响乘客的正常出行，严禁同一车辆进

行连续站台的越过或者连续几辆列车接连越过同一站台。

对于客流量大的站点，除非特殊情况，否则不建议采用跳

停方式，而是通过越战疏散客流的方式。

2.4 临时限速运行

由于列车延误造成局部阻塞或者线路运行条件降低

等状况，可以采用限速运行的方式，降低列车的运行速

度。使用要求：行车调度员在组织列车限速行驶时，一

定要和相关司机讲明列车运行的速度值、驾驶模式以及

限速区域 [2]。如果因为线路运行条件差不得不进行限速

运行时，一定要根据实际线路情况，必要时可以组织列

车在前一站进行请客，然后再限速通过。当列车通过故

障点或者不再需要限速行驶时，行车调度员一定要及时

通知相关司机取消列车限速，以便缩小列车延误范围。

2.5 小交路折返

由于车辆严重延迟、部分行驶线路被阻断以及客

流趋势发生改变，可以进行中途清客，使车辆返回其他

路线行驶，但是实施小交路折返前，一定要确保客流大

的路段的车辆没有到达目的地以天津轨道交通 9 号线为

例，车辆从东兴路站上行开出后，司机报告行车调度员，

在 K5+300m 处，存有大量的积水，积水已经淹没钢轨

顶部，导致列车无法通过，并且短时间无法修复。这时

上线列车一共 21 部，行车间隔 8 分钟，天津 9 号地铁

线路情况分布位置（如图 2 所示）使用要求：列车在折

返前，为了不让行驶车辆发生碰撞，行车调度员要调整

好车辆间的安全行车距离并且还要把控好车辆折返时

间、清客时间以及司机换端时间，将折返车辆反方向行

驶的车辆进行扣停。

图 2 为天津 9 号地铁线路图

2.6 下线 / 退出服务

当列车因为故障无法进行载客服务或者线路局部通

过能力较差而无法正常载客时，行车调度员需要组织相

关列车进行清客，然后进入就近的存车线或者运行至终

点站不再进行载客服务。使用要求：由于行驶车辆在行

驶途中发生系统故障，包括牵引故障、空调故障以及制

动故障等导致车辆无法正常继续行驶，或者因为交通路

段通行条件差而无法正常通行时，需要行车调度员组织

车辆先进行清客服务然后再停止车辆服务。行车调度员

一定要把控好行车间距，在确保车辆不会发生碰撞的情

况下实施车辆下线。

2.7 备用车加开、替开

当列车运行不能满足当下的大客流或者运行图秩序

紊乱时，可以组织备用列车加开车次。如果是因为列车

故障下线或者严重延误导致列车不能正常运行时，可以

组织备用列车替开。使用方法：由于备用车不在计划运

行图范围之内，一旦加开车次时，一定要把控好前后列

车的间隔。

2.8 抽线

由于车辆故障或者行驶线路通行条件差导致行驶

中断而将相关车辆进行下线，并且在车辆下线后没有备

用车辆替开或者由于车辆故障导致大部分的车辆无法正

常运行时，需要将当前正常行驶但是车站客流小的车次

列车抽掉，这种调度方法有助于增强列车的正点率。行

车调度员在实施抽线前，一定要调整好车辆间的行驶距

离，并且选择抽线的地点尽可能的接近两端的始发站，

这样有助于后续的车辆较容易的匹配到前一辆列车的行

驶线。若是为了增强列车正点率将列车进行抽线，在实

施前尽量将全线列车的行车间隔调整均衡 [3]。

2.9 单线双向运行

由于线路的局部中断或者无法按照原有线路运行，

即可组织相关列车在单线固定路段往返运行，这种调度

方式一般需要结合小交路折返使用。使用要求：原则上

在同一区域只能允许一部列车进行单线双向运行，为了

确保列车单线双向行驶的安全性，行车调度员一定要把

控好两端车站的列车进路，谨防列车之间发生冲突。

3 结束语
为了确保列车安全平稳的运行，进行科学合理的列

车行车调度十分重要，必须加大建设力度、优化安全体

系以及规范操作流程，才能增强列车运行的安全指数和

服务质量，从而确保乘客的安全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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