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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驾驶与制动技术》重点介绍城市轨道交通车辆驾驶的相关基础知识与车辆制动技
术。

全书系统地介绍了城市轨道交通车辆运行安全与行车组织基础、车辆结构、车门结构、车辆连接装置
、转向架、制动系统、采暖和空调系统、列车通信系统、列车控制与监控系统、列车驾驶、列车故障
处理、动力制动和电磁制动、供气系统、制动控制系统、基础制动装置、防滑原理和防滑控制
、KBWB模拟式电气指令制动系统和EP2002制动系统的相关知识和技术。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驾驶与制动技术》可作为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司机培训教材，也可作为大专院校和
职业学校城市轨道交通专业学生的参考书。
本书由苗吉祥、姜大庆任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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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编制原则 ①在保证安全可靠的条件下，提高列车的运行速度，缩小列车的运行时分。
在安全得到保证的前提下，通过提高列车运行旅行速度，压缩折返时间，减少出入库作业时间等方式
，提高系统的运行效率和服务水平。
②尽量方便乘客。
编制运行图时主要考虑列车发车间隔在满足运行技术前提下尽量选择最小值，从而减少乘客的候车时
间。
在安排低谷运行时，最大的列车运行图间隔不宜过大。
③充分利用线路的能力和车辆的能力。
通常情况下，折返站的折返能力是限制全线能力的关键，因此必须对折返线的折返作业时间进行精确
的计算，尽可能安排平行作业。
当车辆周转达不到运营要求时，要合理安排车辆解决高峰客流组织。
④在保证运量需求的条件下，运营车数达到最少。
在保证运量需求的条件下，综合考虑高峰时段列车运行速度、折返时间、列车开行方式等要素，使运
营列车数量达到最少，从而降低系统的车辆保有量与运营成本。
3.列车运行方向及车次 （1）列车在区间的运行方向如上海城市轨道交通运输目前采用双线区段运行的
方式，列车在区间内的行车采用右侧单向运行制，即列车在区间内运行时列车司机的位置及信号机的
设置位置均在列车运行方向的右侧（法国阿尔斯通列车驾驶室司机位置在中间）。
（2）列车运行线路在双线区段单向运行时，上下行列车分别固定在右侧正线运行，上行列车走上行
线，下行列车走下行线。
在双线区段单向运行时，以右侧方向运行的列车称为双线正方向行车；反之，称为反方向行车。
（3）列车车次的规定 目前在上海城市轨道交通运输中，列车的上下行始终点由行车运行管理部门设
定；列车车次号按规定的上行或下行方向编制，原则上上行列车编为双数车次，下行列车编为单数车
次。
特殊状况下的列车车次由运行管理部门确定并以规范文件的形式下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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