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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车运用分析



一、机车运用分析的基本任务
1 、把实际反映情况的指标与计划指标对比以表明计划的完成程度。
2 、在分析计划完成情况时，应对促使计划超额完成的因素和影响计划未
完成的因素做出准确的计算，以表明其影响程度。
观察有关统计指标，研究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以便认识事物间的因果
、平衡关系。指出现金部分于薄弱环节，挖掘潜力，促使经济合理的运
用机车。
3 、连续比较同一事物不同时期的发展情况，从而研究其变化的特点和趋
势。
在日常运输工作中随时观察机车运用指标的变化，逐班逐日进行分析，
指出问题及所在，提出改进措施及意见。



二、机车运用分析的主要内容
       机车运用计划编制应遵循列车运行图和机车周转图的技术要求，综
合考虑机车和机车乘务员的配置、使用以及各项机车运用指标等因素 , 不
断提高机车运用效率和机车乘务员劳动生产率。
        铁路局根据年度运输任务下达年度机车运用计划，按机务段承担的
工作量，确定机务段年、季、月度机车运用计划。应包括：客货机车日
车公里、支配机车日车公里、技术速度、货运机车日产量、列车平均牵
引总重、单机率、配属台数 ( 含分工作种别的机车使用台数，厂、段修台
数，备用和出租台数 ) 、机车检修率、机车备用率、机车乘务员需要人数
及补充计划等。
        增加专用调车机车应由铁路局运输、机务、劳资等部门根据实际工
作量联合查定，纳入年度机车使用计划。在年度计划以外增加专用调车
机车，除按上述程序查定外，需报总公司备案。



        日常分析主要是检查机车运用状况、列车运行图和机车周转图的执
行情况。
(1) 列车运行的安全正点 ( 事故、机务运缓、晚点 ) 等情况，机车乘务员
超劳情况。
(2) 机车日 (班 ) 计划周转图的执行兑现情况。
(3) 运用指标 ( 如机车日车公里、技术速度、日产量、平均牵引总重等 )
的完成情况和机车全周转时间各项因素的延长、缩短及其影响。
(4) 机车小、辅修的计划兑现及回库情况，不能按时进车、交车的机车型
号及原因，机车临修情况及原因。
(5) 货物列车超 (欠 ) 重、单机走行、对开单机及列车机外停车情况。
(6) 机车供应、整备作业及有关人员劳动纪律情况。
(7) 包乘制机车打乱固定包车组情况及原因。
(8) 机车周转图及有关原始记录的整理和报表的填写上报情况。



        日常分析一般在交班会上进行，其内容应包括：安全
正点情况，日 ( 班 ) 计划机车周转图兑现情况，机车供应情
况，机车检修情况，分界口列车交接及机车运用情况，机车
乘务员使用和超劳情况等。



2 、定期分析
定期分析是指对运输生产活动的阶段总结，查找出存在的规
律性问题，以改进和提高工作。其内容应包括：安全生产情
况，机车质量及机车供应情况，主要区段及分界口列车开行
及机车供应情况，运输任务完成情况，日车公里、日产量 (
机车日产量和功率日产量 ) 、列车平均总重、技术速度等机
车指标完成情况，超、欠轴情况，列车等线情况，单机走行
率情况，机车乘务员使用、超劳、出勤率情况等。



        定期分析为总结一个阶段的运输生产活动。旬、月、季、年终都要
及时做定期分析，从中找出存在的问题，摸清工作发展中的规律，研究出
改进工作措施和方法，用以指导机车运用工作。内容和日常分析相同，主
要是：
(1) 现有机车台数，客、货运机车指标，机车供应及机车周转图完成情况
。
(2) 各种机车总走行公里、总重吨公里、辅助走行公里及支配机车日车公
里，客、货运机车技术速度及旅行速度完成情况。
(3) 货物机车日车公里、日产量、平均牵引总重、全周转时间、超 (欠 )
重及单机走行情况。
(4) 机车月走行公里和段修平均走行公里、平均修车时间。
(5) 机车小、辅修和保养情况。
(6) 行车安全及运行正点情况。
(7) 机车乘务员包车情况、劳动时间、工时利用和超劳情况等。



3 、专题分析
        专题分析是针对运输生产中出现的特定情况进行的分析
，分析内容根据实际需要确定。是深入研究某一专门性质的问
题，或彻底查明某一工作环节的有效方法，从中之出实质性的
原因和问题的发展规律，剖析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性的改进
方法。
        分析项目应根据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采取单独进行的
步骤，针对不同薄弱环节单项专题剖析或根据领导指示进行。



三、机车运用分析的注意事项和方法
       机车运用分析必须以丰富的统计资料为基础，在分析目的确定后，
就要搜集和整理资料。无日常的资料积累，只求临时搜集、突击整理，这
样得来的资料难于全面、系统、正确地反映实际，通过分析所得的结论难
免出现差错。另外，对统计资料的可靠性和可比性也要足够重视，要从指
标间的相互关系和数值的合理性上进行审核。
        积累资料的内容应满足各种分析的需要，主要有定期报表的资料、
专门调查所得的资料以及必要的财务会计资料等。
统计分析方法根据分析项目和目的选用。分析方法主要有：分组分析法、
平均分析法、对比分析法、动态分析法、因素分析法等。



四、主要运用指标的分析方法及提高措施
1 、机车全周转时间
         压缩机车全周转时间是提高机车运用效率的前提，抓
效率首先必须从抓全周转时间着手，努力压缩机车全周转时
间 (当然不是无限度的 ) 。而要压缩全周转时间就应从组成
全周转时间的因素开始，并从机报一中查出机车全周转时间
的变化，找其规律分析原因，注意重点。



机车旅行时间的变化
         机车旅行时间的变化主要出于两种情况：一是机车纯运
转时间长，这可能是机车运缓、事故、慢行，行人阻道或机外
停车；二是中间站停留时间长，这可能是区间卸车、列车会让
、小运转列车中途折返和机车中途换班等多种原因造成。
        分析旅行时间对周转时间的影响还可以利用计算旅行速
度的办法。
                  旅行速度 = 本务机走行公里 ÷ 本务机旅行时间
        如果算出的旅行速度低于运行图规定的旅行速度，尽管
由于日计划安排的车次不计晚占而实际上已延长了机车全周转
时间。



  检查分析旅行速度时还要注意到：有时列车正点率很高
，摘挂和扩货也影响不大，但旅时仍很长。遇到这种情况就应
分析旅时长与旅时短各区段列车对数变化，如果旅时长的区段
列车开行对数增大，将会使旅行时间增大和机车周转时间延长
。
        机车全周转时间的长短与机车在自、外段及所在站停留
时间成正比，即停留时间越长则机车的全周转时间亦长。因此
，压缩在自、外段的停留时间，不仅要合理地配置段内各种技
术设备，尽量采取流水和平行作业，更重要的是压缩非生产停
留时间，比如调休、等待工作和等待修活、不合理调整计划等
。因此，在分析全周转时间时，还要注意检查机车非生产停留
时间。



跟据以上分析方法，日常应注意积累以下资料：
（ 1）掌握因机车晚到影响折返交路的延长时间。
（ 2）掌握乘务员在外段 (折返段 ) 调休或列车晚点中途等
待换班延长的机车全周转时间。
（ 3）掌握机车周转方案的开行情况，临时停运或开行扩大
货物限速列车延长的时间。
（ 4 ）掌握临修机车修复担任列车交路的时机，在编制日计
划时要考虑临修机车非生产停留时间。
（ 5 ）掌握各区段车流的变化及因此而造成的机车周转距离
和旅行时间对全周转时间的影响。
（ 6 ）掌握水害、事故，塌方所造成的列车运行秩序混乱而
延长的机车全周转时间。



2 、机车日车公里
机车日车公里的高低和机车周转距离成正比，和全周转时间
成反比。
机车日车公里完成的高低可由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 从机车全周转时间分析。首先找出延长全周转时间的原
因和浪费时间，而且还要把延长的时间换算成机车台日，即
延长机车全周转换算浪费机车台数 = 浪费全周转时间之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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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机车全周转这一项工作除每日检查机报以外，还要查阅
列 车运行图和机车周转图。
(2) 经常注意各区段列车的开行变化，因为日车公里实际上
是机车使用台数与周转距离之比，如果机车台数不变而周转
距离越长则日车公里越高，反之将随而降低。



(3) 要注意小运转列车的开行对数和沿零摘挂列车的增开与直货列车的比
例变化在列车运行图基本图上直货与摘挂的小运转对数的比例是确定了
的，但由于小运转列车和限速列车一般根据车流允许在日计划中安排加
开，这一固有的运输组织规律直接影响机车日车公里的成绩。一般来说
，加开小运转是从周转距离方面影响机车日车公里下降，而加开限速列
车则从全周转时间方面影响机车日车公里。因此，各级领导和编制日计
划人员应注意。
①掌握影响机车交路和全周转时间的因素变化，减少和压缩全周转时间
。
②控制和掌握摘挂限速列车开行的对数，减少和杜绝列车中途换班。
③编制日机车周转计划时，要认真按各区段供给机车系数编制，要保证
完成月计划指标。修整计划时不应影响日计划指标，并应保证乘务员正
常工作和休息。
④掌握小运转列车的开行对数占沿线走行公里中的比例。



3 、机车日产量
机车日产量也叫机车生产率，与机车全周转时间、机车日车
公里和平均总重相比，它是一项更为重要的指标。根据机车
使用效率的高低，必须从时间和牵引力的利用两方面来反映
，而日车公里和全周转时间只能反映出机车的运用效率和时
间方面，平均总重只能反映机车牵引力的利用方面产量才能
集中反映出机车的运用成绩，所以说机车日产量是机车运用
效率的一项综合指标。



分析机车日产量，应注意以下几方面：
(1) 从机车日车公里完成情况分析。因为机车日车公里与机
车牵引列车走行的距离成正比，与机车使用台数成反比 
日车公里降低或走行公里减少、机车使用台数增多均直接影
响机车日产量。
(2) 从列车平均总重分析。列车平均总重是产生总重吨公里
的主要因素，在距离相等
条件下，列车平均总重越多所生产的总重吨公里也就越多。
(3) 从单机率分析。往往在日车公里和平均牵引总重都完成
时，而机车日产量却低于计划。其原因多在于单机率的影响
，因为单机走行公里直接影 响机车日产量。
(4) 从重联率分析。重联率的影响是由于双机牵引受到发线
长度的限制而浪费机车的牵引力。



4、机车平均牵引总重
机车平均牵引总重这项指标的分析方法与机车日产量是密切配合的。在
分析机车日产量时，有些数据先分析出机车平均牵引总重后才能进行日
产量的分析计算。分析机车平均牵引总重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去找：
(1) 列车超欠重。超重和欠重在列车运行中是常见的，但超欠的数量是不
相等的，所以要两项折减，找出欠重的列车次数和吨数。
(2) 分析不同牵引重量的区段列车对数的比例变化，也就是 单机、双机
、多机牵引的比例。因为机车平均牵引总重是本务机车公里与列车总重
吨公里之比，但也要重视区段列车的平均牵引吨位。
运用工作分析必须加强日常调查，研究积累应有资料，深入生产第一线
，摸清问题的实质，找出规律，提出改进措施为提高机车各项运用指标
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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