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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概 况

第一章概 述

三家店车务段地处北京市西郊门头沟区与石景山区交界处。车务段管辖丰

沙线、门大线、西北环线22个车站。线路总延长200公里500米。

三家店车务段前称是三家店中心站，设革命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委员。下

设政工组、生产组、后勤组、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

三家店车务段成立于1973年7月，当时管辖丰沙线：养马场至沿河城阅各

站；门大线：门头沟至大台问各站，五路站西黄村站。同年10月成立装卸作业分

所。

1975年9月，三家店车务段召开中国共产党三家店车务段第一次党员大

会，61名正式代表和10名列席代表参加会议，大会选举出第一届委员会。

1971年7月开工建设北京铁路枢纽西北环线，1981年6月1日，开通运营

军庄、寨口、聂各庄、后章村四站，归我段管辖，1985年12月西北环线电气化铁

路开通。由此，丰沙铁路干线、大台铁路支线、西北环铁路枢纽组成三家店车务

段运营网络。

1980年3月15日，在北京铁路分局生产服务办公室和门头沟区联社的支

持下，三家店车务段综合生产服务社成立，当时借用三家店车务段院外的三问

房屋为社址办公室，聘请27名退休工人为技术指导，安置了58名待业青年。

第二章 自然环境

第一节地理位置

三家店车务段位于在北京市门头沟区四局东排31号。管内吸引区为

1962．859平方公里，占全市总面积的11．6％，地势西北高，东北低，西、北、东北

部三面环山。按行政区域划分属门头沟区。

三家店车务段管内地处北京西山地。西山是太行山的分支，古称“太行山

第八经”，又叫小清凉山。苍翠的西山，既秀丽又巍峨，莽莽西来，横迤在华北大

平原的尽头，不仅可以阻挡来自漠北的浩浩长风，又可阻拦东南来的潮湿暖流，

成为调节北京气候的屏障。

第
___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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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店地处京西大道的出入山口，清朝末年商业发达，市井繁荣，是连接城

市煤炭、蔬菜业、果品业的货物集散地，最早以高姓、闰姓、殷姓三家大车店迎送

过往商贾行人而得名。

段管内沿河城站附近是历代军事要塞。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族部

落首领俺达率军南下，一直打到北京城下，京城危机，明朝政府抗倭名将戚继光

来阻止俺达的进犯，戚继光在训练边防兵的同时，上书朝廷“巡行塞上，议建敌

台”。沿河城属内险防卫长城，自沿河城至小龙门八十里长的山口险隘处或僻

山之岭上建有17座空心敌台，6座烽火台，断续两千米的城墙。该城由明朝副

都锤史张卤督建于万历六年(1578年)。该段长城是门头沟区唯一的一段长城

遗址。

北京西山的煤炭历史悠久，最初用来作为妇女的化妆用品。元朝熊梦祥著

《析津志》中记载有“斋堂出画眉石，金时宫人用以画眉”，由此可说明北京西

山煤的发现和开采利用，可以溯到金代，是我国最早发现煤炭的地区之一。京西

煤田煤炭资源的储量250亿吨，占全市总储量的92．68％。京西煤炭运输是三家

店车务段主要运输任务之一。

第二节 自然状况

气候特点：北京市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春季干燥少雨，多

风沙；夏季炎热多雨；秋季凉爽湿润；冬季寒冷干燥。境内地形复杂，地势西北

高，东南低，西、北、东北部三面环山，山峰一般海拔1000—1500米。灵山(2303

米)为北京西郊山区的最高峰，也是北京的最高峰。东南是缓缓向渤海倾斜的

平原，最低处海拔10米左右。山地与平原的相对高差悬殊，造成山区气候变化

显著，而气温的水平分布规律正与地势相反，由东南向西北递减。平原地区年平

均温度为10一20摄氏度，随着海拔高度的增加，年平均温度继续降低，到海拔

2000米以上的东灵山年平均温度在2摄氏度左右，三家店车务段管内铁路站线

的海淀区年平均温度11．6摄氏度，石景山区年平均温度11．9摄氏度，门头沟区

平均温度11．7摄氏度。

由于受地形影响，北京的降水量比天津和张家口多，且降水量分布不均。降

水集中，强度大。降水时间主要集中在4月至9月，占年雨量的90％以上。夏季

占年降水量的76％，冬季占年降水量的2％；春季占年降水量的8％；秋季占年降

水量14％。

北京的风向有明显的日变化。白天为偏南风，夜间为偏北风，受蒙古高压的

影响下，冬半年以北风和西北风为主；受大陆低压和副热带高压影响，夏半年多

偏南风。而山区的风向受当地地形影响，风向常与该地区的山脉走向相吻合。

lll隶店车务段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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