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七
屆
亞
經
會
鐵
路
小
組
會
議
對
於

「
增
加
單
線
運
旦
旦
在
運
轉
號
誌
方
面

之
研
究
報
告
」
(
續
)

一
鐵
路
路
探
尋
充
分
利
用
質
車
載
置
之
方
法
，
必
要

時
可
測
定
在
使
用
中
之
貨
車
皮
軍
是
否
也
高
，
可
否
予
以
誠

少
，
每
一
列
車
單
位
長
度
與
戰
丘
吉
一
之
比
率
亦
甚
豆
要
，
應
予

詳
查
，
某
些
鐵
路
已
將
赴
項
比
數
F
提
高
至
相
當
數
值
。

有
教
之
制
私
設
備
與
行
車
之
關
係
至
寫
密
切
，
否
則
在

未
達
應
行
制
服
處
昕
以
前
即
須
減
速
愷
行
，
消
耗
甚
多
行
車

時
間
，
印
度
鐵
路
扎
在
研
究
其
現
有
乏
民
在
制
部
設
仿
，
如
鐵

管
直
符
爵
二
-
吋
時
昕
能
運
行
之
列
U阪
大
長
一
泣
，
甚
兵
功
紋
，

設
性
介
其
他
鐵
路
可
就
印
度
鐵
路
研
質
結
果
，
作
進
一
步
之

探
討
。

印
侵
鐵
路
且
其
說
有
之
真
草
制
輯
，
使
質
物
列
車
之
長

度
，
速
度
一
比
較
一
亮
，
均
有
增
加

p
殊
值
得
參
考
，
當
使
用
三

付
之
鎖
告
時
，
列
車
長
度
增
至

ω
N
O
C
呎
。

認
使
列
車
速
度
提
高
，
戰
至
加
大
，
拉
車
加
多
，
車
間

屋
隙
調
節
器
及
坡
造
控
制
閑
之
位
的
應
有
慮
，
本
區
各
鐵
路

對
於
其
他
制
輯
設
備
如
宜
力
然
氣
恥
機
及
風
間
之
能
否
探
問

八
、
運
轉
規
章
及
其
效
率

運
轉
叫
別
莘
及
其
施
行
辦
法
，
及
運
轉
效
能
，
應
予

A
M併

研
討
，
因
規
章
及
辦
法
寫
施
行
運
轉
之
軌
範c
運
轉
故
能
自

立
下
，
決
於
叫
別
軍
及
辦
法
之
是
否
嚴
格
執
行
。

運
轉
規
章
之
基
本
原
則
為
絕
對
不
使
二
列
車
，
出
相
反

三
兩
方
向
同
時
進
入
一
直
間
，
及
在
不
安
企
之
快
件
下

F
使

一
列
車
跟
隨
另
一
列
車
，
但
規
章
及
辦
法
均
已
使
用
，
多
年
，

設
在
現
況
有
改
變
時
，
需
予
隨
時
修
正
之

c

關
於
規
草
之
一
位
特
性
，
應
注
章
以
下
各
點

•.

心
無
法
執
行
之
規
快
，
應
予
剔
除
。

的
非
安
全
昕
需
之
規
條

F
不
應
列
於
規
章
之
中
。

明
規
章
中
不
應
有
意
義
合
糊
之
語
街
。

的
規
章
應
簡
單
明
瞭
。

的
規
章
應
採
手
冊
式
，
以
便
隨
身
揖
帶
參
閱
。

運
轉
效
能
背
輯
工
作
人
員
正
確
有
鼓
地
執
行
其
說
定
職

責
，
鐵
路
運
轉
為
專
門
作
業
之
一
，
故
昕
有
各
級
人
員
無
論

戰
仕
之
高
下
，
均
應
接
受
特
別
之
訓
練
，
而
在
工
作
中
詗
訓

文
章
於
任
職
前
訓
練
，
每
一
路
局
應
設
置
完
備
之
訓
練
機
構

，
昕
有
運
轉
人
員
在
一
派
任
實
際
工
作
川
以
前
均
須
經
過
訓
練3

此
外
，
在
詞
還
及
工
作
變
換
時
，
亦
應
接
受
進
一
步
之
訓
練

，
此
種
訓
練
帶
一
應
採
用
復
習
方
式
，
經
常
重
接
舉
行
，
俾
工

作
人
員
熟
習
運
輸
新
發
展
及
工
作
新
方
法
。

一'"'_ 7τ三

品)

f已

銳

殊
值
得
研
討
。

關
股
機
車
及
車
輛
，
本
小
組
願
強
調
賞
施
充
分
檢
查
與

維
修
之
必
要
，
特
別
著
重
列
車
在
始
發
站
閃
出
前
及
在
中
當

站
須
加
經
常
及
有
系
統
之
檢
查
，
注
意
軸
箱
乏
查
驗
以
完
燒

軸
及
因
燒
軸
昕
致
之
運
輸
延
誤
尤
屬
重
要
，
關
於
此
點
軸
箱

用
料
及
用
油
應
選
擇
最
佳
及
最
適
合
當
地
氣
使
之
品
質
須
予

考
慮
?
並
應
於
車
輛
進
廠
按
修
時
特
列
注
意
車
軸
彈
簧
及
熱

度
處
理
，
時
賀
新
車
時
，
應
採
用
現
代
化
質
車
，
注
意
載
量

與
皮
革
之
比
率
及
車
輪
佈
置
，
貨
車
如
能
裝
置
客
車
轉
向
架

，
鞍
山
輸
質
車
可
行
駛
較
高
速
度
。

七
、
列
車
速
度

重
要
之
原
則
為
使
列
車
之
平
均
速
度
，
偉
量
提
高
，
以

郎
(
該
區
問
之
封
定
速
度
和
符
。
任
何
速
度
開
俏
皮
均
將
誠
低
路

線
容
量
。
蓋
在
眼
速
慢
行
前
仙
一
問
及
耳
皮
加
速
時
間
均
致
成
時

間
損
失
，
↓
小
小
組
廠
將
此
點
再
行
提
出
，
藉
以
引
起
注
意
。

sitltFizz-fff$tiffE'

,
refitfiEEztEEEEL

某
種
特
別
工
作
，
需
要
某
種
特
別
訓
練
，
尤
其
運
轉
工

作
人
員
為
然
，
因
之
，
研
有
亞
經A
d
日
員
間
安
已
在
有
之
訓
練

設
備
，
應
予
充
份
利
用
，
俏
有
証
聘
國
外
專
安
到
臨
睡
任
訓

練
工
作
之
需
要
，
亦
值
得
慎
重
考
慮
。

在
辦
理
運
轉
時
略
特
別
注
意
人
為
之
因
素
，
投
應
盡
力

增
進
行
車
人
員
工
作
欽
率
水
准
。
雖
然
自
動
化
之
設
備
，
日

有
增
加
，
但
人
為
之
工
作
究
竟
不
能
完
全
罵
自
動
設
備
研
代

巷
，
故
尤
應
注
意
互
間
規
章
芝
熟
練
與
應
用
，
再
肘
，
因
設

備
特
別
投
術
化
之
保
件
日
唔
，
遂
更
需
高
級
投
術
人
員
，
以

維
持
保
蓋
新
式
設
備
，
在
設
備
發
生
障
礙
時
，
並
應
有
簡
明

規
帳
，
以
處
理
運
轉
。

各
鐵
路
局
問
及
每
一
鐵
路
局
內
投
術
知
識
之
交
換
甚
為

有
利
，
故
應
經
常
舉
行
會
議
，
以
使
各
級
人
員
交
換
其
經
驗

及
意
見
。

維
修
之
步
驟
，
應
詳
細
規
定
，
使
設
備
之
各
部
份
，
均

得
適
宜
及
安
全
之
維
護9
軌
道
車
輛
及
號
誌
立
維
修
，
應
有

規
律
並
予
制
度
化
，
此
有
賴
於
一
完
全
之
維
護
規
章
為
依
據

，
規
定
，
如
何
維
護
及
何
時
維
護
，
此
項
稚
罷
工
作
，
並
需
要

適
宜
之
監
督
，
以
問
有
石
口
儘
力
推
行
。
維
修
工
作
應
探
預
防

制
度
，
設
過
班
每
日
巡
查
軌
道
，
工
說
λ
員
杏
一
瓶
站
揚
設
備

，
及
機
務
員
工
按
杏
一
車
輛
以
及
機
車
車
輛
行
駛
君
子
里
程
應

經
何
種
較
詳
細
之
搶
修
，
號
一
一
誌
電
訊
設
備
，
軌
道
每
經
若
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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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應
有
何
種
檢
修
等
均
屬
日
常
工
作
，
應
詳
訂
於
固
定
之

維
修
程
序
中
。

列
車
時
刻
表
應
由
會
經
優
良
訓
線
之
人
員
編
排
之
，
各

相
關
因
素
如
運
轉
時
間
及
載
章
等
均
應
一
併
考
慮
之
。

列
車
準
點
，
應
為
各
級
人
員
共
向
費
力
之
目
標
。

九
、
號
諒
之
型
式

屬
於
本
項
目
，
有
三
要
點
，
應
手
注
意
，
是
即

••

仙
閉
塞
區
間
列
車
之
控
制
。

的
站
場
號
誌
設
備
。

、
仙
過
信
設
備
。

至
五
此
一
旦
前
星
轉
主
列
車
，
其
安
全
間
隔
之
基
本
原
則

?
係
的
恥
到
航
即
紅
心
昕
'
，
跟
隨
列
車
或
對
自
列
車
藉
此
惜
以

防
護
。
完
成
是
項
安
全
原
則
之
閉
塞
方
法
，
懿
概
括
如
下

a
列
車
命
令
制
。

b

路
牌
制
。

c
無
路
牌
制
。

d
自
動
閉
塞
制
。

e
其
他
特
別
方
法
及
制
度
。

f
中
央
控
制
行
車
制
。

列
車
命
令
制
雖
屬
單
線
區
間
，
列
車
運
轉
得
到
速
度
之

最
簡
單
方
法
，
推
本
區
各
國
業
已
使
用
路
牌
制
多
年
，
故
本

小
組
不
擬
推
荐
列
車
命
令
制
，
以
代
替
路
牌
，
路
牌
制
(
使

用
於
世
界
及
本
區
之
多
數
國
家
)
在
安
全
運
轉
方
面
已
有
良

好
之
紀
錄
，
但
由
於
交
接
路
牌
及
仕
章
應
辦
各
項
手
牆
，
使

c
在
開
盤
區
間
雙
方
向
使
用
符
號
眼
宿
。

d
使
用
計
軸
器
。

e
使
用
磁
路
制
度
。

以
上
即
到
方
法
，
其
投
率
均
蓓
一
為
高
起
，
但
設
置
費
用

亦
較
高
?
故
僅
在
特
別
之
情
形
下

F
始
可
使
用
。
本
小
組
鼓

建
議
，
如
需
要
之
運
量
龍
達
成
時
，
寧
可
使
用
簡
單
之
間
墨

方
法
，
關
於
使
用
計
軸
器
及
磁
路
制
度
，
英
國
代
表
會
提
出

詳
細
之
投
術
資
料
，
可
供
參
考
。

中
央
控
制
行
車
制
為
在
單
線
區
間
施
行
高
密
度
運
轉
之

特
別
方
法
，
亦
為
建
壞
費
用
高
昂
之
雙
軌
車
行
制
之
代
替
辦

法
。
唯
其
木
身
乏
設
置
費
，
亦
屬
不
小
，
僅
在
其
他
可
用
方

法
，
均
不
能
達
成
需
要
之
運
量
時
，
始
可
探
用
。

使
用
中
央
控
制
行
車
制
時

F
列
車
立
運
轉
及
交
會
均
由

中
央
控
制
總
機
之
說
度
員
操
縱
，
其
長
度
可
達
一

O
O
哩
以

上

F
除
號
誌
之
顯
示
，
轉
轍
器
之
變
位
，
均
由
調
度
員
操
糊
糊

外
，
其
全
部
→
區
間
列
車
之
行
駛
情
形
，
在
其
操
默
之
照
明
盤

上
，
均
清
楚
可
見
，
因
此
職
司
中
央
控
制
之
調
度
員
，
應
具

有
控
制
區
間
之
全
部
運
轉
養
料
，
阿
以
便
先
期
準
備
各
列
車
之

交
會
，
配
合
金
都
列
車
之
行
駛
。

在
軍
總
區
間
，
使
用
中
夫
控
制
行
車
制
時
，
可
悍
到
最

大
之
容
量
。
權
應
詳
細
研
究
後
，
始
可
採
用
。
本
次
會
議
若

干
代
表
昕
提
供
之
養
料
，
可
供
參
考
。

鐵
路
號
一
認
為
在
安
全
條
件
下
，
控
制
列
車
接
近
車
站
時

之
行
駛
速
度
昕
採
方
法
，
故
號
誌
機
研
採
型
式
及
距
離
，
應

與
列
車
接
近
之
速
度
，
及
制
制
枷
距
離
，
密
切
聯
槃

o
現
間
是

列
車
常
生
延
誤
，
故
聽
說
法
提
高
路
牌
交
換
之
殼
率
，
本
小

組
認
為
此
項
閉
塞
方
法
，
倘
不
可
輕
易
予
自
放
棄
?
增
進
路

牌
交
接
效
率
之
方
法
，
可
考
慮
使
用
路
牌
交
接
器

F
以
達
此

，
叫F
現
在
本
區
各
路
山
間
，
少
採
用
自
動
安
接
之
設
備
，
如
能

將
船
上
及
機
車
上
昕
接
交
接
路
牌
之
器
具
保
養
完
好
，
藉
設

十
告
芽
，y一
贅
逞
，
乳
交
換
路
碑
，
而
不
必
減
低
說
定
速
度
應

一
你
們
於1心
如
此
可
使
快
速
客
質
列
車
依
照
規
定
以
容
許
之
速

度
，
通
過
倒
線
。
最
仔
有
一
直
追
貫
通
企
站
，
俾
列
車
得
以

高
速
通
過
。

盤
問
路
牌
制
為
一
項
改
良
之
間
裝
制
度
，
本
區
若
干
國
安

已
使
用
，
依
此
項
間
舉
方
法
，
運
轉
之
列
車
，
係
怯
號
誌
之

指
示
，
以
注
入
一
閉
塞
區
間
，
不
再
用
型
式
之
路
牌
，
以
濁

的
車
之
依
據
，
因
之
交
接
路
牌
所
生
之
延
誤
，
說
特
避
免
，

並
得
加
速
閉
塞
之
工
作
。

自
動
閉
塞
制
為
分
區
閉
塞
方
法
中
之
高
級
閉
塞
制
度
，

係
將
單
線
運
轉
之
路
唉
，
分
為
若
干
自
動
區
，
列
車
完
全
依

據
號
誌
之
指
示
而
運
轉
。
因
此
，
在
自
動
區
間
，
研
有
軌
道

勾
設
有
軌
道
電
路
，
在
相
關
之
軌
道
電
路
內
均
無
列
車
時
，

號
誌
方
可
顯
示
進
行
。
本
小
組
建
議
在
行
車
密
度
達
到
相
當

之
高
度
時
，
可
使
用
自
動
間
率
制
。
其
設
備
及
維
持
費
用
，

較
之
以
上
所
提
數
種
為
高
，
但
因
速
度
立
提
高
及
行
車
費
用

之
減
少
，
可
低
銷
昕
增
加
之
設
備
費
用1

其
他
特
別
之
閉
塞
方
法
，
概
括
如
下

a
在
閉
塵
區
間
，
企
都
使
用
軌
道
電
路
。

b
使
用
間
斷
的
反
向
軌
道
眉
目
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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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誌
機
，
均
係
可
見
之
型
式
，
包
括
下
列
各
種

..

a
機
械
臂
木
式
，
可
為
上
仕
及

F
位
之
顯
示
。

b
眉
目
氣
控
制
臂
木
式
，
亦
可
為
上
位
及
下
仕
之
顯
示
。

c
e
燈
式

F
又
分
為
多
體
式
及
車
燈
一
式
二
種
。
多
煒
式

係
由
各
別
之
號

-
f
孤
燈
顯
示
各
別
號
誌
顏
色
，
車
燈
式
則
，
由
一

個
號
誌
燈
，
顯
示
多
種
之
號
一
廿
一
仙
詞
色
，
號
誌
機
在
站
場
上
之

佈
置

F
可
探
進
路
法
，
速
度
法
及
速
度
進
路
法

••

付
進
路
法
立
號
一
廿
一
州
顯
示
，
不
但
為
司
機
指
明
該
列
車
前

前
進
路
乏
情
形
，
並
同
時
指
明
進
路
鴛
何
股
軌
道
。

已
速
度
法
之
號
一
一
九
一
的
顯
示
，
則
指
明
列
車
接
近
時
連
度
，

不
需
指
明
退
路
為
何
股
軌
道
。
但
列
車
進
路
昕
能
行
駛
之
速

度
，
應
由
號
一
一
一
的
顯
示
之
。

門
叫
速
度
進
路
法
，
僅
在
採
用
多
燈
式
號
一
寸
的
搜
時
可
用
。

列
車
接
近
時
之
速
度
，
進
路
為
何
股
軌
道
!
均
由
號

-
t
M
之
顯

示
指
明
，
但
不
如
進
路
法
之
昂
貴
。

設
置
號
扑
向
機
之
距
離
，
其
基
本
原
則
，
為
在
需
要
停
車

之
號
誌
前

p
設
置
警
告
號
諒
機
，
亦
即
接
近
車
站
乏
第
一
號

誌
磯
，
非
為
停
丘
之
號
…
一
站
踐
，
而
應
為
警
告
號
誌
機
。
其
與

前
面
停
立
號
一
一
品
之
距
離
，
應
為
金
都
停
車
之
制
動
距
離
。

本
小
組
認
為
是
項
原
則
，
應
為
安
全
運
轉
昕
普
遍
探
用

，
尤
應
與
噸
位
甚
重
乏
列
車
適
合
。

關
於
號

-
t
w
機
之
盟
式
，
本
小
組
爾
有
如
下
意
見

.•

a
不
位
式
之
臂
木
號

-
t
w
機
，
僅
有
『
閉
』

(
C
Z
)
『
閉

』
(
C
h
h
)
兩
位
之
顯
示
，
已
嫌
陳
舊
，
唯
予
變
換
時
，
應
由

基
本
原
因
及
經
濟
上
，
能
詳
考
慮
。

nuz



b
上
位
式
臂
木
號
誌
機
?
可
有
多
位
之
顯
示
，
較
為
報

式
，
可
用
雙
線
接
默
之
，
印
度
及
巴
基
斯
坦
採
用
甚
多
，
該

處
鐵
路
之
列
車
行
駛
速
度
，
業
已
增
加
。

用
-
雙
線
操
縱
芝
號
誌
機
及
轉
轍
祿
，
其
操
縱
間
柄
，
可

集
中
一
處
以
便
於
管
理
，
號
誌
機
立
操
鞭
距
離
可
達
七
、

O

O
O
呎

9
亦
即
可
在
一
四
、
O
O
O
呎
之
範
固
操
縱
號
誌
機

，
如
此
，
則
在
車
站
任
何
一
方
之
警
告
號
誌
機
，
雖
設
於
充

足
之
制
動
距
離
以
外
，
仍
有
餘
裕
以
控
制
之
。

c
車
燈
號
誌
機
，
日
夜
之
靚
距
均
住
，
較
其
他
種
之
號

誌
機
俱
佳
，
唯
其
維
修
應
具
備
高
度
投
術
及
投
率
。

色
燈
號
誌
機
之
應
用
，
可
與
機
槍
聯
動
機
或
電
氣
聯
動

機
聯
合
使
用
，
亦
可
由
繼
電
聯
動
機
之
控
制
提
操
縱
之
。
中

央
控
制
行
車
制
係
以
繼
電
聯
歡
為
基
礎
，
投
令
燈
號
誌
機
前

途
之
發
展
，
殊
未
可
眼
量
。

轉
轍
器
之
控
制
方
法
，
最
能
使
快
車
之
行
駛
時
間
，
發

生
影
響
，
誠
低
單
線
運
轉
之
容
量
。
故
每
一
鐵
路
應
查
考
現

用
之
方
法
，
及
昕
需
操
縱
之
時
間
，
並
考
慮
可
用
之
代
用
方

法
，
計
有

••

機
械
式

雙
線
式

宮
室
式

電
氣
式

改
進
轉
轍
器
操
抑
制
之
方
法
時
，
在
上
列
數
項
方
法
中
，

為
與
將
來
發
展
為
中
央
控
制
行
車
制
之
計
割
相
配
合
，

R
T以

選
用
電
氣
式
為
宜
。

以
下
昕
列
主
項

F
J均
對
於
軌
道
道
主
，
測
皮
其
按
平
之

尺
碼
。

a
每
日
貨
運
每
淨
百
萬
嘲
也
即
出
一
間
之
心
平
位
數
量
即
••

付
貨
運
纜
車
之
-
數
量
。

ω
貨
車
之
故
益
，
以
普
通
四
軸
單
位
昆
主
的
聽
。

b
每
于
哩
軌
道
之
淨
嘲
哩
數
量
一
。

C
付
每
一
貨
車
每
日
平
均
啟
動
哩
數
。

已
每
日
每
貨
車
芝
淨
噸
哩
。

均
每
貨
車
之
平
均
負
載

叫
開
修
理
中
貨
車
之
百
分
數

(
此
項
統
計
，
應
以
全
路
貨
車
總
數
為
基
薩
。
)

d
付
每
一
質
運
機
車
之
淨
嘲
哩
數

刊
刊
每
一
貨
運
機
車
小
時
之
淨
嘲
哩
數

目
每
一
貨
運
列
車
之
平
均
負
載

A
浮
載

B
總
裁

制
每
日
每
機
車
之
機
車
埋
尸
欽

的
叭
貨
物
列
車
之
平
均
速
度

旅
客
列
車
之
平
均
速
度

的
修
理
中
機
車
之
百
分
數

e
村
每
日
每
運
轉
軌
道
哩
之
列
車
哩
數
(
賞
際
表
示
每

白
列
車
之
平
均
數
)

ω
每
日
每
運
轉
軌
道
哩
之
淨
嘲
哩
數

本
小
組
在
得
知
本
區
各
鐵
路
，
對
運
量
擴
充
之
需
要
後

適
宜
之
通
信
設
備
，
連
接
區
間
內
之
各
站
場
，
甚
為
賈

耍
。
設
備
之
標
準
，
以
能
達
到
滿
意
之
俾
選
為
壘
。

，
一
本
小
組
在
結
束
號
誌
及
其
相
關
設
備
之
討
論
時
，
誰
再

加
強
維
修
工
作
之
重
要
性
，
對
於
新
式
設
備
昕
需
投
術
訓
練

，
並
特
別
提
出
，
應
予
充
份
注
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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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
一
般
建
議
事
項

本
小
組
鼓
鄧
章
建
議
每
一
鐵
路
管
理
局
，
應
設
置
一
委

員
會
，
包
括
工
務
，
機
械
，
號
誌
之
工
程
司
及
運
轉
人
員
，

從
事
研
究
本
身
業
務
，
以
決
定
各
建
議
事
項
是
否
適
用
各
特

有
路
局
，
叉
為
與
下
屆
會
議
之
工
作
，
偉
有
連
槃
起
見
，
鼓

並
建
議
應
設
立
專
家
會
議
，
以
個
別
或
集
體
研
究
，
各
路
昕

遭
遇
之
特
有
問
題
，
本
小
組
建
議
，
在
下
屆
會
議
之
前
，
每

一
鐵
路
局
應
提
出
報
告
，
詳
列
下
列
事
項

••

制
本
報
告
昕
列
各
點
，
何
項
實
際
步
驟
，
已
為
有
效
採

用
。

明
實
際
採
用
後
，
有
何
效
果
。

制
在
增
加
單
線
運
量
上
，
尚
有
何
種
特
殊
問
題
。

本
小
組
認
為
如
未
採
取
上
項
措
置
時
，
管
理
當
局
應
預

備
若
干
統
計
資
料
。
由
以
往
運
轉
之
比
較
，
以
表
示
本
身
之

效
率
及
進
步
。

如
各
鐵
路
局
係
在
同
一
之
基
礎
上
提
出
其
統
計
數
字
F

F
則
可
用
以
為
不
同
制
度
之
比
較
，
但
一
般
而
論
，
對
每
一

制
度
判
定
其
進
步
之
程
度
，
則
不
十
分
重
要
，
因
在
不
同
之

環
境
釀
件
下
，
不
同
制
度
之
比
較
，
並
不
能
瓶
底
達
成
也
。

9
深
深
認
識
發
展
一
切
可
用
方
法
之
一
耳
要
性
，
同
時
，
因
財

務
上
之
眠
制
，
保
用
雙
軌
，
以
增
加
運
量
，
雖
甚
少
可
龍
3

亦
已
成
為
軍
要
之
考
膺
，
在
增
加
單
線
運
章
，
一
切
可
用
方

法
，
均
已
用
啟
後
，
雙
軌
為
唯
一
之
解
決
辦
法
。
本
小
組
特

別
加
軍
長
期
計
對
主
需
要
，
以
使
每
期
之
計
劃
'
至
最
後
均

以
雙
軌
為
主
(
接
點
。

故
本
小
組
A曹
長
時
間
討
論
單
就
運
量
立
各
方
面
，
包
括

﹒
軌
道
恃
性
，
閉
塞
民
間
之
長
度
，
詞
車
場
設
備
，
動
力
及

車
輛
設
備
p
列
車
速
度
及
戰
章
，
運
轉
規
章
，
運
轉
殼
率
，

號
誌
及
通
信
制
度
等
。
本
小
組
並
忌
日
閱
讀
各
鐵
路
專
安
及
組

純
昕
提
供
乏
資
料
，
因
眼
於
時
問
司
，
並
為
使
其
工
作
報
告
，

有
一
定
乏
範
園
?
故
僅
龍
提
供
一
般
性
之
建
議9
但
對
於
鐵

路
負
責
設
計
及
運
轉
之
官
員
而
言
，
則
更
為
詳
細
之
瓷
料
，

分
部
諾
列
本
主
題
各
貢
用
方
法
，
實
甚
為
需
要

c
此
項
資
料

，
不
但
可
供
鐵
路
人
員
一
扭
扭
參
考
立
用
，
並
可
為
將
來
若
干

年
後
?
鐵
路
發
展
計
剖
之
需
要
。

故
本
-
小
組
特
別
請
求
英
國
代
表
協
助
亞
經
會
完
成
上
項

工
作
F
包
括
木
小
組
昕
收
到
之
各
項
﹒
資
料
在
內
。
英
問
代
表

會
說
明
英
國
政
府
將
願
志
考
慮
此
項
需
要
文
件
之
準
備
，
並

與
亞
經
會
取
得
聯
槳
，
由
英
國
鐵
路
顧
問
服
務
部
協
助
完
成

之
。
本
小
組
於
接
受
是
項
建
議
時
，
亦
廠
與
其
他
閻
笨
，
如

法
國
、
印
度
、
取
得
合
作

F
以
完
成
是
項
工
作
。

本
小
組
對
英
國
代
表
之
貢
獻
，
由
英
岡
鐵
路
顧
問
服
海

部
使
若
干
專
家
，
接
受
邀
請
，
訪
問
不
同
之
國
家
，
對
增
加

單
線
道
主
F
提
出
協
助
及
意
見
，
特
別
表
示
謝
意
。
(
自
己
一 12 一


	120_Part4.pdf
	120_Part5
	120_Part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