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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行车安全综合监控系统建设探讨

 铁道 第四 勘察设计院 张孟彬!

摘要
∀

本 文针对行车安全监控 系统应 用的现状
,

探讨 了建设行车安 全综合监控 系统的必要性和可

行性
,

及 系统的功 能和构成
气

并提 出了实施的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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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车安全监控系统是铁路信息化 系统 中的一个

重要子 系统
、

根据监控对象的不同
,

可以分别实现

对机车
、

车辆
、

线隧
、

桥梁
、

通信
、

信号
、

电网
、

自然灾害和列车运 行状态的监 测
、

预警及安全管

理
,

为列车的安全运行提供重要保证
。

随着高速铁

路
、

客运专线和城际铁路建设的全面推进
,

对行车

安全监控系统资源的利用
、

信息的共享等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
,

因此
,

对行车安全监控 系统进行整合
,

建立行车安全综合监控系统
,

实现信息的集中和综

合处理
,

充分发挥行车安全监控系统 的作用
,

更好

地确保列车的运 行安全
,

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

> 行车安全综合监控系统建设的必要性

>
8

? 行车安全 监控 系统的现状

目前
,

已经实施的行车安全监控 系统
,

基本
≅
≅

卜

是根据监控对 象的不 同
,

分别设 置
,

各 自独立工

作
,

表现为 以下方面
。

, 没有 一个统一的对行车安全监控的规划和策

略
。

‘ 围绕行车安全的各监控 系统是由各专业单独

设置
,

甚至 同专业的不 同监控 系统也单独
一

设置
。

,
设备和资源重复设置

。

Α
信息隔离

,

各系统的监测数据无法共享
,

不

能形成整体的运营和运维支持信息
,

难 以发挥 系统

的整体功能
。

, 系统本身的运行维护难度和工作量大
,

保障

困难
。

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发展
,

铁路特别是客运专线

将采用
“

综合调度
”

和
“

综合维护
”

管理模式
,

以

实现高效率运营
。

现行的行车安全监控系统建设方

式显然是不能满足这 一要求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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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车安全综合监控 系统的定义

与行车安全相关 的因素很多
,

包括 自然环境
、

线路
、

设备性能和设备故障等
,

反映这些因素状态

的数据是大量的
、

分立的
,

无法被综合调度和综合

维护 系统直接使用
,

行车安全综合监控系统就是依

据 这些数据的内部关联性
,

以信息化技术为手段
,

对这些数据进行综合处理
,

从而满足综合调度和综

合维护的需要
。

行车安全综合监控 系统定义如 图 ?

所示
。

综综合调度系统统统 综合维护系统统

行行车安全综合监控系统统

行行车安全监控前端子系统统

图 , 行车安全综合监控 系统定义图

>
‘

Β 行车安全综合监控系统建设的必要性

行车安全综合监控系统建设的必要性主要体现

在 以下方面
。

第一
,

技术上的需 要
。

随着列车运行速度的提

高
,

列车运行系统对故障和灾害等安全因素更加敏

感
,

为确保行车安全
,

必 然要求对各种影响安全的

因素有更快的反应速度和决策效率
,

行车安全综合

监控系统可为实现这 一 目标提供技术上的保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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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

管理上的需要
。

高效的管理是提高运输

效率的保证
,

综合调度和综合维修技术 的应用
,

正

是为了满足这一需求
,

作为综合调度和综合维修基

础功能子系统的行车安全监控系统的全面综合
,

则

为此创造
一

∋ 条件
。

第三
,

信息化建设的需要
。

行车安全监控系统

是 《铁路信息化总体规划》中
“

铁路智能运输信息

系统
”

三大应用领域之一一一
“

运输组织
”

信息系

统四个支撑 系统之一
,

是铁路信息化建设的重要组

成部分
。

Β 建立行车安全综合监控系统的可行性

Β
8

? 技术和设备条件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铁路技术装备水平的迅

速提高
,

为建立铁路行车安全综合监控系统提供 了

最基础的保证
。

一方面
,

信息处理技术
、

网络传输技术
、

传感

和变送技术的发展
,

设备精度
、

稳定性
、

可靠性和

实用化水平的提高
,

为行车安全综合监控 系统提供

了实现 的可能
。

另一方面
,

随着经济的发展
,

铁路信息技术的

装备水平日益提高
,

为行车安全综合监控 系统提供

了基础 的承载和实现条件
。

Β
8

> 国内外经验

从 国外高速铁路建设的经验来 看
,

无论是德

国
、

法国还是 日本
,

从一开始就对安全监控
,

尤其

是防灾安全监控给予了高度重视
。

技术上也基本经

历了从分立监控到综合监控的过程
,

最典型的是 日

本高速铁路的发展历程
,

目前 已经从 = ΗΙ ; Χ # =

 计算机辅助运行管理系统 ! 发展到 =Η <Ι Η <  计

算机综合管理系统 !
,

实现了综合调度
、

监控和综

合维护管理
。

国内铁路
,

目前各个专业都根据自身需要
,

建

有自己的监控系统
,

如车辆的
“
< ;  ; = ϑ <

,

; Κϑ <
,

; 1ϑ <
,

; Δ ϑ <
,

; < ϑ < !
”

系统
、

电力监控系统
、

信

号监测系统
,

通信网管及监控系统等
,

这些系统的

建设
,

为行车综合安全监控系统的建设积累 了经

验
,

也创造了条件
。

青藏线是第一条实现综合安全

监控 的铁路
,

利用一套系统实现了对多个专业的基

础设备
、

运行环境和视频的综合监控
,

产生了很好

的综合效益
。

随着国内城市轨道交通的飞速发展
,

为了更好

地发挥各个功能子系统的作用
,

实现统一调度
、

统

一指挥
,

确保行车安全
,

已普遍设计建设了综合监

控 系统
。

铸路瓣释
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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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 运维管理体制

客运专线的运营管理
,

将采用
“

综合调度
、

综

合维修
”

的模式
,

这为行车安全综合监控 系统的建

设提出了要求
,

也创造了条件
。

因此
,

无论是从技术上
,

还是从运营管理上
,

以及 国内外的成功经验和发展趋势看
,

建设行车安

全综合监控系统是完全可行的
。

Γ 行车安全综合监控系统的功能和构成

Γ
8

? 系统功能

行车安全综合监控 系统具有防灾监控
、

设备监

测
、

电力监控
、

线路和桥隧监控等功能
。

可 自动采

集机车
、

车辆
、

线路
、

桥隧
、

信号
、

电网
、

气象和

自然灾害等监测信息
,

实现集中监控和预警
,

提供

安全信息综合分析及决策支持
。

并通过一套统一的

监控系统
,

全面
、

真实
、

直观地反映影响整个铁路

安全运行的各个环节
,

及时预 测并发现问题
,

为综

合调度提供关于故障和灾害等方面的及时
、

可靠的

信息
,

为决策提供依据
Λ 同时

,

也为维修 Μ 维护部

门提供实时
、

科学
、

准确的线路和设备等运行状况

信息
,

为综合维护及维修提供服务
。

Γ
8

> 系统构成

行车安全综合监控系统主要 由前端信息采集和

对象控制层
、

监控数据接入层
、

信息传输平台
、

集

成信息数据库
、

信息综合处理平台及应用支持接 口

层构成
,

以实现综合监控信 息的采集和接人
、

信息

的传送
、

信息的存储
、

信息的综合处理及信息的应

用支持
。

系统构成如图 > 所示
,

其中包括以下内容
。

Α
前端信息采集和对象控制层

∀

实现行车安全

监控信息数据的采集和对象的控制
,

具有全面的适

应性和通用性
,

能满足各种信息数据 的采集要求
Λ

Α
监控数据接入层

∀

各专业监控子系统的监控

数据通过本层接人到综合监控系统中
,

实现接 口适

配功能
Λ

Α
应用层信息传输平台

∀

将采集到 的行车安全

监控信息数据按照统一的规范和标准进行组织
,

并

经统一 的传送通道传输至 中心级
Λ

Α
集成信息数据库

∀

将各专业的行车安全综合

监控数据按照统一的数据结构和模型存储在一个分

布式的大型数据库中
,

供处理使用
Λ

Α
信息综合处理平台

∀

由多个数据处理模块构

成
,

实现综合处理模块的生命周期管理
、

信息管理

和接 口适配管理
Λ

Α
应用支持接 口层

∀

承载和实现针对不 同应用

需要的应用 支持模块
。

Ν /
8

> 张孟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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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 实施建议

由于行车安全综合监控系统涵盖的范围广
、

8

对

象多
,

因此
,

系统的实施可采用统一规划
、

整体设

计
、

分步建设的原则
,

在建设好总体架构和综合监

控平台的基础上
,

分步建设各行车安全
一

监控子系

统
,

并逐步完善业务处理
、

预警
、

信息库和决策支

持等功能
。

对于灾害
、

安防
、

桥隧和侵限等离散存

在的对象
,

可以直接纳人到综合监控平台之上
,

由

平台直接进行监测
、

采集和处理
Λ
对于信号微机监

测
、

电力 Π = # ϑ # 等应用成熟的监控系统
,

则充分

发挥这些成熟技术和功能系统的作用
,

通过统一的

接口 网关实现与这些功能
一

系统的互连
,

实现数据交

换
,

并最终完成全部与行车安全相关的主要数据的

收集
、

综合处理和整合
,

形成一个综合的行车安全

监控 系统
。

前端数据采集和对象控制 ? ? 各专业行车安全监控子系统
 收稿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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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行车安全综合监控系统构成图

铁路通信信号设计情报网召开 >Ε ΕΦ 年工作会议

> Ε Ε Φ 年 Β 月 ?Π 日
,

来自铁路通信信号设计情

报网尔味网员单位的代表齐聚三亚
,

共商在铁

路大发展形势下如何做好技术信息情报服务和技术

交流工作
。

面对当前铁路建设的一个黄金机遇期
,

铁路通

信信号情报网作为铁路系统的高新技术专业情报信

息网
,

确立了今年的重点任务
∀

通过各种形式总

结
、

交流
、

宣传
、

普及第六次提速和客专建设中科

研
、

设计
、

施工
、

制造等方面取得的技术成果
Λ
将

∀瀚躁然棘娜
》

、

路

在

时机成熟时建立自已的网页 , 计划于下半年召开技

术交流会
,

已开始面向行业内各单位征集真正体现

我国铁路和城轨通信信号领域在这两年的技术发展

水平和成果的论文
。

铁路通信信号设计情报网建网近三十年来
,

通

过举办各种技术交流会和科技期刊等方面的情报交

流
,

在普及推广国内外铁路先进技术和促进通信信

号科研
、

设计
、

施工
、

制造水平全面提高等方面取

得了可喜的成效
,

为铁路通信信号技术的发展和铁

路建设作出了贡献
。

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
,

情报网

不断完善
、

壮大
。

特别是在湘京全路通信信号研究

设计院的强大技术力量的支撑下
,

情报网刊 《铁路

通信信号土程技术》升级成为国家级刊物
,

扩大了

宣传的深度
、

广度及影响力
。

 本刊编拼部 !

嫩
铁路通信信号工程技术 Χ < =Θ! > Ε ΕΦ 年 Γ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