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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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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调度生产数据一般性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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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铁路系统中，调度生产部门是很多数据的创造者，也是生产数据的收集者，在数据使用方面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在国铁
集团调度指挥中心的统筹下，生产数据在局集团公司级调度部门间已经开始有序的分析应用，论文旨在探讨以局集团公司
为单位的前提下，调度生产部门对自身掌握的生产数据如何进一步加以应用。文中分析了调度部门的数据分析现状，针对
存在问题，阐述从数据即时互通、数据分析考核、调度生产大数据共享三个方面来进行调度生产数据一般性应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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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数据时代下数据已经成为重要的生产因素，数据的掌

握者可以引领未来。调度生产部门是铁路局集团公司的调度

指挥中心，同时也是一级生产单位，主要工作是按照生产计

划组织各部门、各单位完成生产任务，还有一项重要工作是

负责收集每日的生产数据形成生产数据报表。可以说，调度

生产部门既是很多数据的创造者，也是全面数据的收集者，

掌握的生产数据优势特点是具有及时性、多样性、真实性，

劣势特点是具有原始性、繁杂性。这就说明调度生产部门在

数据分析使用上既获得了优渥的条件，又面临着较大的挑战。

2 调度部门数据分析现状

2.1 统计报表

从工作范畴上讲，数据分析工作应纳入统计工作。铁

路统计工作是铁路运输生产和经营管理的重要基础性工作，

统计结果直接为日常运输生产指挥、企业经营管理和宏观决

策提供依据，为此国铁集团制定了统计管理办法，并细化了

多专业的统计规则，各种数据工作均在规则规定范围内开

展。当前数据分析工作中，按数据用途分，暂将其分为两种，

一种为统计规则规定的制式报表，一种为临时性的需求报

表。随着科技的日渐进步，铁路统计技术取得了较大发展，

制式报表的形成逐步实现了科技化、自动化、规范化，人为

因素在其中占比越来越少，而需求报表因其临时性的特点以

及没有固定要求，生成过程中可能受准备时间、业务技能、

人员关系等因素影响，存在一定缺陷，结果是造成数据没有

得到有效利用。

2.2 断点数据处理

铁路调度管理的特点是分段管理，一个调度岗位管辖

一个固定区段，这种模式对数据连续性造成了一定的破坏影

响，在工作中就经常需要增加其他方法来处理，而这些处

理方法一旦增加过多对人的依赖，则会不利于数据的分析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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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比如，两个非相邻计划调度管辖区段，信息互通主要依

靠两名调度员自发进行沟通，由于只有制度方面的保障要求

而缺少数据技术方面的保障，如果某个区段发生了影响生产

的问题，可能造成无法及时甚至不能传递到相关的调度台，

从而造成对调度生产的直接影响 [1]。

2.3 数据分析考核

在对调度作业人员的分析考核工作中，生产数据有很

重要的作用，而事实上很多调度生产部门都是根据实际的生

产数据对调度员进行奖优罚劣，其中的关键核心部分就是对

调度员工作量的核定。统计规则中规定了很多运输效率统计

指标，如列车公里、旅行速度、工作量、周转时间等。这些

指标是对运输生产整体效率进行衡量的指标，用在某专业调

度或某调度员身上则又存在很多变化，因为不同工种的职责

不同，测算工作量与工作效率的方式也不同。日常工作中经

常会存在由于分析指标单一，比如单一使用列车列数或运用

机车数对列调或机调进行分析评价，同样的运输组织生产效

率结果，在对不同工种调度工作效率数据分析时变成相反的

结果。

2.4 多专业数据互通

铁路是一个多专业、多工种的大集体，对应的铁路调

度生产部门也是一个多工种调度组成的大集体，有计划调度

和列车调度组成的行车调度，也有机车、工务、电务、车

辆、供电等组成的设备管理专业调度，共同形成以行车调度

为主，其它专业调度为辅的调度生产格局。多专业调度协同

作业为实现调度生产大数据提供了保障，但也为有效利用大

数据提出了新的挑战。调度生产部门当前的数据共享模式是

以共享行车相关数据为主，将行车需求整合到行车调度并由

行车调度行使管理权限，优点是集中统一指挥，缺点是主观

性较强，存在对事件分级处理时按照个人意愿安排，可能造

成重要工作的遗漏或未及时落实。在多专业协调方面起步较

晚，相关的多专业数据共享配套工程还不完善，跨专业调取

数据的绿色通道还未形成 [2]。

3 调度生产数据一般性应用

3.1 实现数据及时互通

“一个表”

为解决数据统计报表中存在的一些临时性需求报表统

计方法粗放的问题，特提出“一个表”理念，使用制式报表

极限化的办法，将所有产生的数据都进行格式化管理，将“万

数”归“一表”，再由“一表”化“万表”，达到由简入繁

再化繁为简的过程。具体实施过程为：

①按岗位划分数据范围。对每一个岗位可能产生的数

据的进行分析统计，列出名目如开行对数、现在车数、装车

数、卸车数、检修车数、机车运用、检修台数等，形成每个

调度台需填报的数据范围表。

②按类型确定填表时间。根据统计管理要求及归纳临

时性需求报表特点，对每个数据什么时间填写进行确定，例

如当前实施的 15点填写预计数，18点填写实际数等要求，

或者一些数据需要实时填写。

③按结构设定数据关联。原则上一线生产岗位只输入

最低一级数据，即不需要与关联数据进行运算的数据，主要

为了实现发生即填写的目的。将数据实行多级分布，设定好

内在关联，确保发生问题只需在源头上查找。

④按需求提取各类数据。由于对每个岗位实施了数据

过程控制的前提，每个生产岗位产生的数据都进行了统计分

析，因此最终可以达到按需制定报表的目标。

“一张图”

为弥补调度分段管辖可能存在的断点数据共享不畅情

况，特提出“一张图”数据共享理念。总体思路是连通集团

公司管内调度台分界口断点数据，形成一张包含所有运营线

路的“大”运行图。这“一张图”可以包含以下内容：

①影响正常行车的信息及影响情况。

②局间分界口接车交车不畅信息及影响装车的到达站

信息。

③相邻调度台分界口列车开行不一致信息。

这些数据可以使用定向发送的方式通知到相关调度台，

通过制度要求和“技防”手段，实现全局性的特定数据共享，

有效减少信息不通和计划制定不细等方面的问题。

3.2 科学化的数据分析考核

分析考核工作是调度生产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分

析考核结果是衡量一个调度作业人员、调度管理科室以及调

度生产单位的重要数据，所以如何制定科学化的分析考核办

法显得尤为重要。在过去的分析考核中，由于分析数据大多

停留在开行列数、摘挂车数、机车运用台数等基础数据上，

对天气影响、设备故障等数据未纳入分析，数据分析科学化

工作还不尽如人意。为了实现调度分析考核精细化，在此提

出计算综合影响系数的理念。以下为建模说明：

天气影响系数

当天气达到恶劣天气对行车造成影响时，根据情况设

定天气影响系数，文中天气影响系数设定为 a。

设备故障影响系数

当发生设备故障影响行车时，根据影响情况设定设备

故障影响系数，文中设备故障影响系数设定为 b=影响列数 /

计划列数。

机车超额使用影响系数

根据生产任务按开行列数标定机车运用台数（根据不

同区段实际区别设置），根据实际使用台数与标定台数的关

系，确定机车超额使用影响系数，文中机车超额使用影响系

数设定为 c=（实际使用台数－标定台数）/标定台数。

未完成计划影响系数

根据实际任务完成情况设置未完成计划影响系数，文

中未完成计划影响系数设定为 d=（计划列数－实际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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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列数。

一票否决影响系数

文中设定一票否决影响系数为 e，使用 0和 1两个值，

出现一票否决因素时，设定为 0，否则为 1。

实际成绩建模公式（初始一百分）

列车调度实际成绩 i=e× ×100。

机车调度实际成绩 ×（ ×100）。

例：某日第一班某分界口计划交出 35列，实际交出 34

列，天气晴（a=0），设备故障影响 2列，机车标定台数 40

台，实际使用 42台，未发生一票否决问题（e=1）。

列车调度实际成绩 i=97.9。

机车调度实际成绩 j=90.1。

以上是以综合各项影响系数为目的的建模构想，实际

运用过程中要面临很多复杂因素，需要逐步完善以求达到科

学化的要求。

3.3 共享调度生产大数据

由于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传统的以行车调度为主的数

据收集模式造成行车调度需要掌握大量的多专业信息和知

识，当这些非行车专业信息达到饱和时，对行车调度的思维

和运用都会产生不确定性的影响。调度生产多专业特点为建

立生产数据库创造了基本条件，传统的以行车调度为主的数

据共享模式可以考虑向多专业多极化数据共享模式转变。

反向共享

正向共享是将各专业的行车组织需求汇总到行车调度，

由行车调度统一安排。反向共享则是将安排好的计划及行车

空闲时间共享到各专业调度，各专业调度盯控本专业事项

落实情况以及可以根据行车空闲时间提出更多的行车组织

需要。

互补共享

互补共享是由于轮轨关系或弓网关系等涉及多专业设

备出现问题，短时间无法确定责任时的一种数据共享需求。

由于现代化科技的发展，各专业都有自己的设备检测系统收

集信息，每一个专业的检测数据都是故障处置的重要数据，

打通共享这些数据的绿色通道，对调度生产工作有很大的促

进作用 [3]。

4 结语

数据应用工作是在漫无边际的数据大海中抓取自己需

要的有用数据，通过分析归纳总结达到辅助生产工作的目

的。数据应用对数据的要求是全面、准确、可提取，这也是

数据分析的重要基础。我们在调度生产工作中，能实现对数

据生成的过程卡控，再通过综合分析等手段，把数据应用到

统计报表、信息互通、分析反馈、大数据共享等各个方面，

通过不断完善数据分析方法，数据应用会给我们的工作带来

更好的工作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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