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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strategic planning of the “one-hour” city circle in the country, in order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regional net-
work effect and the transportation capacity of each channel, a comprehensive regional operation and operation platform for the whole 
service chain is constru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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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国“一小时”城市圈的战略规划指导下，为充分发挥区域的网络效应和各通道的运输能力，构建一套全业务链的区域综
合运营调度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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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设目标

在中国“一小时”城市圈的战略规划指导下，为充分发

挥区域的网络效应和各通道的运输能力，构建一套全业务链

的区域综合运营调度平台。

1.1 设计资源调度层，实现区域内统筹规划

设计资源调度层，统筹考虑区域内货运、客运和施工维

修等运输生产需求，集中统一规划人、车、路等可用运力资

源状况，实现覆盖机、车、供、电、辆全业务链，支撑区域局、

站两级调度的综合性立体运输资源配置计划。

1.2 以资源配置计划为核心，实现“一元化”运营

构建以时间、地点、资源三元素为原子节点的“一元化”

计划管理平台，针对原子节点实现唯一数据、协同编制、多

方调整、逻辑联动，保证资源配置计划的一元性，同时通过

专业视图机制满足各调度工作和站段作业计划的专业需求，

达到计划编制、运营调度、站段作业以及执行控制的“一元化”

运营管理目标。

以资源配置计划为核心，结合各调度工种和站段作业需

求提供相应的专业化调度计划和作业计划视图，真正实现铁

路运输“组织型”运输模式向“规划型”运输组织模式的蜕变。

2 业务模型

将铁路运输全作业链规划为运输需求分析、运力资源保

障、资源调度、生产调度、站段作业和执行监控五层（详见图 1）；

运输需求分析层和运力资源保障层是资源调度层的有力

支撑。资源调度层从运输需求出发，通过对运力资源的统筹

规划，形成综合性运输资源配置计划。

生产调度层和站段作业层是资源调度层计划赖以实施的

执行保证。依据专业需求，对资源配置计划从不同专业维度

进行抽剥，形成针对不同工种的专业计划视图，各调度工种

和作业站段严格依据计划组织相关作业。

执行监督层是辅助生产调度和站段组织相关作业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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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具。通过技术手段将人的意图自动实施，提高生产力水平，

同时及时反馈执行进度和作业结果，帮助生产调度和资源调

度及时进行调整。

若把资源调度层比作“大脑”，那生产调度和站段作业

则为“神经网络”，执行监督则为“手”和“眼”。资源调

度层将指令通过生产调度和站段下发执行监督，执行监督根

据命令进行作业，且将执行进度反馈资源调度和生产调度。

资源调度层发展方向势必为智能化、综合化；生产调度和站

图 1 铁路运输全作业链

图 2 整体业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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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作业则向着统一化、实时化、网络化；而执行监督则向着

自动化、精细化发展。

铁总“一部一线”运输组织规划的具体体现和落实。区

域内一元化运营计划的管理模式的推行，打破调度台间、局

间、站间的计划断链，实现区域内列车运行的一个线条、一

个 ID、一份数据、一个调度指令。[2]

3 业务流程

整体业务过程对日常工作流程和调整工作流程两个维度

简要分析。调整流程，可能引发原因包括客货运量异动、在

线资源无法交付、运行秩序紊乱以及各种应急突发情况等。

日常工作流程和调整工作流程均围绕资源调度开展，资

源调度是本系统运营组织的核心层，资源调度的优劣直接决

定运营指挥效率的好坏，因此，需深入挖掘资源调度层的智

能化、自动化以及抗干扰性。

打通运力资源保障层与专业站段作业层，实现站段作业

完成、机车车辆检修完成后可用资源的及时入库；同时运力

资源保障层在考虑作业能力的情况下对资源占用、资源停用、

资源整修提出明确需求计划，保证资源最大化循环利用。

打破既有站段行车作业受行调指挥、调车作业受计划调

指挥、机车检修/ 出入段作业受机调指挥的多头指挥传统模式，

推行资源配置计划为各调度工种调度指挥、各站段组织作业

的唯一蓝图，各工种以不同维度面向同一份计划，通过组织

协调保证计划的顺利实施；

建立资源调度层和控制执行层的直接对话通道，保证

资源调度层的实时感知，控制执行层的及时受命，实现真正

意义上的计划和执行管控一体、“大脑”和“手眼”的知行

合一。

运输需求分析与专业站段实时互通，保证运输需求分析

层对实时客流、货流分析应对，及时识别异动运输需求，指

导资源调度调整；对设备故障、线路养护、日常施工提出施

工维修需求。

区域调度指挥中心与局调度指挥中心之间信息互联，保

证重点物资运输、长大干线运输以及区域间协调作业。

4 总体架构

打破专业壁垒，打通断链指挥，构建统一的资源调度平台，

规划统一的数据模型、逻辑规则、基础字典，实现综合性立

体运输计划的建模，保证各专业计划的实时推送。[3]

资源配置计划为覆盖全作业综合性计划，计划复杂度难

以想象，系统构建协同编制模块支撑资源配置计划的多用户

协同编制。

融入 CTC3.0 防错办理念，设置独立安全防控模块，与

业务逻辑分离，从作业安全和作业规范两个层面对所有作业

和命令进行第三方独立的监督检查。[1]

面向同一计划，对资源调度、生产调度、站段调度的计

划调整权限进行分级管理，实现“一部一线”模式下的分级

调度。

图 3区域综合运营调度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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