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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车系统在车站作业中的位置及未来的应用�
李永胜�

朔黄铁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货运中心，中国·河北�沧州��������

摘�要

现代社会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升，铁路行业快速发展，大量的信息技术被运用于铁路车站与主干线上，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现
代化应用系统，为中国铁路的运行与发展带来极大的便利。现在车系统是一项较为完善的现代信息技术应用系统，将其应用
于铁路的车站作业中，能够有效调整作业结构，强化信息系统的功能，提高车站作业效率，增强车站作业的安全性与可靠性，
是一项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应用技术。本文阐述了现在车系统，简要分析了现在车系统在车站作业中的位置与应用优势，对
现在车系统在车站作业中应用策略进行深入探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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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在铁路领域的应用与普及，铁路运输行业逐

渐转向现代化发展，铁路运输车站作业现代化也跃上了一个新

的台阶。从管理的角度分析，现阶段各个铁路干线、车站基本

已经实现了自动化的指挥调度，但是，由于中国的铁路分布较

广、站点较多，很多中小型车站的发展水平无法与大型车展媲

美。基于此，就要结合其情况引进现在车系统进行管理，优化

车站作业的组织结构，尽快实现车站作业的自动化发展。

2�现在车系统概述�

现阶段，在铁路总公司大部分的铁路车站管理中，运用

的都是现代化系统的管理方式，但是，在一些地方铁路车站中，

仍然沿用着传统的现车管理模式，车站调度员与车号员主要

使用传统的毛玻璃板记录车号，工作效率较低、错误率较大，

且车站调度员无法有效掌控现场的全部情况，仅仅是凭借经

验对铁路的车站股道摆车情况进行记忆与计划，容易产生错

误制作出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计划，从而降低了计划的兑现率[�]。

现在车系统是一种与之完全不同理念的铁路运输应用系

统，其主要依据编制的调车作业记录调整系统中车站站场顺

序，对车组进行科学、合理的调整，保证铁路运输情况稳定，

现在车系统主要就是依靠信息技术，连接终端主机，利用微

机与网络等对铁路车站作业情况进行协调与管理，以此达到

提高工作效率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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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现在车系统在车站作业中的位置�

在铁路车站作业中，现在车系统能够有效提高其调度能

力与应急处理能力，在铁路车站作业中，现在车系统能够提

供便利条件，改变车站作业的基本作业模式，提高车站作业

的科学性，为车站作业提供有力的数据参考，既能够有效提

高铁路运输效率，提升铁路的运输能力，充分发挥铁路运输

的独特优势；还能够形成较为先进的管理平台与应用系统，

在调度指挥作业编制过程中降低人员的工作强度，提高编制

计划速度，强化计划的精准性，有效避免了作业误区，提高

了车站作业的稳定性 [�]。

现在车系统是当下铁路系统中中小型车站发展的重要工

具，其利用信息技术的高效、大容量、精准度等特点，及时

了解中小型车站的实际情况，掌握站车流情况与变化，能够

准确预期未来发展情况，提出相对应的建议与解决方案，为

车站调度与管理提供可靠的依据。现在车系统是铁路车站作

业发展的基础，其能够围绕车站作业的核心内容，对本段内

的车辆进行组织与调度，全面实行科学管理，提高了车站作

业的现代化水平。

4�现在车系统在车站作业中的应用优势

第一，具有到达确报处理功能。在车站中运用现在车系统，

能够利用其系统功能，可以有效接收确报、翻译确报、打印

确报、交付确报、完成划号与车流量数据计算，并且将确报

上传系统。相较于传统车站确报处理作业，现在车系统的处

理功能能够节省 �PL�的时间，有效提高了作业效率。

第二，在车站作业系统中引进现在车系统，能够在基本

满铁路行车车流分类路线的条件下，编制解体计划，这一环

节仅仅需要 �PL�。相较于传统模式的驼峰解体编制，其有效

节省了�PL�；系统会根据解体计划的时间，在屏幕上进行编制，

有效完善作业。

第三，传统车站作业模式下，需要作业人员手动抄写调

车作业计划，人工填写各批次调车作业的时间。引进现在车

系统之后，能够依据调车作业动态自动填写时间，有效节省

��PL�，大大提高了作业效率。此外，在核对现车作业方面，

能够利用系统技术，对车辆及其返回时间进行核对，保证车

辆信息完整、真实、准确 [�]。

第四，在车辆的到达与出发时刻，需要车号员抄录相关

信息，从而产生了一些抄录不及时、抄录错误的情况。引进

现在车系统之后，能够利用计算机终端有效输入数据，提高

看数据的时效性，保证数据准确，为车站作业提供极大的便利。

5�现在车系统在车站作业中应用策略�

5.1�调整列车时刻录入方式

引用现在车系统，就要调整列车时刻录入方式，提高列

车时刻准确性，强化车站作业效率。工作人员就可以利用现

在车系统，在计算机终端录入列车的发车时刻与预计到达时

刻，但是，若在工作紧张阶段，无可避免会产生一些情况，比如：

延迟输入、错误输入等。基于此，工作人员可以在车站内安

装采集列车信息的集中装置，引进信息读取线路，对铁路列

车的发车车次信息进行读取、分析与处理，从而实现提高列

车录入效率的目的。此外，在铁路车站作业中，还需要解决

列车车次判别的问题，这就需要工作人员结合相应的规章制

度与法律法规进行调整，在情况允许的基础上，收集采点信

息，充分利用集中装置系统，发挥其信息读取与处理的功能，

提高作业效率 [�]。

5.2�利用软件决策系统

引用现在车系统，就要灵活利用软件系统，充分发挥

现在车系统软件的功能，全面强化铁路车站作业技术。在铁

路车站作业中，编组站与区段站的作业速度与准确性，主要

受到调度日班计划表与阶段性计划编制的影响。二者的安排

与调整主要是以路局调度日班计划编制为主，各的工作人员

共同编制计划表。这种情况也直接决定了计划编制的质量与

调度工作人员专业素养有密切关联，若局调度工作人员具有

较高水平的专业素养与良好的工作能力，则能够科学编制计

划表，提高计划表的整体水平。因此，工作人员要利用现在

车系统的功能，通过计算机终端对相关信息进行收集、分析

与处理，充分发挥人机对话的应用优势，由计算机系统提出

有效的解决方法，实现车站作业的决策自动化发展。这一功

能的实现不仅仅需要利用现阶段的现在车系统，更需要研制

出决策计算机模型，因此，这一功能与发展仍存在较大的空

间 [�]。

5.3�利用自动编制功能�

引用现在车系统，就要利用自动编制功能。工作人员可

以利用现在车系统中的自动编制功能，有效提高编制计划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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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效率，适当降低人力作业压力，提高计划编制质量，加

快编制速度，从而提高车站作业的整体效率。在铁路车站作

业中，列车编组的作业计划会受到很多外界因素的影响，而

现阶段还没有一套能够完全突破障碍的计算模型。基于此，

工作人员可以利用人机对话功能，结合计算机提供的信息数

据，在屏幕上起草调车作业的计划，且在计划制作的过程中

需要不断结合相关数据，从而缩短时耗，提高作业效率。工

作人员结合草案情况，对调车时间、线路等进行评价，修订

出新的方案，不断重复修订，最终提出具有较高可行性价值

的方案 [�]。

5.4�引进多种核对系统

引用现在车系统，就要引进多种核对系统，丰富铁路车

站作业能力。

首先，工作人员可以引进车号识别装置，实现自动抄车

号的功能，取消原有的人工抄车号。现阶段，中国铁路已经

研制出这项技术，且广泛应用于各个地区的铁路车站作业中。

其次，可以引进语音识别系统。这主要是需要车号员结

合实际情况，选定列车经过的位置，在列车经过时，通过语

音报号，利用无线电语音传输装置，将车号准确的报送到工

作站，再利用计算机识别技术，将车号输入系统，完成信息

转换，将语音信息转变为文字信息，实现车号的自动记录与

修改。这一技术能够有效实现无线技术与语音技术的结合应

用，降低了车号报送出错率 [�]。

最后，可以引进便携式微机装置。工作人员利用无线传

输技术与便携式危机微机，在核对车号的过程中将错误的车

号信息发送到作业站，促使作业站能够及时核对信息，将错

误信息进行修改，缩短作业的时间，提高工作效率。此外，

工作人员还可以引进无线数字传输装置，利用数字技术，对

信息进行发送，简化作业流程，缩短作业时间，提高作业效率，

能够实现快速、远距离的传输。

5.5�构建铁路车站信息管理系统

引用现在车系统，就要构建现代化的铁路车站信息管理

系统，全面提高车站作业水平，促进车站作业现代化、集约化、

科学化发展，为中国铁路运输行业的发展做出贡献。工作人

员可以结合现在车系统与铁路的货运信息管理系统，建立一

套相对健全的车站信息管理系统，从而强化车站作业的综合

水平。现阶段，现在车系统与货运信息系统是相对独立的两

个系统，相互之间信息无法实现联网对接，工作人员可以联

合两个不同的部门，开发这两个系统的应用优势，实现系统

的交互，从而提高系统的利用率 [�]。

5.6�实现车辆的实时跟踪

引进现在车系统，就要充分发挥系统的多种功能，如：

车辆静态显示、站存车位置、车辆装载状态等功能，对车辆

进行实施跟踪，获取铁路系统车站现有车辆、进出车辆、车

辆运行状态等方面的动态信息，实施掌握车辆情况，提高铁

路运输系统对车辆的控制能力，促进车站作业的进步与发展。

此外，工作人员可以结合铁路车站的实际情况，与货运信息

管理系统结合，建立健全的车辆货运信息，对货物运输车辆

进行状态跟踪，并且实时分享运输情况与变化，提高货运信

息的核对准确性，定时对车辆及其装载货物进行归类；还要

结合这些信息，合理调整车辆作业计划，优化车站作业体系。

6�结语

总而言之，在铁路车站中引进现在车系统，能够有效提

高车站作业效率，强化车站作业的技术配套，充分开发铁路

车站作业的运行潜力。在铁路车站作业中，要想充分发挥现

在车系统的应用优势，调整列车时刻录入方式、利用软件决

策系统、利用自动编制功能、引进多种核对系统，构建铁路

车站信息管理系统，提升车站作业的整体水平，促进铁路车

站作业现代化发展，为中国铁路运输行业的进步与发展做出

一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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