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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the state has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management of automatic train con-
trol systems for trains based on neural networks. In order to further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rain operation and improve the functions 
of the automatic control system for railway transport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use computer network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s a carrier 
to strengthen the improvement and improvement of the information system and increase the intelligent level of train operation control. 
Therefore, the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train automatic operation control system based on neural network and makes reasonable sug-
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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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越来越重视神经网络的列车自动运行控制系统管理工作。为了进一步提升列车的运行效率，
完善铁路运输自动控制系统的功能，必须要以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为载体，加强对信息系统的完善及改进，提高列车运行控
制的智能化水平。因此，论文主要基于神经网络的列车自动运行控制系统进行简要分析，并提出合理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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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铁路运输压力的不断增强中，列车中的自动化运行管

控系统开始突破传统的运输管理模式，以信息网络技术为载

体，实现列车运行全过程的实时控制。为了进一步的提高车速，

增加行车管理密度，必须要增强铁路运输总量，提高运列车

运行的智能化标准，实现列车运行信号的创新改革，适当调

节机车控制准则，形成新的列车运行标准模式。

2 列车自动化控制系统分析含义

在铁路的运行管理中，铁路运输自动化控制系统主要是

以保证车辆行驶安全，在一定的车速中增加行车运作的载体，

实现列车的智能化运作为目的。在传统的列车控制中，以信号

来命令列车司机进行指定操作，通过控制车内的电子化设备，

实现对列车的牵引和制动，但这种方式经常受制于列车的行驶

速度，一旦行驶速度高达 250km/h，该项操作的完成时间会缩

短，完成的概率减小，列车运行的阻碍性增大，也许会引发部

分隐患事故。[1] 自动化控制系统是应用计算机网络技术，通过

控制对象和技术准则的新设定，完成选择方案管控的优化选择，

增强列车的智能化应用技术。在城市交通轨道运输中，列车的

行驶速度不高，但间距短，对此，必须要精确地控制行车之间

的距离，保证行车安全，减少安全事故发生概率。应用智能化

信号系统可以明确列车运行条件，利用车载信息系统和页面信

息系统做出真实性的模型，在互联网信息系统中进行多种参数

的调试，为真实做好信息调配做好准备工作，实现列车的自动

化管理工作，实现列车自动化控制系统的多元创新 [2]。

3 列车的速度控制过程分析

在列车的安全运行中，为了进一步的实现自动化管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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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必须要根据列车运行的速度信息及位置等及时进行数据

记录，形成一种高效的管理模式。列车运行中的 ATP 系统可

以根据列车轴轮上的速度感应器，实时监测列车的运行速度，

了解列车运行中车轮的磨损、空撞以及打滑等现象是否会对

列车运行速度造成影响，利用加速度、位置以及其他数据记

录等进行比对校正，最终得到列车运行输入结果。ATP 系统

利用所得到的速度信息和位置信息，结合相应的线路地理条

件等形成新的 ATP 系统限速和移动授权等功能，利用控制算

法得到控制量，执行相应的控制命令，使得列车的牵和引制

动等都有专业性的系统可以测量，以此便能得到准确的信息，

增强极点配置和零起点配置，均衡二者之间的结果差异，对

所获取的信息进行输入和输出，实现最终的子目标测算，完

成基础性的参数设定 [3]。

4 自学习功能的神经网络系统分析

4.1 内涵分析

在列车运行过程中，一旦其运行环境发生变化，神经网

络控制系统就根据程序的变更运转融入新环境，形成一种整体

性的系统工作框架，将有经验的司机在驾驶列车时的速度参数

作为网络系统的输出。通过多次基础程序编码的设定，使得基

础性自带学习功能的神经网络系统可以在工作模式下将控制器

获取的列车运行参数输入网络模型中，如位置、加速度、位移

及其他相关数据输入模型中，将其作为控制命令，使模糊逻辑

算法与神经网络算法相结合，通过性能评估得到最终的评估值，

使得结果变得更加准确。除此之外，还存在一种二阶点数算法，

它是在目标函数在二次性较强的区域中的良好收敛性的体现，

在计算过程中可以采用网络连接全局的方式，对网络连接权值

赋值，建立高质量的网络运行系统 [4]。

4.2 系统结构分析

基于神经网络的系统结构主要由两层组成，即控制层和

智能协调层。前者是由 PID 调节器构成，后者为相关的专家

评估系统组成。二者皆是采用部分传感器所获取的信息将列

车的运行状态以及其他的性能指标推理而成，逐步形成一种

优化状态下的速度曲线。后者可以将传统的知识处理结果利

用储备系统将数据处理，完善传统数据结构储备系统的知识

管理库差、学习能力不足等情况，将多种列车运行处理机制

的优势集合起来，以此克服部分模糊逻辑以及网络列车自动

化系统的运行管理控制，确定车辆的状态，了解列车自我合

适的速度模式，实现 3 种神经网络算法的合理应用 [5]。

4.3 高速列车运行神经网络的应用

在列车的运行过程中，由于其涉及到多方面的关系，在

运行期间司机和机车设备的关系、列车与车站之间关系以及

前后车厢之间的关系等都可以作为参数，建立起对应的函数，

保证铁路的安全运转，高效率的完成运输管控任务，保证各

项工作的持续发生。一般来说，在列车运营中必须要根据约

束下多种条件的变量系统化目标控制问题进行分析，以动力

学作为标准，建立起对应的精确模型，实现目标约束性量化

内容，利用其正点性和舒适性优势，完善对列车速度监督控

制系统的数据，选择基于过程划分和神经网络目标优化技术

的智能控制系统，逐步对列车进行管理。借用列车的自动化

管控机制，了解高速列车运行控制系统的结构优化管理。

5 列车自动运行控制系统存在的问题

在列车的运行过程中，列车维修基地在对列车维修管理

时，利用列车组的运用管理模式来编制运行计划，使列车运

行能够满足城市区域的人员出行需求。除此之外，列车在进

行自动化运行时主要是运用实时监测系统来了解列车运行线

的情况。根据铁路运行的管控模式确定列车管理模式，利用

网络大数据的方式确立起模型，优化列车的运用计划，提升

客户的满意程度，提高铁路列车组运行的稳定性，降低铁路

列车运行成本。随着铁路技术的快速发展，铁路列车的自动

化运行管理系统的设计和应用开始借鉴其他国家先进的经验，

通过不断挖掘列车运行过程中出现的多种不利之处，将其分

为多个阶段，如运用计划编制模型组、运用模式编制算法组

等。在列车组的编制算法问题研究中，中国铁路行业的学者

深入前线了解影响机列车组效率提升的因素且从相关文献著

作中了解一知半解内容，为后续的研究提供有效的数据支持，

提升列车运行质量 [6]。

6 提升列车自动运行控制系统运行效率的举措

6.1 构建完整的列车自动运行体系

在列车的运行过程中，必须要根据实际情况来优化中国铁

路列车自动化运行管理系统，兼容各部门之间的信息传递，为

铁路运输车流优化数据配置提供准确的资料，保证车流运输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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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的精准。不仅如此，还要推进铁路运输调度信息资源的高效

整合，构建新型的运输调度体系，改进铁路运行管理上的工作

疏漏，提升工作效率，充分发挥战区协调性的作用，实现动态

监控，保证铁路运输组织效率的有效提升。在选择优质的员工

时，可以采取竞争上岗的方式激励职工，改善员工的储备管理

模式，对交接列车的行车运行记录情况，编制不同线路的网络

自动化运输方案，同时增强方案的执行力度。在此期间，想要

提升列车的行车效率，必须要制定相对应的定点线协调匹配管

理方式，在各个线路上加大机车牵引能力，提升组织运输效率。

6.2 实现列车管理的自动化管控

在列车的运行过程中，中国列车的管理技术的创新发展

需要根据铁道部的规定进行统一管理，制定好完善的列车的

自动化管控，结合中国列车的自动化管控要求，加强铁路列

车组检修的信息化的建设，建立起专业性的管理信息系统，

提升数据的运用以及收集效率。目前的管理信息内容有台账

管理，检查管理和管理模块等相关内容，利用集中化的信息

平台可以实时收集列车运行管理的信息数据内容，制定对应

的车辆管理检修计划，实时记录其中数据的变化，做到对车

辆信息的系统管理，提升列车机组的运行效率，降低车辆的

成本管理。在此期间，改善列车组运用计划，利用不同的方

式将列车的运行规策略改善，保证车辆的长期性运行管理建

设，优化列车组运用计划调整情况，提高列车组列车的运行

效率。与此同时，还需要利用不同的列车自动化管理模式将

列车进行合理化调整，了解铁路车辆的运用情况。

6.3 增强对列车进行自动化系统的应用

在列车的运行过程中，列检员可以根据既定的时间，提

前出发进行接车，及时注重观察听轮轨的振动频率，确定踏

面是否出现了剥离。在进行列检时，可以在列车的两侧用红

外线对滚动轴承进行温度测试，将高温值的滚动轴承之间的

零部件空隙降低，增强磨合度，对该车同侧的轴承温度进行

对比分析。注重同时检查转向配件状态。一旦车轮存有旧痕

的擦伤，列车的自动化控制系统可以有效的识别出来，以此

降低架构出现破损或者制动梁支柱断裂以及制动梁安全链被

磨亮等。铁路列车的运用区间是分散管理的，其管理上的灵

活性进一步增强了列车的运行管理效率，可以有效降低管理

成本，提高铁路列车运行的安全性。

7 结语

综上所述，现阶段国家越来越重视神经网络的列车自动

运行控制系统管理工作。为了进一步的提升列车的运行效率，

完善铁路运输自动控制系统的功能，必须要给予神经网络的

列车运行情况，将其自动化运行系统的设计方案完善，协调

神经网络系统模型，发挥铁路列车运行的功能管控价值，提

高最终的计算数据的精度，增强结果的信服力，实现最优化

目标，促进其可持续进步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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