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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operation management system of urban rail transit, the train dispatching system occupies the core position. For the train oper-
ation, the dispatching system shall prepare the operation plan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monitor and adjust the train operation 
status, and ensure the safe and stable operation of the train. In order to further improve the function of urban rail transit traffic dispatch-
ing system,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raffic dispatching system of urban rail transit interconnection network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 track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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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互联互通线网行车调度系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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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系统中，行车调度系统占据核心位置。在列车运行期间，行车调度系统根据实际情况编制列车运行
计划，监视与调整列车运行状态，保障列车安全稳定运行。为进一步完善城市轨道交通行车调度系统功能作用，论文联系实际，
立足轨道双线运行背景，对城市轨道交通互联互通线网行车调度系统展开探讨，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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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稳步发展，近年来中国多个城市也

都开始建设或使用地铁。但已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地铁多是单

线路运行，各系统之间也相互独立，信息数据传输不及时，

从而导致行车调度与管理工作存有一定难度。下面联系实际，

首先就中国城市轨道交通行车调度系统建设现状（建设互联

互通线网行车调度系统意义）做简要分析。

2 城市轨道交通互联互通线网行车调度系统设

计背景

近年来，中国经济建设与城市化水平日益提高，人们生

活质量改善，对出行舒适度也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是当前城市

轨道交通行车调度系统并不能很好地满足人们的高要求。

受技术、环境等因素制约，当前中国多个城市轨道运营

线路少，资源调配难度大，并且由于缺乏这方面的技术与经

验，列车运营过程中的安全隐患也较多。经研究调查发现，

目前中国多个城市都是采用单线路运营模式，各线路之间相

互独立，互不关联相通。在这样的运行调度模式下，一些线

路故障信息无法及时分享，并且各线路之间组织调整不及时，

容易造成客流聚集、拥堵等问题。并且在单线路运营管理模

式下，如果换乘站某功能受损，那么多条线路将同时受到影

响，严重时造成城市交通瘫痪，给人们正常的出行带来严重

影响 [1]。

在此情况下，开展对城市轨道交通互联互通线网行车调

度系统的探索与研究十分有必要。依据相关理论知识与技术

经验，构建起互联互通线网行车调度系统，进一步加深各地

铁线路之间的联系与衔接，优化线路调度配置，提升线路故

障处理与应急处理能力，提高地铁线路综合运营效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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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城市轨道交通互联互通线网行车调度系统设

计要求

（1）作为城市轨道互联互通全网行车调度指挥系统的重

要构成，线网行车调度系统应当具备精准识别列车、动态追

踪列车、加载列车运行计划、办理列车运行进路、调度线路

内列车等功能 [3]。

（2）线网行车调度系统要能提供互联互通线路的统一计

划编制，并将编制计划提供给各线路使用。作为核心的调度

系统，线网行车调度系统必须能实时监视线路情况，同时也

能及时准确获得与线路相关的各项信息，如列车运行情况、

线路现场设备状态等。而要想顺利收集上述各项信息，就需

要让各线路行车调度系统与线网行车调度系统进行接口，从

而保证数据的传输与应用。

（3）在列车运行期间，线网行车调度系统要能实时监测

列车运行状态以及故障情况。如遇到列车晚点，要能收集具

体的晚点时间等信息，以便更为合理的开展列车调度工作。

在列车运行期间，线网调度系统还应实现跨线运行调整以及

故障情况下的应急处理。线路出现运行故障后，调度系统要

能及时收集故障信息并做出相应处置，保证其他线路运行不

受影响 [4]。

4 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行车调度系统设计与建设

结合上述功能要求，依据相关专业理论知识与技术经验，

确定将线网行车调度系统整体划分出以下几个部分：外部接

口、线路接口、线网计划系统与线网调度系统（见图 1）。具

体分析如下。

图 1 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行车调度系统结构图

4.1 外部接口系统

外部接口系统由对外接口软件、大屏幕接口软件这两大

部分构成。在列车运行期间，相关的列车调度计划、列车运

行状态、列车早晚点信息等都需要通过线网调度大屏幕对外

显示，而支持线网调度大屏幕正常显示的主要软件便为接口

软件。接口软件会根据线网行车调度大屏幕的特征，将全局

性系统信息进行分析与整理后传输到大屏幕系统，再通过大

屏幕向外显示。在整个调度系统中，对外接口是各线路得以

互联互通的前提条件。只有通过对外接口，各线路之间的数

据传输、信息共享功能才能实现，互联互通目标方能实现。

4.2 线路接口系统

每条线路对应一套线路接口软件，接收各条线路的站场

表示信息、列车位置信息、列车状态信息、当班基本运行图

信息、当班计划运行图及当班实际运行图等信息，并进行相

应的格式与协议转换，提供给线网应用服务器软件进行处理。

同时，将线网行车调度子系统的相关信息，进行反向协议转

换后，传递给各线路行车调度系统（见图 2）。

图 2 互联互通规范的通信接口示意图

4.3 线网计划系统

在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期间，全网的运行计划均由线网计

划系统负责编制，全面保证全网各线路运行计划的协调性、

合理性，从而为互联互通跨线运行组织打好基础。在城市轨

道交通线网计划系统中，线网计划数据管理模块与线网计划

编制软件应当是保障该系统各项功能实现的重要基础 [5]。

线网计划编制软件在平时负责所有线路列车运行计划编

制工作。包括节假日列车运行计划、平常运行计划等。各项

运行计划都要基于地铁线以往客流量基础上进行编制，从而

保证列车运行计划的科学性、合理性。在全网列车运行都实

现统一计划、统一编制的情况下，各线路的运行时间点将紧

密衔接起来，线路得以不间断平稳运行，因此也就避免了人

流聚集、地铁站拥堵等情况的发生。线网计划数据管理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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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搜集线路相关信息，如客流量、列车数等，为运行计

划的编制提供参考。除负责平日的数据收集外，该模块也会

被应用于数据存储与管理。在线网计划数据管理模块的统一

存储与管理下，线网计划系统与线网调度系统之间将能实现

数据交互。

4.4 线网调度系统

在城市轨道交通互联互通线网行车调度系统中，调度子

系统主要负责监视全网列车运行状态，收集列车运行信息，

以便及时发现列车运行隐患并发布预警信息。在当前的技术

手段下，城市轨道交通互联互通线网调度系统将由以下软件

以及模块构成：调度数据管理模块、调度命令模块、站场监

控软件、在线运行图软件以及应用服务软件等。将上述各具

功能的软件与模块进行有机组合与协调后，线网调度系统方

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实现对线路的动态化监视。

在调度系统中，在线运行图软件主要是从各条线路中

获取当前班次的基本、计划以及实际运行图，根据各运行

图对线路列车情况进行监视，避免列车出现早点、晚点情

况。在列车运行过程中，如果实际运行状态严重偏离运行计

划，将会导致各点列车无法衔接。当调度系统监测到以上情

况后，就会自动进行提示警告，促进列车尽快恢复正常运行

状态。站场监控模块主要负责收集、分析列车运行信息，包

括列车运行状态、列车所处位置等，站在宏观角度对全网道

岔、信号机以及进路状态进行监测，方便管理人员掌握线路 

状态。

4.5 信息总线

在城市轨道交通互联互通线网行车调度系统中，信息总

线属于一种信息通道，主要是为各子系统软件相互交换信息

提供统一的传输服务。在列车运行期间，各子系统软件收集

到列车运行信息后，通过信息总线这一通道完成交换与传输，

从而为线网调度、线网计划打好基础。

5 结语

综上所述，作为城市轨道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互联互

通线网行车调度系统在地铁运行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

当前社会背景下，各地相关部门应高度重视对轨道交通互联

互通线网行车调度系统的研究与建设，严格按照国家与行业

要求，根据城市实际交通情况采取有效措施优化设计，为列

车的安全稳定运行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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