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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限界综合管理信息系统设计

Design of Rail road—Cl earance Integrated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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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选用Oracle、Mysql作为后台数据库。Window2000 Sever作为操作系统平台，Tomcat作为web应用服

务，采用Client／Server和Browse／Server相结合的体系结构，以Delphi、Java和VC++面向对象语言设计铁路

限界综合管理信息系统。系统根据业务分工不同分别设计有限界检测管理子系统、限界综合管理子系统、超

限运输管理子系统、参数维护管理子系统，采用统一的数据结构。对铁路限界数据进行科学、准确、动态和实时

管理。实现铁路限界管理工作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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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Railroad—Clearance Integrated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is designed by

using Oracle and Mysql as database，Window2000 Sever as OS layer。Tomcat as Web

Application Service，the combination of Client／Server and Browse／Server，Delphi，Java and VC

++as languages．According to devision of operation，it composes of clearance—inspection

management subsystem， clearance integrated management SUbsystem， overrunning

transportatlon management subsystem and maIntance management subsystem． It satisfies not

only management model of railways bureau but also management model of joint venture，and

improves the qualify and efficiency of railroad clearanc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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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铁路建筑接近限界管理是确保铁路超限货

物安全运输的前提和保障。近年来，随着技改扩能改

造工程的不断深入，铁路建筑限界发生了较大变化，

如果不及时准确掌握变化情况，将会给行车安全带

来重大隐患。铁路建筑限界管理是一项长期而又涉

及铁路车、机、工、电、辆、房建、通信、运输多业务部

门的复杂工作。目前一些铁路业务部门仍依靠Excel

表格对静态限界数据进行管理，并且限界数据不能

有效地应用到超限货物运输工作中。

针对上述这些问题，我们设计开发铁路限界综

合管理信息系统，采用统一的数据结构，对限界数据

进行科学、准确、动态、实时管理，实现铁路限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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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信息化，进而为超限货物安全运输提供辅助决

策支持。

l 系统设计目标

系统的设计目标是：(1)定义描述限界轮廓的数

据结构，支持多种限界测量手段的数据录入方法，对

于曲线数据自动折减计算；(2)数据综合处理，生成

单个设备、线路、区段、区间最小综合限界；(3)实现

对大于区段、区间综合最小建筑限界又不足一定尺

寸的限界设备统计，确定第二、三控制点；(4)采用输

入侧高方式描述并计算货物装载限界；(5)采用

Dijkstar算法计算超限货物运输最短径路，通过建筑

限界与货物装载限界比较来调整径路，最终确定运

输方案，生成运输电报；(6)对线路、区段、区间、车

站、建限标准、车辆限界标准进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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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系统设计方法

+选用Oracle、Mysql作为后台数据库，

Window2000 Sever作为操作系统平台，Tomcat作

为Web应用服务，采用Client／Server和Browse／

Server摆缝仑酶体系结构，C／S隽主，B／S为辕，使

用Delphi、Java和VC++诞海对象语言歼发铁路限

界综合管理信息系统。根据业务分工不同分别设计

限界检测管理子系统、限界综合管理子系统、超限运

输管理子系统、参数维护管理子系统，既满足铁路局

管理模式也瀵足合资公司管理模式。

2．1统一数据结构

建筑限界的轮廓描述W以采用矢量和离散点等

方法进行。本系统采用离散点的方式描述建筑限界，

根据铁道部《关于藤强限赛管理全嚣检测铁路建筑

限界的通翔》(铁运函[2001]277号)文件要求，距轨

面高度O～6600mm范围定义25个高程信息。在实

际应用中，考虑到车、机、m、‘电、辆、房建、通信等业

务部门的设备分布情况，在保聱铁道部规定的25个

高程基确上，距辘鑫高度0～8000mm藏匿每隔

100mm定义1个高程信息，同时在标准建筑限界的

突变点处也定义高程信息，总计定义了83个高程信

息，实现了数据结构统一。这样既能满足铁道部的格

式要求，又熊瀵是各盟务部髓静实舔嚣要，同时还方

便后期数据处理。

2．2超限运输径路计算

2．2．1 最缎径路

一般臻予路径最短求解的经典算法蠢Dijkstra

算法‘¨、Floyd算法嘲和窟发式算法。根据铁路路网

的复杂情况，系统采用Dijkstra算法实现最短路径

计算，其基本原理是：每次掰扩展一个躐离最短的

点，更新与其相邻的点的距离。当所有边权都为正

时，壶手不会存在一个距离更短酶没扩展邋的点，医

而保证了算法的正确性。

车站、线路、区段、区间等路网信息基平《铁路货

物运价里稷袭》和《全国铁路货运营业站承意图》定

义，逶过预处理生成头结点信息vertex．dic秘表结

点信息weight．dic两个数据文件，其中vertex．dic

文件定义了顶点信息，weight．dic文件定义了边信

息，文件说明如图1所示。

麸“全掇铁路货运营业站示意图”分攒，铁路路

嘲属大型稀疏网络，穰鼹邻接矩阵存储，数据冗余度

过大。邻接袋是一种常用且对稀疏图非常有效的存

储结构，并凰邻接表的最差运行时间复杂度比邻接

矩阵要低一阶。综合比较后我们采用邻接表作为存

储结构。

Vertex．dic文件内容：
1．序号

2．车站TMIS码

3．车站电报码

4．车站所属鼹尚代鹞
5。辜站襄髂

6。车臻接繁辩橼恚

7．分界日标京
8．车站折返段起点标志

9．折返段终点Tims码
1 0．折返段终点顶点序号
11。折返段攥程
1 2。车戆旁}瓣线籍穰表

图1 vertex．dic，weight．dic文件结构

根据铁路路网情况，共定义500余个头缩点信

息，900余个表结点信息，并将计算模块设计为动态

链接库(。did形式，一次径照计算的蒌重闻小子lOs。

2．2．2 指定经街

指定经由最短径路，可以调用最短径路算法分

段计算发站、经由车站、到站之间的最短路径，经过

合成处理就可以得到发、到站_乏闻指定经由的最短

经路。

2．2．3调整径路

根据最短径路经由的区段信息检索相关区段综

合限界数据库，将货物装载限界和各区段综合建筑

限赛穗醚裹程德之阂酶数据进行毙较，通过跑较确

定各区段建筑限界是否满足越限货物通过。对于不

能满足的区段，罗列出控制设备信息，分析原因，通

过指定经由的方式，或通过直接修改区段的方式调

熬径路，最终确定超限货物的安全通行径路。

，3 系统的主要结构与功能

3．1 系统的主灏结构

系统总体结构如图2所示。

3．2系统的主鬟功能

3．2．1 限界检测和综合管理予系统

限界检测和综合管理子系统的主要功能是：(1)

设计丈量法、角絮法等多种数据录入方法，同时设计

摄影法(兰州弱隧检辜)秘摄像浚(沈阳羯遂检举)翡

数据接口。(2)限界数据综合娥理，分别生成单个桥

梁、隧道、其它设备、线路桥隧、区段桥隧、区间桥隧、

线路其它、区段其它、区间其它、任意区间桥隧、任意

迸闻其它、任意送段桥隧、任意嚣段其它最小综仑最

小建筑限赛。<3)实现限晃数掇的查诲、统计、打露。

(4)实现对大予区段、区间最小综合限界有不足

150ram的限界设备进行统计，其中150ram参数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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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动态调整，并按从小到大的顺序排序，确定第二、

三控制点。(5)实现数据上报、数据备份、恢复，确保

数据的完整性。

铁路限界

综合管理
信息系统

限界检测
管理予系统

限界综合
管理子系统

超限运输
管理子系统

参数维护
管理子系统

检测数据录入

图2系统总体结构

3．2．2超限运输管理子系统

超限运输管理子系统的主要功能是：(1)选择车

型，输入货物侧宽，计算货物装载限界，自动判定超

限等级。(2)采用Dijkstar算法计算超限货物运输最

短径路，通过建筑限界与货物装载限界比较，指出影

响安全运输的设备位置，调整并确定超限车的通行

径路。(3)对于能够安全运输，确定通行径路的方案，

自动生成运输电报．提供对运输电报的修改功能。

3．2．3 参数维护管理子系统

参数维护管理子系统的主要功能是：(1)实现车

站、线路、区段、区间的划分，并设计维护界面。(2)实

现建筑限界标准，车辆限界标准的维护。(3)实现参

数文件的备份恢复、导入导出功能。

4 结束语

铁路限界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已经投入应用，其

应用改变了传统的手工作业模式，提高了限界管理

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以南宁铁路局为例，检测的桥梁

和隧道342座(处)，检定断面约15000幅，检测点约

150万个，如果手工进行计算和图表绘制需要342

工日，采用本系统仅需要7工13即可以完成，提高工

作效率40倍以上。

铁路限界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将限界数据管理与

超限货物运输紧密结合，通过限界比较最终确定超

限货物通行径路，为超限货物运输提供辅助决策支

持。铁路限界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先后在南宁、成都、

北京、太原、广州、上海、济南等铁路局推广应用，共

有500余个生产部门的相关技术人员参加培训，产

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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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束语

本文根据面向服务的体系结构SOA的基本原

理和应用，设计开发一种基于SOA框架的城市建筑

排污系统。该系统采用．NET Framework的三层架

构模型，即包含数据层、业务层和展现层。其中数据

层的功能主要是完成对数据的处理，业务层的功能

主要是对业务逻辑的屏蔽，展现层的功能主要是设

计成一个利于用户使用、比较简洁便利的用户界面。

作为对SOA技术的应用与开发的一次有益尝试，该

系统已经在南宁市投入运行测试，系统各个功能模

块都能正常运行，达到了预期的设计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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