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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论文)任务书 

任务及要求：  

1.设计（论文）内容和要求（包括设计或论文内容、主要指标与技术参数，

并根据课题性质对学生提出具体要求）  

（宋体、小四） 

一、  设计站场要求： 

计算机联锁类型采用 JD-I 型  

1、区间半自动闭塞； 

2、区间运行速度不超 120km/h ； 

3、股道有效长度 850m 以上； 

4、正线通过超限列车； 

5、连接曲线半径 R为 400m； 

6、道岔辙岔号采用 9、12 号； 

7、规模 3~4 条列车到发线小站计算机联锁工程； 

8、转辙机采用 ZD6-D 四线制单机牵引； 

9、不考虑站内电码化设计。 

10、线别：上行沈阳方面；下行吉林方面。 

二、 室外设备设计 

2.1 绘制站场平面图 

2.1.1 确定道岔和信号机坐标； 

2.1.2 确定警冲标位置； 

2.1.3 道岔编号、信号机编号； 

2.1.4 划分轨道区段、轨道区段命名；； 

2.1.5 绘出道岔类型表 

2.1.6 绘出股道有效长度表并计算出股道有效长； 

2.2   按站场平面图编制联锁表 

2.2.1 确定进路方向； 

2.2.2 编写进路号码； 

2.2.3 填写进路名称； 

2.2.4 确定排列进路按压按钮； 

2.2.5 填写进路方向道岔名称及位置； 

2.2.6 确定开放信号机名称及显示； 

2.2.7 确定进路经由道岔、带动道岔、防护道岔编号及位置； 

2.2.8 确定敌对信号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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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 确定检查空闲区段名称； 

2.2.10 确定迎面进路名称； 

 

三、 室内设备设计 

3.1组合排列表设计 

3.2进站信号机点灯驱动与采集继电接口电路设计 

3.3出站信号机点灯驱动与采集继电接口电路设计 

3.4调车信号机点灯驱动与采集继电接口电路设计 

3.5道岔驱动与采集继电接口电路设计 

 

3.6轨道区段采集继电接口电路设计 

3.7半自动闭塞驱动与采集继电接口电路设计 

3.8接口架配线图设计 

2.原始依据（包括设计或论文的工作基础、研究条件、应用环境、工作目的

等） 

（宋体、小四） 

《铁路信号施工与设计》 

第一章、第 3 节  车站平面布置图设计 

第 4 节  电缆经路图及双线轨道电路图设计 

第三章、第 1 节  计算机联锁工程设计综述 

第 2 节  室内设备布置 

第 3 节  电路图设计 

第 4 节  配线表设计 

 

《铁路信号基础》第二章、第五节  信号机的设置 

第三章、第一节 轨道电路概述 

第四章、第一节 转辙机概述 

第六章、第一节 联锁表的编制部分 

《车站信号自动控制》 

第二篇  计算机联锁 

《漫画通信信号》第八单元、铁路红绿灯的学问  

                第十单元、列车进站要听安排 

3.参考文献 

（宋体、小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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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信号施工与设计》  阮镇铎主编   2009 年 

《铁路信号基础》      林瑜筠  主编   2009 年 

《车站信号自动控制》  王永信  主编   2008 年 

《漫画通信信号》      陆嘉森  主编   2009 年 

 《铁道信号基础》       郭进   主编   2011 年 

《车站信号控制系统》  赵志熙  主编   2005 年 

指导教师签字：               

 

教研室主任签字：              

      

 

2011 年 09 月 10 日          



                                              . 

. 

 

 

开 题 报 告 

题  目：千书站计算机联锁工程设计 

报告人：                                   

一、文献综述 

二、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三、研究方案： 

本毕业设计主要研究的内容是：计算机联锁的优势、计算机联锁室内

外设备设计、计算机联锁系统结构、JD-IA行计算机联锁系统、计算机联锁

的进路控制和冗余结构。 

主要通过学习理论知识，结合老师和网络资源的知识共享，演练场是

实习，认识到计算机联锁在铁路领域的重要性，对其整体结构和原理要重

点认知。 

 

 

 

 

 

 

四、进度计划： 

2011 年 10 月 1 日-15 日分析论文选题，查阅资料，学习毕业论文的

相关知识和注意事项，做好毕业设计的前期准备工作，并撰写开题报告。 

2011 年 10 月 16 日-31 日绘制信号站场平面布置图和站场信号设备的

基本情况了解。 

2011 年 11 月 1日-30 日完成联锁表编制，计算机联锁组合排列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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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站、出站兼调车信号机驱动与采集电路的设

计，调车信号机、道岔驱动与采集电路设计，

轨道电路驱动与采集电路设计及相关说明 

2011 年 12 月 1 日-10 对论文资料的统一整理并修改论文，找老师初审

并提出意见。 

五、指导教师意见：  题目紧扣专业所学知识，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

计划书写内容全面，完整，能较详细的说明问题，进度计划切实可行。审

查合格，同意开题。 

 

 

 

 

 

        指导教师：      

2011 年 10 月 0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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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期 报 告 

题目：千书站计算机联锁工程设计 

报告人：  

一、总体设计 

从毕业设计开始到现在，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指导教师的指导，我从自

己动手到动脑的过程中获得了许多知识，毕业设计进展顺利，对整个计算

机联锁工程设计有了更深的认识，自己进行站场设、内部驱动与采集电路

设计等，而且对计算机联锁设备的维护有了进一步的掌握，以下是毕业设

计进展情况： 

二、框架（框图） 

毕业论文主要内容包括：摘要、英文摘要、主要内容和参考文献等。

其主要内容为：计算机联锁发展的概况、计算机联锁的优势、计算机联锁

控制系统的技术基础及原理、计算机联锁控制系统故障—安全保障技术、

JD-IA型计算机连锁系统、计算机联锁设计的说明，其中简单计算机联锁工

程设计框图如下： 

 

 

 

 

 

 

 

 

 

 

 

 

 

 

设计任务书

车站信号平面布置图

组合选用确定

信号采集驱动电路图

道岔采集驱动电路图

轨道采集电路图

接口架配线图

组合排列图

绘制联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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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进展情况 

已经完成分析论文选题，学习了相关的毕业设计的知识，做好前期准

备工作，并撰写了开题报告； 

已经完成划分任务，进行论述，并和指导老师商讨设计方案并通过； 

已经完成中文摘要、英文摘要和绪论、计算机联锁的发展、计算机联

锁的优势的论述。 

四、指导教师意见 

论文按照进度计划进行，经过一段时间的实习与学习，该生能够紧扣

专业所学知识，确定的整体思路符合任务书的要求，框架结构合理，可以

进行论文的撰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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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 验 收 

一  
2011 年 12 月 10 日 

二、完成质量 

论文基本上符合要求，结构完整，层次清楚。能运用所学专业理论知

识结合铁路企业特点完成论文，具有一定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该

生论文反映出的该生基础知识扎实；独立工作能力和动手能力强；毕业设

计期间思想、行为、纪律等方面的表现良好；论文论述正确，条理清晰；

图纸规范，论文条理性好、语言准确、书写规范、图表符合论文及国家标

准。 

三、存在问题 

联锁表的编制中敌对进路应该分清。 

四、结论 

 

 

 

 

   指导教师：   

2011 年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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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机联锁的概述 

术以及“故障—安全”技术实现铁路车站联锁要求的实时控制系统。在我国

20 世纪 80 年代，铁道科学研究院、通信信号总公司研究设计院、北方交通

大学等单位相继展开了计算机联锁控制系统的研发工作。1984 年通信信号

总公司研究设计院研制生产出了国内第一个车站计算机联锁控制系统，并

成功应用于地方铁路，填补了我国计算机连锁控制系统的空白。 

第一节 计算机联锁系统的结构 

   计算机联锁系统的硬件部分可分为人机会话层（也可称人机对话层）、

联锁层和监控层，相应的由人机会话计算机、联锁计算机和控制器来承担

各层的任务。 

人机会话计算机接收来自操作台的操作输入，判明能否构成有效的操

作命令，并转成约定的格式，输送给联锁计算机。另外接收来自联锁计算

机的表示信息，将它们转换成显示器或控制台能够接受的格式。 

联锁计算机接收来自人机会话计算机的操作命令以及室外监控对象的

状态信息，进行联锁逻辑运算，包括选择进路、检查进路空闲、锁闭敌对

进路等，然后发出控制道岔转换和开放信号的命令。 

控制器用来实现控制对象与室内联锁计算机之间的联系。它接收来自

联锁计算机的控制码，经过变换形成控制命令以驱动相应的控制电路；它

又接收监控对象的状态信息，经过编码再传送到联锁计算机。 

与硬件系统对应，计算机联锁的软件分为人机会话处理、联锁逻辑处

理、执行表示三个软件包。至于室外设备，计算机联锁保留了电气集中所

采用的现场设备。 

 

第二节 计算机联锁的进路控制 

     计算机是执行程序来工作的。要让计算机控制车站的联锁，即对进路

进行控制，必须制定一个完整程序，以便计算机按部就班的执行。计算机

联锁程序所处理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但其核心部分是进路控制。计算机联

锁的控制程序严格规定了联锁的执行步骤和条件，保证了系统工作的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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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各种联锁条件是否具备。其实计算机联锁所要执行的联锁程序原则上同

继电联锁是一样的，但比带有许多机械点的继电器电路要快的多，而且是

无声无息地进行完毕。 

计算机联锁进路控制程序框图 

 

 

 

 有备无患的冗余结构 

计算机联锁系统采用冗余结构的实质在于用增加相同性能的模块来换

取系统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冗余技术的发展，最早出现的计算机联锁曾采

用单机机构，其可靠性和安全性远远不能满足车站联锁的严格要求。于是，

改为双机热备结构，并由一个 CPU执行两套功能相同而编码各异以及诊断

程序，来提高计算机联锁的可靠性和安全性。目前，我国大部分计算机联

锁是双机热备系统。但是，双机热备系统存在着双机切换的问题，切换失

败将产生危险后果。与此同时，开发了采用屏蔽比冗余技术三取二系统，3

个 CPU运算结果两两进行比较，产生危险输出的可能性很小。但是，存在

着不能停机检修的问题。 

近几年，又推出了二乘二取二系统，有两个 CPU构成一个子系统（干线的

技术改造都优先考虑采用二乘二取二系统）。主机执行任务，另外两个 CPU
处于热备状态（备机），这就大大提高了计算机联锁的可靠性和安全性，而

且方便维修。 

（1）系统的可靠性冗余结构 

计算机联锁系统的可靠性冗余结构，就是指为了使系统的可靠性指标

达到或者超过目标值而采取的冗余结构。系统的可靠性冗余结构往往采用

双机热备二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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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1 双机热备冗余结构 1 

双机热备系统由两台计算机组成，其中一个（模块 A）执行联锁，作为主

机；另一个（模块 B）虽然也带电工作，但只作为热备（即开机运行状态下

备用），它也进行联锁运算，却无控制输出，备而不用。这种系统是靠单机

自我测试和监督，不够安全，而且存在双机切换的问题，切换失败将产生

危险后果，在国外不再发展，我国暂准在单线、支线、非提速区段使用。 

（2）系统的安全冗余结构 

计算机联锁系统的安全性冗余结构就是指为了使系统的安全性指标达

到或超过目标值而采取的冗余结构。系统的安全性冗余结构往往采用双机

同时工作并彼此间进行频繁比较的二取二二重结构。 

其基本结构如图所示： 

 

检测 

模块 A 

模块 B 

检测 

比 较 
 

单 元 

输入 
输出 

检测 

模块 A 

模块 B 

检测 

切 换 
 

单 元 

输入 
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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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2 双机热备冗余结构 2 

（3）计算机冗余结构的应用 

    计算机联锁系统既要求有比较高的可靠性指标，有要求有比较高

的安全性能指标。因此计算机联锁系统的可靠性与安全性的系统结构需要

结 合 ， 即 1 ） 二 乘 二 取 二 系 统 。

 
                  1.3二乘二取二系统图 

这种系统由 4 台计算机系统，两两一对，组成两个子系统 I和 II，每个

子系统中有同样的两台计算机 A 和 B，执行联锁任务。其中一个子系统作

为主机，负责输出控制命令；另一个子系统处于热备状态。子系统中两个

计算机各执行一套编码相同的程序，然后对它们的运算结果进行比较，如

果一致就输出；如果不一致就认为其中有一个计算机出了故障，立刻停止

该子系统的输出，切换到另一个子系统输出。此系统中每一个子系统类似

于双机热备制式中的一个单机，可称是双份的双机热备，虽说多用用了两

台计算机，但保险系数也加大了，更加安全可靠。 

2）三取二系统 

这种系统用三台计算机组成联锁机构，各台计算机中执行同样的联锁

软件，输出时运用多数表决器判断，少数服从多数，只要任何两台计算机

运算结果一致（包括三台均一致），则认为联锁机构工作正常。如果有一台

计算机发生故障，其运算结果在表决器中就被屏蔽掉了，不会将其错误结

果输出。如果三台计算机中两台同时发生故障，则必须满足“故障—安全”

的要求，不允许输出导向危险的结果。 

另外，各计算机之间采用了两个并行的传输网进行通信，即双网通信。

如果其中一个传输网中断或者发生故障，另一个传输网仍能保证系统正常

工 作 ， 提 高 了 系 统 的 可 靠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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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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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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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三取二系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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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JD—IA型计算机联锁系统 

第一节 JD—IA型计算机系统的体系结构 

 

JD-ⅠA 型计算机联锁系统包括人机对话层（也称操作表示层）、联锁

运算层和执行层。人机对话层与联锁运算层之间采用双通信网通信。联锁

运算层和执行层之间采用外部控制总线实现与计算机总线的分离。电务维

修机通过电务维修网与操作表示机相连，电务维修网一般采用交换式以太

网。 

联锁机通过两套故障安全型动态采集电路采集组合架有关继电器接点

的状态，通过两套动态驱动电路输出对执行继电器的控制信息，并由动态

检测电路对输出电压进行回读检测。 

操作表示计算机简称操作表示机，也称人机对话机、上位机。它和联

锁计算机构成上下分层结构。其有以下功能： 

（1） 办理进路等功能。它接收车站值班员操作按钮信息，将按钮

信息通过网络通信传给联锁机。 

（2） 站场及信息显示功能。它接收来自联锁机的站场状态数据和

提示信息等，在显示器或控制台上显示站场情况、系统工作

情况、报警信息等，对主要的错误或者故障提供的相应的语

音报警。 

（3） 信息转发功能。将站场状态数据及提示信息、报警信息、系

统状态信息等转发给电务维修机。 

联锁机也称下位机，功能如下： 

（1） 接收操作表示机下发的操作命令。 

（2） 通过接入口电路采集站场状态。 

（3） 进行联锁运算。 

（4） 根据运算结果，通过输出接口电路控制组合架继电器动作。 

（5） 将站场状态信息、提示信息、故障信息等传给操作表示机。 

接口电路：联锁机通过执行层的采集接口电路采集组合架继电器状态，

通过输出驱动电路驱动组合架继电器动作。 

接口架配线、通道防雷：组合架继电器与采集、输出驱动电路一一对

应，即接口信息表规定好了某套采集电路采集哪个继电器，某套输出

驱动驱动哪个继电器。从组合架室内分线盘到计算机联锁电路间通过

32 芯电缆相连，在连接之间加装有通道防雷器件。 

电务维修机功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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