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高速铁路运输调度指挥管理系统(DMIS) 

    DMIS( 铁路运输调度指挥管理系统)工程采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传统的落后的铁路调度

方式，建立起融信号、通信、计算机、数据传输和多媒体技术为一体的开放、集中、透明的

运输调度指挥系统，以提高行车指挥水平。DMIS 工程的实施将带动整个铁路信号系统向网

络化、智能化方向发展，从根本上改变我国铁路信号在调度指挥手段、行车控制技术和信号

技术设备功能的落后面貌。DMIS 为调度人员和有关领导及时提供丰富、可靠的信息和决策

依据，为调度人员提供先进的调度指挥和处理手段，提高其应变和处理能力，减少调度人员

通话和手工制表，充分发挥现有铁路运输设备的能力，并改善调度人员的工作条件和环境，

满足改善铁路运输服务质量、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能力。 

 

第一节  DMIS 网络结构 

 

    我国铁路调度指挥管理是以行车调度为核心、站段为基础，实行铁路分局、铁路局和铁

道部三级调度管理的体制。故 DMIS 设计为四级网络结构，其总体结构如图 6—4—1所示。

DMIS 是一个覆盖全国铁路的大型网络，由铁道部调度中心局域网、各铁路局调度中心局域

网以及各分局调度中心构成。局域网间通过铁路分组交换数据网(X．25)和专用线远程连接，

进行远程信息交换。铁路分局调度中心通过通信服务器对基层调度监督设备进行信息采集和

处理。 

 

    一、铁道部调度中心运输调度管理系统 

    它是 DMIS 的最重要组成部分。部调度中心是现代化铁路运输调度指挥的核心，位于整

个 DMIS 系统的最高层。部调度中心运输调度管理系统以铁道部调度中心大楼为主体，包括

直属通信处、部办公大楼相关业务局设施，构成一个为调度指挥服务的局域网。通过铁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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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数据交换网(X．25)或专用线路与各铁路局调度中心远程连接，进行信息交换，并建立全

路各专业技术资料库。部调度中心能获得全路各局间分界口、重要铁路枢纽、主要干线、关

键港口口岸、煤炭装卸点及大企业站等的运输状况和调度监督的实时信息。同时还与

TMIS(铁路运输管理信息系统)及其他系统网络互联，获取大量的运输管理信息。 

    二、铁路局调度中心运输调度管理系统 

    它是 DMIS 的第二层，在各铁路局所在地建有局调度中心局域网。它是一个覆盖全铁路

局的信息采集、传输、处理系统，主要为铁路局调度服务。其设各组成与部调度中心相似，

只是规模略小。它通过局域网实现铁路局内各运营管理部门间的调度信息的现代化管理，并

通过 X．25 或专用线路由器接收各铁路分局调度中心的信息与交换，与铁道部调度中心，

相邻铁路局调度中心远程连接。其系统功能和显示内容与部调度中心相同，只是范围较小。 

    三、铁路分局调度中心运输调度管理系统 

    它是 DMIS 的第三层。主要完成基层调度监督信息的汇总、处理和标准化，为分局有关

调度提供实时监视信息，并将基层网采集的信息、TMIS 系统的信息和分局调度员键入的信

息，向分局调度提供监视的同时，通过 X．25 或专线为路局调度中心提供本分局信息，以

及和相邻分局进行信息交换。它通过网桥或通信服务器连接基层调度监督。其功能和显示内

容与路局调度中心基本相同，只是范围更小。 

    四、基层网 

    是 DMIS 的最下层，主要是分界口、枢纽(含编组站和大型客运站)、区段调度监督以及

其它基层网络(港口、口岸、大企业站)，负责信息的采集，向分局调度中心提供实时信息。

它是整个 DMIS 系统信息的来源，是 DMIS 系统的基层。 

    TMIS(铁路运输管理信息系统)是 DMIS 的一个重要信息来源。另外，车辆管理信息系

统、集装箱管理系统等需要向各级调度中心移设或互联。 

    在这四层网络结构中，存在以下主要系统接口： 

    基层调度监督与分局调度中心的接口； 

    分局调度中心与铁路局调度中心的接口； 

    铁路局调度中心与铁道部调度中心的接口； 

    DMIS 与 TMIS 的接口； 

    DMIS 与其它系统的接口。 

     

第二节  DMIS 系统功能 

 

    DMIS 系统建立一套高性能、高可靠的局域网和广域网，通过局域网实现管内各运营管

理部门间的调度信息的现代化管理，并通过广域网实现与上、下层的信息交换。接收下层发

送的有关列车运行位置、列车车次、现场设备运行状态、计划运行图和实迹运行图，有关施

工、气象、事故、灾害等信息。宏观显示管内分界口、枢纽(含编组站和客站)，主要干线、

关键港口口岸、煤炭装卸点及大企业站等的运行秩序，显示各主要干线及分界口运输指标，

监视调度监督设备的运行状态。 

    一、显示内容 

    DMIS 系统为各级调度指挥部门提供调度监督和运输状况的实时信息，同时还与 TMIS

及其它系统网络互联，获取大量的运输管理信息。 

    铁道部调度中心、铁路局调度中心、铁路分局调度中心信息显示内容大多相同，主要是

范围大小不同，部分显示内容不同。 

  铁道部调度中心可显示全路各局间分界口宏观显示及展开，主要干线运输状况宏观显示

及展开，线路列车密度显示，全路枢纽运输状况宏观显示及展开，全路港口、口岸作业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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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全路煤炭装卸点作业情况显示，其它视图、图像显示。 

    (一)全路路局分界口显示 

    1．路局分界口宏观显示    

    可以以地图形式显示全路路网图为基图的路局分界口拓扑图，显示全国铁路示意图为基

图的东部路局分界口拓扑图，显示全国铁路示意图为基图的西部路局分界口的拓扑图及日

历、时钟。显示路局分界口标志、分界口站名及交换列车数、交接列车正常与否情况。还可

查询开窗显示各阶段(日计划分为 6点一 12 点一 18 点一 0点一 6点)交接列车数。 

    2．分界口现场实时显示 

    可显示带进路指示线的简化站形和带早晚点时间的车次号显示；计划和实迹运行图显

示；气象灾害，施工等停运显示；主要干线分界口交接列车和车辆数。 

    可调出任一分界口、二口、三口及多口的现场实时或计划、实迹运行图，可调出一个分

界口现场实时显示或计划、实迹运行图，并可局部放大。 

    进行 24h 内现场动态及运行图的存储、再现。 

    3．TM 。IS信息显示 

    显示各分界口按局别、分局别装车去向等信息；分界口排空及交接车情况日表：早 6

点保留列车数。显示由统计中心提供的分界口信息图表、分界口交接车统计表、分界口交接

列车早晚点统计表。 

    (二)主要干线运输状况显示 

1． 主要干线运输状况宏观显示 

 

    (1)以地图形式宏观显示主要干线运输状况。宏观段划分以路局分界口、枢纽、大型客

运站为段点，显示正点率。 

    (2)宏观显示主要干线示意图运输状况。 

    (3)显示主要干线列车车次号及位置状况。在主要干线示意图运输状况宏观显示上显示

车次号，以不同颜色显示在站以及在区间运行的正点、晚点、客车、货车车次，可开窗显示

某干线列车车次号及位置，双线区段分上、下行分开表示。 

    2．主要干线运输状况展开显示 

    (1)某铁路局运输状况展开显示。显示内容同全路。 

    (2)某铁路局主要干线列车车次号及位置显示。 

    (3)某铁路局运输状况中宏观显示。它包括全局中宏观显示，某线中宏观显示，客货车

车次号及位置显示，晚点客车及位置显示。中宏观段划分，以路局分界口、枢纽、大型客运

站和分局分界口为段点。 

    (4)某铁路分局运输状况中宏观显示。它包括全分局中宏观显示、某线中宏观显示、客

货车车次号及位置显示、晚点客车及位置显示。 

    (5)某区段运输状况及调度监督显示。它包括调度区段入口和出口列车车次号显示，调

度区段简化站形、股道占用、进出站信号机及车次号显示。在大屏幕上可整屏显示这些内容。 

    (6)任意一个站(段点)显示。它可显示简化站形、股道占用、进出站信号机及车次号。 

    (7)查询显示。它可查询全路、路局、分局、某段晚点列车或晚点客车显示，某次客车

所在位置显示。 

    (8)统计显示。它包括各段点列车实际运行时刻表、客车实际运行时刻表、重点客车晚

点及分析，用不同颜色表示晚点客车、货车车次，并带晚点时间的显示。 

    3．线路列车密度显示 

    列车密度是指单位时间内在该段的在途列车数。线路列车密度显示包括全路线路宏观显

示、路局线路显示、分局线路显示和某段线路显示。双线区段按上、下行分开表示。以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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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显示列车密度正常、不足、饱和的情况。 

    4．晚点原冈显示 

    按铁路局分析晚点原因，包括施丁影响、事故中断、灾害中断、设备故障等，用不同颜

色显示。并显示接入本局的晚点车。 

    5．客车中转冲突 

    显示提供中转冲突表示及分局提出的解决方案。 

    (三)全路枢纽运输状况显示 

    1．全路枢纽运输状况宏观显示 

    以地图形式显示全国铁路网图为基图的枢纽布置图，显示枢纽名和调度监督状况，调度

监督故障时告警及语音提示。开窗显示各枢纽布置图。 

    2．枢纽运输状况展开 

    枢纽运输状况展开是以枢纽实时动态显示为内容，包括： 

    (1)车次号，股道占用及进出站信号机简化站型，区间显示，股道占用接近满线提示。 

    (2)编组站的到达场、出发场放大显示，车次号和发车正点情况。TMIS 提供的编组站自

动化作业信息，如装卸车、列车编组等情况。     

    (3)大型客运站放大显示，包括股道占用、列车到发情况、车次号、列车编组、机车号、

接发列车正晚点没计， 

    (4)客技站放大显示，内容同大型客运站。     

    (四)全路港口、口岸作业状况显示 

    1．宏观显示 

以地图形式显示全国路网图的港口、口岸分布，以不同颜色显示港口名、口岸名、内河

港名，交接车统计设备状况，故障时发出告警和语音提示。 

  2．开窗显示    、 

    (1)交接车辆数动态，包括交港口车／辆数、接港口车／辆数、当日存辆数、累计存辆

数。 

    (2)装卸车作业信息。在 TMIS 显示区显示计划装车数、已装车数、预计装车数、实际

装车数和计划卸车数、已卸车数、预计卸车数和实际卸车数。 

    (3)所在铁路站站场股道占用及进出站信号机显示，可调出任一口数据显示。 

    (五)全路煤炭装卸点作业情况显示 

    1．宏观显示 

    显示以地图形式的全国路网图为基图的全路煤炭装卸点分布情况，装卸点名和标志。 

    2．开窗显示 

显示日要车、日计划、6点装车、全日预计数。 

    (六)其它视图、图像显示   

    包括天气形势预报，各种机车车辆图像技术数据资料，静止图像传输系统提供的图像，

首长和有关人员的图像、图形、文字、指示，视带、盘录放，电子地图等。 

    铁路局调度中心显示内容主要包括主要干线运行秩序、路局分界口运行秩序、路局枢纽

运行秩序、港口作业状况，显示内容更为具体。 

    铁路分局调度中心的显示内容主要包括主要干线运行秩序、分局分界口运行秩序、铁路

枢纽运行秩序、主要客运站运行状态等、显示内容更为细致。 

    二、调度信息管理和统计 

    调度信息管理是指铁路局和铁路分局调度中心的行车调度信息管理、机车调度信息管

理、车辆调度信息管理、客运调度信息管理、货运调度信息管理和运输统计报表。 

    (一)铁路局调度中心调度信息管理及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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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行车调度信息管理 

    列车实迹运行图的自动连续绘制；列车、机车、货运日常调度日班计划的自动编制和下

达；三小时列车运行图调整计划的编制和下达；路局调度命令自动发布：列车编组顺序表的

实时跟踪查询：列车运输工作方案自动编制；事故、自然灾害、施工、故障等自动通报；“现

在车”动态跟踪管理。 

    2．机车调度信息管理 

    机务段、机务折返段的机车停留、机车动态的监测；客车机外停车时状态监测；分界口

机车状态监测；与相邻铁路局机车资料的查询：全局救援列车监测，包括状态、停留位置及

编组情况；依据列车工作计划编制、修订机车工作计划；绘制计划／实际机车周转图，统计

机车运用效率指标：跨越正线调车作业监视：机车乘务员超劳预报、提示、监控；列车区间

故障停车、救援监控。 

    3．车辆调度信息管理 

    编组站列车线路占用状况显示：客技站列车线路占用状况显示：有客车列检的车站列车

线路占用状况显示；CMIS( 车辆管理信息系统)信息引入。 

    4．客运调度信息管理 

    主要客站客车运行状况显示；主要干线客车运行位置显示、车次跟踪显示；客车正晚点

统计分析。 

    5．货运调度信息管理 

    从 TMlS 接收编组站始发列车编组信息：集装箱信息查询；商检站信息查询、局管内主

要站 6点、18 点零担装卸信息查询：分界口接入列车数。 

    6．运输统计报表 

自动统计分界口列车运行数据、各主要枢纽、编组站、区段站、港口站、装卸作业站

等现在车及作业情况；客、货列车运行实迹正、晚点分析；各项运输指标完成进度情况：对

列车运行影响情况的统计与分析；日班计划、阶段计划的统计和分析；车流预测和分析：各

区段、分界口、编组站、区段站及装卸作业站、口岸能力利用情况分析。 

   (二)分局调度中心调度信息管理及统计 

分局调度中心调度信息包括行车调度信息管理、机车调度信息管理、客运调度信息管理

及运输统计报表。具体内容同路局调度中心。 

 

第三节  调度中心 DMIS结构和原理 

 

    各级调度中心建立以各有关专业调度及调度主任为主要用户的调度中心局域网，该局域

网与上层、相邻同层、所属下层相连接成实时基干网，包括网管监视；建立调度中心大厅投

影仪大屏幕显示系统、调度管理信息系统和技术资料数据库；与 TMIS 及其它已有运营管理

系统网络互联，实现资源共享。 

一、DMIS 系统工程主要技术标准和设计原则 

    DMIS 系统工程是一项面向 21 世纪的现代化工程，系统的设计主要基于以下的技术标

准和设计原则： 

1．先进性 

系统设计应具有高起点，采用先进-j仁且成熟的技术和产品，使系统在一定时期内保持

技术领先性。 

    2．可靠性 

    系统要具有高可靠性，能有多种安全控制，能提供系统容错机制，保证数据信息的安全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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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可用性 

提供可靠的数据后备和恢复手段，提供系统故障恢复功能，保证系统不间断运行能力。

在系统失效时，尽可能减少数据丢失。 

    4．开放性 

  采用符合国际标准和工业标准的开放式系统平台。提供开放环境，便于系统扩展。 

  5．可维护性 

  系统应便于维护和维修，提供方便的维护手段，维护、维修工作，不导致整体系统停机

或中断。 

    6．互操作性 

    系统设计要考虑与异种机、异种网的互联，在不同系统间要提供相互访问的能力。铁道

部、铁路局和铁路分局之间能够方便地进行数据传输和交换，分布式数据库系统应便于访问

和维护管理。 

    7．友好性 

    应用系统设计要充分考虑方便用户，提供友好的人机界面，方便灵活的使用方法，最大

限度地满足用户需求。 

    8．可扩展性 

    系统能方便地进行 CPU 、内存、磁盘容量升级和扩展。 

    二、硬件系统结构组成 

    (一)局域网硬件结构 

    1．局域网结构概述 

    (1)组网手段：根据计算机网络发展的现状，可以利用的媒体访问技术和交换技术很多，

就高速网的组网手段有 FDDI(光纤分布数据接口网)、交换以太网、快速以太网、ATM 等。 

    ①以太网。这种网络是总线型结构的网络，采用无源介质(如同轴电缆)作为总线来传递

信息，由于没有集中式控制中心，所以无需路巾选择，故费用较低。传统以太网采用共享型，

即全部接入总线的微机均共享总线带宽，上作站增加时，分配到工作站的带宽将下降。当并

发丁作站增多时，工作站有效速率将急剧下降，冲突加剧，网络性能变坏，可能导致瓶颈与

拥塞。传统以太网传输速率为 l0Mbit／s。 

    ②交换以太网。这种网络采用交换技术，改变共享方式为独占带宽方式，克服了共享型

以太网的缺点。 

    ③高速交换以太网。这是一种选用高速处理器及带宽足够的传输媒体(如五类双绞线或

光纤)，使总线传输速率提高到 l00Mbit／s。但高速以太网仍属共享媒体方式，因此工作站

增加时，每个丁作站的有效速率仍会下降。必须引入交换技术，形成高速交换以太网，改共

享方式为独占带宽方式。 

    ④ATM 。这是一种异步转移模式，采用异步时分复用技术，以固定长度的信元作为基

本单位进行传输和交换。ATM 网络提供高带宽、低延时、动态带宽适配，先进的拥塞控制

及差错控制等网络技术，支持多种信息媒体对不同速率、延迟、突发量、差错率与丢失率等

服务质量的需求，是迄今为止适应多媒体业务传输与交换的最佳网络技术。 

    (2)主干网；是调度中心网络系统的核心，采用交换机进行交换，这是一个端口交换式

的网络，其网络解决方案，可以通过软件进行局域网配置，为每一组用户提供所需带宽。 

    (3)计算机网络拓扑结构：可采用总线结构、星型结构、树型结构、环型结构及网状结

构。调度中心由于采用交换以太网，故网络采用树型网络结构。其中双服务器到网络交换机

的主干网采用 l00Mbit／Sc以太网，传输介质为光纤；交换机到各楼层间集线器采用 l0Mbit

／Sc 以太网，传输介质为 IOBASE —T(传输速率为 l0Mbit／Sc 的用于基波段网络的非屏蔽

双绞线电缆)，为保障网络的可靠，交换机到每个集线器设有两条双绞线，集线器上提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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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接口，这种结构的特点是： 

    ①克服了总线结构中总线故障引起网络整体瘫痪的可能： 

    ②单个用户的故障不会影响整个网络的运行： 

    ③结构简单，便于网络的建立与重新配置： 

    ④便于控制与管理： 

    ⑤每个客户机独享 IOM 带宽： 

    ⑥堆叠式 HUB( 多口中继器)可以非常容易扩充网络上的用户： 

    ⑦允许网络进行重新配置；  

    ⑧同一集线器上的用户间通信可以由集线器提供路由； 

    ⑨不同集线器上的客户机间通信可以由交换机提供路由： 

    ⑩网络管理系统可对各用户端口进行控制。 

    2．铁道部调度中心局域网 

    铁道部调度中心局域网总体结构如图 6—4—2所示。主要由数据库服务器、工作站、显

示系统及各种报表输出系统通过高速以太网联在一起，构成一个为调度指挥服务的局域网。

数据库服务器为双机热备方式，双服务器使用共享的磁盘存储器。工作站包括显示器和键盘，

供调度人员进行日常调度工作。大屏幕投影系统不仅能宏观显示工作站内容，并提供多种信

息。打印机和绘图仪用于输出资料。光盘阵列用于存储资料。 

主干网是部调度中心网络的核心，其配置如图 6—4—3 所示。用交换网进行信息交换

毛荫组 ATM 交换机设于部调度中心大楼六层。双服务器通过 SCSI(小型计算机接口，是当

前最流行的微机、小型机和工作站输入输出设备的标准接口)和共享盘连接。双服务器连至

ATM 交换机。路由器提供多个高速通信接口。调度监督实时信息通过专线传输，管理信息

通过 X．25 网传输(因其信息传输延时较长不宣传输实时信息)。ATM 交换网与各层快速以

太网交换机菜用传输速率为 l00Mbit／s 以太网，传输介质为光纤，与各层以太网交换机采

用传输速率为 l0Mbit／s(以下采用俗称 10M)以太网，传输介质为 10BASE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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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层各工作站用于开发、维护、值班管理和网络管理，接至本层交换机。六层网络结构

如图 6—4—4所示。 

    九层、十层网络结构如图 6—4—5所示，除各工作站外，接有大屏控制台和大屏控制器。

七层、八层网络结构与之相似，只是不设大屏幕显示器。 

 

    3．铁路局调度中心局域网 

局调度中心调度管理系统由高性能、高可用的计算机网络构成，其系统网络结构如图 6

—4—6 所示。局调度中心网络采用交换以太网，网络拓扑结构采用树型网络结构。其中双

服务器到网络交换机的主干网采用 100M 以太网，传输介质为光纤；交换机到各楼层间集线

器采用 10M 以太网，传输介质为 10BASE —T。为保障网络的可靠运行，交换机到每个集线

器设有两条双绞线，集线器上提供主／备接口。 

    局调度十心通过 X，25 和专用线路与所属分局调度中心及铁道部调度中心远程连接，

进行信息交换：采用网桥与 TMIS 网络及现有微机网络互联。 

    数据库服务器配置为双机热备工作方式，两台主机互为备份。正常情况时两台主机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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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不同的功能，以此来均衡负载，当其中一台出现故障时，另一台可自动接替它的工作，

以保证系统的连续运行。 

    双服务器使用共享的磁盒存储器，它不因其中一台服务器出现故障而不可用。系统数据

库及主要应用数据均在此共享盘上存储。 

    工作站提供客户应用，调度人员使用工作站进行日常调度工作。工作站能提供图形界面，

它们通过网络访问数据库服务器所提供的数据库服务和应用服务。工作站还用于培训和网络

管理。 

大屏幕用于实现大屏显示的各种功能，显示控制系统连接在网络中以支持用户使用大

屏幕，并控制大屏幕的显示。 

 

    4．分局调度中心局域网 

    分局 DMIS 系统工程是铁道部调度指挥系统(DMIS)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覆盖

全分局的信息采集、传输、处理系统，它通过安装在各车站的调度监督、调度集中、计算机

联锁、微机检测等设备采集有关列车运行及现场设备状态等信息，所有信息经通信线路传送

到分局调度中心，中心的计算机设备对所有信息进行处理，向分局内列车运行指挥、管理及

维护等部门提供有关列车运行秩序、位置、状态等实时监测信息；同时安装在分局的数据库

服务器可以存储分局内列车运行的动态信息及分局有关运行技术资料，供有关部门使用。此

外，分局调度中心通过分组数据交换网(X．25)和专用传输线路与铁路局及铁道部联网，实

现分局、路局和铁道部间的信息共享。 

分局调度中心局域网结构如图 6—4—7 所示。为 100M 快速以太网，由 64 位高性能网

络服务器、64 位高性能图形工作站、高性能工业控制计算机、堆叠式网络集线器、远程通

信路由器、网桥、高速调制解调器等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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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广域网系统硬件结构 

    各调度中心通过 X．25(铁路分组交换数据网，符合 X．25 建议)和专用线路由器(能使

各运行相同规程的局域网之间互连的端口设备，可以是带有网络接口卡和执行路由功能的软

件的计算机，具有路由选择的功能)远程连接，进行信息交换。多协议路由器能提供多个高

速通信端口，能支持 X．25(X．25 建议包括 OSI 开放系统互连参考模型中的低三层)，TCP

／IP(运输控制协议／国际协议)，IPX(国际分组交换)，DECNET(Digita1 公司推出的计算机

网络)，T1／E1，Frame—Relay等通信协议。 

路由器的连接方法如图 6—4—8所示。 

 

    局调度中心设两套路由器设备，对所属分局及铁道部，每方向具有两条专用通道，两条

通道能均衡信息流量并互为主备，保证远程通信的可靠性。另外，局调度中心设有两个 X．25

端口，为所属分局及铁道部设置永久虚电路(虚电路是数据网源点传向目标点逻辑通道的集

合，永久虚电路是固定配置的)，并具有备用路由。 

    通过广域网进行交换的信息主要分为两类：即调度监督实时信息和报告、资料等管理信

息。由于 X．25 网的信息传输延时较大，不适合用来传输实时数据，因此拟采用实时信息

通过专线传输，管理信息通过 X．25 网传输的方案。 

    (三)服务器系统硬件结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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