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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通信的城市轨道交通信号控制系统研究 
朱硕翔 

（江汉大学  湖北武汉  430056） 

摘要：通信技术支持下，如何设计出更加科学合理的城市轨道交通信号控制系统，成为目前的主要课题。文章将重点围绕城市轨

道交通信号控制系统提出几点思考，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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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信号控制系统的设计与应用，可以更好地缓解

交通拥堵问题。充分发挥通信技术手段的优势，切实缓解交通压

力，为乘客提供更加便捷的出行服务。除此之外，通信技术的应

用，还能够有效地缩短列车之间的距离，进而提高列车行驶的安

全可靠性，而这也为列车行驶状态下的实时监测奠定了有力的基

础。 

一、系统信号控制方式 

1.1 自动控制 

自动控制作为系统正常工作的最常见的控制方法，该控制方

法在具体的实际使用中，必须在正常处理列车信息的基础上，运

行计算机所产生的各种控制信息命令系统，以完成对列车时速和

行驶路线的自动调节与管理。该管理方法主要采用的管理依据

是：通过综合系统管理车站当前所属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所有

子系统设备的线路状况、列车运行时间表、最高运行速度以及列

车运行自动监测子系统和列车运行自主驾驶子系统的信息，统一

之后，列车控制中心将自动产生各种管理信息，以实现对车辆的

规范化、自动化调度。 

1.2 人工信号控制 

虽然自动控制的系统功能非常强大，但是人工信号控制方式

依然是无法替代的。这主要是因为列车的行驶过程中往往会存在

各种各样不可控情况，而这些问题是难以利用自动控制的方式来

实现的。在设计过程中，人工控制方式主要是利用车站的控制模

式，对进路状态进行设置，从而时期成为进路人工控制。当处于

紧急站控制模式下，系统便会把自动控制方式自动地调整成人工

控制。 

1.3 自动进路 

自动引道作为一个最常见的自动控制方法，大致包括了如下

三个控制方法，它们是人工车自动引道控制方法、计划车自动引

道控制方法以及头码车自动引道控制方法，通过使用这三个自动

引道控制方法，可以实现对列车的科学化、自动化调度，为提高

列车的行驶性能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我国轨道交通信号控制系统的优缺点 

2.1 城市轨道交通信号控制系统的优点 

轨道交通信息控制器是一种独特的现代信号系统，不与电网

等其他装置直接相连，以方便装置的配置和调试。城市轨道交通

信息控制器系统能够进行大量信息的双向传输，以及大容量的快

速传输。利用移动闭塞有效地缩短了火车的行驶距离，在大大提

高了运营效益的同时又能够有效降低事故的发生。而城市轨道交

通信息控制系统则能够做到完全无人调控，并运用机器的高度智

能化能力来工作，节约了人力资源。城市轨道交通信息控制器系

统中列车均设有控制器，列车利用控制器和附近的轨道装置实现

信息传递，包含了列车运行现在所处地点、行驶方向、时速和运

营状况等信息。控制系统会通过接收到的信号，结合列车运行前

方路线、岔道状况、路线限速及其他障碍物等各种因素对列车运

行在接下来的行驶中做出合理调整，既保证了行驶速度又确定了

列车运行之间的安全间距。 

2.2 城市轨道交通信号控制系统的缺点 

第一，城市轨道交通的信号系统抗干扰能力较低。轨道交通

信息系统中采用感应器等非常灵敏的装置，这种设施很易引起自

然或者人为信息的影响，造成原本的信号强度衰减，信息被损坏

等问题，使得信息无法正确完整地传递开来，产生巨大的后果。

第二，轨道交通信息管理系统尚不健全。尽管地铁信息管理系统

开始在中国大量的投入使用，但地铁信息管理系统并不完备，相

应技术仍然没有完善。而且，由于管理系统中所使用的很多装置

中国都没有独立的研发生产而必须通过进口的方法，这大大增加

了管理系统的运作成本。北京燕房线虽然是中国自己开发的首条

全自动化的运营道路，但并不寓意也已彻底摆脱从外国引入。由

于没有这方面的高级技术，对系统维护与保养也是个重大问题，

所以与城市轨道交通信息系统相关的技能也尚有待进一步培养。

其三，传递信息的速度慢时效率是信息系统的主要特征所在，一

个延时的信息系统也就没有了它的存在价值。轨道交通网络系统

中的信息不仅要准确的传递出去，并且也要准确的传输，尽量做

到实时的效果，这才是人们所需要的最高速率。若地铁信息系统

信号传输速度缓慢，所有车站无法同步接收到信息，这对地铁安

全性构成了巨大的威胁，是一个交通的安全隐患。此类情况在当

前尚有存在，尽管多数都取得了实时的成效，但仍有一些系统在

信号传递中出现延迟效应，有待人们重视和改进。四，地铁信息

系统的错判城市地铁信息管理系统在轨道交通工作中承担着重

要的责任，它一方面要监测轨道交通和车站的工作状况，一方面

也要向不同目标传递信息，两个过程中难免发生错误的识别和传

递，这时必须人为地对其做出评估和调整。 

结束语 

综上所述，通信技术的应用，为实现对列车运行状态的动态

化、智能化检测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持。由此可见，该系统具有非

常高的应用价值和应用前景，值得被进一步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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