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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管理中计算机信息网络系统应用分析

张  泳

（兴国县交通运输局，江西  赣州  342400）

摘要：本文简要阐述了交通运输资源的网络管理平台开发理念，即系统运行平稳性、功能实用
性、内存扩展性；给出了交通运输资源的网络管理模型，即调度管理、报表管理；结合实例进行交通
运输资源的网络管理分析，主要分析调车自控系统、车载资源管理平台、运输管理系统，以此展现
计算机网络的各项管理优势，充分发挥信息管理的交通运输资源调配作用，助力交通运输事业有序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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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通运输资源调配时，加强运输数据资料
应用，发挥网络平台的管理优势，可带动国内交
通运输发展。在交通运输系统中，管理模块包括
运输资料管理、调度资源管理等，以此保障机车
调度顺畅，全面收集行车资料，进行车辆的路线
规划、行车监控，形成车辆动态监管体系，及时
掌握车辆运行状况，在车辆有故障时，及时给予
警报提示，高效消除故障问题，保障运输安全。

1 交通运输资源的网络管理平台开发理念
1.1 系统运行平稳性
在系统运行时，各项功能运行的平稳性是反

映系统性能的关键指标。对交通运输管理工作，
在进行系统开发时，须借助冗余科技，逐步强化
系统运行的冗余性能。在软件制作完成时，开展
系统测试，有效去除系统运行的不利问题，添加
系统自检功能，使其处于高效运转、顺畅运行的
状态，为运输管理奠定技术条件[1]。

1.2 功能实用性
交通运输各项资源的调配平台，在进行系统

开发时，需结合运输管理的实际需求，深层分析
系统运行功能，强调系统运行的重点，厘清功能
主次，保证系统功能的实用性，切实强化运输管
理，符合运输资源的调配需求。

1.3 内存扩展性
（1）在管理平台开发时，应综合考量可能发

生的运输问题，保证系统功能的全面性。（2）在
硬件开发时，设定充足内存，便于功能扩展，确
保系统升级顺利。（3）在开发软件时，采取多样
性的结构设计方法，比如层次性、模块式等，以
此保证系统运行能效，便于功能扩充。

2 交通运输资源的网络管理模型
2.1 调度管理
调度管理模型的运行，可显著增强车辆调

度能效，改善现有的调度环境。此系统运行时，
可收集行车路况、行车轨迹等各项通行资料，进
行通行资料的反馈，确保车辆调度管理质量。在
铁路调度平台，调度管理模块会自主融合先进工
艺，形成完善的指挥策略，便于调度人员进行车
辆管理，显著增强车辆调度的时效性，减少调度
人工制表、人工统计车辆信息的时间。

2.2 报表管理
报表管理模块的融合，有助于提升报表处

理能效，显著提升调度资料的利用效率，便于优
化运输管理平台的各项功能。报表管理模块使用
时，应保障报表填写的及时性，高效处理各项交
通运输项目，借助月报、年报中的各类资料，保
持信息处理流程的规范，促使交通管理平台获得
优化[2]。

3 交通运输资源的网络管理分析
3.1 调车自控系统
在货运车辆调度分配平台中，调车自控程

序的管理流程：以货运平台的车辆调车信息为管
理指令，执行指令内容，进行调车，将调车结果
回传至货管平台；结合调车结果，货管平台给出
其他管理指令。在自控程序接收调车指令时，需
结合最近一次完成的调车指令，查找车辆停放位
置，执行指令时，以车辆停放位置资料作为指令
执行任务单的“首钩”，而指令任务单的“终结
钩”对应于货管平台的牵出程序。在平台中增加
牵出线，形成调车任务单。

在调车自控程序中，给出调车任务单，依据
前期设定完成进路表单，给出进路方案。调车自
控程序运行时，以分散自律为主，以进路序列为
参考依据，查看联锁条件的完整性，给出触发进
路方案，向终端联锁程序发送控制信号，系统接
收控制信号后，查看联锁条件的规范性，进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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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闭合操作。调车设备依据控制信号，进行车辆
调运，确保车辆牵引管理的有序性。

3.2 车载资源管理平台
3.2.1 需求分析
中车车辆管理企业建立的研发中心是最新

研发的货车装载运输全流程资料管理体系，是以
高速货运车辆为管理主体，在封闭车厢中添加密
集排布的集装器，以此减少人员管理，保证系统
高效判定各组集装器的摆放位置，有效采集集装
器中各类数据资料。在资料采集时，使用电子标
签，明确设定集装器的可标识身份。

车载货物平台可采集的数据类型有集装器运
行情况、位置资料等，将采集资料传输给货运管
理人员，展示在监控屏中。如果在监测资源中，
集装器运行存在失常问题，系统会给出警报，值
守人员会及时前往货物存储仓，查看异常集装
器，具有货载管理的高效性。货载管控平台应具
备集装器的多种管控能力，比如定位、状态管理
等。在有移动数据的条件下，进行管理资料的高
效传输，便于管理人员及时查看集装器状态[3]。

3.2.2 定位方案
（1）定位科技性能对比
定位科技是车载货物的重要科技，可准确获

取集装器的方位，是系统运行的关键方案，应进
行定位技术的深层研究。在物联网科技进步视野
下，射频识别、精准定位多项科技，逐渐在方位
管理中发挥出科技作用。

①射频识别科技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具
有技术的成熟性，能够进行自动识别。在射频信
号运行时，借助空间耦合功能，提升信息传输
的时效性，合理利用传输信息，融合信息识别 
功能。

②精准定位科技可称为超宽带科技，拥有无
载波信息传输的科技优势，借助极窄脉冲进行资
料传送，是更新射频科技的新方法。借助精准定
位科技，创建动态定位平台，可在一般应用体系
中获取较高精准性的定位资料，表现出较强的定
位能力。精准定位科技在研发成功后，表现出较
强的定位功能。

进行射频与高精度定位科技的参数对比，对
比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射频与高精度定位科技的参数对比
定位科技 定位精确度（m） 组网形式 系统运行成本

射频 3～5 有线连接 低

高精度定位
科技

0.15～0.3 有线连接 高

（2）明确定位方案

假设单节车厢中可载入集装设备20个，分别
使用射频识别、精准定位两种科技，进行定位分
析。集装器规格：长为1150mm，宽为2750mm，
高为2300mm。依据集装器规格，保证定位精确
性，准确判定相邻集装器的间隔最小值，使其小
于集装器长边的1/2。在系统研发时，应保证定位
资料的准确性，方位精度不可高于0.5m。

①射频定位方案。在准确获取集装器方位
时，在各集装设备底部中心区，添加一组具有
标识功能的射频标签，以此进行识别。20个集装
器，每个设备添加一个标签，共需20个标签。由于
射频确定方位具有一定限制性，在车厢地板下方区
域，对应集装器，添加射频标签读写装置，尽量控
制读写程序与标签的间隔距离，便于信息读取的高
效性。如果读写器与标签相对位置较远，会引起读
取失败问题。在引入射频定位科技时，系统开发成
本不高，在添加20个标签、读写程序时，会增加开
发成本，形成较高的运维任务量。

②高精度定位方案。在使用高精度方位确定
科技时，在集装器的顶层中心区，添加具有表示功
能的电子标签，使用20个标签，在车厢顶部位置，
装设高精度定位基站，在集装器载入车厢时，基站
即可进行标签扫描，定位标签方位。经计算发现：
在20个标签定位信息采集时，可使用6个基站，以
此保障定位信息回传的高效性。高精度定位系统具
有较高的开发成本，在方案实践中，系统工作量不
高，后期系统运维具有简易性。

经对比发现：高精度定位相比射频，表现出
定位速度快、系统安全性高、定位流程简易、定
位结果精准等优势。因此，在车载货物资源位置
管理的程序中，引入高精度定位技术，以此保障
方位资料的精确性。

3.2.3 设备功能
（1）高精度定位的电子标签
高精度标签是表示集装器身份的有效ID，定

位信息存储在集装器中。在高精度标签中添加了
蜂鸣器，用于检测电量剩余值，具有报警能力。
在电量未达到规定值时，在内置蓝牙作用下，基
站会传输检测结果，经主机给予人们提示，操作
人员会进行电池更换处理。在实际使用时，应有
效控制高精度标签产生的功耗，充分利用标签中
的休眠、唤醒两个功能。在基站扫描标签时，在
集装器顶层位置添加高精度标签。由于集装器的
存储环境以室外区为主，极易面临风吹、降水等
环境，因此，在使用高精度标签时，应达到《外
壳防护等级（IP代码）》（GB/T 4208—2017）规
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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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站
高精度基站运行时，通常选用以太网接口，

在基站内部设计蓝牙功能，以此保证标签状态切
换自如。基站运行时，其频率点应高于50Mbit/s，
相应升高数据传输速度。基站运行产生的功率不
高，运行时会传出脉冲电波，以此控制能耗。基
站会间隔一段时间扫描车厢中的各项标签，更新
定位资料。

（3）交换机
在以太网作用下，有效连接交换机、基站，

与基站进行信息交流时，补充基站运行需要的电
能。连接时，使用以太网端口，添加交叉、双工
等运行模式。

（4）主机
主机可运行蓝牙模块，添加信号、人工两

类信号控制方式，切换标签的休眠、运行两种状
态。管理系统主机，借助算法获取标签所在位
置，可解析集装设备的具体方位。定位结果的精
确性会受到外部物品的干扰、物品遮挡等因素的
影响，形成定位资料误差。一般情况下，定位精
度不超过0.5m[4]。

（5）系统分析
在系统中，标签与基站的联合使用，可有

效获取集装器的安装位置，具有定位处理的高效
性。在货物装卸时，能够高效排查定位偏差问
题。在货品运输时，会间隔一段时间扫描获取一
次定位资料，可准确掌握集装器方位偏差问题，
确保预警工作的动态性、有效性。

3.3 运输管理系统
交通运输各项资源的管理平台，在系统创

建时，使用云计算架构，借助交通云平台，有序
完成数据存储、数据处理各项任务。系统中，含
有交互、应用、数据三个结构，以此顺应多组用
户管理需求，确保远程办公、多用户操作的顺畅
性，切实达到运输资料共享目标。图1是管理系统
的架构示意图。（1）交互层。它是以人机交互为
主要功能，系统引入HTML5技术。在交互层中，
管理人员添加业务处理请求，处理业务资料，向
用户反馈处理结果。（2）应用层。在此模块中，
可整合多种软件，包括车辆资料、车辆故障、驾
驶人员、违章问题、定位等多个管理程序。借助
Web层，准确接收各平台的管理资料，合理转换
业务功能，获取具有较强识别性的语言，进行信
息封装，将资料存储在交互层，便于管理者调取
查看。（3）数据层。在数据库中进行管理资料的

存储。使用MySQL数据存储单元，确保资料存储
质量。数据层的运行能力，能够给予应用层创设
功能全面的接口，此接口与各层功能并无较大关
联，可在通信中进行数据处理。数据层主要进行
管理资料的分类、加工、封装等流程，使用数据
库现有的语句规则，进行资料加工，保证信息处
理效果。数据层应用时，兼具资料存储、信息处
理、虚拟化多个功能，能够形成多组独立的应用
模块，保证资料加工质量，便于更多用户运行管
理平台。在数据库选用时，可配置轻量级类型，
便于存储定位、地图等多个类型的数据，合理控
制数据处理形成的延迟问题。

交互层：HTML5交互界面

↕

应用层：Web服务解析、封装。
车辆信息管理、车辆故障管理、
车辆驾驶员管理、车辆违章罚款
管理、地图导航管理、车辆定位

↕

数据层：信息存储、加工

CPU、存储器、通信宽带

图1 管理系统的架构示意图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交通运输各项资源的管理成效，

直接关联于国内经济发展。因此，在实际运输管
理时，应融合现代管理科技，发挥网络科技的运
输管理功能，逐步增强国内运输事业的资源调配
能效，助力国内交通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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