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卧铺实时跟踪集中调度系统  

产 品 概 述   

卧铺集中调度系统充分利用信息化的智能管理，使铁路系统在现有卧铺资源的情

况下，实现效益最大化，提高卧铺实时控制，实现全方位的智能化安全管理，同时加

强乘务车队与铁路系统的协作调节能力，从而增加铁路系统的经济效益。   

卧铺集中调度系统充分利用了信息互联互动的特征，加强铁路职能的管理力度，

使资源真正发挥实用性、有效性.有效杜绝某些铁路职工徇私舞弊现象的发生，大大

提高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石开公司针对这一特殊情况，推出了卧铺集中调度系统，方便乘客的需求，提高

铁路系统的经济效益、加强职工管理,达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提高。卧铺集中调

度系统根据不同的情况制定多种实施步骤,从而达到准确、快速完成铺位调配工作，

实现资源调配的充分发挥。   

售票机制分析   

 1) 老的售票系统   

老的售票系统采用一种计划分配的机制。例如：宜昌->襄樊->北京按老的计划分

配体制则要给这些站分配一定的任务，如宜昌计划售150张，襄樊计划售票300张等。

这些车站售完票后就再无票可售了，这样就有很大的浪费，不能合理统筹分配车票，

如果宜昌的票买完后，又有人想买，而襄樊的票还有空位，或者宜昌想买的人少于150，

而襄樊想买的人多于300，老的计划分配体制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这样就需要一个

新的实时调度系统来对各个车队的空余卧铺进行调度，使之合理分配。   

 2) 计划分配体制下的售票系统存在监控不力的情况：  

计划分配体制下的售票系统存在着监控不力的情况，如果某一车次有空余铺位，

上车后有人补票，而没有上报，则此车票的钱则有可能进入车队的小金库。  

 3) 新规定并不能提高效率：  

虽然路局有了新的规定：列车从起始站开出一小时后，就上报列车空余卧铺的数

量，然后调度给下一车站，这样可以避免舞弊现象，但效果不理想。因为现在采用的

是人工调度，而且采用的是电话联系，电话联系的弊端在于：  



 

 

 a) 信息传递慢；  

 b) 占用人力资源；  

 c) 效率低下。  

因为需要一对一的人工调度，并且是手工记录，其它人则打不进来，若采用多个

分机，则浪费了人力资源，而且也麻烦，想像一下当几个电话铃同时响的时候，几个

人正忙碌地听电话，然后就是记下各个列车的空位，接着是计算，调度。而这些烦琐

的工作完全可用一台服务器来完成。   

 4) 卧铺集中调度系统能在现有资源情况下实现利润最大化   

 

例如:宜昌──襄樊──郑州──北京  

 a) 已出售卧铺但旅客未上车可由前方车站再次出售   

始发站宜昌，当A乘客在宜昌买卧铺票到郑州（宜昌车站计算机记录A乘客“宜昌

上”“郑州下”卧铺位为“5车厢1上”），此列车行驶后，宜昌站向分局调度中心发送卧铺

占有情况，程序自动计算出“5车厢1上”这个卧铺位在郑州才会空闲下来。列车出发1

小时后乘务员向分局调度中心发送卧铺占有情况，分局调度中心服务器收到数据信息

后，根据乘务员发送的信息显示“5车厢1上”这个卧铺位是空着，说明“5车厢1上”这个

乘客在购票后没有上车，所以“5车厢1上”仍然是空闲的；此时襄樊车站需求大出所定

范围,向分局调度中心服务器请求加售卧铺票，分局调度中心就可以把“5车厢1上”这个

铺位空的信息发给襄樊车站，襄樊车站得到允许后把“5车厢1上”这个铺位售出，形成

一个卧铺卖多个区段。从而减少卧铺闲置率居高不下的问题。  

 b) 一个卧铺卖多个区段   

北京开往宜昌的列车（北京出发，且北京站卖出3张“北京—南阳”卧铺），列车到

达南阳车站，乘务员把南阳的3个铺位空闲的信息向分局营销中心发送，分局营销中

心收到数据，程序自动算出在南阳空出3个卧铺，这时襄樊车站需要“襄樊--宜昌”的卧

铺，可向分局营销中心请求加售额外卧铺票，分局营销中就可以把这3张卧铺票的信

息发送给襄樊车站，襄樊车站得到允许后办理铺位售出。  

 c) 增加延长卧铺使用区段   



 

 

宜昌开往北京的列车出发（宜昌始发），原定宜昌占用50张卧铺，襄樊站占用300

张卧铺。宜昌卧铺已经售完，襄樊站卧铺在列车从宜昌开出后到襄樊前三小时还剩余

200张，后方襄樊车站认为根据经验卧铺票有多余，上报分局调度中心100张票进行统

筹，自己只保留100张。列车上如果有乘客需要卧铺，当乘务员向分局调度中心请求

补卧铺票时(或是襄车分局调中心请求售卧铺票)，分局调度中心可以把襄樊未售出的

卧铺票信息传送给乘务员，乘务员在荆门车站得到允许，办理提前补(售)卧铺票手续，

将原来卧铺使用区段(襄樊-北京)延长成(荆门-北京) 。以前如果此时有乘客想补卧

铺票,就要等到到达襄樊车站后，才能进行补卧铺票,现在通过卧铺集中调度系统，提

前办理补卧铺票，方便乘客的同时增加了 “荆门-襄樊”这个区段的效益。   

 d) 增加管理力度，制止徇私舞弊的现象发生   

以前乘务员在列车上办理补票业务不经过分局营销中心直接办理，存在很大的徇

私舞弊情况，乘客补票后他们把钱放入自已的小金库，不上报，造成分局的直接经济

损失。通过卧铺集中调度系统管理，阻止了不好风气的形成，因为分局营销中心通过

车站和乘务员上报的卧铺占用情况进行分析，“车站报告卧铺空位＞乘务员报告卧铺

空位”为正常情况，“车站报告卧铺空位＜乘务员报告卧铺空位”为不正常情况，说明乘

务员虚报舞弊；当乘务员在列车上办理补票业务时首先要向分局请求，得到允许后才

能办理补票业务，这时分局营销中心信息显示了补票记录，乘务员不能进行任何的徇

私舞弊发生。分局资金外流得到有效的控制，同时带动良好的社会效益。  

系统结构分析   

卧铺集中调度系统通过手机短信方式和GPRS进行通信，形成了双回路保险，这样

保证了信息的安全性，同时方便、快捷的传送实时资源情况，使现有资源最大发挥其

实效性   



 

 

   
  

卧铺集中调度系统功能   

技术参数  

 

组件  用途  

分局营销中心服务器  统一处理汇总数据，分配资源  

车站售票服务器  向分局营销中心发送铺占有情况  

Kjava手机  以短信及GPRS与分局营销中心取得信息  

 

系统软件说明   

系统铺位报告：   

前方车站：列车已出发的车站。   

后方车站：列车尚未到达的车站。   

例：列车从宜昌出发，现在未到达襄樊，那么我们称宜昌为前方车站，襄樊为后

方车站。   

前方车站向分局营销中心报告空位情况；乘务组在列车出发1小时后向分局营销



 

 

中心报告空位情况，分局营销中心核对前方车和乘务组的数据（车站卧铺占有数据--

乘务组卧铺占有数据）。后方车站将过多的空铺提前交到分局中心统一调度（例如：

在襄樊站由宜昌开往北京的车次每天有300个卧铺，离襄樊开车前3个小时，列车已始

出宜昌即将到达荆门，襄樊站还有200个卧铺没有卖出，那么可以将一部分卧铺票交

到分局调度中心，由分局调度中心，如果现在车上有乘客需要补票，就可以从荆门补

到北京，我们可以将原来的“襄樊---北京”的卧铺卖成“荆门----北京”的卧铺，

提高了使用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