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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一线的生产过程管理还远远不够，大量原始信息需专人集中录入，效率低下，车间仍是采用以往落后的电子台帐

甚至手工台帐记录方式，只能掌握《日班生产计划》总体任务，无法实时了解现场实施进度，因此建立一个适合库检特点

的信息化安全管理体系尤为重要。从出库质量管控、掌握即时生产信息、实现过程动态监控，以流程图形式展现，各部分

通过信息化形成的闭环管理是卡控现场关键环节的必要且唯一方式，是提高职工个人素质的必要手段，是铁路高质量发展

的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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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铁路生产布局大调整的背景下，一边是客车运行交路

延长，一边是库停时间缩短、人员配置有限，这一矛盾给运

用作业管理带来了较大压力，生产过程需要进行监控的部位

多，信息量大，解决之道必然是以科技手段来促进科学管理。

但深入生产一线的生产过程管理还远远不够，大量原始信息

需专人集中录入，效率低下，导致很多信息采集不及时，影

响系统业务和数据流程的正常流转以及客车信息的全面性、

准确性和及时性。因此建立一个适合库检特点的信息化安全

管理体系尤为重要。

1. 库检作业现状

我段现有库检车间 3 个，为北京库检车间、北京西库

检车间、石家庄库检车间，对本属旅客列车负责专项检修、

临客整备、客车整修及客车辅（A1）修等工作。目前，各

库检车间仍是采用以往落后的电子台帐甚至手工台帐记录

方式，只能掌握《日班生产计划》总体任务，无法实时了解

现场实施进度，不能及时掌握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作业任务

或未及时派工处理等异常情况，现有的管控手段一是干部现

场盯控；二是对数字化手电拍摄的照片进行检查。干部现

场盯控不能做到对所有作业列车的全过程盯控，数字化手

电拍摄的照片只能进行事后分析，无法对作业人员的作业

情况进行实时监控，特别是对关键作业的盯控，存在滞后

性，段安全生产调度指挥中心也无法对现场库检人员作业

进行实时监控 [1]。

2. 建设目标

2.1.	 加强出库质量管控

对于运用客车故障的管理，改变以往落后的电子台帐

甚至手工台帐记录方式，引入全面质量管理理论的全过程管

理方法，从故障采集、派活、领活、处理故障，到故障的工

长检查、质检员检查、值班员签认、乘务员签收、领导抽查，

进行全过程的流程化管理，并提供出库客车质量监控功能，

实时全面的监控出库客车的故障处理情况。

2.2.	 掌握即时生产信息

通过将《日班生产计划》模式化公布并自动分解到各

作业班组，方便各部门、管理人员和作业者通过网络及时了

解生产任务与现场实施进度。对于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作业

任务或未及时派工处理等异常情况，由系统按照预设的模式

进行预警或报警，做到对生产动态的实时监控。

2.3.	 实现过程动态监控

丰富的运用检修过程综合信息动态揭示，为现场管理

提供帮助。在运用现场动态信息显示屏或监控终端，以图形、

报表、网络图等方式展示专项检修、库检日计划、股道作业、

途中车辆信息，便于及时掌控各环节异常，促进生产组织高

效、业务管理科学。

2.4.	 流程图

编制计划→下发计划→接受计划→工长派活→职工接

活→职工作业情况→工长复查→质检复查→故障库（服务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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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现功能

3.1.	 日计划

将日常检修、专项检修、客车A1修、客车临修、临客整备、

普查整治、整修整备、接送车等运用作业纳入日生产计划管

理，形成趟车作业计划，自动分解生成作业任务推送至作业

班组或作业者，实现运用日计划的网络化编制、发布、派工、

反馈，临时计划即时发布、跟踪，质量检查过程记录、控制。

3.1.1. 计划模板

为相对固定的库停作业车次编制计划模板，维护库停

股道、作业班组、作业时间等信息，以便快速编制日常库检

计划。系统支持一个车间编制一至多个库检计划模板 [2]。

3.1.2. 日计划编制发布

一是库检日计划编制时，可选择相应模板，一键生成

包含各交路编组、作业股道、作业班组、作业时间的库检作

业计划。

二是其他计划编制时，如甩挂、临修、A1 修、整修、

质量鉴定、专项检修、专项整治、零公里整备等，在其他项

目栏选择生成。运用日计划模块集中录入。

三是临时性生产任务或计划变更取消，值班员可临时

编制或取消计划，单独列出在临时计划栏，并直接推送至

班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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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日计划编制完成后，可生成固定样式日计划报表，

经值班主任审核、发布，方便导出和打印。

3.1.3. 任务接收反馈

一是日计划发布后，系统根据承修班组关系，自动生

成作业任务推送至班组，在班组待检室计划揭示终端和工长

手持终端上显示提醒。

二是在工长确认作业任务或查看作业通知后，作业者

可接收到相应任务或者通知。其中：临修、整备、A1 修、

整修、专项检修、专项整治等属于作业任务类型，需进行开

完工确认；接送车、甩挂等属于作业通知类型，只需进行确

认反馈。

3.1.4. 任务执行监控

一是值班员可随时掌握日计划执行情况，查看计划车

组各班组作业计划内容，并通过颜色进行状态提示，异常情

况报警

二是通过设置某作业类型拍照要求和质检流程，日计

划执行过程中，作业者和质检员可拍照上传，强化质量控制。

3.1.5. 一体化站场动态图

以站场示意图等图形化方式，动态显示库停客车情况，

监控各股道客车的进出情况，当检测到客车位置有变化时自

动给值班员提示信息，并且根据系统设置自动更新列车编组

顺位及客整所客车存放位置信息。

3.1.6. 趟车作业网络图

日计划编制完成后，自动生成个计划车组趟车作业计

划，以任务形式推送给相应班组。计划执行过程中，各班组

任务执行及车组入库、脱轨器上下、股道供断电、编组试风、

故障处理等信息汇总，动态形成趟车作业网络图，以颜色标

识各项任务完成状况，异常情况报警提示。

3.1.7. 作业图像记录

作业者检修照片和质检检查照片，汇总形成运用维修

图像档案，以便查询浏览 [3]。

3.1.8.	A1 修作业管理

值班员安排客车 A1 修日生产计划，登记 A1 修“车

统 -23”发布到班组；班组工长按车组车号派工，指定检修

作业者；作业者查看本人任务，选择项目确认开工操作；作

业者根据作业指导书要求，结合 A1 修期内历史故障，进行

检修并登记故障处理信息，每一项目完成时填报销号并拍

照，系统自动提示工长或质检员；工长和质检员依次逐项检

查 A1 修作业结果，确认是否合格，发现不良状况时登记故

障反馈给作业者再行处置；作业者检修、工长确认、质检员

验收各环节记名记录信息汇总形成 A1 修记录单，全部 A1

修项目完成并验收通过后，签发 A1 修“车统 -36”。

3.1.9. 临修作业管理

根据临修计划或车辆临甩情况，值班员登记临修“车

统 -23”发布到作业班组；工班长接收后指派作业者，作业

者开工作业，完成后推送至工长、质检员进行复查，各环节

都可拍照记录，临修项目完成后签发 A1 修“车统 -36”。

系统支持出库质量管理系统转临修故障自动生成临修工单，

与有临修“车统 -23”的客车一并纳入临修质量管理，实时

掌握“残车”信息

3.1.10. 专项整治管理

由局、段、车间发起的临时性专项整治计划，可附加

通知要求等文件，班组根据作业任务进行检查并记录销号，

质检员、包保干部可进行检查、抽查，形成单车专项整治档

案。系统支持以车号动态图形式直观显示各项目计划车号及

政治结果，逾期未完成的整改项目与车号，可自动提示报警。

3.2.	 出库质量管理

对 81 故障、181 故障、A1 修故障、专项检修故障、月

度鉴定故障等客车运用阶段发现故障，从故障上报、工长派

领活、处理故障、工长检查、质检检查到乘务签收确认的全

过程流程化卡控管理。

3.3.	 专项修管理

客车专项检修系统基础上，从现场作业管理出发，侧

重描述检修过程数据移动采集与预警监控功能。通过系统按

辆或列制订专项检修计划，作业者执行、工长检查、质检验

收实现任务推送提醒，并进行专项检修记录的及时录入，实

现专项检修作业的质量控制

3.4.	 站场信息管理

结合无线感应识别技术实现对作业人员的动态定位和

轨迹记录，通过站场股道AEI 过车数据自动刷新列位车号，

全面掌控站场运用作业计划与执行情况，做到计划科学、组

织有序。其中一是甩挂、A1修、专项修等不同颜色进行标识；

二是对车次编组的待入库、待检查、待复查、待试风、待发

证、已发证等状态进行跟踪，全面动态监控出库质量状况，

保障旅客列车无故障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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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一体化站场动态图

以 GIS 布局图和站场示意图等图形化方式，动态显示

库停客车情况，监控各股道客车的进出情况，当检测到客车

位置有变化时自动给值班员提示信息，并且根据系统设置自

动更新列车编组顺位及客整所客车存放位置信息。

3.6.	 重点数据监控

一是 A1 修检修完成记录单各项数据（试风、制动缸行

程）；二是专项修完成记录单各项数据（钩高、轮对、电器类）；

三是月度质量鉴定分数评比。

4. 结束语

库检信息化安全管理体系的建设不仅仅是一项设备信

息化的建立，而是一种闭环思路的建立，通过一开始编制计

划到最终复查验收，形成的闭环管理是卡控现场关键环节的

必要且唯一方式，是提高职工个人素质的必要手段，是铁路

高质量发展的大趋势，因此库检信息化安全管理体系是优异

的、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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