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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能力考核要求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 08871 课程名称 调度集中与微机监测 

课程性质 统考课程 课程类别 专业教育 学分 5 

适用专业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专业 修订人 武晓春 

二、课程简介 

《调度集中与微机监测》课程是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

程，涉及到多门专业课程和多个学科，具有很强的综合性、系统性、实践性、创

新性等诸多特点。该课程以远动技术为理论基础，紧密围绕我国铁路行车调度指

挥以及列车作业和调车作业的自动控制，以 FZ-CTC（分散自律调度集中）和

TDCS（列车调度指挥系统）为例，详尽地阐述行车指挥系统的技术特点、基本

原则、系统结构、系统功能、技术原理、网络通信、网络管理和网络安全、与其

他系统的接口等内容，描述我国铁路行车指挥系统在客运专线、繁忙干线、青藏

铁路及重载铁路的具体应用情况。 

三、教学基本要求 

1.了解国内外铁路运输调度指挥的发展状况，熟悉传统调度指挥系统存在的

问题，掌握我国现在广泛应用的 FZ-CTC（分散自律调度集中）和 TDCS（列车

调度指挥系统）的技术特点和应用场景。 

2.理解分散自律的具体含义，掌握 FZ-CTC 系统的设计原则。从中国铁路总

公司管理体制的角度考虑行车指挥系统的体系结构，熟练掌握 FZ-CTC 系统的整

体结构、设备构成等。 

3.熟悉 FZ-CTC 系统的控制模式，掌握 FZ-CTC 系统的具体功能以及实现相

应功能的设备，主要功能包括列车作业、调车作业、行车调度、施工维修作业、

非正常作业、行车辅助报警等。 

4.掌握 FZ-CTC 系统的主要技术原理，包括分散自律控制原理、列车自动采

点原理、车次号自动跟踪原理、无线车次号校核原理、双机热备冗余等。 

5.了解 FZ-CTC 系统的组网方式，掌握网络设备具体配置、IP 地址配置、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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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处理等，熟悉系统网络安全和网络管理相关技术。 

6.掌握 FZ-CTC 系统与其他系统的接口，包括接口方式、接口信息、设备配

置、应用场景等，以京沪（或武广）客运专线、胶济线、青藏线为例说明 FZ-CTC

系统的具体应用情况。 

7.了解 TDCS 发展历程及体系结构、掌握 TDCS 具体功能、设备构成、参数

配置等。 

8.熟悉 TDCS 与其他系统的接口。 
四、课程考核目的和要求 

本课程的考核目的在于检验考生掌握本课程的基本知识情况和运用所学方

法解决调度集中中实际问题的能力。 

本课程要求考核识记、领会、简单应用、综合应用四种能力。四种能力层次

解释为: 

识记:要求考生知道本课程中的名词、概念、原理、知识的含义,并能够正确

认识或识别。 

领会:要求在识记的基础上,能够把握本课程中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

方法,掌握有关概念、原理、方法的区别与联系。 

简单应用:要求在领会的基础上,运用本课程中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

方法中的少量知识点,分析和解决一般的理论问题或实际问题。 

综合应用:要求考生在简单应用的基础上,运用学过的本课程规定的多个知识

点,综合分析和解决稍复杂的理论和实际问题。 

五、教材与教学参考书 

1.建议教材 

《分散自律调度集中》，中国铁路总公司，中国铁道出版社，2014 年 5 月 

2.参考书目 

[1]《中国铁路分散自律调度集中》，刘朝英，中国铁道出版社，第 1 版，2009

年 5 月 

[2]《高速铁路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培训教材·专业关键技术教材:分散自

律调度集中系统》，中国铁路总公司，中国铁道出版社，第 1 版，2014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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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现代铁路远程控制系统》，刘晓娟，郑云水，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

年 3 月 

Ⅱ.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考试要求:本课程考试采用闭卷考试方式,考试的时间为 150分钟,试卷总分为

100 分,60 分为及格,考试时可以携带计算器。考核范围:本大纲考试内容所规定知

识点及知识点下的知识细目都属于考核范围。 

试卷分数比例:本课程在试卷中对不同能力层次要求的分数比例大致为:识记

占 20%,领会占 30%~40%，简单应用占 30%，综合应用占 10%~20%。 

试卷难度:试卷中试题的难度可分为:易、较易、较难和难四个等级。每份试

卷中不同难度试题的分数比例一般为:2:3:3:2。 

试卷题型:课程考试命题的主要题型一般有:名词解释、填空题、单项选择题

(四选一)、多项选择题(五选多)、简答题、计算题、论述题等。在命题工作中必

须按照本课程大纲中规定的题型命题,考试试卷使用的题型可以略少,但不能超出

大纲规定的范围。 

Ⅲ.考试内容和考核要求 

第一部分 国内外铁路运输调度指挥系统的发展概况 
一、考试内容 

1.调度集中的基本概念 

2.国内调度集中系统的发展 

（1）FZ-CTC 和 TDCS 的应用场景。 

（2）FZ-CTC 和 TDCS 的技术特点。 

3.国外调度集中系统的发展 
二、考核要求 

1.调度集中的基本概念 

识记：调度集中的英文翻译。 

领会：调度集中的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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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应用：调度集中的主要功能。 

2.FZ-CTC 和 TDCS 

识记：知道 FZ-CTC 和 TDCS 的应用场景。 

领会：知道 FZ-CTC 和 TDCS 的技术特点。 

简单应用：知道 FZ-CTC 和 TDCS 的区别。 

3.COSMOS 

识记：知道 COSMOS的应用场景。 

领会：知道 COSMOS的技术特点。 

简单应用：知道国内外调度集中系统的区别。 

第二部分 分散自律调度集中系统概述 
一、考试内容 

1.分散自律 

（1）分散自律的技术组成。 

（2）分散自律的含义。 

（3）分散自律的作用。 

2.分散自律调度集中系统的设计原则 

（1）系统设备控制范围。 

（2）系统设计原则。 

（3）系统功能原则。 

二、考核要求 

1.分散自律 

识记：分散自律的技术组成。 

领会：分散自律的含义。 

简单应用：分散自律的作用。 

2.分散自律调度集中系统的设计原则 

识记：系统设备控制范围。 

领会：系统设计原则。 

简单应用：系统功能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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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分散自律调度集中系统体系结构 
一、考试内容 

1.分散自律调度集中系统基本结构 

（1）分散自律调度集中体统结构的分类。 

（2）分散自律调度集中系统结构的比较。 

2.分散自律调度集中系统结构 

（1）车站子系统。 

（2）铁路局 CTC 中心子系统。 

（3）网络子系统。 

二、考核要求 

1.分散自律调度集中系统基本结构 

识记：分散自律调度集中体统结构的分类。 

领会：分散自律调度集中系统结构的比较。 

简单应用：调度中心和车站的作用。 

2.分散自律调度集中系统结构 

识记：车站子系统的系统结构。 

领会：铁路局 CTC 中心子系统的系统结构。 

简单应用：FZ-CTC 系统的软件结构。 

第四部分 分散自律调度集中系统功能 
一、考试内容 

1.分散自律调度集中系统的控制模式 

（1）分散自律控制模式。 

（2）非常站控模式。 

（3）模式转换。 

（4）分散自律控制模式的操作方式。 

2.分散自律调度集中系统的列车作业 

3.分散自律调度集中系统的调车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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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分散自律调度集中系统的行车调度 

（1）用户登录及交接班登录。 

（2）站场信息显示。 

（3）调度命令。 

（4）列车编组和速报。 

（5）甩挂作业。 

（6）管理车站站存车信息。 

（7）自动生成车站行车日志。 

（8）接受并显示车站运行图。 

（9）车站站间透明。 

（10）列车“紧跟踪”报警。 

（11）统计运输指标。 

（12）操作与数据记录。 

5.分散自律调度集中系统的施工维修作业 

6.分散自律调度集中系统的非正常作业 

（1）非正常接车作业。 

（2）非正常发车作业。 

（3）非正常解锁。 

（4）区间设备故障时非正常办理。 

（5）系统故障降级处理措施。 

7.分散自律调度集中系统的行车辅助报警 

二、考核要求 

分散自律调度集中系统功能 

识记：列车运行调整计划和车站自律机的功能。 

领会：分散自律调度集中系统的控制模式，列车作业，调车作业和维修作业

的具体办理流程。 

简单应用：无线调度命令的传达、非正常作业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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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分散自律调度集中系统技术原理 
一、考试内容 

1.分散自律调度集中系统的自律控制原理 

（1）列车进路控制。 

（2）调车进路控制。 

（3）自律控制流程。 

2.分散自律调度集中系统的列车自动采点原理 

3.分散自律调度集中系统的车次号自动跟踪原理 

4.分散自律调度集中系统的无线车次号校核原理 

（1）车次窗的设置。 

（2）车次号来源及其优先级。 

（3）车次跟踪。 

（4）车次校核与进路命令。 

5.分散自律调度集中系统的双机热备冗余原理 

（1）双机热备概念。 

（2）故障分级。 

（3）双机热备状态转移。 

（4）基本倒机原则。 

（5）倒机顺序。 

（6）双机热备的工作原理。 

二、考核要求 

分散自律调度集中系统技术原理 

识记：列车运行调整计划和车站自律机的原理。 

领会：分散自律调度集中系统的列车自动采点、车次号自动跟踪、双机热备

冗余原理。 

简单应用：分散自律调度集中系统的自律控制原理、无线车次号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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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分散自律调度集中系统网络通信 
一、考试内容 

1.分散自律调度集中系统网络通信的主要网络设备 

2.分散自律调度集中系统网络通信的系统组网方式 

（1）星型拓扑。 

（2）总线拓扑。 

（3）环形拓扑。 

（4）网状拓扑。 

（3）混合拓扑。 

3.分散自律调度集中系统网络通信的 IP 地址配置 

4.分散自律调度集中系统网络通信的网络安全 

5.分散自律调度集中系统网络通信的网络管理 

（1）网络管理体系结构及管理模式 

（2）网络管理功能：①拓扑管理②安全管理③故障管理④配置管理⑤性能

管理 

二、考核要求 

分散自律调度集中系统网络通信 

识记：分散自律调度集中系统网络的组成。 

领会：分散自律调度集中系统网络通信的主要网络设备、系统组网方式、IP

地址配置。 

简单应用：分散自律调度集中系统网络通信的网络安全、网络管理。 

第七部分 分散自律调度集中系统接口 
一、考试内容 

1.分散自律调度集中系统与联锁系统接口 

（1）接口方式。 

（2）传输内容。 

2.分散自律调度集中系统与列车控制系统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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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接口方式。 

（2）传输内容。 

3.分散自律调度集中系统与 GSM-R 的接口 

（1）接口方式。 

（2）传输内容。 

4.分散自律调度集中系统与信号集中监测系统的接口 

（1）接口方式。 

（2）传输内容。 

5.分散自律调度集中系统与 TDCS 接口 

（1）接口方式。 

（2）传输内容。 

6.分散自律调度集中系统与无线调车机车 

（1）接口方式。 

（2）传输内容。 

7.分散自律调度集中系统与运输信息集成平台 

（1）接口方式。 

（2）传输内容。 

二、考核要求 

分散自律调度集中系统接口 

识记：分散自律调度集中系统有哪些接口。 

领会：分散自律调度集中系统与联锁系统接口、与列车控制系统接口。 

简单应用: 分散自律调度集中系统与 GSM-R 接口。 

第八部分 分散自律调度集中具体应用情况 
一、考试内容 

1.分散自律调度集中系统具体应用情况 

（1）京沪线或者武广线。 

（2）胶济线。 

（3）青藏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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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核要求 

分散自律调度集中系统具体应用情况 

识记：分散自律调度集中系统的应用分布。 

领会：京沪线或者武广线的具体应用情况。 

简单应用：胶济线或者青藏线的具体应用情况。 

第九部分 TDCS 体系结构 
一、考试内容 

1.TDCS发展历程 

2.TDCS整体结构 

3.TDCS设计原则 

（1）安全性。 

（2）精准性。 

（3）通信可靠性。 

（4）实时监控和响应。 

二、考核要求 

TDCS 体系结构 

识记：TDCS 发展历程。 

领会：TDCS 整体结构。 

简单应用：TDCS 设计原则。 

 

第十部分 TDCS 功能 
一、考试内容 

1.TDCS各级调度指挥功能 

（1）铁道部调度指挥功能。 

（2）铁路局调度指挥功能。 

（3）车站调度指挥功能。 

2.TDCS调度中心和车站设备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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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DCS 调度中心设备。 

（2）TDCS 车站设备。 

二、考核要求 

TDCS 功能 

识记：TDCS 有哪些供应商。 

领会：TDCS 调度中心和车站设备构成。 

简单应用：TDCS 各级调度指挥功能。 

 

Ⅳ.题型示例 
一、单项选择题(每题 2 分，共 20 分) 

1.下列功能都是 CTC 系统具有的，哪一项功能是 TDCS 系统不具备的( )。 

A:调度命令与阶段计划下达 

B:信号设备集中自动控制 

C:车站行车日志自动生成与列车到发点自动采集 

D:车站站间透明 

2….. 

10….. 

二、多项选择题(每题 2 分，共 10 分) 

1.分散自律调度集中系统网络包括（ ） 

A.CTC中心局域网 

B.铁路局局域网 

C.车站局域网 

D.铁道部局域网 

E.系统广域网 

2….. 

5.…. 

三、名词解释(每题 4 分，共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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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散自律 

2….. 

5.…. 

四、简答题(每题 5 分，共 20 分) 

1.车站自律机。 

2….. 

4.…. 

 

五、论述题(每题 15 分，共 30 分) 

1.论述分散自律调度集中系统控制的模式转换。 

2.….. 

V.参考答案及评分标准 
一、单项选择题(每题 2 分，共 20 分) 

1.B；2.；…10.。 

二、多项选择题(每题 2 分，共 10 分，漏选错选均不得分) 

1.A,C,E；2.；…5.。 

三、名词解释(每题 4 分，共 20 分) 

1.分散自律:分散自律就是基于现代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信息处理技术和

智能化软件(1 分)，实现以日班计划、列车运行调整计划为主轴和框架，将列车

运行调整计划下传到各个车站自律机中自主执行(1 分)。在列车运行调整计划的

基础上,解决列车作业与调车作业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冲突,实现列车和调车作业的

统一控制(2 分)。 

2…. 

5.。 

四、简答题(每题 5 分，共 20 分) 

1.车站自律机具有生成进路操作指令和将指令变为命令的功能,自律机将列

车运行调整计划自动解析为列车进路操作指令序列（1 分）。自律机对这些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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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进行自律运算和自律检查后，适时地将指令变为命令下达到联锁系统,以办

理进路（1 分）。分散自律调度集中系统将行车安全检查交给了自律机实现，由

车站自律机组成安全保护网克服人为因素造成的失误,杜绝了传统办理进路方式

的错办和漏办,提高了行车安全的水平车站自律机程序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车站

值班员根据列车调整计划生成列车进路和操作进路按钮的劳动,它是一个智能模

块（2 分）。列车运行调整计划编制系统和车站自律机系统实现智能化,保证了整

个调度集中系统的智能化（1 分）。 

2…. 

4.。 

五、论述题(每题 15 分，共 30 分) 

1.分散自律控制模式转为非常站控模式是无条件的（1 分）。分散自律控制模

式下,当发生紧急情况时，通过按下联锁操表机上“非常站控”按钮,可以将 CTC 

的控制模式转为非常站控模式（1 分）。非常站控模式下，满足一定条件时,通过

再次按下联锁操表机上“非常站控”按钮,可以将 CTC 的控制模式转为分散自律控

制模式（2 分）。 

允许非常站控模式转入分散自律控制模式的条件包括: 

（1）分散自律调度集中设备正常; （1 分） 

（2）非常站控下没有未完成的按钮操作。（1 分） 

只有上述两个条件全部满足,CTC 才能从非常站控模式转为分散自律控制

模式。（1 分） 

分散自律调度集中设备正常指的是某车站与 CTC 中心的网络通信是正常

的,保证 CTC 中心的控制计划可下达到所辖的车站;其次就是自律机正常,因为自

律控制是由自律机完成的,如果自律机出问题了，自律控制就无从谈起了。（2 分）

非常站控模式下如有未执行的按钮操作,此时如允许转为分散自律控制模式,分散

自律控制模式下又有按钮要执行,容易引起两种不同模式下的按钮进行误配，导

致控制命令的错误输出。（2 分） 

分散自律调度集中的控制模式状态由三个模式表示灯来表示。 

（1）非常站控模式灯，系统处在非常站控模式下,该表示灯点亮红灯;分散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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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控制模式下该表示灯为灭灯状态。（1 分） 

（2）分散自律控制模式灯,系统处在分散自律控制模式下,该表示灯点亮绿灯;

非常站控模式下,该表示灯为灭灯。（1 分） 

（3）允许转回分散自律控制模式灯,点亮为黄灯,反之为灭灯,自律机判断允

许非常站控模式转人分散自律模式的两个条件是否满足后,决定该表示灯是否点

亮。（1 分） 

运输操作人员根据该表示灯的状态就可知道 CTC 是否可以转换控制模式。

（1 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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