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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铁路车流组织是运输组织管理工作的基础和前提，枢纽车流组织又是整个车流组织工作的关键和
核心。
枢纽车流运输组织工作水平的高低，不仅直接影响铁路系统内部车流的通畅，而且关系着铁路能否满
足顾客和用户的运输要求，适应运输市场对铁路运输需求。
另外，枢纽内各种作业计划应在保证枢纽运输组织畅通、枢纽全局优化的前提下来组织，其核心是枢
纽车流组织。
　　因此，枢纽车流组织至关重要。
组织得好，不仅可以加快货车周转，提高枢纽的通过能力，而且对协调区间通过能力和整个路网通过
能力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特别是在智能化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研究铁路枢纽车流调度决策优化，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实现铁路运输管理决策智能化、信息化、科学化是智能铁路运输系统（ITS-R）一直追求的目标。
　　我国铁路结合实际，确立了“利用后发优势、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铁路发展战略指导思想。
铁路又好又快发展，必然将导致铁路枢纽运输组织工作的变化，将对铁路枢纽地区的车流组织工作提
出挑战。
传统的铁路枢纽车流组织思路和方法将不能满足铁路又好又快发展的要求，车流组织的均衡性将从根
本上得到突破，车流组织也可能将只通过到达车流进行枢纽车流组织的被动计划变为有意识地组织车
流到达的枢纽车流主动优化，静态计划日常调整发展为动态系统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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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根据作者多年研究，紧密联系当前铁路运输组织的实际，结合未来的发展方向，系统论述了智能
铁路运输系统下枢纽车流组织优化的有关理论和方法。
全书共分为8章，内容包括：绪论、智能铁路运输系统、铁路枢纽及其管理模式、铁路枢纽车流现行
组织及优化方法、编组站智能调度系统分析、编组站智能调度系统的总体框架设计、编组站智能调度
系统阶段计划优化研究、基于可控的ITS—R枢纽车流调度决策优化。
　　本书可供有关领导、铁路运输管理人员，以及科研、设计等部门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也可作为
高等院校铁路运输等相关专业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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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汪文锋[37]构造了考虑列车解编顺序与车流推算相结合，以所有出发列车所配车流总数量最大和
欠轴列车最少为优化目标，建立配流网络模型，给出了该模型的启发式与网络流结合的算法。
该算法首先由现场的实际经验得出模型的初始解；然后通过局部调整、改变列车解编顺序调流，利用
可欠轴列车进行调流等方法来加强模型中配流模块和解体、编组之间的联系，从而对初始解不断进行
改善；最终得到模型满意解。
　　彭越[38]在推算出发车流时引入了机会数的概念，但在机会数的定义、运用原则和运用方法上还
不是很完善。
　　在作用减少配流网络的调整过程但又能使所有出发列车都能够正点满轴方面，何铭路[39]在分析
何世伟和汪文锋优缺点的基础上，采用了一种折中的模型分解方法，即只将编组约束从网络模型中分
解出来。
　　龚文平[40]在文献[39]的基础上，考虑出发车流的选择、配流顺序的确定，提出了解体和配流相结
合的网络流模型，将解体与配流有机的联系起来，从而保证解体安排一结束，配流也能同时达到满轴
。
　　胡刚[41]对列流的去向数和车流的机会数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比较完善的机会数配流
模型，同时提出一种既确定列车的编组顺序又确定列车的编组时机的新算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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