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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计算机联锁是铁路信号最重要的新技术之一，是计算机应用于铁路信号的重要突破。
计算机联锁的研制成功和推广使用，使铁路信号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在车站联锁领域，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尤其是对于可靠性技术和容错技术的深入研究，
计算机联锁技术已趋成熟并大力普及。
计算机联锁安全可靠，功能强，处理速度快，与继电集中联锁相比具有十分明显的技术经济优势，无
论在安全性、可靠性、经济l生等方面都是继电集中联锁所无法比拟的，更能满足现代化铁路对车站联
锁设备的要求。
因此，计算机联锁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是车站联锁设备的发展方向。
　　我国铁路的计算机联锁发展非常迅速，目前已近2000站。
铁路大发展，为计算机联锁的发展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成为高速铁路、客运专线、干线提速区段
以及城市轨道交通车站联锁设备的首选，也是继电集中联锁大修改造的换代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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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而系统地阐述铁路车站计算机联锁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组成。

在介绍计算机联锁的基本原理后，对我国铁路使用的TYJL-Ⅱ型、DS6-型、
JD-IA型、VPI型、E132-JD型、DS6-K5B型、iLOCK型、TYJL-ADX型、TYJL-
TR9型等计算机联锁的特点、硬件组成和软件简介、维修及故障处理逐一进行较为详细的介绍。
并且介绍用于平面调车的计算机联锁。
本次修订主要是增加了计算机联锁与列控设备的接口、TYJL-ALD型、LDJLZ-Ⅱ型全电子执行单元、
切换继电器电路、平面调车计算机联锁的执行电路等新内容，删去了部分内容。

本书可供铁路信号工程技术人员和信号维修人员学习参考，作为铁路现场技术培训的教材，以及供各
级铁路信号专业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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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进一步提高了安全性、可靠性　　继电集中联锁只能在元器件的可靠性上下功夫，系统的可靠
性就受到限制。
例如，轨道电路不良，只能对轨道继电器提出种种要求，而系统仅能做到三点检查。
计算机联锁就灵活得多，它能连续检查列车头部和尾部的位置，可以防止由于轨道电路分路不良造成
的错误动作和漏解锁。
计算机联锁采用二重系或三取二表决冗余技术，增加了系统的可靠性。
如软件冗余技术，对每台计算机设计两组程序，由于它们的数据结构不同，两组程序存人存储器的区
域也不相同，两组程序以不同的步骤运算，对硬件的故障很容易发现，从而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同
时因两组程序对外界干扰有不同的反应，通过比较电路很容易发现，即增加了抗干扰功能，外部比较
器则采用故障一安全元件。
因此，计算机联锁系统的可靠性比继电集中联锁高不少。
　　2.增加和完善了功能　　继电集中联锁虽然不断改进和完善，但受到继电器电路的限制或由于费
用昂贵等原因，在联锁功能方面仍存在不足。
例如，由于轨道电路的误动而造成进路错误解锁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以致妨碍进路的预排；再如，在
转线调车作业过程中，如果调车车列越过折返信号机而继续前进，折返信号机前方的道岔区段有可能
正常解锁，而折返信号机开放时，又不能将该解锁的道岔区段加以锁闭，可能危及行车安全。
目前只能由调车员指示调车机车在车列刚刚全部越过折返信号机时立即停车来保证安全。
此外，在折返调车作业过程中，机车只能在禁止调车的信号显示下运行（折返信号机前方的同向调车
信号机在关闭状态），这不够严密。
这些缺点，在计算机联锁系统中，可以用较少的硬件投资和发挥软件的作用加以克服。
　　因为计算机具有工作速度快、信息量大的特点，所以计算机联锁很容易实现自动控制功能，还能
安全地实现自动选路、储存进路、平面溜放等继电集中联锁无法完成的功能。
运行图变更时，还能自动选择最佳方案。
计算机联锁不仅可以扩大控制范围，适用’于任何规模的车站（尤其是大型枢纽及远离咽喉区的信号
设备的控制等），而且还可以利用计算机进行站内行车业务管理，以提高工作效率。
屏幕显示也较传统的表示盘灵活方便。
　　简化操作手续和减少人工直接干预，以减少和防止操作失误，是提高作业效率的重要途径。
计算机联锁系统为提高办理列车进路的自动化程度创造了条件。
例如，可将接发车计划（包括车次号、到发股道、到发时间以及车站出入口等）预先存在计算机中，
利用车次号系统选择接车进路，利用列车接近车站的信息确定办理进路的时机。
对于发车进路来说，由于涉及到列车始发、旅客乘降、货物装卸等情况，在办理方式上可以采取人工
、定时和按计划自动办理等。
　　在行车信息管理方面，计算机联锁可以向旅客服务系统（如广播、车次到发显示牌等）、列车运
行监视系统以及行车指挥系统提供信息。
由于这类系统日趋计算机化，系统之间就容易结合。
组建成广域网后便于和调度集中、TDOS等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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