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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信号与车辆融合控制技术研究 

彭程远 

石家庄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省石家庄市  050000 

摘  要：本文着重论述了城市轨道交通中的信息处理技术，以及在城市轨道交通中应用的一些关键问题。在城市轨道交通系统中，信号灯

的有效运转对于保障车辆的平稳行驶与安全行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达到乘客与安全之间的平衡，提升乘客的服务效能与乘客的满

意度，促进节能环保与可持续发展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文中还讨论了信号控制技术中的数据驱动、信号控制的智能化和信号控制的特

点。基于上述理论，本项目将深入开展列车自主控制、车载通信、位置控制和速度控制等方面的相关理论和技术，同时兼顾列车的安全性

和可靠性。这些技术对于提高轨道交通的运行效率和乘客的出行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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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信号控制系统在城市轨道交通中的作用 

1.1 优化交通流量与安全性的平衡 

在城市轨道交通系统中，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的重要作用是使城

市轨道交通系统的运行效率与安全性保持一个较好的平衡。交通效

率是影响大城市居民居住质量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首先，

通过监测列车运行位置、速度和密度等信息，在高峰期和高峰期分

别进行控制，以减轻路网拥堵。本装置可确保各车站之间的距离合

理，避免列车碰撞，确保列车安全运行。它不仅可以提高列车的运

行速率，而且还可以降低事故的危险性，确保乘客的生命安全。其

次，采用基于交通控制的交通信号控制算法，实现交通流量的 优

配置。这种算法可以预测列车在运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旅客量，并

在此基础上作出决策，使列车运行在 优的状态下。从而节省了时

间，降低了能源消耗，减少了对环境的影响。 

1.2 提高服务效率与乘客体验 

在中国，轨道交通的运行过程中，对轨道交通的控制起着举足

轻重的作用。通过对列车运行轨迹的分析，得出了列车运行轨迹之

间的关系，并对列车运行轨迹进行了分析。在高峰时段，实施好车

辆流量控制，可以加速车辆流量，减少车辆等候时间，提高车辆运

行效率，提高行车效率。在高峰时期，能够减少闲置汽车，实现节

能目标。这不仅可以提高乘客的服务效率，也可以提高乘客的乘坐

体验，缓解乘客的拥挤和不便。 

1.3 节能环保与城市可持续发展 

此外，红绿灯的应用还能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本项目的研

究对我国的能源节约和污染排放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本系统可对

列车运行中的能源消耗进行监测，并根据列车的实际情况，对列车

速度、列车停靠时间等进行调整，以降低列车的能源消耗。此外，

可减少不必要的启动和停止时间，减少燃料消耗，减少空气污染。

这对改善城市空气质量，减少交通引起的环境污染具有重要意义。 

2 城市轨道交通信号控制技术 

2.1 基于数据驱动的控制 

论文主要探讨了以数字化为中心的 DSP 技术。基于该模型，

对大量的实时数据进行收集和分析，可以准确地掌握城市道路的运

行情况，并据此作出合理的交通计划。列车运行过程中，大量的列

车运行轨迹、速度、客流量等信息被作为列车运行过程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通过对这些信息的处理和分析，实现了对路面状态的实时

监测。例如，它可以识别出交通阻塞点，并根据列车运行情况，调

整信号，减少阻塞点。然后，利用大样本的观测资料，对所建模型

进行改进，使之更符合实际情况。然后，结合现有的列车运行数据，

通过对列车运行数据的统计，得出列车运行数据，为列车运行方案

的制定和调整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 

2.2 智能信号控制算法 

针对这一问题，本文介绍了一种新的解决方案。然后，给出了

一种交通流量优化和交通安全的优化控制方法。本系统能随着交通

流量的变化而自动调整指示灯所需的时间。例如，这种方式可以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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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高峰时红灯的数量，提高绿灯的数量，提高交通流量。在用电高

峰期，采取降速措施，以实现能源节约和降低排放。这种算法可以

根据不同的车辆位置和车速，来决定 佳的停车时间，从而减少旅

客的等待时间，缓解旅客的拥堵。而且，他们还可以针对特殊情况，

比如紧急停运，故障列车的处理等等，确保交通的安全。 

2.3 信号控制的优化与效率提升 

如何使它的功能 大化，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基于上述研

究成果，通过对城市道路交通信号的连续优化，可显著提高城市道

路通行能力，实现节能减排，缓解交通拥堵，改善出行环境等目标。

然后，给出了一种新的交通流量分配方案。这包括调整列车行驶的

间隔，车速，停留的时间，减少等待的时间，确保乘客的出行顺畅。

本系统可对不同类型的交通标志进行联动，并可将不同类型的标志

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种方法能够减少交通中信号间的冲突，提高

交通流量，节约能源。并对系统进行定期维护和升级，以确保系统

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其主要工作包括：检查和解决信号设备中存在

的问题，引入和创新新技术，使其工作效率得到提升。 

3 车辆融合控制技术 

3.1 自动列车控制系统 

本文介绍了一种新型的铁路自动控制系统。采用了先进的无人

化技术，使车辆能够在不需要人为干预的情况下，安全、有效地行

驶。它通过传感器监测列车的方位、车速和条件，并根据预定线路

控制列车的加速、减速、或者停车。这不仅能提高列车运行的精确

度，还能减少人为失误的风险。本课题所设计的列车自动发车和停

车控制系统可以有效地减少列车的进站和出站，有效地减少了乘客

的等候和拥挤，提高了列车的运营效率。 

3.2 车辆通信技术 

汽车通信技术为汽车上的各种信息进行了有效的整合。通过采

用无线电通信技术，可以对线路上的各个部门进行有效控制，并进

行及时的通信。这种通信技术可以确保列车之间保持一个安全的距

离，并在需要时进行紧急停车。并利用此模式对列车的行车计划进

行了修正，使得列车的行车计划更符合现实状况。同时，列车通信

技术也为列车运行的实现带来了强大的支持，使列车运行更加可

靠。 

3.3 车辆位置与速度控制 

其中，姿态与速度的控制是整个机载系统的关键。通过 GPS

高精度的位置信息，可以准确地追踪列车，确保列车以预定速度运

行。利用 GPS 和惯性导航等技术对轨道交通工具进行实时监控和

跟踪，是目前轨道交通工具中 主要的一种。该系统还可对列车速

度进行自动调整，避免列车在列车行驶过程中发生超载、超载等情

况。本项目研究成果不仅可以提高汽车行驶的安全性，而且可以显

著减少汽车的能量消耗和环境污染。 

3.4 安全性和可靠性考虑 

在自动驾驶系统的设计和实施过程中，安全性和可靠性是至关

重要的。为确保列车能够在各种工况下稳定地停靠并在各种工况下

运行，对列车的各种安全性要求较高。在安全性方面，还包括了防

碰撞，防脱轨，紧急刹车等技术和措施。在列车运行过程中，要确

保列车在出现故障时仍能保持列车的运行，就必须对列车进行备

份，并对列车进行故障探测与控制。 

结论 

目前，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中国城市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而多路协调与协调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技术。运用城市轨道交

通信号技术，可以实现 优的车流、 大的效益、 大的节能环保。

本项目研究成果将实现列车自动控制、通信、位置和速度控制以及

安全可靠的多目标协同控制，提高列车安全可靠度，提高列车安全

可靠度，提高我国城轨交通系统的总体性能。为了有效地缓解城市

道路的拥堵，迫切需要对城市道路的技术进行研究和应用。该课题

的研究结果将有助于提高我国城市轨道交通的智能化、安全性和可

持续性，为提高我国的城市交通运营效率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

撑。因此，如何有效地提升运营效率，降低运营成本，是目前国内

城市铁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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