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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介绍了铁路编组站综合集成自动化系统（Computer Integrated Process System, CIPS）与铁路运输管理信息系

（Transportation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TMIS）间数据传输方法；针对 TMIS子系统特点，主要有 3种模式进行

系统间数据传输：即 MQ 消息队列通信、Oracle 数据库作为中间库存放 CIPS 提供的现车数据、FTP 收发文件传输。通过上述

3种系统间数据互传方法，将 CIPS 现车信息准确、及时、完整地提供至 TMIS及各个子系统，形成联动，有效提高铁路 运输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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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data transmission method between the Computer Integrated Process System (CIPS) and the 

Transportation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TMIS) of railway marshalling yards;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MIS 

subsystem, there are three main modes for data transmission between systems: MQ message queue communication, Oracle database as 

an intermediate inventory for storing in stock data provided by CIPS, and FTP file transfer. By using the above three methods of data 

exchange between systems, the CIPS current train information is accurately, timely, and completely provided to TMIS and various 

subsystems, forming a linkage and effectively improving railway transportation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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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铁路编组站综合集成自动化系统（以下简称 CIPS）

通过整合现有已经成熟的各种过程控制分系统，建立共享

信息平台，结合调度计划管理，集成创新，实现编组站决

策、优化、管理、调度、控制一体化，达到高度综合自动

化的目的，以其特有的管控一体化先进技术理念广泛应用

于各大铁路编组站。铁路运输管理信息系统（以下简称

TMIS）主要包括确报、货票、运输计划、日常运输统计等

子系统，其信息源主要来自全路各主要站段应用系统，实

时信息库包括以下主要文件：车辆文件、机车文件、列车

文件、车站文件、货票文件；而应用在各大编组站的现车

系统 CIPS 将上述文件以 MQ、Oracle、FTP 三种传输方式

或媒介传递给 TMIS，相应地 TMIS 也会将全路其他站信息

文件以同样方式传递给 CIPS。以下将按照上述 3 种数据

传输方法分别展开介绍。 

1 CIPS与 TMIS数据交互方式 

1.1 MQ传输 

MQ：消息队列（Manage Queue）是一种应用程序对应

用程序的通信方法。应用程序通过写和检索出入队列的针

对应用程序的数据（消息）来通信，而无需专用连接来链

接程序。消息传递指的是程序之间通过在消息队列中发送

数据进行通信，而不是通过直接调用彼此来通信，直接调

用通常是用于诸如远程过程调用的技术。排队指的是应用

程序通过队列来通信。队列的使用除去了接收和发送应用

程序同时执行的要求。CIPS 与 TMIS 系统间通过 MQ 数据

流转如（图 1）： 

 
图 1  MQ数据流转框架图 

涉及到 TMIS 确报子系统、运输集成平台、部分编组

站的班计划子系统采用 MQ 的方式与 CIPS 进行互相通信。

此时会将 MQ 的服务端搭建在 TMIS 系统服务器上，CIPS 作

MQ客户端，双方即通过 MQ队列通道进行数据间传输，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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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CIPS 会延展研发出对应程序包括确报收发接口、运输集

成平台接口、班计划接口程序来处理 MQ上的数据信息。 

1.1.1 CIPS 确报收发接口程序 

收确报：即从 MQ 确报队列获取到预报（也称原始报）

存储至 CIPS 预报待处理文件目录。 

发确报：即从 CIPS 待发送文件目录定时读取确报文

件发送至指定 MQ 队列。 

1.1.2 CIPS 运输集成平台接口程序 

该接口程序是读取 CIPS 数据库、路局运行线、接收

CIPS 数据广播等数据，按照协议统一数据格式，向路局

MQ 发送一系列报告（包括本站列车的到、解、编、发，

车辆的装、卸、运非转换，站场上现车信息，机车信息等

详细数据）。 

1.1.3 CIPS 班计划接口程序 

路局下达的日班计划会通过 MQ 传送至 CIPS，该接口

程序即约定文件存放路径，并将数据存入 CIPS 数据库。 

1.1.4 小结 

通过 MQ 的方式进行数据交互需要注意的有以下三方面： 

（1）注意运行环境的问题：客户端与服务端的 MQ

版本应保持一致，环境变量的配置以及约定好队列管理者、

队列通道、队列名称； 

（2）注意字段长度的问题：对于从 MQ 读取到的数据

保存至 CIPS 数据库时，应考虑数据长度是否符合 CIPS

数据库数据表允许的字段长度； 

（3）注意故障处理的问题：应及时备份发送和收到

的数据文件并具备备份文件自动删除机制，用来解决未及

时传输的故障。 

1.2 Oracle 传输 

该方式是以 Oracle 数据库作为传输媒介，有一台服

务器专用来作为 Oracle 服务器，CIPS 提供 Oracle 数据

库连接字符串、用户名、密码，并将 TMIS 要求的数据存

放至 Oracle数据库，相应地 TMIS子系统通过连接 Oracle

数据库获取到 CIPS 提供的运报、现车等信息。涉及到的

CIPS 接口程序有货票电子化现车上传接口程序，清算运

统一运统八上传接口程序等。 

1.2.1 CIPS 货票电子化现车上传接口程序 

按照《铁总货〔2018〕41 号关于印发《铁路货运票

据电子化作业办法》的通知》，根据《20181009 货运票据

电子化条件下现车系统需求及技术要求（暂行 0.93）》文

档要求，在指定服务器搭建 Oracle 数据库服务端，Oracle

客户端位于 CIPS 服务器，在约定的数据库用户下创建相

应的表及视图用来存放 CIPS 提供的列车到报、发报，股

道现车等信息以供箱管系统、货运站系统、票据现车上报

后台程序读取；数据运转流程如（图 2）：由图 2 可知，

货票电子化现车上传接口从 SqlServer 数据库获取数据，

为便于当遇到传输通信问题或其他故障时确认是否已将

数据写入到 Oracle 数据库，会将数据以 XML 文件存放至

本地，文件保留时间为 3 天。 

1.2.2 CIPS 清算运统一运统八上传接口程序 

从 CIPS 出发清算运统一目录、到达清算运统一目录

里定时读取清算数据文件，存储至指定 Oracle 数据库中，

存储的表：清算运统一：CCH_DBML、CCH_DBZW、CCH_FBML、

CCH_FBZW，清算运统八：TJ_YT8；同样地，文件备份保留

30 天，Oracle 数据库数据保留 3 天。 

对于 Oracle 数据库作为系统间传输媒介有以下优势：

Oracle 数据库的表可复用，也就是说只要获取到 Oracle

数据库连接字符串、用户名、密码，能连的上 Oracle 数

据库服务器，也就可以获取到该数据库表的所有数据。 

1.2.3 小结 

通过 Oracle 的方式进行数据交互需要注意的有以下

三方面： 

一，注意运行环境的问题：CIPS 接口程序所在服务

器要安装 Oracle 客户端，服务器环境变量要包括 Oracle

数据库的动态链接库，并确保所在服务器能够正常访问

Oracle 服务端的服务器； 

二，注意字段长度的问题：对于写入 Oracle 数据库

的数据要注意字段长度，如果超长要记录日志，但不能由

于某个数据的失败而影响其他数据的插入。如果是从

Oracle 读取数据，则需要考虑数据长度是否超过了 CIPS

允许的长度； 

三，注意故障处理的问题：数据没写成功，需要备份

起来，下次再写。应及时备份发送成功的数据文件并具备

备份文件自动删除机制，用来解决未及时传输的故障；

Oracle 数据库数据保留时间也应注意。 

 
图 2  Oracle数据流转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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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FTP数据流转框架图 

1.3 FTP 传输 

File Transfer Protocol，文件传输协议是用于在网

络上进行文件传输的一套标准协议；FTP 允许用户以文件

操作的方式（如文件的增、删、改、查、传送等）与另一

主机相互通信，FTP 客户端发起 FTP 会话，与 FTP 服务器

建立相应的连接。FTP 会话期间要建立控制信息进程与数

据进程两个连接。控制连接不能完成传输数据的任务，只

能用来传送 FTP 执行的内部命令以及命令的响应等控制

信息；数据连接是服务器与客户端之间传输文件的连接，

是全双工的，允许同时进行双向数据传输。当数据传输完

成后，数据连接会撤消，再回到 FTP 会话状态，直到控制

连接被撤消，并退出会话为止。FTP 传输过程如（图 3）： 

对于 CIPS与 TMIS间通过 FTP进行数据互传有两种方

式，一种方式是 CIPS 收数据，CIPS 作为 FTP 服务端，如

部分车站的班计划接口；另一种是方式是 TMIS 收数据，

对方作为 FTP 服务端，如货检接口（信息中心三级联网、

齐辉）、AEI 接口、超偏载接口等。 

1.3.1 CIPS 货检接口程序 

读取 CIPS 数据库，获取 CIPS 系统内车号核准后的到

发确报信息，上传到约定好地 FTP 目录；需要注意的是，

对于每一列车，符合要求的确都会定时发送（循环间隔是

5 分钟），直到列车不再列满足条件为止。 

1.3.2 CIPS 超偏载接口程序 

从 CIPS 原始报备份目录，定时读取预报备份文件发

送至指定 FTP 地址，并备份已发送至 FTP 文件。 

1.3.3 小结 

通过 FTP 的方式进行数据交互需要注意的有以下两

方面： 

（1）注意字段长度的问题：对于从 FTP 读取的数据，

需要考虑数据长度是否超过了 CIPS 允许的长度； 

（2）注意故障处理的问题：数据没写成功，需要备

份起来，下次再写。应及时备份发送成功的数据文件并具

备备份文件自动删除机制，用来解决未及时传输的故障。 

2 结语 

以上 3 种数据传输方式广泛应用于 CIPS 与 TMIS 间

信息交互，这样可以理解为 CIPS与 TMIS形成一个整体，

即车站包括各个站场所有信息均可根据具体情况实时或

分阶段、准确、详实、全面地传递给路局，以点及面，

最终交汇至铁路总公司数据库，因此在统计、分析、结

算等方面，实现节点式实时追踪管理，为全路各级运输

生产工作人员提供及时、准确、完整的信息和辅助管理

决策方案，以实现均衡运输，提高运输能力和效率，提

高运输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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