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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车检修信息化建设的现状及补强建议

崔� 航*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公司通辽车辆段� 内蒙古� 通辽� 028000

摘� 要：信息化工作在铁路车辆系统已经开展多年，近年来随着大数据技术的不断发展，铁路车辆系统也在逐步

推进大数据技术的应用。本文介绍了近年来在货车检修信息化建设以及大数据应用两大方面开展的工作�并针对这两方

面内容提出了相关补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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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信息化建设方面开展的工作

�����信息化基础建设现状

（�）多样化数据采集手段。在最初只有计算机输入这�种信息采集手段的基础上，增加了手持机、5)(�卡、和平

板电脑等手段进行数据采集；同时，在检修现场布设了无线网络。

（�）全面化数据采集来源。在原来只有铁路货车技术管理信息系统（+0,6）采集的生产数据的基础上，增加了

安全质量、造修源头、典型故障统计分析、物料管理、生产经营、队伍建设、服务保障以及检修、运用、设备管理的

全部数据。

（�）细节化数据采集环节。将检修系统的生产数据采集端口设置到每个关键工位，改变了以往集中录入生产数据

的模式。同时，增加了所有管理人员录入相关检查、检验、考核信息的功能���。

（�）精细化数据分析模式。在原有多数使用([FHO表格统计、计算数据的手段基础上，增加了系统自动分析模式，

可通过条件筛选功能实现如时间、型号、厂家代码、故障类型的自动化统计分析，节约了研判时间，为检修精细化管

理提供有力保障。

�����加固网络安全设施，加强日常检查监管

（�）引入硬件设施进行安全防护。车辆段为异地车间和无线网络配备了几套防火墙，全面提升了网络边界、端口

协议、,3＋0��绑定、攻击防范等网络安全管理，联动其他安全设备主动防御网络威胁。

（�）常态化网络安全检查，进行入侵防范。每日进行高危端口扫描，查看路由器和防火墙安全日志，检测攻击行

为，记录攻击源,3、攻击事件等信息。

（�）及时修补各项系统漏洞。时刻关注国家、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车集团”）发布的各项漏洞补丁通知，进行漏洞修补。持续对:L�GRZV系统进行加固，先后修补了7RPFDW服务

器、2SH�VVK、“永恒之蓝”病毒、远程桌面权限泄露等严重漏洞。

2��管理信息系统应用已经开展的工作

（�）实现了部分管理流程数据化审批、公示。目前已经完成防止故障、出差审批、低值易耗品采买发放、人员

调整、干部培训管理、临时请示等流程的数字化审批，可以节约流程办理时间，解决基础数据保存、历史数据查询

等问题。

（�）实现了车辆段重要数据的自动分析。目前已经完成安全质量管理、技术管理、生产过程管控、质量管控、成

本管控的功能。

（�）推进了班组核算自动化进程。分别开发了站修核算系统和列检核算系统。通过调取+0,6数据，可自动计算

站修、列检班组直接费用支出与成本结超情况���。

�通讯作者：崔航，����年�月，蒙古族，男，内蒙古通辽，通辽车辆段，工程师，本科，研究方向：铁路货车车

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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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信息化补强建议

�����信息化建设补强建议

（�）车辆段段级服务器硬件升级。随着大数据应用平台容量不断增加，使用人数和用户需求都在不断增加。

（�）建设车间级管理子系统。根据标准化建设以及车间、班组核算需求，急需研究车间级管理系统架构，并建设

车间级子系统，该部分管理子系统网络将实现车间数据的管理与应用。

（�）增加显示终端。在班组学习区或部分岗位的作业区设置电子显示屏循环显示重点内容，方便操作工对重要工

作要求、典型问题、质量问题、需清查的故障配件制造信息、预检信息、改造信息、主要故障信息等进行掌握。

（�）实现验收系统发现问题的相关数据的接入。将验收系统检查时发现问题的各类数据接入车辆段大数据平台并

作为一项重要的质量数据���。各级干部现场检查时发现作业过程、产品质量存在的问题进行拍照或录像，通过手机、

摄像机、记录仪或手持机等方式上传至大数据平台，使车间、班组、职工可以清晰的通过影像资料认识问题、解决问

题，实现问题销号管理。

�����货车检修大数据应用补强建议

（�）建设标准化车辆段、标准化车间和自控型班组管理平台。一是按照车辆段“���”标准化建设体系要求，

围绕评价指标，设置安全管理、经营管理、队伍建设、生活服务、检修管理、运用管理、设备管理�个模块，对每个

模块按照具体分类划分�个层级，建设标准化车辆段平台；二是按照车辆段平台模式，结合各车间实际情况，采用

“��1”模式设置管理模块，突出车间执行层特点设置层级，建设标准化车间平台；三是按照自控型班组管理要求，

本着为班组充分解决问题的原则，从数据库中调取普遍关心的数据，以此为基础建设自控型班组管理平台。

（�）继续完善既有的分析内容。一是安全质量分析内容增加漏检漏修、视频监控、质量、上级检查发现问题的分

析；二是在原有的���类分类统计的基础上，新增具体故障分析；三是将机械动力设备分析、生产物料储备信息分析

内容融入到生产计划管理模块，能够通过更全面的数据分析合理制定生产计划。

（�）继续推进既有系统的全面建设。在之前开发的站修、列检核算系统的基础上，开发修车、修制班组的核算系

统，实现班组、车间核算的自动计算以及统计。

（�）扩大数据共享的宽度与深度。一是将上级公布的需清查的故障配件制造信息、当日车辆检修计划、待检修轮

轴信息、预检的配件信息、改造信息、主要故障信息及预修提出的钢板下料或车辆段产品制作需求等内容传递到相关

岗位，拓宽信息的宽度；二是直接将问题以及需要传达的重要工作要求、会议精神、事故案例、视频监控发现的典型

问题等内容在各班组学习（休息）区显示屏进行展示，深挖信息传递的深度���。

（�）研究特殊型号配件检修指导策略。通过对车辆及关键配件预检信息的综合分析，对良好配件库存情况进行预

警，制定适当的修车计划。主要侧重以下�个方面：一是通过分析预检的��W货车所占待检修车比例，提出��W货车轮

对、07��缓冲器检修储备需求建议，结合当前配件保有量确定当日检修入线车计划；二是通过分析预检的��7货车67

缓冲器过期数量，提出凹槽型冲击座检修储备需求建议；三是通过分析预检的适配���PP×���PP制动缸的制动阀比

例，提出该型制动阀检修储备需求建议。

（�）继续推进现场智能化质量控制系统建设。一是完善轮轴+0,6工位等系统功能，在程序中写入固化的质量标

准、数理逻辑关系，实现本工序的自动纠错、下道工序对上道工序的质量卡控；二是智能化系统的质量控制，以轮轴

检修为例，完善轴承、轮轴自动选配系统，重点解决轮轴选配系统试用过程中发现的程序问题，尽快投入试用，提高

轮轴选配效率和准确率���。

（�）开发故障修复确认功能。建立发现故障与消除故障对比功能，即车辆预检、质检、验收将发现的检修车故障

照片录入手持机中，检修人员对故障施修后，将该部位施修照片录入到手持机中，再有质检、验收进行把关。替代原

有的使用粉笔在车体上施划故障标记的方式，即能避免故障漏检漏修的风险，也大大提高了检验效率。从而通过信息

推送实现检修故障信息逐级发布、施修信息逐级反馈，达到检修质量闭环管理。

（�）开发工作评价分析系统。以制动室为试点，通过调取制动阀检修质量评价分析系统数据，从制动阀试验一次

合格率、返修阀率、优质率分析等数据评价制动阀组装工作者的作业质量。

（�）开发重点检修过程风险提示系统。一是通过应用制动阀检修质量评价分析系统，对制动阀试验一次合格率、

优质率、返修阀故障、返修阀处理方法实时统计，形成返修阀故障分布图表，自动提出一个时间段内试验台试验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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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动阀故障，并提出制动阀检修改进措施建议；二是通过对车辆主要配件（例如：钩体、钩舌、钩尾框、制动梁

等）检修故障的统计分析，对某一特定配件进行风险提示并总结检修重点���。

4��结束语

铁路货车信息化工作经过多年坚持不懈的建设与发展，为铁路货车的检修、运用管理积累了大量的数据资源。随

着大数据技术的推广应用，对铁路货车检修系统数据的处理加工能力也一定会不断提高，实现数据的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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