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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记述了2001-2005年中国铁路信号事业的发展进程，系统介绍了技术政策、技术装备等情况，其中
包括“十五”期间铁路信号在科研、开发、设计、施工、管理等方面的成就，以及有代表性的各类信
号设备的研究开发过程、技术特征、工作原理和运用经验。
　　全书共十篇，最后有大事记等附录。
第一篇概述了“十五”期间中国铁路运输及铁路信号设备的发展情况、铁路信号的成就、铁路信号发
展的基本经验和技术政策；第二篇至第七篇，分别记述了铁路提速与铁路信号，区间闭塞系统、列车
运行控制系统、计算机联锁系统、车站调车控制系统、调度指挥系统的发展情况；第八篇为铁路信号
科研、设计、施工和工业；第九篇为铁路信号安全管理与维护；第十篇为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系统的发
展情况。
在上述各篇中，除叙述了各项工作的进展情况外，还叙述了工作中取得的经验和教训，为今后工作提
供了有益的借鉴。
　　本书可供铁路工作者和有关的专业人员参考，也是图书馆必备的书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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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总论：　　铁路信号设备是铁路运输的基础设施，是保证行车安全、提高运输效率、提
供列车运行信息和改善劳动条件的重要设备。
铁路信号的发展和国家铁路的发展密切相关，和科技进步紧密相联。
铁路信号的发展水平是铁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2001年至2005年是中国铁路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
2004年1月，国务院审议通过了中国铁路史上第一个《中长期铁路网规划》，确定了到2020年铁路建设
的宏伟蓝图。
2001年至2005年期间，中国铁路进行了第四次、第五次大提速，并为第六次大提速进行准备；对几大
运煤通道实施了重载扩能的改造，大秦铁路开行了万吨级重载列车；武广、石太等客运专线开始建设
，青藏铁路全线铺通。
这一时期，中国铁路改革取得历史性突破，撤销了所有铁路分局，铁路局直接管理站段。
这一时期，铁道部制定颁布了《铁路信息化总体规划》，进一步加快了铁路信息化的进程；修订了《
铁路主要技术政策》，为提高铁路建设水平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思想和技术保证。
　　2001年至2005年也是中国铁路信号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
广大铁路信号工作者，以铁路大发展、信息化、大提速为契机，以创新的意识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
冲破了功能单一、控制分散、通信信号相对独立的传统技术理念，推动铁路信号技术向数字化、智能
化、网络化、综合化的方向发展。
　　为加快铁路信号技术的发展，按照政府导向、需求牵引、标准统一、产学研结合的方针，明确了
立足国产化，引进和吸收国外先进经验和技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原则。
从加强技术标准入手，加快铁路信号技术装备的发展，制定新技术标准体系，加快设备制式和产品的
统一；从加强管理入手，运用市场机制，规范了产品准入制度、生产许可认定和安全认证制度，保证
铁路信号设备生产积极有序的发展。
　　2001年至2005年中国铁路信号发展走过了不平凡、成果辉煌的五年。
广大铁路信号工作者埋头苦干、努力创新，信号装备水平得到快速提升。
制定了新一代调度集中（CTC）的技术条件，分散自律调度集中系统建设和应用取得突破，列车调度
指挥系统（TDCS）二期工程全面启动，为实现透明指挥、提高效率、保证行车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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