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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铁道部规划教材，是由铁道部教材开发领导小组组织编写，并经铁道部相关
业务部门审定，适用于高等院校铁路特色专业教学以及铁路专业技术人员使用。
本书为铁路信息技术系列教材之一。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广泛应用在给人类带来便利的同时，正从根本上改
变员工的工作方式，从更深层次上影响着政府、企业的业务处理方法。
企业信息化能赋予商务和生产活动更高的效率，借助信息网络技术给企业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机
遇，给社会经济增长带来新的途径。
　　铁路作为服务于社会的一种公共运输形式，其始终不变的目的是安全、迅速、可靠、准确和经济
地运送旅客和货物。
随着技术的进步，信息系统的规模越来越大，复杂程度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认识到系统架
构的重要性，设计并确定系统整体结构的质量成为了重要议题。
本书从铁路信息系统架构的不同层次出发，首先分析铁路业务需求架构，其次分析铁路信息系统的信
息资源分布和信息架构，基于业务需求和信息资源架构，描述了铁路信息系统的总体架构，为实现此
架构的设计实现，分章详细描述了适用于铁路信息系统架构设计所需的核心技术，为帮助读者理解和
消化所提出的技术和方法，每章都配有详细的案例。
　　全书内容共八章。
第一章叙述了铁路信息系统架构及其总体结构的特点及主要内容；第二章根据铁路业务特点，对铁路
业务需求进行分析及架构、建模；第三章通过介绍铁路信息资源的分类分布及管理方法、信息系统数
据建模与分析以及信息资源集成共享，描述了铁路信息架构的总体架构框架；第四、五、六、七章详
细描述了适用于铁路信息系统架构设计所需要的核心技术，即铁路信息系统架构软件架构设计技术、
系统建模技术、系统设计模式、系统设计方法与技术（其中包括了可靠性与安全性设计方法）等；第
八章给出了两个相对完整的铁路架构设计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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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铁道部规划教材。
全书共八章，主要包括绪论、铁路业务需求架构、铁路信息架构、铁路信息系统软件架构设计、铁路
信息系统建模技术、铁路信息系统设计模式、铁路信息系统设计方法与技术以及铁路信息系统架构设
计案例等内容。
本书为高等学校铁路相关专业的本科生与研究生教学用书，也可以作为铁路相关专业高等职业院校的
教材，并可供相关企事业单位业务与管理人员学习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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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系统架构的概念及定义　第二节 铁路信息系统架构概述　第三节 铁路信息系统
总体结构　复习思考题第二章 铁路业务需求架构　第一节 铁路业务需求架构分析　第二节 业务需求
建模方法　第三节 铁路客票发售与预订系统业务需求架构实例分析　复习思考题第三章 铁路信息架
构　第一节 铁路信息资源　第二节 铁路信息系统数据建模与数据分析　第三节 铁路信息资源集成与
共享　第四节 分布式信息共享平台实例分析　复习思考题第四章 铁路信息系统软件架构设计　第一
节 软件架构　第二节 架构设计与基于架构的软件开发　第三节 软件架构的评估　复习思考题第五章 
铁路信息系统建模技术　第一节 问题分析与建模　第二节 结构化系统建模　第三节 面向对象系统建
模　复习思考题第六章 铁路信息系统设计模式　第一节 设计模式概述　第二节 设计模式及实现　第
三节 铁路信息系统设计模式　复习思考题第七章 铁路信息系统设计方法与技术　第一节 铁路信息系
统设计方法概述　第二节 数据库系统设计　第三节 用户界面设计　第四节 信息系统可靠性与安全性
设计　复习思考题第八章 铁路信息系统架构设计案例　第一节 铁路智能运输系统体系框架设计　第
二节 青藏铁路运营与安全综合监控系统架构设计　复习思考题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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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RITS本质特征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RITS是复杂系统　　复杂性是RITS最重要的特征，包括结构的复杂性、目标的复杂性、环境的
复杂性、对象行为的复杂性、技术体制的复杂性及系统进化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复杂性等。
面对中国铁路巨大的复杂性，主要的解决思路是在技术层面上，通过应用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通
信技术等高新技术，对铁路运输技术进行数字化和信息化改造，实现资源共享，提高铁路运输效率，
保障铁路运输安全。
同时应该从系统科学的角度出发，在各个科学层面上研究中国铁路运输系统的复杂性，处理好技术与
系统复杂性之间的关系，从而有效地解决各种复杂性问题，实现铁路运输的复杂目标，产生持续的发
展动力。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铁路信息系统架构>>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