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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车乘务运用管理系统研究
刘雪峰　徐海波

（浙江金温铁道开发有限公司   浙江   温州   325000）

摘 要　文中研究开发了金温铁道公司客车乘务运用管理系统，该系统通过专用 APP，NFC 电子标签以及后台管理系

统实现对列车设备的智能化巡检、作业人员出退勤和作业数据的数字化管理。系统实现的主要功能包括利用 NFC 标签

进行设备巡视，专用 APP 软件实现各类作业数据、图片、视频的上传，后台系统汇总数据并实现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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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Jinwen Railway Company ̓ s passenger car crew application management system 
in thispaper utilizes a dedicated APP, NFC electronic tags, and a backend management system to achieve intelligent inspection 
of train equipment, digital management of personnel on and off duty, and operation data. The main functions of the system 
implementation include using NFC tags for device inspection, using dedicated APP software to upload various job data, images, 
and videos, and the backend system to summarize data and achieve statistic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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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我国铁路高速发展，对运输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这需要对作业人员实施更加全面和严格的监管。

本文研究的系统可以实现对列车加油量、日常维护保养、故

障检修等信息的数字化跟踪管理。乘务人员可以通过 APP
及时对列车的加油时间、加油量、维修保养情况、故障信息

等进行录入，这些数据会被系统自动保存、汇总。相比之前

纸质记录和人工上报的方式，该系统反馈了更精确、完整的

作业和检修信息，确保了数据的真实性，也避免了纸质档案

存放和检索不便的问题，大幅减轻了人力负担。

1　研究目标

根据现场用户需求，金温铁道公司客车乘务运用管理

系统应能实现如下目标。（1）乘务员可以登记出退勤信息并

进行酒精检测。（2）乘务员可扫描列车需巡视位置的 NFC 芯

片，获取巡视点位信息后填写并，上报巡视情况。（3）乘务员

可记录并上报列车车厢换挂情况和相关信息。（4）乘务员在

发现列车的设备存在故障时，可以记录并上报故障信息。

（5）乘务员可在发电车加油时登记加油信息，在加油前拍摄

油箱油位高度度数和加油车流量表度数；加油后拍摄油箱

油位高度度数和加油车流量表度数，进行加油量对比核对。

（6）乘务员可以记录并提交始发和途中以及终到时的电压、

电流等发电机数据。（7）系统自动统计分析柴油发电机组的

运行时长，并在需要保养时进行预警。（8）支持作业和信息

上报时可拍照和录制视频，传到后台系统中进行监督协助

管理，使作业过程执标执纪情况有据可查。

2　研究内容

乘务员可通过该系统进行出退勤登记、上报列车的巡

视、换挂情况及发电车机组的运用数据、保养情况、维修情

况。后台能对列车的运用、维修保养成本进行监督管理，对

每辆发电车的柴油消耗和保养周期及维修材料损耗情况进

行统计。免除原本人工纸质统计的管理方式，通过数字化

管理提升工作效率［1］。

2.1　研制专用 APP软件

专用 APP 的功能需求如下。（1）扫描列车需巡视位置的

NFC 芯片获取巡视点位信息后填写并上报巡视情况。（2）记

录列车车厢换挂情况和换挂地点等信息并上报。（3）记录并

上报列车的设备故障大类、故障子类、故障内容等信息。

（4）发电车加油前拍摄油箱油位高度度数和加油车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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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数；加油后拍摄油箱油位高度度数和加油车流量表度数，

进行加油量核对。（5）拍摄和记录机组运行前的时间、冷却

水比重值、机油油位高度值和蓄电池电压等数据功能。

（6）拍摄和记录发电机送电后的电压、电流、功率、转数等

参数功能。（7）提供拍摄和记录机组停机后的累计运转时间

和材料交接情况功能。

2.2　研制后台客车乘务运用管理系统

系统后台可以提供完善的出退勤记录管理、作业记录

基础信息维护功能，可以建立和更新列车基本信息、巡视点

位信息、换挂作业信息、作业流程信息、作业人员信息等。

相关负责人可以通过系统查询作业人员的出退勤情况以及

任意时间段内的具体作业详情，包括列车的运行线路、换挂

作业图片、巡视情况等数据；发电车的输出电压、电流、供电

对象等运行数据；完整的机车乘务作业记录，包含作业项目

名称、作业地点和车位、作业起止时间、参与人员等信息；发

电车的加油时间、加油量、加油地点等作业详情。系统提供

数据统计分析功能，可以抽取发电车的历史加油数据，自动

生成加油记录表，形成柱形图的图表展示形式。

3　研究方案

系统由专用 APP 软件、后台客车乘务运用管理系统两

部分组成，具体研究方案介绍如下。

3.1　专用 APP软件

专用 APP 由巡视情况上报、换挂情况上报、加油信息上

报、作业流程上报、保养信息上报、故障上报、出退勤上报组

成，如图 1 所示。（1）巡视情况上报。乘务员扫描列车中粘

贴的 NFC 标签，按照后台设定的巡视计划定期定点进行巡

视，填写相关信息并拍摄。（2）换挂情况上报。乘务员在进

行换挂作业时可以对作业情况进行拍摄记录，在完成后进

行上报。（3）加油信息上报。可以上报发电车的加油记录，

包括加油时间、地点、加油量等信息。（4）作业流程上报。可

以填写并上报列车运行过程的关键节点，如发车前准备、途

中作业、到站停车等的标准操作流程以及发电机数据进行

登记，确保流程得以严格执行。（5）保养信息上报。可以对

触发保养条件的发电机的保养信息进行登记，如更换油品、

进行检测等项目。（6）故障上报。可以在发生故障时，登记

并上报故障类型、故障内容等信息。（7）出退勤上报。支持

乘务员在开始作业前登记上报，包括出勤退时间、作业车组

等，便于考核管理。

专用 APP 在设计上充分考虑了现场作业人员的工作习

惯，采用简洁、直观的界面与交互模式。例如，在执行发电

车的运行巡检等作业任务时，工作人员可以直接通过 APP
完成现场信息的收集与记录。拍照上传、视频录制等功能

极大地方便了作业人员对设备或部件的状态变化、故障现

象等信息的登记，无需通过繁琐的文字描述，大幅提高了工

作效率，避免了可能的遗漏或误记录。专用 APP 实现了对

乘务业务的全面控制与集中管理。它取代了传统的纸质设

备台账，作业人员无需再携带笔记本或纸张等多种工具，一

部移动终端即可完成全部作业与信息化。这不仅提高了巡

检作业效率，也使之更加规范化，极大地提升了作业效率与

管理水平［2］。

图 1　专用 APP的软件结构框图

3.2　后台客车乘务运用管理系统

后台管理系统由公共字典管理、巡视情况管理、换挂情

况管理、故障管理、作业流程管理、加油管理、保养管理、出

退勤记录管理 8 个模块组成，如图 2 所示。

（1）公共字典管理模块包含耗材字典、仪表盘字典、车

次车站字典等。耗材字典负责维护保养时所消耗的物品信

息，仪表盘字典负责维护发电车上的表盘信息，车次车站字

典负责维护需要进行检查作业的站点信息。

（2）巡视情况管理提供巡视记录查看功能，方便了解乘

务人员的作业情况。可以查看乘务人员所有的历史巡视记

录，包括巡视时间、巡视点位、巡视状态、巡视人员等详细信

息。对于发现的异常情况，可以查看巡视人员当时拍摄的

异常照片，直观了解现场情况。

（3）换挂情况管理提供全面的换挂作业数据查询。可

以查看不同车次的换挂作业详情，包括车次信息、作业时

间、作业人员、作业现场照片等内容。同时提供记录检索功

能，支持根据任务类型、作业车站、作业人员等条件精确检

索，快速获取所需的作业情况数据。

（4）故障管理模块内汇总了所有乘务人员上报的发电

车故障信息，内容包括地点、车次、故障现象、处理情况等，

并提供条件筛选查询功能，从而对故障进行检索，快速定位

需要了解的故障信息。每个上报的故障报告都建立独立档

案，在档案内可以查看该故障的全部处理流程、维修记录、

处理结果等信息。此外，可以修改故障的当前状态，如待修

复、已修复、确认已修复等。

（5）作业流程管理模块包含流程管理，查看统计，导出

报表。流程管理可以查看、管理作业流程中填报的数据和

照片。查看统计可以统计每辆发电车的故障信息、保养信

息、加油信息、流程数据信息或导出为 Excel报表。

（6）加油管理模块包含加油数据上报，加油数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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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数据上报包括加油时间、地点、发电车号、加油量、操作

人等数据，系统后台数据库实时汇集上传的加油数据。记

录其历史加油情况，便于管理人员查看信息。可以选择特

定时间段、发电车号等条件，检索或统计其加油信息，并查

看报表。

（7）保养管理包含保养等级管理，保养信息管理。保养

等级管理可以管理发电机运转多久需要执行某个保养流

程。保养信息由乘务员上报完成后，后台可以对保养的数

据进行查看与统计。

（8）出退勤管理模块包含出退勤情况预警、出退勤记录

查看和人工出退勤 3 个功能。出退勤情况预警是系统自动

统计每趟车的出退勤情况，如果在发车前半小时出勤人数不

足或终到后半小时退勤人数不足，则将自动生成预警信息提

醒相关人员。出退勤记录查看功能可以查看所有乘务员的

具体出退勤时间和相关详情。人工出退勤功能则用于后台

人员可以对遗忘出退勤的乘务员进行补充出退勤操作［3］。

图 2　后台管理系统的结构框图

4　技术特点

（1）通过定制APP软件，实现智能化巡视管理。目前市面

上存在两种巡视方式，第一种是扫描二维码，这种方式存在安

全隐患，二维码容易被伪造或作假。第二种是使用巡视棒和

感应读卡器，巡视结束后需要通过 USB 数据线上传数据至电

脑，上传不够实时，也无法在巡视过程中记录信息和图片。本

系统利用手持移动终端扫描 NFC标签进行巡视，安全性高，可

以实时记录并上传巡视结果，并及时记录巡视点及周边设备

设施的问题，实现巡视过程的智能化和信息化。

（2）系统支持录入和上传各类作业和设备信息以及图

片或视频，完成对列车设备运行数据的有效记录，满足现场

巡视工作智能化和列车设备管理电子化的要求，同时也便

于及时发现和处理设备设施故障和问题。

（3）系统根据设备上报的作业数据和保养数据，能自动

计算当前设备所需的保养内容。这使得设备可以得到更加

及时和到位的维护，不仅减轻了工作人员的负担，降低了手

工计算带来的错误概率，还提高了保养工作的整体效率。

5　效益分析

5.1　经济效益

本系统已投入使用，系统运行性能稳定，功能完善充实。

乘务人员通过系统及时上传各类作业信息和设备运行状态数

据，管理人员则可以定期查阅系统，远程完成设备隐患排查，

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有效延长了设备的安全使用寿命。同

时，借助系统实现的作业过程智能化，提高了乘务人员的工作

效率。乘务人员不再需要记录并汇总大量设备数据，系统自

动聚合和分析数据，减少了完成工作所需的人力资源。

5.2　社会效益

本系统填补了金温铁道公司面临的乘务作业管理需

求，有效解决了列车流动性大且监管难度高的问题。系统

上线后，提升了乘务员的工作效率，也减少了列车设备损坏

导致的安全隐患。该系统还有望应用于其他铁路局，为我

国铁路运输的安全和高效做出更大的贡献［4］。

6　结语

金温铁道公司客车乘务运用管理系统的实际运用，提

升了金温铁路客车运用管理的精细化水平。通过设计和整

合专用 APP，NFC 电子标签以及后台管理系统，成功实现了

作业人员出退勤自动化管理、列车设备智能巡检、实时作业

数据上传、深度数据分析统计等功能，可以有效监控并追溯

包括列车燃油消耗量、设备维护保养状况、故障检修在内的

多项关键信息，确保数据的真实性与完整性，进而缓解人力

资源管理压力。此外，该系统凭借智能化巡视管理和一键

式信息上报功能以及现场实际情况的实时记录特性，简化

了乘务员的工作流程，提升了现场作业的规范性和透明度。

这套管理系统保障了列车运行安全，且提高了整体工作效

率并优化了资源分配，充分展示了信息化技术在铁路运营

领域的广阔应用前景及强大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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