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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东站铁路综合交通枢纽智能化系统
方案研究

胡 康

摘要：作为重庆最大的铁路综合交通枢纽，重庆东站具有客流量大、空间结构复杂、站城融合程度高等特点，这给铁

路综合交通枢纽的运营管理、旅客出行、安全应急带来了挑战。本文经过分析认为利用智能化技术，提升枢纽的运营调度

效率、旅客服务品质和指挥决策科学性、准确性是十分必要的，为此提出了重庆东站智能化系统架构方案，以此为重庆东

站铁路综合交通枢纽智能化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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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综合交通枢纽概况
重庆东站是重庆“四主”高铁站之一，建成后将承担

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中“两纵两横”的交汇职能，未

来将成为重庆最大的铁路综合交通枢纽，预计旅客发送量

将达到 3000 万人次以上。按照站城融合的理念，重庆东

站综合交通枢纽利用所处位置约 50 米的地形高差，设计

上下共 8层的主体结构，形成集铁路和 4条轨道交通、公

交长途等多种交通高效融合、快速立体化疏解的综合交通

枢纽体系 [1]，并与周边商业、办公、公园景观等多种业态

有机融合，形成铁路与城市融合、富有山城特色的具有立

体空间结构的综合交通枢纽。根据国家和国铁集团关于智

慧交通的要求，利用新一代智能技术，建设智能化综合交

通枢纽是铁路发展的必然方向 [2]。

图 1 重庆东站多层立体交通关系图

二、智能化系统建设必要性分析

（一）是多交通方式互联协同，高效运转的需要

现有枢纽存在轨道交通、出租、公交、网约车等交通

方式运营相对独立，信息交流不通畅，运力衔接能力较弱，

协调联动难度大等问题 [3]。需通过智能指挥调度系统，进

行系统间资源整合和共享，实现计划 -人员 -设备快速响

应、协同调度，在枢纽有限的空间内实现超大客流的快速

集散和中转，提升枢纽运营效率。

（二）是构建智能出行，优化服务品质的需要

现有枢纽换乘信息和服务功能零散，导向不连贯顺畅

的问题，这就无法满足旅客对高质量出行的需求。需通过

智能化手段，优化整合综合交通枢纽出行服务系统，实现

跨交通方式一体化、贯穿全过程的智能化出行信息以便引

导服务，提升效率；利用人脸识别、虚拟现实（VR）新技

术，为旅客提供“无感”进出站、语音自助问答等个性化

自助服务，优化体验。

（三）是实现全域感知，智能决策指挥的需要

现有枢纽各部门、各单位数据割裂现象严重，数据分

析、利用率不高 [4]。需通过智能化系统，打通各部门单位

的数据壁垒，提高枢纽全域数据感知收集能力，整合并深

度挖掘数据价值，枢纽内外部运行环境变化时，自动生成

决策建议，辅助管理人员决策，智能调整作业流程、人员

部署、设备状态，为枢纽运营管理的科学决策提供强力支

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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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智能化系统方案
重庆东站综合交通枢纽智能化方案采用“1+2+N”系

统架构，即一张通信网络（公专结合）、两个核心平台资源、

N项业务应用，总体架构包括数据感知、网络传输、平台

资源和业务应用四个层次，实现全面感知、资源共享、协

调联动、自动适应的目的。

图 2 重庆东站智能化系统架构图

（一）数据感知层

通过音视频监控、红外监测、高清摄像、定位系统、

手持终端、空气质量监测等多种手段，自动获取车站及枢

纽内旅客、列车、设备、环境、安全等信息，全方位反馈

枢纽的运行状态。

（二）网络传输层

通过多种网络构建和先进通信技术，搭建联通站内各

信息节点的数据传输网络，汇集感知层采集的各类数据传

输至平台资源层，为系统间的互联互通提供高效稳定的物

理支撑条件。

（三）平台资源层

通过云计算、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技术，对车站

及枢纽内客运数据进行汇集、存储、管理、建模、分析和

展示，支撑车站的具体业务应用，实现客运数据的高效利

用和价值挖掘。由于铁路数据的保密及封闭性，平台资源

层会分为针对铁路站房的铁路车站旅客服务与生产管控平

台，和针对整个综合交通枢纽的综合交通枢纽管理平台。

铁路站房管理平台可通过专用通道，接入综合交通枢纽管

理平台，实现信息共享和协调联动。

1.铁路车站旅 客服务与生产管控平台。铁路车站旅客

服务与生产管控平台是铁路专用旅客服务的管理平台，集

中处理调度、客票、车辆以及旅客服务、客站设备、应急

指挥等业务数据，采用国铁集团 -铁路局集团 -车站三级

总体架构，统一部署于国铁集团安全生产网，同时可对接

地方应急处理相关信息系统，实现信息共享、多方联动。

图 3  铁路车站旅客服务与生产管控平台结构示意图

2. 综合交通枢纽管理平台。综合交通枢纽管理平台

包括运行监测系统、协同调度系统等子系统，集成各智能

化子系统，实现整个枢纽的资源优化配置和信息共享，为

旅客提供便捷及时的引导和信息服务，为枢纽客流、车流

管理提供先进的信息化调度管理手段。

3.一体化交换方案。目前由于铁路数据的保密性较高，

铁路与综合交通枢纽之间的数据资源在原则上不能直接交

互使用。技术上可通过公网将枢纽综合管理平台与铁路运

营单位外网安全平台连接后，再接入铁路旅客服务与生产

管控平台，实现铁路与综合交通枢纽的数据信息交互与共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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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综合交通枢纽管理平台结构示意图

（四）业务应用层

在平台资源层的基础上，开发满足铁路枢纽实际业务

需求的各类应用，接入铁路车站旅客服务与生产管理平台、

综合交通枢纽管理平台，实现人性化旅客出行、运行管理

协调联动，实时进行安全风险的预防和提供安全保障。

1. 智慧旅客服务类应用。主要包含旅客服务网站、旅

客服务APP、微信公众号、小程序、智能导航屏、智能机器人、

智能卫生间、交互导航求助、旅客伴随、旅客信息广播等，

这类应用可为乘客智慧出行全场景提供智能化服务。

2. 智慧交通服务类应用。主要包含出租车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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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机器人停车系统、停车场管理系统、停车收费系统，

为交通枢纽和旅客提供高效、便捷、智慧化的停车和管理

服务。

3. 智慧运营管理类应用。主要包含客流与旅客行为

分析系统、综合运行数据展示系统、智能化运营管控系统、

应急管理与指挥调度系统 [5]、办公管理系统等应用系统，

配套的还有指挥调度通信系统、视频音频系统、会议会商

系统、实景三维仿真系统、信息发布系统、调度大厅等，

为日常运营和应急指挥提供全方位立体化的信息支撑和智

慧化的辅助手段。

4.智慧安全防范类应用。主要包含安全防护综合平台、

视频监控、门禁、入侵报警、电子巡更、一键报警、积水

报警等系统，以及配套的监控室建设等，健全智能化安全

防护体系。

5.智能运行保障体系。主要包含能源监测与节能控制、

环境监测、智慧照明、系统设备管理、网络管理、运行状

态及统计分析等，保障枢纽运行的绿色、节能、舒适、稳

定 [6]。

6. 智慧产业服务类应用。主要包括招商引资、物业

服务、商业服务、精准营销等，为枢纽经营开发提供招商、

物业、商品推荐等信息化支撑，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分

析，实现精确投放，优化业态布局和营销水平，提高枢纽

经济效益。

7. 智慧数据中枢。主要包含云平台、大数据平台以

及各种智能分析引擎和基础软件，围绕云脑平台形成全局

数据信息的充分汇集、交互、融合与分析能力，为枢纽系

统奠定智能化基础。

8. 通讯网络与机房类应用。主要包括网络、机房等

配套系统，为枢纽信息化系统提供网络传输通道和基础环

境支持。

9. 信息安全防护类应用。主要包括网络及信息安全

的基础设施以及全面的防护系统，满足信息安全的相关标

准和等级保护要求，保障枢纽的信息安全。

四、结语
根据重庆市对东站“国际化、绿色化、智能化、人文

化“和 “五十年不落后”的建设要求，本文提出了建设全

面感知、自助服务、资源共享、协同联动、的重庆东站智

能化技术方案。为了最终实现综合交通枢纽智能智慧化，

除了做好智能化方案设计外，还需要进一步建立有效的建

设机制：一是要有统一高效的牵头建设单位，统筹铁路及

综合枢纽实施配套设施一体化建设，实现智能化方案的高

集成度和高效率；二是需在重庆东站综合交通枢纽建立铁

路与地方之间、地方行业主管部门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企

业之间的数据共享机制，打破数据壁垒，实现综合交通枢

纽数据的互联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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