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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以铁道第三勘察设计院为例，在分析铁路勘察与设计接口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勘测设计
                    

一体化项 目的开发 目标、总体思路和实施方案，以及实现外业勘察与设计接 口急需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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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足优化勘测设计流程 ，提高勘测质量和效率的要求。
1  铁 路 勘 察 与 设 计 接 口 的现 状

    以铁道第三勘察设计院为例，经过几年的努力，基

本完成了专业单项软件的开发和应用，解决了复杂、重

复的计算问题和计算机辅助设计、计算机出图问题。
专业软件在本专业内部基本实现了电子化、数字化。

但是，各专业的软件开发大多只着眼解决本专业的问

题，没有考虑与其他专业的软件衔接，勘测与设计的接

口没有很好解决。应用软件相互独立，资源相互封闭，

没有形成一体化作业模式，存在大量的重复输入和多
口采集，造成了很大的浪费，影响了计算机应用整体水

平的提高。在勘测数据采集和处理方面，仍停留在外

业人工记录、手工计算和人工判释，内业人工复核、人

工录入计算机的阶段。地质勘探工艺陈旧，工程地质
原始数据采集手段落后，勘探数据的采集仍然停留在

人工取样，手摸、鼻嗅的人工判释阶段。勘察数据的采

集和处理以及勘测与设计接口已成为“勘测设计一体

化”向前推进的瓶颈问题，严重阻碍了勘测设计效率
的提高和劳动生产力的解放。

    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和专业软件日趋成熟，对计

算机应用提出了新的要求，向高度集成、协同作业的一

体化阶段迈进已是大势所趋。勘测设计一体化、信息
化，已经成为勘察部门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形成核心竞

争力的有效手段。最终目标要以标准的工作模型贯穿

整个工程勘察设计的全过程，使之成为综合信息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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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需要解决的问题

    以铁三院为例，勘察设计数字化进程取得了重大
进展，计算机应用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从去年开始，对

外业勘测实施数据自动采集，取得的良好的效果，受到
广大职工一致好评。但在数据自动采集工作推进中，

仍有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急需研究解决：
    ①地质勘探工艺陈旧，手段落后，数据采集多为手

工操作。需要研究新的勘探手段、工艺和技术。

    ②一体化项目的实施与传统作业模式的作业流
程、专业分工、管理职责都有所不同，需要进行流程再

造，需要制定相关的作业标准。
    ③数据标准是软件之间的交换语言，是架构勘察

与设计之间的桥梁，勘察与设计各阶段的数据接口标

准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④为适应勘察设计各阶段的需求，外业测绘自动

采集与处理系统需要进一步完善与提高。
    ⑤各专业现有应用软件基本停留在辅助设计水平

上，造成重复输入，影响了数据的实时性、一致性。需

要按统一的接口标准进行升级改造。

3 勘测与设计接 口工作的总体 目标

3.1  总体 目标

    拉通外业勘测与设计的接口，建立铁路测绘数据自

动采集处理系统和地质勘察原始数据采集信息系统。

3.2  总体思路

    在工程测量方面，采用“建立两个平台，分成两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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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最后形成一个系统”的实施策略。两个平台指 “掌

上电脑”和“全站仪 ”两 个支撑平台。第一步，开发完

成 以掌上电脑为平台的新建铁路测绘数据 自动采集和

处理系统 ；第二步 ，完成 以全站仪为平台的铁路测绘数

据 自动采集和处理系统 （  包括既有线 ）  ；对两个平 台的

软件进行整合 ，形成一个功能齐全 、性能稳定的铁路测

绘数据采集和处理系统 。

    在地质勘探方面 ，一 是结合地质勘 察信息 的数字

化，加大地质勘探基础 工艺 、技术 的研究 ，研究开发工

程地质数据采集的新方法 、新工艺 、新理论 ；二是在既

有勘察手段的基础上 ，对钻探 、化验 、触探等方面进行

软件开发和信息化建设 ，为设计专业提供可以直接使

用的工程地质 电子成果 ，最后整合 为 “地质勘察 原始

数据采集信息系统”。

4  系统组成

4.1  铁路 测绘数据 自动 采集和 处理 系统

    （  1  ）新建铁路测绘数据 自动采集与处理。

    （2）既有线测绘数据自动采集与处理。

    （3）  测绘数据与专业设计接口。

4.2  地质勘 察 原始数据 采集信 息 系统

    系统包括无缆触探 、旋转触探、地质填绘、土工试

验等方面的功能模块。

4.3  铁路 勘察 专 家 系统

    （  1  ）建立规程、规范、各级技术管理规章制度等信

息系统，可直接对铁路勘察的相关技术规定进行检索、

查阅。

    （2）开发专家经验库，包括各个勘测阶段的勘测

程序、方法和有关作业标准以及典型案例，让用户可以

随时得到虚拟专家的指导。

4.4  外业勘察 工程数据 库

    为了便于外业勘测数据的传输 、使用和保存，建立

外业勘察工程数据库，利用网络进行数据传输，实现资

源高度共享。

5  勘 察流 程优化

5.1  外业勘 察流程设 计

    总体原则：各有关派遣专业提出需求，下达工点任

务书，勘察承担单位完成外业采集和处理工作 ，向需求

专业提供电子成果资料。

    工作流程及数据资料：院下达勘察任务书；承担单

位接受任务；项目总体进行技术交底；出工准备、开工；

派遣专业向勘察单位下达工点任务书；勘察单位进行

勘察，现场采集原始数据并进行内业处理，形成电子成

果资料；勘察单位向派遣专业提供电子勘察成果；设计

专业软件直接对电子成果读取、使用；进行专业设计，

形成专业勘察成果。

5.2  资源整合

    所有采用勘测设计一体化的项目均需要进行流程

优化，理顺勘察设计工作流程，并根据新的分工配置

资源。

    对勘测作业的分工、职责进行整合，建立共享机
制，打破资源分散、封闭和垄断的状况，打通从勘察到

设计全数字化流程，最大限度地发挥勘察资源的潜能。

6  分步 实施 方案

    按照“整体规划，分步实施，循环渐进，小步快跑”

的原则，顺序实施相关项 目。

6.1  近期 目标 （2 -3  年 ）

    （  1  ）  开发完成新建铁路 测绘数据采集 和处理

系统。

    （2）完善勘测与专业设计软件的接口。

    （3）  制定新建铁路 实施勘测设计一体 化作业

规范。

    （4）  立项开发既有线测绘数据 自动采集和处理

系统。

    （5）开发或完善与既有铁路勘测接 口的专业设计

软件。

    （6）制定既有铁路实施勘测设计一体化作业的指

导书。

    （7）  对“铁三院土工试验通用程序”  进行升级

改造。

    （8）进行触探曲线和各项参数的数据格式标准化

研究。    ‘

    （9）开发横断面地质填绘应用软件。

    （  10）建立一体化作业模式下的勘察作业流程。

6.2  远期 目标

    （  1  ）对已有的测绘软件进行整合，建立功能齐全、

性能稳定的铁路测绘数据自动采集和处理系统。

    （2）完成勘测设计一体化外业勘察作业规范。

    （3）建立铁路勘察专家系统。

    （4）建立外业勘察工程数据库。

    （5）完成钻探 日志 电子化软件与记录设备系统

开发。

    （6）完成旋钻触探曲线和数据的应用研究。

    （7）完成无缆触探、旋转触探的研发。



    （8）建立地质勘察原始数据采集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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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至重庆铁路限制坡度的研究

王彦华

1  研究目的

    规划建设 的兰州至重庆铁路北 起西北重镇兰州 ，

经过 了甘肃省的临洮 、岷 县 、宕 昌 、武都 （  陇南市 ）  ，四

川省 的广元 、苍溪 、阆中 、南部 、南充 、武胜 ，至西南中心

城市重庆 ，是列入 国家铁路 中长期规划 ，连接西南和西

北两大区域间的一 条便捷 、快速 、客货并举 的大通道 ，

在路网上具有国土开发的重要作用。

    线路 由北 向南 ，经过 陇西黄土高原 、陇南 山地 、秦

巴山地和四川盆地等地貌单元 。

    兰州 至临洮 、会川段为陇西黄土高原 ，会川以南进

入西秦岭 山地 ；西秦岭 山地北 坡平缓 ，南坡陡峻 ，白龙

江河谷区多为高 山峡谷 ，夹 有 山间盆地 ，海拔 高程在

2 500 -2 800 m之间，地势起伏大。

    广元 以南线路沿嘉 陵江进入川东低 山丘陵区 ，海

拔高程为 300  —800 m。

    限制坡度是铁路选线 的重要标准 ，对线路走向、运

营条件及工程 投 资影响很 大 。由于沿线经过地 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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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地质条件复杂，与本线衔接的线路众多，技术标准

  不统一。因此，有必要结合工程地质条件和衔接线路

  的技术标准，对本线的限制坡度进行系统研究。

  2  主要原则及方法

    本线限制坡度的研究，从分析兰渝线所处的西部

  路网限坡系统出发，结合运量特征、沿线地形、地质条
  件、牵引种类、机车类型、生产力布局、运输要求等因

  素，对限制坡度、牵引质量进行综合分析论证。限制坡

  度研究的主要原则是“统一牵引质量，充分利用机力，

  减少工程投资，符合选线理念”。

  2.1  相邻线限制坡度和牵引质量分析

    相邻线的限制坡度、牵引质量如图 1  所示。从图

  1  中可以看出，本线衔接的主要干线到发线有效长均
  为850 m系列，限制坡度大部分为6%0，局部为8%0，研

  究年度列车牵引质量为4 000 t。经分析，研究年度内

  相邻线不具备延长到发线有效长至 1050 m、提高牵引

  质量至5 000 t及以上的条件。

  2.2  不同机车类型、坡度和牵引质量适应性分析

    主型货运电力机车不同限制坡度下的牵引质量如
  表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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