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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结合《铁水联运技术标准及关键技术研究》项目，介绍了铁水联运信息系统逻辑框架

设计路线。根据我国铁水联运业务流程，定义了铁水联运电子商务系统、铁水联运营销系统、铁
水联运货物运输管理系统、铁水联运办公信息系统等 4 个主系统及 13 个子系统，并以铁水联运

电子商务系统为例详细说明逻辑框架设计的过程。铁水联运逻辑框架设计，为物理框架设计等

后续工作建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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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铁水联运在我国交通运输中的重要地位日益突显，并且得到了迅速发展。
我国铁路、港口信息化已进行了大量的建设，初步具备了信息化管理、信息查询的功能，但是，铁路和港口

的信息系统均为内部系统，没有实现铁路、水运间的信息共享，造成铁路和水运之间的协调配合、运输设

施的统筹规划建设、运输装备的发展以及运输经营管理都尚未形成有机整体，具有综合功能的运输枢纽

尚未形成，各种运输方式间缺乏有效衔接，运输方式之间和运输方式内部的一些结构性矛盾日显突出。
因此，建立铁水联运信息系统，实现铁路、水运间的信息共享已成为当务之急。

铁水联运信息系统涉及整个铁水联运业务流程，包括货物承运、发送、中转、到达等多个作业环节，为

货主、货代、铁路、水运、船公司、海关等用户在各作业环节提供实时联运信息及必要的操作功能。因此，

铁水联运信息系统是一个集基础数据采集、整体优化、运营组织、自动化办公等功能为一体的巨型复杂系

统。这类复杂信息系统设计的关键在于根据中国铁水联运实际情况划分信息系统主系统及子系统，定义

系统的主要功能，并采用合理的模型描述系统间、系统与用户间的信息交互，使整个信息系统的信息输

入、信息输出、信息内容等清楚明了，以便于对整个铁水联运信息系统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国内外巨型复

杂信息系统的设计经验表明: 逻辑框架是描述上述复杂系统信息交互的根本方法。逻辑框架是铁水联运

信息系统体系框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它可以清楚的描述各系统( 终端) 输入的信息内容和来源、输
出的信息内容及流向，并通过系统间的信息交互，最大限度的描述各系统的主要功能。逻辑框架的构建

不考虑管理体制和技术因素，它只确定系统的功能，而不管功能由谁来实现、如何实现，具体的实现工作

交给物理框架去做［1］。

1 国内外巨型复杂系统框架研究现状

以类似的大巨型复杂系统———智能运输系统为例，介绍国内外对巨型复杂系统框架研究的现状。
1． 1 国外研究现状

美国运输部于 1997 年、1998 年、1999 年、2002 年公开了美国国家 ITS 体系框架( National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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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ITS) 第一、二、三、四版，并于 2007 公布了第五版［2］。美国采用面向过程的研究方法，构建 ITS 体系框

架，对系统的功能进行分解描述，并采用数据流图和数据结构图表示逻辑模型［3］。
日本在 ITS 体系框架方面的研究主张为: 高效地发展一个完整的智能运输系统，保证各子系统之间协

同工作，并通过系统之间的协调统一，方便系统的扩展，帮助发展国家的 ITS 标准和国际的 ITS 标准［3］。
日本采用了面向对象的研究方法，建立 ITS 体系的逻辑框架［3］。

欧洲的 ITS 体系框架也是采用了面向过程的方法建立的，但在研究的模式上与美国有所区别［3］。美

国采取政府统一规划这种自上而下的方式; 欧洲则是各个部门独立研究，自下而上集成［3］。
1． 2 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于“九五”期间开始了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中国智能运输系统体系框架研》专题研究，完成了

中国第一部智能运输系统体系框架，为我国智能运输系统的研究与发展起到基础的作用［3］。国家科技部

于 2000 年批准组建了国家铁路智能运输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The Center of National Ｒailway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ＲITSC) ［4］。2001 年开始，ＲITSC 主持完成了《铁路智能运

输系统体系框架》、《铁路智能运输系统标准体系》、《铁路智能运输系统发展战略》等基础研究项目，首次

对铁路智能运输系统的服务框架、逻辑框架、物理框架、通用技术平台、标准体系、示范环境等进行了详细

描述［4］。

2 铁水联运信息系统逻辑框架设计路线

国内外巨型复杂系统框架研究主要分为面向对象和面向过程二种设计思路，结合我国铁水联运实际

情况，为清楚明了的展现各个用户在不同的运输环节中的不同需求，本文确定以铁水联运作业流程为主

线的面向过程的设计方法。
参考我国铁水联运业务流程，从业务需求入手，确定铁水联运信息系统的划分及框架图设计。其设

计路线如下:

( 1) 分析我国铁水联运业务流程，对业务流产生的数据进行分类、合并、整理后得到铁水联运信息系

统所包含的主系统及子系统，并确定各系统的功能。
( 2) 建立铁水联运信息系统顶层逻辑框架图，确定系统所包含的所有子系统。
( 3) 在系统功能描述的基础上，建立系统逻辑框架图，详细描述各系统间及系统与用户间的信息交

互。

3 铁水联运信息系统顶层逻辑框架

根据铁水联运业务流程，为更好地为货主 /货运代理商提供信息服务，提高铁水联运相关部门的运营

组织的效率，可以将铁水联运系统分为 4 个大系统，分别是铁水联运电子商务系统、铁水联运营销系统、
铁水联运货物运输管理系统、铁水联运办公信息系统。同时对 4 个大系统进行细分，可分为网上业务办

理系统、货物托运前信息查询系统、货物托运后信息查询系统、铁水联运市场预测分析系统、铁水联运产

品开发与设计系统、铁水联运运价管理系统、铁水联运财务管理系统、铁水联运安全管理系统、港口站、码
头管理系统、铁水联运预确报系统、铁水联运特殊货物运输管理系统、铁水联运货票信息管理系统、实时

追踪系统等 13 个子系统。铁水联运信息系统顶层逻辑框架如图 1 所示。各个系统的主要功能如下:

( 1) 铁水联运电子商务系统主要功能。为货主 /货代提供货物托运前的基础信息; 为货主 /货代提供

货物托运后的信息查询; 提供网上现金结算、单据来往; 提供网上办理托运、理赔等业务。
( 2) 铁水联运营销系统主要功能。按区域分析货主、大客户对铁水联运产品的不同需求; 按区域，根

据货主、大客户的不同需求，设计适应市场的铁水联运产品; 铁水联运运价管理; 铁水联运财务分析。
( 3) 铁水联运货物运输管理系统主要功能。铁水联运申请受理; 铁水联运法规、常识等信息提供; 提

供铁路运输计划，货物进货、仓储、装卸、运输、中转、预计到达时间、到达港站时间、港站作业计划等信息

提供; 同时提供货物基本信息、运输条件、使用集装箱型号等信息( 向水运部门提供这些信息) ; 提供水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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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铁水联运信息系统顶层逻辑框架

运输计划，货物基本信息、进货、仓储、装卸、运输、中转、预计到达时间、实时到达码头时间、码头作业计

划、集装箱信息、报送信息等( 向铁路部门提供这些信息) ; 提供空车、铁路集装箱、海运集装箱信息; 港口

站及码头间的实时信息交互; 铁水联运货票信息管理; 提供铁水联运特殊货物运输管理办法; 及时提供铁

路运输、水路运输安全信息、安全措施、发生安全事故后采取的措施、责任划分、恢复正常运输的计划、预
计到达时间; 及时提供铁路运输 /水路运输发生换装整理、运输故障信息，以及相关部门采取的措施、恢复

正常运输的计划、预计到达时间; 实现货物的实时追踪管理。
( 4) 铁水联运办公信息系统主要功能。实现铁水联运政务信息公开传递和查询铁水联运政务信息;

铁路部门、水运输部门网上政务办理; 提供铁水联运电子公文; 提供铁水联运电子邮件。

4 铁水联运信息系统主系统逻辑框架设计

铁水联运信息系统逻辑框架设计，旨在详细描述各系统间以及系统与用户的信息交互，用 DFD( 数据

流图) 加以描述，并用并以铁水联运电子商务系统逻辑框架设计为例进行介绍。本文图示表示方法: 用

户———直角矩形; 系统———圆角矩形。

图 2 铁水联运电子商务系统顶层逻辑框架

铁水联运电子商务系统分为货物托运前信息查询系

统、网上业务办理系统、货物托运后信息查询系统 3 个子系

统组成，3 者通过电子商务平台联系统在一起。该系统是货

主 /货运代理商联运业务办理、信息查询的窗口，大大节省

了货主联运业务办理的时间，其顶层框架图如图 2 所示。
电子商务系统分为货物托运前信息查询系统、网上业

务办理系统、货物托运后信息查询系统 3 个子系统，为详细

介绍子系统框架图设计思路，本文以货物托运后信息查询

子系统为例进行说明。
货物托运后信息查询系统主要为货主 /货运代理商提供信息查询服务，该逻辑框架主要描述: 该系统

向货主 /货运代理商提供的货物运输信息; 其它系统向该系统提供的货物运输信息; 该系统向其它系统提

供的信息。但只包括信息提供的主要内容，而不包括该系统如何进行数据收集、存储、处理、输出等物理

技术问题。
货物托运后信息查询系统主要有 5 大功能:①方便货主实时了解货物的实时位置、运输状态、货物中

转等信息;②系统从铁水联运安全管理系统中获取货物的安全信息，以及货运事故原因、损失情况、救援

措施、恢复正常运输的时间等信息;③系统从铁路、水运相关部门获取联运实时作业方案、作业进度等信



第 4 期 蔡小波等: 中国铁水联运信息系统逻辑框架设计 63

息;④系统从铁水联运特殊货物运输管理系统获取运输、装卸条件信息，并从铁水联运实时追踪系统中获

取货物实时位置信息;⑤系统从铁水联运货票信息管理系统中获取整个运输过程运输费用清单。其框架

图如图 3 所示。

图 3 货物托运后信息查询系统逻辑框架

5 结语

铁水联运信息系统逻辑框架的设计是整个铁水联运信息系统研究至关重要的一步，详细描述了系统

间、系统与终端间的信息交互，为铁水联运信息系统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参考结构，为物理框架设计建立了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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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Ｒailway-river Transportation Technical Norm and Gordian Technique Study，the i-
deas of logic framework design of china railway-river transportation information system are introduced． Ｒailway-
river transportation business process confines four main systems-e-commerce，marketing，freightage management
and office information，and thirteen sub-systems． E-commerce system is taken as an example to explain in detail
the process of logic framework design，providing a basis for physical framework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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