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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货运统计的最短经由处理问题

岳 连
�

枚

�经济管理系�

摘 要

本文针时铁路货物运榆统计中复杂
、
关健的经由处理问题

，
分析 了通用程序未

能投入使用的原因
，
对现行方案作 了评价

，
提 出了改进方案的设想

。

计算机在管理中的应用
，
最初是从统计汇总开始

，
而且多数从货票统计着手

。 、

现在
，
全

路各统计工厂都已实现了客货票精密统计电算化
，
正在继续向统计信息的网络化方向发展

。

因此
，
对现行的统计汇总实际进行总结

、

评价
，
以利于建立自动化统计信息系统

，
是十分必

要的
。

问题的提出

货物运输统计反映铁路运输的产品数量及质量
， 一

货物周转量是铁路运输产品之一
，
其计

算方法为
�

、

全路货物周转量 二 叉 �各批货物的重量 �相应的运输距离�

运输距离是指货物发
、

到站间的计费里程
，
除特殊经由外

，
一般按最短经由计算

。 、

我画铁路线路成网
，�
有五千多个营业站

，
要尿证在统计观定期限内

， 飞

按线路和
·

运 输 种

类
，
分上

、

下行统计
，
信息量还很大

，
一个铁路局每月发生信息达数万笔以上

，
计算任意两

个站间的最短经由十分复杂
，
其它统计报表比较简单

，
易于编制程序实现

，
唯独经由处理程

序复杂而难以实现
，
这就成为货物运输统计的复杂

、

关键的间题
。

有关最短经由的计算间题
，
已有各种通用的计算程序给以解决

，
不在此讨论

。

七十年代

末
，
铁路统计初始应用计算机时

，
有人曾设计过全路精密统计通用程序系统

， 」 ‘

采用网络树和

位势的计算方法
，
自动查找发

、

到站间经由轨迹和计算最短里程
。

当任意输入发
、

到站码
，

机器便可准确输出沿途经由轨迹和最短里程
，
做了一定贡献

。

该程序系统虽然调试通过
，
但

因各种原因未投入使用
。

目前基本上仍采用仿照手工作业方案进行数据处理
。 几

本文就是在总

结有关数据处理经验的基础上
，
分析了上述两种处理方案的利弊

，
探讨如何吸取各自优点进

行最短经由的处理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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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通用程序未能运用的原因

统计处理分统计汇总和统计分析
。

通过返个数据的汇总米掌握事物整体情况的过租
，
称

为统计汇 曾
、 ， 使用汇总的数字进行事物整休现象的分析

，
则称为统计分析

。

经由处理程序是

统计汇总程序
，

它不同于数学公式简单的数据代入
，
而是大量的数据处理

， �

受许多因素的制

约
，
准以犷齐 湘一

，
需要按照统计业务的要求

，
进行具体分析

，
设计独 自的程序系统

。

通用程序术采纳皮用
，
究其原因

，
正如 日本统计局铃木芳雄在

“
统计汇总的程序设计

”

一书中所述
� “ ……在数据量很大 ，

统计表复杂
、

繁多的情况下
，
通用的汇总系统在表现能

力和处理时间上还存在一 定间题
，
因而有时不得不放弃应用

” 。

通用程序对原有统计手工处理方案的优点分析不够
，
对待复杂的经路间题

，
采取全路统

一处理
，
不仅使问题得不到简化处理

，
反而更为复杂化

。

表现在
�

��� 查询范围太广

由于全路统一计算周转量
，
是把每笔信息从发站一直计算至到站

，
这样需要把 全 路 站

码
、

计费里程全部输入机器
，
占用机器很大空问

，
查询范围太广

。

��� 经路越长
，
处理愈复杂

由于全路计算货物运送吨数
，
需要详细标出每笔信息的转线轨迹

，
找出经由每条线路的

中转站
，
每通过环状线网

，

便要对最短经路作判断
，
路程愈长

，
通过的环状网越多

，
则经由

愈复杂
，
查询时间延长

。

��� 特殊情况难统一

由于各个铁路局线网环境不同
，
货物品类不同

，
如东北发送石油

，
不按最短经由统计

，

则使通用程序不论南
、

北方局
，
一律作是否属特殊经由判断

。

这样将全路各种特殊情况汇集

统一处理
，
使问题复杂化

。

由于上述原因
，
使程序运行时间过长

，
加上当时国产 ��机运行不稳定

，
而未被运用

。

三
、

现行方案及其评价

现行方案是仿照原统计手工处理系统
。

其处理方法为
�

�
�

以字典处理代替计算处理

现行方案是按铁路局汇总运送吨数
，
不是把每笔信息从发站一直计算至到站

，
而只计算

到分界 口为止
，
出局界由他局处理

。

其汇总顺序如下
�

区间周转量 二叉各批货物吨数 � 区间里程

区段周转量 � 艺所在区间周转量
�

铁路局周转量 “ 国局管辖区段周转量

全路周转量 �叉铁路局周转量

统计周转量
，
先汇总经由区间的四种运输种别的货物吨数

，
然后统一乘以区间里程

，
求

得经由该区间的货物周转量
，
最后逐级汇总为全路周转量

。

手工方案把报告期的区间里程看

作是固定信息
，
是一个常量

，
而货物运送吨数则看作为变动信息

。

灰以
，
周转量的统计处理

实质上是运送吨数的汇总处理
。



运送吨数的汇总是分上
、

下行方向之别的
，
一笔信息是汇总在线段的上行还是下行

，
它

是根据发
、

到站间的最短经由判定后而确定的
。
而最短经由是依据计算里程而定

。
因此

，
现

行方案把经由处理分两步进行
�

第一步
，
将计算里程确定的经由编入字典

。

第二步
，
查询字

典判定上
、

下行别
。

程序运行时
，
直接借助字典作为处理工具

。

�
�

按照分歧站编排经由字典
所谓分歧站是指对应于环状线上某站

，
并指明该环状线不同方向的最短经路的分界点

。

见图一
，
以绥 �化�佳 �木斯�牡 �丹江�哈 �尔滨�环线为例

�

图 �

桃山站对应于牡丹江站
，
牡丹江到桃山以东各站经由牡佳线为近

，
到桃山 �包括本脚 以西

各站经由滨绥线为近
，
桃山站就是两个方向的分界点

， 即分歧站
。

发
、

到线经路可以归纳为如下三种情况
�

��� 无分歧站

绥佳线发货往滨北线
，
全部经由

「

绥化站
，
全线股有分界点

。

��� 单一分歧站

绥佳线发货往牡图线
，
全线以�桃山站为分界点

， 只有一个分界点
。

��� 多个分歧站



绥佳线发货往长图线
，
有榆树川

、

长图线货物
，
到站以曲水站为分界点

，

朝阳川
、
延吉

、

曲水… …等多个分界点
。

神树站发化

即到曲水以东 �包括曲水�各站
，
经由鹿道 口为近

，

到曲水以西各站
，
经由五常 口为近， 朗乡站发往长图线货物

，
到站以延吉站为分界点

，
即到

延吉以东 �包括延吉�各站
，

一

经由鹿道 口为近
，
到

· ·

… ‘ ，
从而

，
可编排如下经由字典

�

营 业 站 经由鹿道 口的分歧站

树岭乡岔神朗带南

�
�

查字典判定上
、

下行

程序运行时
，
分别三种情况进行处理

。

若汇总曲带岭发往曲水的货物吨数
，
查经由字典

碍知
�
带岭发往长图线的货物

，
到站以翱姆扣〕为必歧点

，
该例到站曲水在朝阳川以东

，
则可

确定这笔信息经由鹿道 口出局
，
其转线则为牡侧参

，
转线站则是鹿道 口和牡丹江

。

接连线为

牡佳线
，
转线站则是牡丹江和佳木斯

，
最后是发线一一绥佳线

，
所以佳木斯站为发线上的到

站
。

在发线一一绥佳线上
，
发站是带岭

，
到站为佳木斯

，
该批货物当然汇总在下行方向

。

�
�

寻找归结点

编排字典时
，
尽量合并相同经由

，
例如把处于非环状线上的货流归纳到环状线的出

、

入

口
。

见图一
，
南乌线各站发

、

到货流均可归纳为南岔站发
、

到
。
这样

，
’

不必再编南乌线到各

线的经由字典
，
直接借用南岔站到各线的经由

。

义如绥佳线各站进关货物因其经由与哈尔滨

站相同
，
则比照哈尔滨站进关的经由

。

对进关货物除少数到京承线等外
，
一概都经山海关 ��

入关
，
所以可归纳为山海关发往关内各站的经由

。

�
�

直通货物只标明出
、

入局分界 口代号

由于各局汇总本局管辖范围内的发送吨数和接运外局的运送量
，
发送局只向他局提供经

由分界 口的资料
，
各分界 口间最短经路是固定的

，
所以

，
只要标明出

、

入局界代号
，
即可确

定直通货物的全程经路
，
不必详细标出沿途中转转线轨迹

。
如南岔一一兰州局的武威南站

，

由于排除到北京局的经由
，
可归纳为南岔一一山海关一一武威南

，
南岔进关经陶赖昭口

，
便

可确定为陶赖昭出 口
，
再确定到局分界 口 ，

见图二
。

由山海关发往兰州局的货物
，
除到达陇海线的唐家堡一一天水间各站

，
经由天水分界 口

外
，
其余都归纳到石咀山分界 口 ，

从而确定经由为
�

、

山海关一一石咀山一一武威南
。

因为出

分界 口陶赖昭一一入分界 口石咀山的最短经由是固定的
，
这样不必计算里程

，
便可 确 定 经

由
。

现行方案这些处理方法
，
体现了如下优点

�

��� 节省计算里程时间
。
因直接查询计算里程的结果一一经由字典

，
所以， 节省 计

算
、

查找最短里程的程序运行时间
。

��� 化繁为简
。

由于处理时可利用本局线网条件
，
寻找归结点

，
把大量随机 产 生 的

、

皿站归结到固定的归结点
，
又因归结点到环状线经路分歧站固定单一

，
从而便 于我 到

、

到局分界 口
，
再利用各局分界 口经由固定的条样

，

确定全路经路
。

伸沉释借物角常杂多

泼发

一

��
�



由处理得以简化
。

， ·

���� 节省存贮空间
。
由于大量信息经过归纳合并

，
变随机发生经由为固定经由

，

则可

用少量字典代替繁多的计费里程色从而节省机器存贮邹
。

然而
，
现行方案在处理中

，
也有其不足之处

，
主要是

�

计算工作量大
。
编排经由字典要靠手工计算里程

，
遇到路网密集地区

，
大环 套 小 环

，

发
、

到线间可能有多个分歧站
，
需要计算里程

，
反复对比才能编成字典

，
�

工作量很大
，
而且

手工计算里程
，
编排经由字典

，
供机器查找

，
犹如

“
背水喂洗衣机

” ，
不能充分发挥机器作

用
，

江难以保证经由字典质量
，
一旦错编

，
�

由于数据处理重复作业
，
月计年累误差大

，
会直

接影响货物周转量的统计质量
。

程序系统难以维护
。
上述归纳合并相同经由

，
是一种凭经验的工作

，
遇到新的营业站投

入使用
，
形成新的环状线网

，
或者铁路局界变迁

，
使程序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维护

，
有时则

要推倒重编
。

四
、

改进方案的探讨

为了充分发挥通用程序和现行方案各 自的优点
，
更好地进行货物运输经由处理

。

笔者认

为可按具体情况
，
分别进行处理

。

�一�直通远方局的货物经由处理
。

， 「

丫

直通远方局货物经由仍沿用现行方案
，
即手工编排字典处理

。
因为现行方案可寻找归结

点
，
由归鳍点为起点计算最海经由

，
�

使经由字典编排简单易行
。

各铁路局也都有可能根据本

局情况
，

推到归结点
，
同时孚年稗累了现成的经路资料

， 、
有利于手工编排字典

， ‘

此外采用字

典处理
，
可以节省机器运行时间和存贮空间

，

票不进厂
”
等创造条件

。

从而适宜砂微热运娜 可为进二步实现
“
货



�二�直通邻近局的货物经由处理
。

这种货物经由应采用靠通用程序提供资料
、

人�
一

编排字典的处理方法
。
因为直通邻近局

货物只需标明出
、

入局分界 口代码
，
适宜用字典确定经由

。

但是由于发
、
到站相 距 较 近

，

发
、
到线间经由分歧站多而不固定

，
计算里程工作量大

，

则以通用程序输出各条线路间发
、

到货物的经由轨迹和最短里程
，
为手工编排多纶由字典提供资料

。

这样
，
把编排字典与查询

字典分开进行
，
可节省程序运行时间和空间

，
避免通用程序的缺陷

。

�三�管内货物经由处理

直接采用通用程序处理方案
。

即机器计算每笔信息的计费里程
，
自动查找经路

，
标出详

细的沿途经由转线轨迹
。

因为发
、

到站均在管内
，
大量信息随机发生

，
而且按铁路局汇总运

送吨数
，
也需要沿线转线轨迹

，
因此

，
不宜编排经由字典

。

又因发
、

到站均在局管 辖 范 围

内
，
只需输入管内站名和计费里程

，
占用机器空间不大

，
查询范围也大为缩小

，
查出来的转

线轨迹
，
还可用来解决货流图枢纽分解的难题

。

总之
，
货物运输统计经由的处理

，
需根据各铁路局的具体情况

，
采取各自简便的处理方

案
，
才能节省机器存贮空间和运行时间

，
进一步与财务收入部门

、

各货运站共用通用程序
，

达到数据资源共享
，
加速统计信息 自动化的进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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