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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道部科学研究院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决定编写《院史》和各研究所的《所志》，并

分别刊印成书，作为向一九九。年三月一日建院四十周年的献礼。

编写《院史》和《所志》，是为了全面总结建院四十年来。出成果、出人才、出效益”

的经验，作为今后工作的错鉴。特别是作为当前进行改革决策和制定院、所改革方案、发

展规划的依据，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1988年初，院设立了《院史》编

辑部，组织领导《院史》和《所志》的编辑出版工作。编写的指导思想是：客观、科学、

尊重历史；严谨、朴实、全面总结；以科研工作为重点，以客观叙述为主，必要的评价寓

于叙述之间；力求完整，宁缺勿滥。

通信信号研究所从建院时的电工研究组开始，四十年来，在铁道通信信号专业的科研

工作上，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取得了不少科研成果，培养出多批专业科研人才，获得

了一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我国铁路运输生产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应有贡献。总结四

十年来的经验，对当前深化科研体制改革，和今后进一步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

值。

1988年2月，通号所成立《所志》编写组。丁丕功同志任组长，谢肇桐、蔡秀生、

王克让、李丽祯、申凤鸣、杨庭玺、冉茂盛、马荷云、胡增发、王巨力、刘琳等同志为组

员，王克让同志为主笔。编写组在院史编辑部指导下，拟定了《通信信号研究所志》的

篇、章目录，组员按篇分工，开始工作。断代时间为1987年底。

1988年3月一9月，组员分头查阅历史档案，收集资料，整理出资料卡片。1988年

10月一1989年2月，组员按分工提出初稿。其问，张锡第、何家骥、司徒镇国、李德

垂、乔占琳等同志提供了个人保存的有关历史资料；张锡第、冉茂盛、牟广森、王励、陈

传诰、朱成言、张学渔、张炳森、温庭瑚等同志起草了各研究室的科研任务各节，周莲同

志起草了《铁道通信信号》月刊一章。3-4月由主笔编写成《所志》第一稿(缺部分篇

章)。经院史编辑部、所领导、部分老职工审查，提出修改、补充意见，进行修改、补充

后，10月提出《所志》第二稿。其间，赵国香、王克让、叶培礼等同志编制了科研项目

(参照赵其钧、乔占琳85年收集整理的资料)、科研成果、论文著作等目录汇总表，王丽

云、王质萍同志编制了研究室咨询服务、技术开发项目表。第二稿经编写组讨论、领导审

查后，再修改、补充定稿。

编写工作是在院领导和院史编委会指导下进行的，并得到院档案科和所内、外很多同

志的帮助、支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资料不全，编写组水平所限，虽经各方审查，遗漏不当之处难免，恳请批评指

正，以便今后补充、更正。

《通信信号研究所志》编写组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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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号 行号 序号 原， 文 订 正 文’．

1 5 错鉴 借鉴

7 10 无线室)、和通信 无线室)、信号光学研究室和通信t

7 23 15名赏组成 15名党员组成

】0 2
纵一制’

’

纵横制

11 18 433 418
‘

·16 8、11 安茜～ 、姜言望

21 12 又研制了JPM型 又研制了JPZ型
7

58 3 77—80年驼峰室李寿恒l王组长 7§一77年驼峰室李呜庚任组长．
，

●

● 77—78年李寿恒任组长

58 3 8l一85年牟广森任组长 7．8—85年牟广森任组长

59 29 国际发 ． 国标发

60 14 是因内
’

． 是国内

61． 37 20万无
‘

20万元
’

●

70 34 (400m基本然后 (400m)，然后

7r1 36． 李贷峰 李岱峰 ，

81 6 刍西龙海 邵龙海。 ，

87 11 济面 ·济南

144 20 编 ，
，

． 邓燕东

144 21 △TM ATM

160 19 电舌
’

电话 ．

’

171 13 一、二部 一、二、三部

173 17 作业 ． 专业 ·

175 18 TJY 3 ． ． TJK 3

183 30 男 女

85 71 男一 ， 女 ．

186 98 男 女

192 62 副主任(记事栏内增加)
●

194 102 周懦 周 儒
●

197 39 女· 男

197 64 副主任(记事栏内增加)
)

／

，

198 101 戴未央女
’

丁丕功男

200 152 室主任 副主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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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号 行号 序号 原 文 订 、正 文

200 157 室主任(记事栏内增加)

201 174 (遗漏一行) 车站室室序35冯燕春女技术员

216 162 (遗漏一行) 有线室室序26唐毅女技术员

228 表11 75～ 主任：杨廷玺(胡增发 主任：胡增发(

247 1781 (其他人员栏遗漏一人)’ 安春树(材料员)

256 35 (代表名单遗漏一人) 李林芬

264 14 拉西拉(59～6 3)
． 、 马西拉(59～'60)

264 19· 马西拉(62～64) ． 李毓鼎(62—64)

265 28。 张锡第(负责人栏)
’

张锡第(72～75)
●

马荷云何梅芳(75～78)

265 28 (项目成员栏遗漏二人) 金正龙孙立范

268 52 微化化 ． 微机化

27l 26 自动车装置 ． 自动停车装置

272 ，31 区毁
。

区段

273 1 李荣荣 李学荣 、

276 3、4 19 李鸣庚(77—78)李寿恒(78—79) 荷鸣庚(76—77)李寿恒(77—78)

276 7 19 SS9(83)03南翔驼峰溜放自动化收尾 (删去)
●

犁广森(78—84)276 7 19． 牟广森(80—84)

279 l 漏记 话漏

289 2 33 协作(主持单位栏) 北方交大通号所通号公司

298 5 朱淇晶 、、 朱淇昌
。

299 ’1 陈佰乐 ． 陈伯乐

301 11 李奎垂 李德垂

320 19 韩怀恭 尹协臣

316 13 电涯 电源

324 47、 马荷乐 马荷云

325 80 璃与搪瓷 玻璃与搪瓷

325 84 申凤鸡 崔君铭(出版刊物栏) 铁道标准化

327 122 道信
、

’

通信
／-

360 28 党规 常规
’

367 17 安春林 安春树 ，

封三 8 第一篇王克让冉茂盛 第一篇王克让冉茂盛、王-，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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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综 述

第一章现状概述(1987．12)

第一节通信信号研究所的性质与机构

通信信号研究所的名称，正式开始于1959年1月。在此以前曾称作电工研究组，通

信研究组与信号研究组，通信信号研究组。通信信号研究所(简称通号所)是铁道通信信

号方面，专业设置较齐全，试验设备较完善的专业研究机构。是铁道部科学研究院的基本

专业研究所之一。研究所位于北京西直门外大柳树北，铁道部科学研究院内。设有行车指

挥自动化研究室(简称车站室)、区间自动控制研究室(简称区间室)、编组站自动化研究

室(简称驼峰室)、有线通信研究室(简称有线室)、数据通信研究室(简称数传室)、无

线通信研究室(简称无线室)、和通信信号防雷研究室(简称防雷室)等共八个研究室，

以及十三．个专业性试验室。研究所现任所长谢肇桐，副所长叶培礼、蔡秀生，总工程师

丁丕功、研究所的管理机构有办公室、财务室、科研管理室和技术管理室。此外，还设有

学术委员会、技术开发部、《铁道通信信号》编辑部和铁道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通信

信号检验站。

研究所现有职工281人，其中科技人员244人，占职工总数的87％。科技人员中，

高级科技人员60人(研究员5人、高级工程师2人、副研究员53人)，占24．6％；‘中级

科技人员100人、(助理研究员85人、工程师14人、技师1人)占41％；初级科技人员

84人(研究实习员51人、助理工程师21人、技术员4人、实习生8人)占34．4％。

高、中、初级科技人员比例为：1：1．7：1．4。

通号所现有中国共产党党员89人。中国共产党通号所总支部委员会由七名委员组

成：吴柳樵(书记)、谢肇桐(iq书记)、刘琳(纪律检查委员)、张炳森(组织委员)、康

宝祥(宣传委员)、李寿恒(统战委员)、苏晓援(青年委员)。总支部下设十个支部：

1．有线数传支部由有线通信和数据通信两室的15名赏组成。现届支部委员会有三

名委员：韩建华(书记)、曾显福(副书记)、崔利东(委员)。

2．无线支部由无线通信室11名党员组成。支部委员：张灏(书记)、王富华(委

员)、吴湛江(委员)。

3．车站支部由车站室9名党员组成。支部委员：凌毓佩(书记)、李多寅(副书

记)。

4．区间防雷支部 由区间室和防雷室的7名党员组成。支部委员：刘炜宇(书记)黄

建伟(副书记)。

5．光学支部由光学室5名党员组成，只设一名支部书记，由张学渔担任。

6．驼峰支部由驼峰室9名党员组成。支部委员：陈龙甫(书记)、林通源(副书

记)。

7．技管支部 由技管室8名党员组成，支部委员：郭建民(书记)、薛策(副书记)。

8．编辑部支部 由《铁道通信信号》月刊编辑部3名党员组成，支部书记李滋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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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开发部支部 由技术开发部9名党员组成。支部委员：顾勤(书记)、朱锦清(副

书记)。

10．机关支部 由所办公室、科研管理室、学术委员会、人事教育室13名党员组成。

支部委员：申凤鸣(书记)、李丽祯(副书记)。

通号所现有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员52人。现届共青团支部委员会由五名委员组成：

王富章(书记)、王亚春(副书记)、何纬(组织委员)、沈斌(宣传委员)、贾学祥(文体

委员)。支部下设四个团小组。

通号所基层工会委员会由七名委员组成：安春树(主席)、齐向阳(组织委员)、李志

福(宣传委员)、张朴、王和菊(生活委员)、李林芬(女工委员)、曹尤振(3c体委员)。

第二节专业的设置及其主要任务

八个专业研究室的概况与主要任务：

(一)行车指挥自动化研究室

主要研究行车指挥自动化和车站作业自动化系统的制式与设备；车站联锁和调车联锁

的制式与设备；以及车站、列车的客、货运服务系统的研究，从而提高运输效率，保证

行、调车作业安全，改善铁路运营管理与服务质量。现任室主任何梅芳，副主任张一军。

科技人员共有34人，其中研究员1人，副研究员8人，助理研究员15人，研究实习员6

人，工程师1人，助理工程师3人。

(二)区间自动控制研究室

主要研究区间闭塞及设备监测的系统、制式与设备；列车运行监督控制系统，机车信

号、自动停车、机车运行记录等的制式与设备；轨道电路等基础设备的理论、制式、系统

与设备的安全性、可靠性等，以提高区间通过能力，确保行车安全。现任室主任冉茂盛，

副主任刘炜宇。科研人员共24人，其中研究员1人，副研究员7人，助理研究员10人，

研究实习员6人。

(三)编组站自动化研究室

主要研究机械化、半自动化和自动化驼峰控制系统与设备；驼峰推送机车与组合列车

机车的遥控系统与设备；编组站信息采集与数据处理系统，编组站作业综合自动化系统

等，以提高编组站编、解能力与管理水平，改善作业条件，保证作业安全。室主任李周

槐，副主任李岱峰。科研人员共36人，其中副研究员9人，助理研究员7人，研究实习

员15人，技术员3人，助理工程师2人。

(四)有线通信研究室

主要研究铁路长途、区段、地区通信的发收、传输、交换的制式与设备：电缆系列、

光纤数字通信、程控交换、新型调度通信、区段通信系统，铁路综合业务数字通信网

(ISDN)的发展及其结构，模拟通信网与数字通信网的兼容方式、过渡步骤等，以提高

信息传输的质量、速度和自动化水平，满足运输生产和现代化管理不断发展的需要。室主

任王励，副主任徐棣。共有26名科研人员，其中研究员2人，副研究员3人，高级工程

师1人，助理研究员12人，研究实习员6人，技术员1人，助理工程师1人。

(五)数据通信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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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建设铁路数据通信网为中心，当前主要研究专用终端、传输、差错控制、数据自动

交换等基础设备，区段站、7编组站等基层数据采集中、低速网络的结构、规程、协议，解

决编码、纠错、自适应、网络监控、数据流量控制等技术问题，为全面实现铁路管理现代

化和计算机在各部门的应用打好基础。室主任叶绍智，科研人员共15人，其中研究员1

人，副研究员3’人，助理研究员6人，研究实习员4人，助理工程师r人。

(六)无线通信研究室

主要研究改进列车调度无线电话、站场调车与机车遥控无线通信系统与设备；研究电

波传播特性与场强测试，山区、隧道无线传输技术，电气化铁道对通信的干扰与防护措

施，卫星通信在铁路上的应用，列车、公务移动通信系统与。先进的列车控制系统”的无线

传输技术等，建设具有高度清晰度、灵活性和可靠性的无线通信网，保证行车安全，适应

运输生产的需要。室主任马双久，副主任寇福山。科研人员共30人，其中副研究员5

人，助理研究员14人，研究实习员10人，助理工程师1人。

(-lz)铁路信号光学研究室

主要研究铁路信号的显示制式与器材，信号的光源、颜色，信号机的结构系列，新型

透镜式、反射式信号机构，闪光信号和太阳能光源的应用，光电参数的测量方法，人类工

效学的应用，防干扰措措施等，不断提高信号显示质量，满足运输需要，确保行车安全。

室主任韩彦观，科研人员共10人，其中助理研究员5人，研究实习员2人，助理工程师

1人，实习生2人。

(八)通信信号防雷研究室

主要研究通信信号设备雷电防护技术与基础理论；雷电侵入通信信号设备的途径，雷

电参数，雷电防护元器件、组合单元、接地装置与防护电路；考察通信信号设备的雷电冲

击耐压性能，研制雷电防护测试设备与测试方法，制订雷电防护技术标准、规范，提高通

信信号设备的雷电防护能力和运用的可靠性，以保证行车安全，改善铁路的经营管理水

平。室主任张炳森，科研人员共8人，其中副研究员3人，助理研究员3人，技师1人，

研究实习员1人。

第三节试验装备

通号所的试验装备，在五十、六十年代变化较小，在七十年代更新了常用的和通用的

仪器仪表，在八十年代进一步用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专业性成套试验设备武装起来，已形

成了配套完整的综合试验能力。建成三个全路中心试验室(无线通信、通信信号防雷和信

号光学)、三个通用试验室(电子器件综合测试、电子仪器检验和校正、环境条件)和七

个专业试验室(数字通信、光纤通信、抗电磁干扰、数据通信、车站自动控制、区间自动

控制、驼峰自动控制)共计十三个试验室，以及两辆试验车和铁道部通信信号产品质量监

督检验站。其中全路无线通信中心试验室，已于1986年12月1日通过国家计量认证。

到1987年，全所共有仪器仪表固定资产895台，价值1 100万元。其中贵重、高精密

度、单价在五万元以上的有50台(包括单价在10万元以上的24台)；进口仪表201台；

微型计算机32台；VS-65王安计算机一套。

经国家认证的检测项目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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