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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动车组自动报站功能由旅客信息系统实现&主要负责列车即将到站*到站停稳*起步离站&三个时刻进行语音和文本

的自动播报&从而向旅客传递列车的运行站点信息$当完成报站功能的开发或者修改&车次线路信息的增加或者修改时&均需要

对修改内容进行验证$目前动车组旅客信息系统自动报站功能的测试方法较少&传统的测试方法由测试人员添乘跟车&在列车运

行过程中对每一站的语音和文字播报进行观察&从而完成本车次的报站功能验证工作$这种测试方法效率非常低&依赖现场作业

环境&并且测试回归性差$为了确保自动报站功能在运行过程中的稳定性&提升测试效率&采用
=9O

模拟软件&根据用户测试

指令模拟列车实时位置&计算列车当前位置与一下站的距离$采用
b S̀

数据收发装置&根据用户测试指令&模拟发送列车开关

门信号*列车速度信号&完成以
b S̀

为通讯方式的旅客信息系统自动报站测试$借助动车组自动报站功能的测试方法&可以提

升测试效率&为自动报站功能稳定运行提供保障%

关键词!动车组$旅客信息系统$自动报站$测试$陪测设备$

b S̀

通讯$

=9O

实时位置

3'+&)'&1"?6"(;%&"#*&80:&*&8",;,,"%,0'#',&H%,0&8","6S)9+

@B.-<2

E

1TDL

!

K__KC42

E

-DLO4ND2

E

_LMM42

E

O6L13_<V<DR1T/2V646I6<

&

C42

E

PDL

!

",,#$%

&

KT42D

"

;<+&(*0&

)

8T<DI6LJD641V6D64L2D22LI21<J<26NI2164L2LN6T<<M<16R41DMJIM64

7

M<I246V

!

QbBV

"

4VR<DM4[<PY

W

6T<

7

DVV<2

E

<R42NLR]

JD64L2V

W

V6<J

&

ZT41T4VJD42M

W

R<V

7

L2V4YM<NLR6T<DI6LJD641UL41<D2P6<\6YRLDP1DV6D66TR<<64J<VZT<26T<6RD424VDYLI66LDRR4U<

&

DRR4U<VD2PV6L

7

VV6DYM

W

&

V6DR6VD2PM<DU<V6T<V6D64L2

&

VLDV6L6RD2VJ466T<6RD42L

7

<RD64L2V6D64L242NLRJD64L26L6T<

7

DVV<2

E

<RV!

FT<26T<V6D64L2D22LI21<J<26NI2164L24VP<U<ML

7

<PLRJLP4N4<P

&

D2P6T<6RD422IJY<RM42<42NLRJD64L24VDPP<PLRJLP4N4<P

&

6T<

JLP4N4<P1L26<26V2<<P6LY<U<R4N4<P!:6

7

R<V<26

&

6T<R<DR<N<Z6<V6J<6TLPVNLR6T<DI6LJD641V6D64L2D22LI21<J<26NI2164L2LN6T<

7

DVV<2

E

<R42NLRJD64L2V

W

V6<JLNQbBV!8RDP464L2DM6<V6J<6TLPVDR<6TD66T<6<V6<RVDPP

7

DVV<2

E

<RVNLMMLZ6T<6RD42D2PLYV<RU<6T<

UL41<D2P6<\6YRLDP1DV6VD6<D1TV6D64L2PIR42

E

6T<6RD42L

7

<RD64L2

&

VLDV6L1LJ

7

M<6<6T<U<R4N41D64L2LN6T<V6D64L2D22LI21<J<26

NI2164L2LN6T4V6RD42!8T4V6<V6J<6TLPTDV6T<1TDRD16<R4V641VLN

7

LLR<NN414<21

W

&

P<

7

<2P42

E

L26T<N4<MPL

7

<RD642

E

<2U4RL2J<26

&

D2P

7

LLR6<V6R<

E

R<VV4L2!/2LRP<R6L<2VIR<6T<V6DY4M46

W

LN6T<DI6LJD641V6D64L2D22LI21<J<26NI2164L2PIR42

E

L

7

<RD64L2D2P4J

7

RLU<6T<

6<V6<NN414<21

W

&

=9OV4JIMD64L2VLN6ZDR<4VIV<P6LV4JIMD6<6T<R<DM]64J<

7

LV464L2LN6T<6RD42D11LRP42

E

6L6T<IV<RiV6<V642V6RI164L2V

&

D2P1DM1IMD6<6T<P4V6D21<Y<6Z<<26T<1IRR<26

7

LV464L2LN6T<6RD42D2P6T<2<\6V6D64L2

$

8T<R<1<4U42

E

D2P6RD2VJ46642

E

P<U41<LNJIM]

64NI2164L2U<T41M<YIV

!

b S̀

"

PD6D4VDPL

7

6<P6LV4JIMD6<6T<V<2P42

E

LN6RD42PLLRL

7

<242

E

D2P1MLV42

E

V4

E

2DMVD2P6RD42V

7

<<PV4

E

2DMV

D11LRP42

E

6L6T<IV<RiV6<V642V6RI164L2V

&

VLDV6L1LJ

7

M<6<6T<DI6LJD641V6D64L2D22LI21<J<266<V6LN

7

DVV<2

E

<R42NLRJD64L2V

W

V6<JI]

V42

E

b S̀DV6T<1LJJI241D64L2JLP<

$

F46T6T<T<M

7

LN6T<6<V6J<6TLPLN6T<DI6LJD641V6D64L2D22LI21<J<26NI2164L2LNQbBV

&

46

1D24J

7

RLU<6T<6<V6<NN414<21

W

D2P

E

IDRD26<6T<V6DYM<L

7

<RD64L2LN6T<DI6LJD641V6D64L2D22LI21<J<26NI2164L2!

='

5

>"(?+

)

QbBV

$

7

DVV<2

E

<R42NLRJD64L2V

W

V6<J

$

DI6LJD641V6D64L2D22LI21<J<26

$

6<V6

$

D11LJ

7

D2

W

42

E

6<V6<

X

I4

7

J<26

$

b S̀

1LJJI241D64L2

$

=9OR<DM]64J<

7

LV464L2

@

!

引言

动车组旅客信息系统根据列车的实时
=9O

坐标&速度*

门状态信息&在列车即将到站*列车到站停稳*列车起步

离站&三个关键时刻进行语音和文本的自动播报&用于向

乘客展示列车的运行情况%其中列车运行的线路信息*站

点信息*报站语音信息和报站文本信息&预存在数据库中&

列车在行驶过程中实时从数据库中读取相关信息&实现自

动报站功能'

%

(

%

当完成报站逻辑功能开发或者修改*数据库新增车次

报站信息或者修改信息时&均需要对列车报站功能进行验

证&保证列车的正常运营'

"

(

%

目前动车组旅客信息系统自动报站逻辑的测试方法较

少&传统的测试方法为选择需要验证的车次&将修改后的

软件或者数据库更新至动车组旅客信息系统控制器内%测

试人员添乘跟车&在列车运行过程中对每一站的三个关键

时刻&观察验证对应的语音和文字播报是否与预期一致&

从而完成本车次的报站逻辑验证工作'

$

(

%这种测试方法存

在如下缺陷)

!

投稿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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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车组自动报站功能测试方法
#

,$

!!!

#

需要在列车实际运行过程中才能验证&由于现场实验

资源条件有限&有时安排不了列车进行验证&导致报站功

能验证工作延后'

'

(

$

在验证过程中&当某一站点的报站功能出现问题时&

本站的报站时机已经过去&从而只能记录问题&不能根据

问题进行对应缺陷的修改&事后可能不能全面进行修复&

导致仍然存在缺陷'

)

(

$

在列车载客运营过程中测试报站逻辑&可能导致某站

播报错误&引起乘客下错站的运营事故&影响恶劣$

当需要验证的车次较多时&加上车次站点较多时&依

靠测试人员现场跟车的测试方法&无法充分验证'

,

(

$

当软件或者数据库变更后&需要重复进行现场测试&

现场测试的方法回归性差&并且费时费力&无法适应修改&

导致仍然会存在缺陷'

*

(

$

本文采用
=9O

模拟软件&模拟列车实时位置&计算列

车当前位置与一下站的距离$采用
b S̀

数据收发装置&模

拟发送列车开关门信号*列车速度信号&完成以
b S̀

为通

讯方式的旅客信息系统自动报站测试&降低了现场环境对

测试的限制&测试方法回归测试能力强&复测时无需修改

任何陪测内容或者只做少量修改&即可进行报站逻辑测试&

提高了测试的灵活性及通用性&为设备的稳定运行提供

保障%

A

!

动车组自动报站原理

ABA

!

报站功能拓扑结构

动车组报站功能由旅客信息系统完成%旅客信息系统

涉及到报站功能的系统拓扑结构如图
%

所示%

图
%

!

旅客信息系统报站功能拓扑结构

其中系统由旅客信息系统控制器*车厢控制器*车外

信息显示器*车内信息显示器*扬声器组成'

(

(

%

旅客信息系统控制器通过
b S̀

总线&获取列车网络系

统发送的数据&例如)速度信号*开关门信号$通过
=9O

天线获取
=9O

数据&并通过
=9O

板卡上的
_O"$"

串口&将

=9O

数据传送至旅客信息系统控制器软件'

&

(

%

当旅客信息系统进行报站时&将音频信号传输至

B/K),(

总线&车厢控制器通过
B/K),(

总线获取广播音频信

号&经过音频功放放大后驱动本车扬声器进行广播$将车内

外信息显示内容通过以太网向车厢控制器发送&车厢控制器

将其转换为
_O'()

数据&控制本车车内外信息显示'

%#

(

%

ABC

!

报站功能触发条件

动车组旅客信息系统根据列车的实时
=9O

坐标&速度*

门状态信息&在列车即将到站*列车到站停稳*列车起步

离站&三个关键时刻进行语音和文本的自动播报&用于向

乘客展示列车的运行情况%

列车运行的线路信息*站点信息*站间距*预报站阈

值*站点的
=9O

坐标值*报站语音信息和报站文本信息&

预存在数据库中$列车在行驶过程中实时从数据库中读取

相关信息&实现自动报站功能'

%%

(

%

预报站)根据当前列车实时
=9O

坐标值&与下一站点

=9O

坐标值计算距离&当检测到列车距离下一站小于数据

库编辑的阈值时&触发预报站$

到报站)当检测到列车门信号为开&且列车速度小于
)

3J

,

T

时&触发到报站$

离报站)当到站后&检测到门信号为关&且列车速度

大于等于
)3J

,

T

&触发离报站$

C

!

自动报站测试装置硬件设计

根据自动报站原理&测试自动报站逻辑时需要模拟

=O9

数据*列车开关门信息*列车速度信息%自动报站测

试装置如图
"

所示%

图
"

!

旅客信息系统自动报站逻辑测试装置

自动报站逻辑测试装置包含)

测试主机&测试主机内运行用例执行软件*

=9O

模拟

软件$

b S̀

数据收发装置$

自动报站测试装置向外提供
b S̀

接口*

_O"$"

接口&

用于测试基于
b S̀

网络通讯的动车组旅客信息系统报站

逻辑%

测试主机采用
;(,

架构&

F42%#

操作系统&接口包含

千兆以太网口*

BOS

接口%测试主机内运行用例执行软件

与
=9O

模拟软件%使用
=9O

模拟软件&通过
BOS

转

_O"$"

线缆与被测设备相连&用来向被测设备发送
=9O

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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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坐标数据$

b S̀

数据收发装置通过
BOS

供电&对外提供两路

b S̀

接口&一路
_+')

以太网口%装置采用
:_b

架构&

CG;

操作系统&运行
b S̀

数据收发软件&一方面接收用

例执行软件的测试指令&获取用户设置的速度*开关门信

息&另一方面与被测设备以
b S̀

进行通讯&将收取到的速

度*开关门信息通过
b S̀

转发给被测设备%

D

!

自动报站测试装置软件设计

DBA

!

\2:

模拟软件设计

=9O

模拟软件用于模拟列车实时位置数据&实现方式

如下)

%

"

=9O

模拟软件运行后&初始化与用例执行软件的

8K9

通讯&准备接收测试人员在用例执行软件中设置的经*

纬度数据$由于
=9O

模拟软件与用例执行软件&运行于同

一台设备&故使用回环地址
%"*!#!#!%

进行通讯$

"

"初始化与被测设备的
_O"$"

通讯$

$

"当接受到用例执行软件指令时&首先判断指令的正

确性&若不正确&则记录错误状态&否则将用例执行软件

通过
8K9

设置的经纬度数据&填充到标准的
=9O

坐标数据

中&向被测设备发送
_O"$"

协议的
=9O

坐标数据$

图
$

!

=9O

模拟软件处理流程

其中
=9O

的原始数据以及各字段含义如下)

p=9_bK

&

#%',##!##

&

:

&

""$*!'&,'*'

&

G

&

%%$),!#(&)%)

&

Q

&

#!#

&

"")!)

&

$%#)%(

&

"!$

&

F

&

:

.

"$

=9O

数据中&涉及到报站的字段为字段
"

*字段
$

*字

段
'

*字段
)

*字段
,

$其中字段
"

在组合数据时&默认填

写
:

&即定位成功$由于中国各省市均在东经和北纬区域

内&字段
'

填写
G

&字段
,

填写
Q

$字段
$

和字段
)

的数值

填充为通过
8K9

通讯接收测试人员在用例执行软件中设置

的经*纬度数据%其余字段按照正确的数据格式填写即可&

其中校验和在
#

&

%"

填充完毕后&由
=9O

模拟软件进行计

算&并填充到字段
%$

中'

%"

(

%

表
%

!

=9O

数据各字段含义说明

字段 含义

#

p=9_bK

&格式
/-

&表示该格式为建议的最低特定
=9O

,

8_:GO/8

数据!

_bK

"推荐最低定位信息

% B8K

时间&格式
TTJJVV!VVVV

&代表时分秒
!

毫秒

"

状态
:

)代表定位成功
`

)代表定位失败

$

纬度
PPJJ!JJJJJJ

度格式!如果前导位数不足&则用

#

填充"

'

纬度
G

!北纬"

O

!南纬"

)

经度
PPPJJ!JJJJJJ

度格式!如果前导位数不足&则用

#

填充"

,

经度
Q

!东经"

F

!西经"

*

速度!也为
%!()"3J

,

T

"

(

方位角&度!二维方向&等效于二维罗盘"

& B8K

日期
--bbHH

天月年

%#

磁偏角!

###5%(#

"度&如果前导位数不足&则用
#

填充

%%

磁偏角方向
Qc

东
Fc

西

%"

模式&

:c

自动&

-c

差分&

Qc

估计&

:G-c

无效数据

%$

校验和

DBC

!

)OG

数据收发软件设计

b S̀

数据收发软件&实现方式如下%

$>">%

!

初始化
b S̀

数据收发软件运行环境

软件运行时&读取配置文件获取软件运行信息&用于

指导软件的运行方式&配置文件内容为如下)

表
"

!

软件运行信息配置文件

字段名 取值

ML1DMTLV6 %*"!$#!%$%!%"

ML1DM

7

LR6 %#"'

Y

W

6<LRP<R #

Y46LRP<R %

ML1DMTLV6

表示本机
/9

地址&

ML1DM

7

LR6

表示本机端口号&

此信息用于开启
8K9

服务器&接收测试用例执行软件的用

户测试指令$

Y

W

6<LRP<R

与
Y46LRP<R

分别表示字节开端与字节内开端&

取值为
#

表示大开端&取值为
%

表示小开端$

YD<2DYM<

表示开启或关闭总线管理功能&当被测设备

为
b S̀

主设备时&需要设置本装置关闭总线管理功能&取

值为
#

$当被测设备为
b S̀

从设备时&需要设置本装置开

启总线管理功能&取值为
%

%

$>">"

!

初始化
b S̀

硬件设备&开启*关闭总线管理功能

b S̀

数据收发软件在启动后&根据用户配置&开启或

者关闭
S:

功能&即
b S̀

装置作为主设备或者从设备使

用&自动完成
b S̀

硬件的初始化过程&从而适配不同被测

设备的测试需求%当
b S̀

装置作为主设备时&即开启总线

管理功能&程序运行后&需要读取端口信息二进制文件&

进行对应端口的调度$端口信息二进制文件存放路径固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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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车组自动报站功能测试方法
#

,)

!!!

#

在,
D

77

目录下&文件名为
S:

2

b S̀>Y42

$在测试前需要根

据具体的项目&使用
-"###

工具生成该二进制文件&并使

用
8̂9

文件传输工具&将此文件下载到装置的对应目

录中'

%$

(

$

当
b S̀

测试设备作为从设备时&即配置文件
YD<2DYM<

字段配置为
#

&测试时无需向装置传输端口信息二进制文

件&程序在初始化
b S̀

硬件时&不使用二进制文件路径

参数'

%'

(

%

$>">$

!

解析
b S̀

端口配置文件&初始化通讯端口

本软件可以根据不同被测设备的端口信息&进行端口

的初始化操作&程序使用的端口信息配置文件如下)

(

6

W7

<

!!7

LR6

!!!

V4[<

!!

1

W

1M<

V423

!

%%#T

!

$"

!

,'

VLIR1< %,#T

!

$"

!

,'

每一行表示一个端口的信息$

6

W7

<

表示该端口的方向&

V423

表示装置接收数据方向的端口&

VLIR1<

表示装置发送

数据方向的端口$

7

LR6

表示端口号&

V4[<

表示端口的大小&

1

W

1M<

表示端口刷新周期$程序存储端口信息的结构体如下

所示)

V6RI16b S̀9P-D6D

/

!!

I2V4

E

2<P426

!!7

LR6

$

!!

I2V4

E

2<P426

!!

1

W

1M<

$

!!

I2V4

E

2<P426

!!

V4[<

$

!!

I426(

2

6

!

6

W7

<

'

%,

($

!!

I426(

2

6

!

PD6D

'

$"

($

1$

表
$

!

结构体各字段含义说明

变量名 类型 描述

7

LR6 I2V4

E

2<P426

端口号

1

W

1M< I2V4

E

2<P426

端口周期

V4[< I2V4

E

2<P426

端口大小!单位)

S

W

6<V

"

6

W7

<

'(

I426(

2

6

端口类型!

VLIR1<

,

V423

"

PD6D

'(

I426(

2

6

实时数据值&存放发送或者接收的数据

b S̀

数据收发软件读取端口配置文件后&将配置文件

中的每一行信息&分配一个结构体&进行对应字段的记录$

调用端口初始化接口&进行端口初始化操作%

$>">'

!

解析
b S̀

端口默认值配置文件&初始化端口默

认值

软件可以根据不同被测设备的端口信息&进行端口数

据的初始化操作%

b S̀

数据收发软件使用的默认值配置文

件如下)

,

#\%%$

"%

!!

%

!!

SLLM<D2%

!!

%

""

!!

#

!!

SLLM<D2%

!!

%

(

#\%%$

,

#\%"$

"%

!!

%

!!

SLLM<D2%

!!

%

""

!!

'

!!

SLLM<D2%

!!

%

(

#\%"$

其中以
,

开头和
(

开头的数字&表示端口号的十六进

制数&之间的内容为本端口下&默认值信息$

第一列表示字节偏移*第二列表示位偏移*第三列表

示数据类型*第四列表示默认值$

b S̀

数据收发软件处理
b S̀

端口默认值的过程如图

'

所示%

图
'

!

默认值处理流程

首先打开默认值配置文件&开始读取一行数据&如果

该行数据非空且不为
(

&并且以
,

开头&则表示读取到一

个端口的地址数据&记录该端口的数值
7

LR6

&并且后续读

取到的信息为该端口下的数据信息$

如果该行数据非空且不为
(

&并且不以
,

开头&则读

取该端口下的字节偏移*位偏移*数据类型*默认值&然

后根据记录的端口值&寻找端口信息内存地址&并根据记

录的信息&设置该内存地址对应的数据$设置完内存地址

数据后&循环读取一行数据并处理&直到读取的内容为空&

结束%

$>">)

!

根据初始化的端口&开启线程进行
b S̀

端口数据

收发

b S̀

数据收发软件在启动后&根据用户配置的端口信

息&自动进行
b S̀

数据收发操作&从而适配不同被测设备

的测试需求'

%,

(

%

在端口初始化时&涉及被测设备的
b S̀

端口信息已经

存储到
b S̀9P-D6D

结构体中&数据发送读取主要根据此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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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

!!!

#

构体的信息&将端口数据发出或者存储&处理过程如图
)

所示%

图
)

!

b S̀

数据收发处理流程

首先取出一条
b S̀

端口信息
b S̀9P-D6D

&检测其成

员变量
6

W7

<

&如果为 -

VLIR1<

.类型&并且到该端口的发送

周期&则调用相关接口将端口信息
b S̀9P-D6D

中的数据

PD6D

发送出去$否则调用相关接口进行数据收取&将收取

到的数据存放在端口信息
b S̀9P-D6D

的
PD6D

中'

%*

(

%

$>">,

!

接收用户测试指令*解析测试指令*执行测试指令

b S̀

数据收发软件能够接收用户的测试指令&解析并

执行测试指令%

b S̀

数据收发软件在处理用户测试指令方

面&首先初始化
8K9

套接字&并等待测试用例执行软件客户

端的连接&当用例执行软件发送指令数据时&

b S̀

数据收

发软件收取相关数据&并调用相关接口进行处理与响应'

%(

(

$

b S̀

数据收发软件响应工具发送的指令类型有)

V<6

指令*

VM<<

7

指令$

用例执行软件发送
V<6

指令的数据区的各字节含义如表

'

所示%

表
'

!

V<6

指令含义说明

字节偏移 含义

#

动作名

%

当前值

"

端口号

$

变量类型

'

字节偏移

)

位偏移

,

默认值

b S̀

数据收发软件提取端口号*字节偏移*位偏移*

变量类型&在
b S̀9P-D6D

结构体中查询相关的数据信息&

如果协议中有重置标志&则将默认值设置到对应数据中&

否则将当前值设置到对应的数据中$

用例执行软件发送
VM<<

7

指令的数据区的各字节的含义

如表
)

所示%

表
)

!

VM<<

7

指令含义说明

字节偏移 含义

#

动作名

%

延时时间

b̀ S

数据收发装置提取字节
%

的信息&调用相关接口进

行对应时间的延时&时间单位为毫秒&即
%

秒
c%###

毫秒$

测试用例执行软件&其实现方式如下)

测试用例执行软件作为向测试人员提供的操作装置或

者软件的统一接口&接受测试人员输入的指令&并将指令

发送给
b S̀

数据收发装置及
=9O

模拟软件%测试人员控

制经纬度信息指令&在测试用例执行软件中的写法如下)

ML2

E

46IP<c""$*!'&,'*'

$

MD646IP<c%%$),!#(&)%)

$

其中变量名为固定写法&数值根据不同的站点信息做

相应修改$

当测试用例执行软件执行此测试指令时&将如下信息

发送给
=9O

模拟软件)

动作名称
!

变量名
!

值$

V<6ML2

E

46IP<""$*!'&,'*'

>

2

或者
V<6MD646IP<%%$),!#(&)%)

>

2

测试人员根据具体项目使用的
b S̀

协议&编写
b S̀

通讯协议文件&文件内容如表
,

所示%

表
,

!

b S̀

通讯协议模板

变量名 变量类型
默认

值

字节

偏移

位偏

移

刷新

周期

端口

大小

端口

地址

e4N<O4

E

2DM B2V4

E

2<P%, # # # %#"' %, #\Q%(

_4

E

T6-LLR.

7

<2 SLLM<D2 # %$ % %#"' %, #\Q%(

测试人员根据待测试的项目&按照上述表格格式整理

b S̀

通讯协议&并将通讯协议导入至用例执行软件&用例

执行软件会根据此协议文件生成
b S̀

数据收发装置使用的

默认值配置文件*端口配置文件&根据端口配置文件&使

用
-"###

工具生成
S:

文件%将配置文件及
S:

文件通过

8̂9

传至
b S̀

数据收发装置&指导
b S̀

数据收发%

E

!

自动报站逻辑测试实验步骤及结果分析

以中国标准动车组
K_'##Ŝ

旅客信息系统为例进行验

证&测试系统的连接方式如下所示%

报站逻辑由旅客信息系统控制器完成%旅客信息系统

控制器中具有
b S̀

板卡&

=9O

板卡%其中
b S̀

板卡为从

卡&用于获取列车数据&例如)速度信号*开关门信号$

=9O

板卡通过
=9O

天线获取
=9O

数据&并通过
=9O

板卡

上的
_O"$"

串口&将
=9O

数据传送至旅客信息系统控制器

软件'

%&

(

%测试时&将动车组旅客信息系统自动报站逻辑测

试装置的
_O"$"

线缆直接连接至
=9O

板卡
_O"$"

串口&模

拟
=9O

数据'

"#

(

%

K9B

板卡内运行程序&负责读取数据库并

结合系统内部设备完成报站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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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车组自动报站功能测试方法
#

,*

!!!

#

图
,

!

旅客信息系统报站逻辑测试系统

将车次
=)

线路信息编辑到数据库内)

表
*

!

线路信息

站点
%

站点
"

站点
$

站点
'

站点
)

站名

中文
北京南 济南西 南京南 苏州北 上海虹桥

站点

英文

S<4+42

E

GD2

+4GD2

;4

GD2+42

E

GD2

OI@TLI

S<4

OTD2

E

AD4

AL2

E

C4DL

到下一

站距离
'#, ,%* "#, (%

,

预报站

阈值
,

%# %# %# %#

预报站

语音
,

济南西预

报
!ZDU

南京南预

报
!ZDU

苏州北预

报
!ZDU

上海虹桥

预报
!ZDU

到报站

语音
,

济南西到

报
!ZDU

南京南到

报
!ZDU

苏州北到

报
!ZDU

上海虹桥

到报
!ZDU

离报站

语音

北京南离

站
!ZDU

济南西离

报
!ZDU

南京南离

报
!ZDU

苏州北离

报
!ZDU

,

将各站点
=9O

坐标信息编辑到数据库内)

表
(

!

=9O

坐标信息

序号 站点名称 经度 纬度

%

北京南
%%,!$()'(( $&!(*%"(

"

济南西
%%,!(&(#$% $,!,*)",)

$

南京南
%%(!(#'"#% $%!&*'%'%

'

苏州北
%"#!,'&(%* $%!'"*$"*

)

上海虹桥
%"%!$"*#%" $%!"##')(

将报站文字信息编进数据库内)

数据库中配置的报站文字信息中&以
?

开头和结尾的

字符为通配符$在列车实时运行的过程中&根据当前的列

车状态*列车站点车次情况&将
?G<\6?

*

?:RR4U<P?

*

?

.R4

E

42D64L2?

*

?-<V642D64L2?

*

?8RD42KLP<?

通配符信息&

替换为当前列车状态下的前方到站中英文*当前停靠站中

英文*列车始发站*终点站中英文*车次号信息&向内外

信息显示器发送&进行当前状态下对应信息的显示%

表
&

!

报站文字信息

序号 信息中文 信息英文 显示类别

%

列车即将到达

?G<\6?

站

8T<6RD424VDRR4U42

E

D6

?G<\6?

预报站

"

列车现在停靠

?:RR4U<P?

站
F<DR<2LZD6?:RR4U<P?

到报站

$

欢迎乘坐

?.R4

E

42D64L2?]?

-<V642D64L2?

的
?

8RD42KLP<?

次列车

F<M1LJ<DYLDRP6T< Î

;42

E

6RD42!8RD422IJY<R

)

?8RD42KLP<?!-<V642D64L2

)

?.R4

E

42D64L2?]?

-<V642D64L2?

离报站

'

?8RD42KLP<?

?.R4

E

42D64L2?]?

-<V642D64L2?

下一站
?G<\6?

?8RD42KLP<?

?.R4

E

42D64L2?]?

-<V642D64L2?

G<\6O6L

7

)

?G<\6?

离报站

)

本次列车全列禁

烟&禁止携带危

险品乘车

GLVJL342

E

!-D2

E

<RLIV

DR641M<V

7

RLT4Y46<P

离报站

将编辑完的数据库*程序*语音文件传输到旅客信息

系统控制器内&完成测试环境中被测设备端的软件环境

搭建%

测试环境中&测试设备的搭建步骤如下)

表
%#

!

b S̀

通讯协议

变量名 变量类型
默认

值

字节

偏移

位偏

移

刷新

周期

端口

大小

端口

地址

e4N<O4

E

2DM B2V4

E

2<P%, # # # %#"' %, #\Q%(

O

7

<<P B2V4

E

2<P%, # " # %#"' %, #\Q%(

e<N6-LLR.

7

<2 SLLM<D2 # %$ # %#"' %, #\Q%(

_4

E

T6-LLR.

7

<2 SLLM<D2 # %$ % %#"' %, #\Q%(

步骤一)结合具体项目&制作
b S̀

通讯协议&将

b S̀

协议导入至测试用例执行软件&生成端口配置文件*

默认值配置文件$

步骤二)将配置端口*默认值配置文件导入至
b S̀

数

据收发装置内&使用
-"###

工具&根据端口配置文件生成

S:

文件&导入
b S̀

数据收发装置内$设置
b S̀

数据收

发装置的配置文件如下)

表
%%

!

软件运行信息配置文件

字段名 取值

ML1DMTLV6 %*"!$#!%$%!%"

ML1DM

7

LR6 %#"'

Y

W

6<LRP<R #

Y46LRP<R %

步骤三)编写测试用例$

编写测试用例时&使用
=9O

模拟数据*速度信号*门

信号信息&模拟三个报站阶段%使用如下公式&计算当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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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车位置与下一站位置距离&如果小于数据库记录的报站

距离&则触发预报站$

!

6

"DR1V42

V42

"

B

"

<

1LV

!

OB(%

"

.

1LV

!

OB("

"

.

V42

"

L

"

.

,$*(?槡 %$*

!!

其中)

OB(%

*

O2&

F

%

表示
:

点经纬度&

OB("

*

O2&

F

"

表示
S

点经纬度$

BcOB(%5OB("

为两点纬度之差
Lc

O2&

F

%5O2&

F

"

为两点经度之差$

,$*(>%$*

为地球半径&

单位为千米%

测试用例使用的各站点
=9O

数据如下)

表
%"

!

模拟
=9O

坐标信息

序号 站点名称 经度 纬度 站间距

%

济南西
%%,!(&(#$% $,!,")",) &!",

"

南京南
%%(!(#'"#% $%!&"'%'% &!",

$

苏州北
%"#!,#&(%* $%!$&##"* &!$)

'

上海虹桥
%"%!$"*#%" $%!%)#')( &!",

由于第一站只有始发离站&无预报站&模拟预报站条

件&需要使用公式计算第
"

&

)

站预报站条件
=9O

坐标位

置)编写测试用例)

表
%$

!

模拟自动报站测试用例

编号 描述 测试步骤

8K]"]%

济南西站+预报站
ML2

E

46IP<c%%,!(&(#$%

$

MD646IP<c$,!,")",)

$

8K]"]"

济南西站+到报站

O

7

<<Pc'

$

e<N6-LLR.

7

<2c%

$

_4

E

T6-LLR.

7

<2c%

$

8K]"]$

济南西站+离报站

O

7

<<Pc)

$

e<N6-LLR.

7

<2c#

$

_4

E

T6-LLR.

7

<2c#

$

8K]$]%

南京南站+预报站
ML2

E

46IP<c%%(!(#'"#%

$

MD646IP<c$%!&"'%'%

$

8K]$]"

南京南站+到报站

O

7

<<Pc'

$

e<N6-LLR.

7

<2c%

$

_4

E

T6-LLR.

7

<2c%

$

8K]$]$

南京南站+离报站

O

7

<<Pc)

$

e<N6-LLR.

7

<2c#

$

_4

E

T6-LLR.

7

<2c#

$

8K]']%

苏州北站+预报站
ML2

E

46IP<c%"#!,#&(%*

$

MD646IP<c$%!$&##"*

$

8K]']"

苏州北站+到报站

O

7

<<Pc'

$

e<N6-LLR.

7

<2c%

$

_4

E

T6-LLR.

7

<2c%

$

8K]']$

苏州北站+离报站

O

7

<<Pc)

$

e<N6-LLR.

7

<2c#

$

_4

E

T6-LLR.

7

<2c#

$

8K])]%

上海虹桥站+预报站
ML2

E

46IP<c%"%!$"*#%"

$

MD646IP<c$%!%)#')(

$

8K])]"

上海虹桥站+到报站

O

7

<<Pc'

$

e<N6-LLR.

7

<2c%

$

_4

E

T6-LLR.

7

<2c%

$

!!

在测试时&依次从第一条开始&手动执行一条测试用

例&观察旅客信息系统是否触发对应站点的报站语音信息

与文字信息%各站点对比信息如表
%'

所示%

表
%'

!

信息验证

对应用

例号

验证的内显

文字信息

验证的外显

文字信息

验证的语

音信息

8K]"]%

列 车 即 将 到 达 济 南

西站%

8T<6RD424VDRR4U42

E

D6

+4GD2;4!

车次号)

=)

北京南
]

上海虹桥

S<4+42

E

GD2]OTD2

E

]

AD4AL2

E

C4DL

济南西预

报
!ZDU

8K]"]"

列 车 现 在 停 靠 济 南

西站%

F<DR<2LZD6+4GD2;4!

车次号)

=)

北京南
]

上海虹桥

S<4+42

E

GD2]OTD2

E

]

AD4AL2

E

C4DL

济南西到

报
!ZDU

8K]"]$

欢迎乘坐北京南
5

上

海虹桥的
=)

次列车%

F<M1LJ<DYLDRP6T< Î

;42

E

6RD42!8RD422IJ]

Y<R

)

=)!-<V642D64L2

)

S<4+42

E

GD2]OTD2

E

]

AD4AL2

E

C4DL!

本次列车全列禁烟&禁

止携带危险品乘车%

GLVJL342

E

!-D2

E

<RLIV

DR641M<V

7

RLT4Y46<P

=)

北京南
5

上海虹桥

下一站 南京南

=) S<4+42

E

GD2]OTD2

E

]

AD4AL2

E

C4DLG<\6O6L

7

)

GD2+42

E

GD2

车次号)

=)

北京南
5

上海虹桥

S<4+42

E

GD2]OTD2

E

]

AD4AL2

E

C4DL

济南西离

报
!ZDU

8K]$]%

列车即将到达南京南站%

8T<6RD424VDRR4U42

E

D6

GD2+42

E

GD2!

车次号)

=)

北京南
5

上海虹桥

S<4+42

E

GD2]OTD2

E

]

AD4AL2

E

C4DL

南京南预

报
!ZDU

8K]$]"

列车现在停靠南京南站%

F<DR<2LZ D6 GD2]

+42

E

GD2!

车次号)

=)

北京南
5

上海虹桥

S<4+42

E

GD2]OTD2

E

]

AD4AL2

E

C4DL

南京南到

报
!ZDU

8K]$]$

欢迎乘坐北京南
5

上

海虹桥的
=)

次列车%

F<M1LJ<DYLDRP6T< Î

;42

E

6RD42!8RD422IJ]

Y<R

)

=)!-<V642D64L2

)

S<4+42

E

GD2]OTD2

E

]

AD4AL2

E

C4DL!

本次列车全列禁烟&禁

止携带危险品乘车%

GLVJL342

E

!-D2

E

<R]

LIVDR641M<V

7

RLT4Y46<P

=)

北京南
5

上海虹桥

下一站 苏州北

=) S<4+42

E

GD2]OTD2

E

]

AD4AL2

E

C4DL G<\6

O6L

7

)

OI@TLIS<4

车次号)

=)

北京南
5

上海虹桥

S<4+42

E

GD2]OTD2

E

]

AD4AL2

E

C4DL

南京南离

报
!ZD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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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车组自动报站功能测试方法
#

,&

!!!

#

续表

对应用

例号

验证的内显

文字信息

验证的外显

文字信息

验证的语

音信息

8K]']%

列车即将到达苏州北站%

8T<6RD424VDRR4U42

E

D6

OI@TLIS<4!

车次号)

=)

北京南
5

上海虹桥

S<4+42

E

GD2]OTD2

E

]

AD4AL2

E

C4DL

苏州北预

报
!ZDU

8K]']"

列车现在停靠苏州北站%

F<DR<2LZD6OI@TLI]

S<4!

车次号)

=)

北京南
5

上海虹桥

S<4+42

E

GD2]OTD2

E

]

AD4AL2

E

C4DL

苏州北到

报
!ZDU

8K]']$

欢迎乘坐北京南
5

上

海虹桥的
=)

次列车%

F<M1LJ<DYLDRP6T< Î

;42

E

6RD42!8RD422IJ]

Y<R

)

=)!-<V642D64L2

)

S<4+42

E

GD2]OTD2

E

]

AD4AL2

E

C4DL!

本次列车全列禁烟&禁

止携带危险品乘车%

GLVJL342

E

!-D2

E

<R]

LIVDR641M<V

7

RLT4Y46<P

=)

北京南
5

上海虹桥

下一站 上海虹桥

=)S<4+42

E

GD2]OTD2

E

AD4AL2

E

C4DLG<\6O6L

7

)

OTD2

E

AD4AL2

E

C4DL

车次号)

=)

北京南
5

上海虹桥

S<4+42

E

GD2]OTD2

E

]

AD4AL2

E

C4DL

苏州北离

报
!ZDU

8K])]%

列车即将到达上海虹

桥站%

8T<6RD424VDRR4U42

E

D6

OTD2

E

AD4AL2

E

C4DL!

车次号)

=)

北京南
5

上海虹桥

S<4+42

E

GD2]OTD2

E

]

AD4AL2

E

C4DL

上海虹桥

预报
!ZDU

8K])]"

列车现在停靠上海虹

桥站%

F<DR<2LZD6OTD2

E

]

AD4AL2

E

C4DL!

车次号)

=)

北京南
5

上海虹桥

S<4+42

E

GD2]OTD2

E

]

AD4AL2

E

C4DL

上 海 虹 桥

到报
!ZDU

当手动执行测试用例
8K]"]%

后&观察车内信息显示器

是否依次循环显示 -列车即将到达济南西站%.*-

8T<6RD42

4VDRR4U42

E

D6+4GD2;4>

.$扬声器是否播报 -济南西预报

>ZDU

.音频对应的信息内容&即是否触发旅客信息系统
=)

车次下的济南西预报站状态$当手动执行测试用例
8K]"]"

后&观察车内信息显示器是否依次循环显示 -列车现在停

靠 济南西 站%.*-

F<DR<2LZD6+4GD2;4>

.$扬声器是否播

报 -济南西到报
>ZDU

.音频对应的信息内容&即是否触发

旅客信息系统
=)

车次下的济南西到报站状态$当手动执行

8K]"]$

后&观察车内信息显示器是否依次循环显示 -欢迎

乘坐 北京南
5

上海虹桥 的
=)

次列车%.*-

F<M1LJ<DYLDRP

6T< Î;42

E

6RD42!8RD422IJY<R

)

=)!-<V642D64L2

)

S<4+42

E

]

GD2]OTD2

E

AD4AL2

E

C4DL!

.$ -本次列车全列禁烟&禁止携

带危险品乘车%.*-

GLVJL342

E

!-D2

E

<RLIVDR641M<V

7

RLT4Y4]

6<P

.*-

=)

北京南
5

上海虹桥 下一站 南京南.* -

=)S<4]

+42

E

GD2]OTD2

E

AD4AL2

E

C4DLG<\6O6L

7

)

GD2+42

E

GD2

.$扬

声器是否播报 -济南西离报
>ZDU

.音频对应的信息内容&

即是否触发旅客信息系统
=)

车次下的济南西离报站状态$

车外信息显示器在报站过程中是否固定显示
=)

车次*循

环交替显示 -北京南
5

上海虹桥.* -

S<4+42

E

GD2]OTD2

E

]

AD4AL2

E

C4DL

.$执行测试用例
8K]$]%

&

8K])]$

后&确认信

息的方式与测试用例
8K]"]%

&

8K]"]$

相同%如果旅客信息

系统的播报内容正确&则本车次报站功能测试执行通过%

当需要自动执行报站测试用例时&需要在每条测试用

例后&加上延时模块&例如
VM<<

7

c,####

!

VM<<

7

延时时间

单位为毫秒&此处即延时
,#

秒"&延时时间根据语音文字

播报完的时间进行确定&由测试人员观察旅客信息系统各

站点的报站触发情况%

F

!

结束语

借助动车组自动报站功能测试方法&通过测试主机的

=9O

模拟软件生成
=9O

模拟坐标数据传送至待测设备和通

过
b S̀

数据收发装置将列车测试数据传送至待测设备&实

现了针对不同
b S̀

通讯协议的自动报站逻辑的模拟测试&

可以满足大部分动车组的测试需求$测试时在地面实验室

进行报站逻辑测试&降低了现场环境对测试的限制$测试

方法回归测试能力强&复测时无需修改任何陪测内容或者

只做少量修改&即可进行报站逻辑测试&提高了测试的灵

活性及通用性&为设备的稳定运行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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