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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已经成为了城市公共交通体系中的重要支柱,优化了公共交通手段,有效提

升了交通出行效率。城市轨道交通运行速度快,不会出现交通拥堵的现象,缓解了目前城市交通存在的问

题,成为了人们出行首选的交通方式。在城市轨道交通系统运行过程中存在着较多的安全风险因素,如果

运行安全无法得到保障会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影响社会经济发展,需要针对运营安全

情况进行准确评估。基于此,本文分析了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特点,对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评估现状进行

分析,提出了安全评估的有效策略,以期可以为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评估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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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rban rail transit system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illar in the urban public transportation system, 

optimizing the means of public transportation, and effectively improving the transportation efficiency. Urban rail 

transit runs fast and there will be no traffic congestion, which has alleviated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urban traffic 

and become the preferred way of transportation for people to travel. There are many safety risk factors in the 

operation process of the urban rail transit system. If the operation safety cannot be guaranteed, it will pose a 

serious threat to the safety of people's lives and property, and affect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o it is 

necessary to accurately evaluate the operation safety situation.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rail transit system, analyzes the status quo of urban rail transit operation safety assessment, 

and puts forward an effective strategy of safety assessment, in ord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urban rail transit 

operation safety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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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城市交通出行量持续扩大,城市交通拥挤问题愈发严

重,在城市交通过程中所释放的二氧化碳也有所增加,给城市生

态环境造成了威胁。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具有绿色环保的优势,

出行安全性高,但是在具体的运行过程中产生了较多的安全事

故。安全评估能够针对城市轨道交通的运营情况进行准确评估,

利用安全系统工程理论、方法以及相关手段对威胁轨道交通系

统运行的因素进行识别,针对识别结果探讨相应的应对措施,以

此来保障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的运营安全。相关部门需要正确认

识安全评估的重要性,可以针对重点环节实施有序评估,为城市

轨道交通系统的稳定运营提供重要保障。 

1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特点 

多数轨道交通系统都会将线路建设在地下,建设环境较为

特殊,容易受到地下各类因素的影响而出现安全隐患[1]。或者会

通过高架桥的模式将其建设在较为繁华的城市区域内,在出现

安全问题后会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内人流

量较大,人员密集,设置了各种不同的线路站点,运行速度较快,

通常2~3分钟可以到达一个站点,这使其出现了加速、减速变化

频繁的现象,增加了系统内各个设备的运行压力。轨道交通系统

内部封闭性强,如果在运行过程中出现安全问题相关人员难以

及时逃脱,会给社会和谐发展带来影响,对于我国对外形象的塑

造也有着不利影响。轨道交通系统在运行过程中有明显的早高

峰和晚高峰,乘客来源较为复杂,利用自助的方式进行购票,缺

少良好的组织管理机制,在出现突发事件后无法及时对乘客进

行疏散。在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建设施工过程中由于附近地质条

件较为复杂,工程规模大,并且所需要投入的时间成本较高,会

给地上交通带来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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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评估发展现状 

2.1安全评估模式分析 

结合我国相关部门的要求,在进行安全评估时主要包括为

安全预评价、试运营前安全评价、安全验收评价及运营安全现

状评价等几种主要形式。当前在城市轨道交通系统运行过程中

出现了较多的交通事故,给社会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给社会发

展带来了不利影响,政府部门愈发重视城市轨道交通系统运行

安全性,制定了一系列的标准和细则,为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安全

评价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有效保障。在安全评估的过程中需要针

对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后、初步设计前,做好安全预评价,分析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在完成项目

建设后需要重点针对其安全情况进行验收,分析是否存在不符

合建设要求的环节,及时进行整改,为后期城市轨道交通系统运

行提供重要的帮助。不同地区结合当地城市轨道交通发展情况

制定了相应的地方政策,规范了各个区域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

全评估手段,构建了规范化的安全评价机制,提升了安全评估效

果[2]。 

2.2安全评估问题 

在安全评估过程中存在着较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6

点。第一,第三方评价机构只是针对安全预评价以及安全验收评

价进行管理,在这两个时间阶段介入安全评估工作,无法对城市

轨道交通系统的运营安全进行分析和评价,这会导致城市轨道

交通系统运营安全无法得到有序保障。并且在评价时所评价的

项目通常在一个月以内完成,安全评估的时间较短,无法及时发

现潜在安全隐患。第二,评价机构专业度不足,对于城市轨道交

通专业技术和理论知识了解程度不够,在具体的评价过程中无

法针对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实施全面的安全评估。同时评价过程

也缺少专业的评估系统以及检测设备,软硬件设备支持度不足,

影响了评估工作质量和效率。第三,对影响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安

全的主要环节未进行有序监督,包括设计环节、施工环节、监理

环节、安装环节、调试环节、试运行环节等,无法落实全过程安

全评估的理念要求,给后续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带来了一定的安

全隐患[3]。第四,选择的安全评估方法不合适,不具备针对性,

通常是选择过程工业的安全评估方法,不符合城市轨道交通系

统安全评估需求,影响了安全评估质量水平。第五,我国为针对

安全评估制定完善的保障体系,对于安全评估标准的认证没有

形成规范化的文件要求。部分城市轨道交通项目在安全评估时

引进了国外的安全评价方法,但是无法对其安全评价结果是否

准确进行有效认定。第六,城市轨道交通项目选择分散化的方式

实施安全管理,建设阶段以及运营阶段管理活动联系不紧密,没

有构成完善的管理机制。不同设计单位在进行工程设计时需然

结合了所要求的设计标准,但是没有针对工程设计进行安全审

查,无法为后续安全评估活动的开展提供重要帮助和支持[4]。 

2.3安全评估要求 

我国目前对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保持高度重视,针对运

营安全评估制定了一系列的要求和规定,力求能够强化安全保

障效果。国务院在相关意见中提出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和公共安

全有着紧密联系,需要和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形成同步规划、设

计、施工、验收以及使用模式,后期重点对其进行有序的运维管

理。在安全评估方面提出竣工验收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不能进行

运营前安全评估,运营前安全评估结果不合格不能投入正常运

营。在进行安全评估时需要由第三方机构进行评估。交通部门

是专门负责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建设的主要部门,在相关文件中

重点针对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进行了规定,结合地铁和轻轨的

特点提出了实施安全评估的方法以及要求。 

3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评估策略分析 

安全评估和城市轨道交通系统运营有着重要的联系,贯

穿了系统运营的全过程,利用预先控制的方式保证城市轨道

交通系统运营的安全性,同时联合管理保障手段能够及时排

查出存在的安全隐患问题,提高隐患治理效率[5]。因此相关部

门必须要重点针对安全评估策略进行调整,加强不同阶段的安

全评估效果。 

3.1加强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 

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是极其关键的评估阶段,通常选择在

初期运营6个月前进行评估,和第三方机构进行合作实施安全评

估。项目建设、运营以及管理部门需要好评估资料准备,由专家

完成评估报告。在进行安全评估时需要先明确评估单位,以利用

招标、竞争谈判的方式对评估单位进行筛选,要求评估单位具备

法人资格,拥有安全评估经验,且和被评估单位之间不存在紧密

联系。作为建设轨道交通项目的单位需要按照相关要求准备各

种安全评估所需要的资料,由主管部门针对安全评估的相关条

件实施审核,如果符合评估要求可以开展评估活动,不符合安全

评估要求则需要进行调整,在完成整改后进行安全评估。建设单

位需要针对项目的建设情况实施综合报告,由城市轨道交通运

营单位负责进行运营演练以及试运行活动,从而得出综合报告

以及试运行报告。双方需要共同针对报告进行自评和自证,为后

续安全评估工作提供资料[6]。建设综合报告主要是对轨道交通

系统建设过程中所使用的技术、经历的环节等进行汇总,利用图

文并茂的方式对本次工程建设特色进行分析。运营准备综合报

告则需要针对运营筹备、运营设备、组织架构、运营管理存在

问题等各项内容进行汇总,要求相关人员可以通过报告了解具

体的组织情况。 

3.2系统正式运营前安全评估 

正式运营前评估要求初期运营时间为一年,已经向主管部

门提交了初级运营报告,针对初期运营前存在的安全问题进行

了整改和处理,要求在初期运营过程中各个系统运行状况良好,

设备不存在故障问题。除此之外还需要保证在正式运营前一年

没有出现严重的安全事故,例如脱轨、冲突、撞击或者结构坍塌

等,此时可以进行正式运营前安全评估。在实施正式运营前安全

评估时也需要上交相应的初期运营资料,由第三方安全评估机

构展开安全评估活动。在完成评估后需要明确提出评估结论,

对安全问题整改措施、整改时间以及整改要求进行明确。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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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整改后第三方机构需要对其进行再次复核和检查,通过安全

评估后需要由主管部门向政府提交报告评估情况,申请城市轨

道交通系统投入正式运营,并向群众发布相应的运营公告[7]。 

3.3运营期间安全评估 

在运营期间进行安全评估时需要做到每三年进行一次安全

评估,在评估时主要针对网络化运营、运营风险事件整改、安全

隐患排查治理等进行评估,针对评估内容进行总结和分析,得出

城市轨道交通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针对部分设备需要进

行再次测试和验收,保证之后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内各个设备处

于正常运行状态。在完成安全评估后需要形成安全评估报告,

并在其中加入安全问题的整改方式以及后期效果,确保能够及

时处理运营期间存在的安全问题。在安全评估报告中需要包括

评估情况、线路线网情况、安全评估意见等,由第三方机构针对

安全评估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整改意见,分析在后续运营过

程中有效的安全防范措施,以此来规避安全事故问题的出现,保

证轨道交通系统稳定运营。 

3.4全生命周期全过程安全评估 

全生命周期全过程安全评估也是极其关键的,主要是将城

市轨道交通系统作为整体实施安全评估,从系统设计阶段进行

超前介入,提前对城市轨道交通系统运行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风

险因素进行分析。该种安全评估方法包括可行性研究、设计阶

段、建设施工阶段、测试阶段、验收阶段、运营阶段、维护阶

段等,需要针对车辆、线路、隧道、车站、通信系统、信号系统、

客运信息等不同系统进行评估,能够做到全面评估,加强对城市

轨道交通系统运营安全评估效果[8]。在进行评估时需要以风险

为基础选择相应的安全评估方法,能够提前识别在运行过程中

存在的安全隐患,对风险因素所造成的影响严重程度进行排列,

做好安全防范措施以及整改。如果部分安全隐患无法及时进行

整改,需要从运营后期维护管理角度出发对运营维护制度进行

完善,以此来规避安全风险事件的出现。在进行安全评估时需要

选择合适的安全评估方法,统计分析法是较为常用的一种评估

手段,能够对城市轨道交通系统运营过程中产生的事故类型、事

故数量以及故障数据实施分析和整合,利用大数据技术对城市

轨道交通系统运营安全情况进行趋势分析和事故预测。 

4 结束语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近年来发展速度持续加快,城市轨道交

通系统工程呈现出井喷式的发展模式,重庆地区地形条件较为

复杂,在建设轨道交通系统过程中出现了较多的难题,也增加了

其运行隐患因素,必须要加强安全评估工作力度。当前安全评估

模式出现了变化,相关政府部门提出了新的评估要求,然而在具

体的安全评估过程中也产生了较多的问题,无法落实安全评估

制度要求,影响了运营安全性。在对城市轨道交通系统运营情况

进行安全评估时,应当重点针对初期运营、正式运营前以及运营

期间进行安全评估,保证关键节点运行的安全性,同时联合全生

命周期全过程安全评估,能够有效加强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安全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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