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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家历来重视铁路运输中的安全问题。铁路安全运输不仅关系着人民的生活，也关系着铁路

工程的建设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树立交通安全运输的创新观念，保证在工作中安全顺利地完成各项

运输任务。基于此，我国铁路建设部门日益关注安全运输项目的可行性，采用更为专业化的方法，以

逐步增强运输目标的作用，进而推动全国铁路行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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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untry has alway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safety problems in railway transportation. 

Railway safety transportation is not only related to people's life, but also relat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railway 

projec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 We should establish the innovative concept of safe 

transportation, and ensure the safe and smooth completion of various transportation tasks in the work. Based on 

this, China's railway construction departments are increasingly concerned with the attention to the feasibility of 

safe transportation projects, and adopt more professional methods to gradually enhance the role of transportation 

goals, and the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railway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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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健全科学的交通运输管理体制，对提高铁路运行的质量和

效率能起到积极作用。在高速发展的铁路运输业中，采取安全

有效的交通运输措施是保障运行安全的一项重要工作。在铁路

运输安全上，我国应加强对运输管理的改革与创新，为铁路工

程提供安全、稳定的运输设备，加强与铁路运输有关人员的协

作，确保铁路运输的安全、稳定，以 大限度地发挥铁路运输

的效能。 

一、铁路交通运输过程中安全运输的重要性 
结合我国铁路运输业发展的实际，必须对铁路运输安全的

基本原理有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以人为本是当今社会发展的根

本准则，任何一个产业都应坚持以人为本，其中安全问题是重

中之重，特别是在交通领域，安全运输尤为重要。一旦发生交

通安全事故，必将造成重大社会影响和巨大经济损失。通常来

看，人为因素是导致铁路运输的安全问题和交通事故的主因，

所以必须加强对铁路运输工作人员的安全管理。除此之外，在

铁路运输中，还存在着许多其他的危险因素，这些因素会影响

铁路的运输安全，也值得重视。因此，在铁路运输安全工作中，

必须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确保万无一失。 

二、铁路交通安全影响因素分析 
目前，我国铁路运输中引起各类安全事故的因素，包括人

为、自然、设备、管理等。其中，人为、管理等因素是主观造

成，而自然等因素存在一定的不可抗性。这些因素相互影响制

约，使铁路运输的安全管理变得更加复杂。其一，人为因素。

主要包括司机、乘客、社会大众等。司机驾驶水平低，乘客滥

用列车设施和设备等都会对铁路的安全造成威胁。其二，自然

因素。雷电、地震、高温、隧道坍塌等都会对铁路运输造成不

良影响，严重的还会造成人员伤亡。其三，设备因素。铁路设

备老化、故障，会加大铁路运输的危险。比如，当列车刹车系

统出现故障时，会导致车辆碰撞，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其四，

行政管理因素。不良的管理方式及缺乏安全意识会导致各类危

机。比如，管理者忽略了训练和考核，导致乘务员、驾驶员的

疏忽，会给铁路安全运行埋下安全隐患。 

三、铁路交通运输安全存在的问题 
（一）安全管理体系不科学，风险辨识与控制机制不健全 

在现代轨道交通产业发展中，由于部分管理者对安全运输

缺乏足够的重视，导致安全运输体系缺失，需要进一步强化风

险辨识与风险管理，以从根本上解决铁路运输中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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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建立起一套科学、合理的安全管理制度，铁路职工的安

全意识会减弱，导致其在工作中懒散、懈怠，造成安全隐患。

一旦出现危险，就会酿成严重的交通事故。就货物运输而言，

如发生交通事故，将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甚至会造成严重的

后果；如果是旅客运输，将严重威胁旅客的生命安全，对运输

行业的发展也会产生不良影响，甚至阻碍运输企业的长远发

展。因此，必须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防止因铁路运输事故

而带来的巨大损失。 

（二）执行作业规范不严格，应加强安全意识 

在运输期间，铁路工作人员应严格遵守运输设备的操作流

程，避免在运输中出现安全事故。在实际的铁路运输中，由于

铁路工作人员对运输安全的重视不够，导致运输管理上的松

懈。如果没有健全的管理制度，一旦产生故障，将会影响整个

交通系统，造成重大的安全运输事故。 

（三）监控设备需进一步提升，对安全稳定的要求也需加

强 

要使铁路运输的安全保障工作能够正常进行，必须建立健

全的监督机制。目前，铁路交通安全管理与监测系统已不能充

分发挥其应有的监测功能，造成铁路安全管理水平的停滞、运

行效果不佳、监测设施不稳定等问题。在铁路运输过程中，既

要加强对运输人员的监督与管理，又要对其进行有效的监测。

然而，由于我国铁路的发展不均衡，对运输设备的检验技术还

不够成熟，所以，在日常的检验和管理中，对各类设备的检查

仅停留于表面，而没有进行全面、深入的检验，从而忽视一些

微小的安全隐患。在运输中，由于设备的承载能力不足，造成

设备失效、运输延迟，甚至造成安全事故。此外，现有的铁路

运输设备还没有实现全自动化，可能导致交通事故的连锁效

应。 

四、铁路交通安全运输的保障措施 
（一）建立和完善安全管理制度，加强安全风险辨识与防

范 

铁路交通安全事故多为人为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说，为防

止铁路交通安全事故，从人员管理的角度出发，采取行之有效

的方法，以减少人为因素造成的铁路交通事故。建立和完善安

全生产管理体制，是提高铁路运输安全水平的重要途径。在安

全管理规范化、制度化的过程中，铁路职工将通过每天的工作

来认识自身职责。除此之外，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必须对其

他交通安全隐患有足够的敏感度，使之能够及时地进行安全管

理。铁路运输的风险辨识与风险管理是影响铁路运输安全的关

键因素，必须建立健全风险辨识与风险管理体系，才能有效地

减少铁路运输的风险，保障铁路运输的安全。 

（二）完善交通运输安全管理体制 

在现有的轨道交通运输安全管理体制基础上，采用更系

统、更先进的管理方式，能更好地弥补现有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通过建立健全的轨道交通安全运行管理体制，可以有效降低铁

路运输管理中存在的诸多风险，从而推动我国铁路运输的顺利

进行。采用先进的轨道交通管理技术，可以有效解决铁路运输

的问题。其重点在于运用先进的轨道交通管理技术，使轨道交

通的设计和人员之间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协作关系，从而提高建

设区在相关铁路工程中的竞争优势。铁路运输安全管理应打破

常规技术的限制，对每一条线路的运行进行全程监测与管理，

保证列车运行期间不发生事故，对老旧运输设备及时进行维修

与更换，以提高安全性，保证其技术状况。 

（三）对职业员工加强培训 

为防止人为因素而导致的安全事故，必须加强对铁路从业

人员的专业技术培训，以增强职工的职业素质和能力，同时，

增强其安全管理意识和责任意识，让每个轨道交通工作人员都

能把安全工作摆在第一位，在自己的岗位上安全开展各项工

作。铁路运输工作还应遵循科学、合理的程序。如果工作人员

在工作中任意更改工作程序而导致交通安全事故，将造成不可

挽回的后果。所以，要加强员工的职业素养，防止交通安全事

故的发生。因此，必须把运输工作的责任落实到每个员工的肩

上，并建立相应的赔偿与处罚机制，以增强员工的责任感和安

全意识。 

（四）加强设备的更新与维修，提升维修及诊断技术的应

用 

在铁路运输中，要保证运输安全，必须保证运输中的各种

设施的正常运转。在铁路交通安全管理中，对各类运输设备的

监测与管理是必要的，对各类运输设备要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

检查和维修，并对每次检查和维修情况进行详细记录，以便对

各类运输设备进行有针对性的维修，以提高维修工作效率。为

及时发现各种设备的各类安全风险，必须运用先进的现代技

术，将各种维修方法有机结合在一起，改善各种装置的使用安

全性，确保整个运输过程的安全。 

（五）在交通管理方面进行创新 

通过采取更系统、更科学的方式，对新的管理制度进行研

究，可以更好地解决安全问题。通过采取创新的对策，来引导

城市轨道交通管理，可以帮助轨道交通管理部门减少许多难以

处理的环节。铁路运输部门交通管理观念的改变，对推动我国

铁路工程的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铁路运输行业也

应避免采用单一的交通安全管理体系。为解决铁路运输日常运

行问题，必须采用先进的轨道交通管理技术，关键在于利用先

进的交通安全管理技术，建立起与管理人员相互信任的合作关

系，从而保证铁路的可持续和安全发展。铁路部门要保证运输

的高效、便捷，保证运输的顺畅，推动我国铁路运输的进一步

地发展。为保证铁路运输的安全发展，必须强化运输管理改革，

保证铁路运输的正常运行。要打破常规的管理观念，对铁路工

程的各个环节进行全面的监测与管理，并逐步采取主动、创新

的管理手段，以保证铁路的运行管理能够满足新时期铁路运输

发展的需要。 

要突破传统管理体制的限制，实现高层次的信息化管理，

提升企业的经营效益。首先，经理、驾驶员和乘务员要主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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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现代铁路设备的应用，并对其进行定期的评价，提升新技术

和新设备的运用，保证旅客得到周到的服务。铁路维修工要对

各种危险因素进行准确预测，并掌握先进的技术和装备。为了

提高故障诊断速度、减少运行危险，需要采用更先进的设备和

仪器来进行轨道探测。实现信息跨地区共享，构建列车运营风

险控制系统，实现列车调度、天气预报信息共享、线路故障排

查等功能，要有效探测出废品和闪电对列车运行的不利影响。

为此，相关部门要加大投入，整合资源，克服各种困难。当前，

我国铁路智能调度体系的建设还处于逐步完善的阶段，其核心

问题是要提升科研队伍的水平及缩短调查时间。 

五、铁路交通运输过程中安全运输的发展趋势 
整合智能系统，以监测每条线路上的交通状况。通过这种

方法，首先可以 大限度地保证客车的装载，减少货车使用次

数，减少客车超载对乘客的安全造成的危害。其次，可以扩大

铁路规模，实现对重点线路的重新定位，减少主要线路的运行

压力，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这实际上是基于减少土地使用面

积的计划。再次，加强管理者的信息搜集和分析，使其能迅速

建立应对措施，保证所有联机交通工具的安全运转。在这些项

目中，经常进行演练以提高承运人的风险规避能力。 后，提

升司机技能，以提升操作的安全性。要对铁路交通的各种突发

事件进行统计，并对多发地区、线路进行等值管理，以降低交

通事故的发生。第一，在排泄水流过多的地区，要做防护。第

二，在高防雷区要有相应的防雷设施，并定期对其进行检测。

这些内容应整合到资料库管理系统中，而每一段都应该在指定

的条件下完成同样的工作。要提高各路段的工作效率，就必须

实行责任制，把责任落实到个人身上。第三，要根据当时的情

况，加强反恐能力，同时要有能力在铁路沿线组织反恐力量，

作好转移的准备。强化勤务人员的交流技巧，使旅客得到安慰，

并消除行动迟缓和缺乏服务意识的行为。在此基础上，对整个

线路进行全面的测试，以保证列车的安全运行。有效地完成短

途运输。要结合以往的实际情况，灵活调整列车的数目和长度，

以有效地缓解短期的客流运输高峰。在这段时间内，有必要增

设机动车辆的警力，加强反纠察，时刻提醒旅客注意人身财产

安全。要主动设立建议箱和建议书，听取旅客的意见和建议。

在铁路沿线加强治安管理和交通枢纽管理。重点协助沿线公安

机关、有关单位打击非法扒窃，对沿线有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

进行有效打击，并对向过往车辆抛掷物品的行为进行严厉处

罚。同样，对把东西扔到车外的行为也要做出同样处罚，以免

造成过路的交通和行人的伤害。此外，在积极宣传和训练下，

将逐渐改善沿线的运输状况。对城乡交通的交叉路口进行严格

的管制，在车辆通行之前，必须时刻保持高度的警觉，尽力降

低这类交通事故。 

六、结语 
综上所述，新时期的交通运输发展迅速，我国铁路的发展

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铁路建设中的安全运输意识日益受到人

们的关注。应充分认识到铁路运输的战略地位，提高运行效率，

减少交通事故，在现有运营能力的基础上，保证运输衔接的安

全性，充分发挥铁路安全运输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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