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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城市发展速度不断增加和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城市人口数量也明显增多,对于城市交通产

生了较大程度的影响。在城市轨道交通发展方面,就需要有效提高建设水平,才能够满足实际需求。从城

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理的实际情况可知,其参照了不同城市的实际情况,需要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做

出调整,借此保障安全管理方针的有效落实,针对管理制度进行充分协调,形成完善安全管理体系,进一步

优化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工作的实际建设。本文针对相关内容进行了综合性的讨论与分析,首先阐述了城

市轨道交通管理的相关内容,其次列举了城市轨道交通安全的主要影响因素,探讨了城市轨道交通安全

管理模式,最后提供了城市轨道交通应急管理策略。希望针对有关内容的探讨,能够使城市轨道交通安全

管理模式与应急管理水平得到有效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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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speed of urban development and the further expansion of the scale, the number 

of urban population has also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which has a greater impact on the urban traffic. In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rail transit, it is necessary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level to meet the actual 

needs. From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urban rail transit operation safety management, its reference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different cities, need to, on the basis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make adjustments, to ensure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safety management policy, fully coordinate for the management system, form a perfect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and further optimize the actual construction of rail transit operation management work. 

This paper makes a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on the relevant contents, first expounds the relevant 

contents of urban rail transit management, then lists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urban rail transit safety, 

discusses the urban rail transit safety management mode, and finally provides the emergency urban rail transit 

management strategy. It is hoped that the discussion of relevant contents can make the urban rail transit safety 

management mode and emergency management level effectively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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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当前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的情况来讲,其处在发展阶

段,无论是理论方面还是实际建设,都有很大的进步空间,需要

借助更加有效的措施,才能够获得较好的效果。在企业发展之中,

对于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理的研究程度并不是非常高,仅

仅是拥有相对单一的思想观点,并没有针对有关问题进行深入

研究,很难将其落实到理论分析之中,无法进行内容整合,不能

形成完善的管理体系,大多数情况下,是针对实际问题进行探

讨。而在这一情况下,要加强城市轨道交通安全建设,使其更好

的满足实际要求。所以在面对有关问题的过程之中,需要从理论

进行进行分析,保证其能够符合实际要求。在实际发展之中,企

业需要针对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了解行业先进理念,对相关问题

进行深入讨论,使其能够得到有效优化,改善整体建设水平。 

1 城市轨道交通管理的概述 

轨道交通指的是以轨道运行为基础的交通工具,需要在合

适的环境与特定的区域,来保证轨道交通工具的稳定运行,借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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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运输要求。而在轨道交通运行之中,为了提高其整体质量与

效率,有关工作人员就需要加强安全管理工作,形成完善的应急

管理体系,并制定出完善的安全管理模式,降低相关因素所带来

的影响。在实际进行管理工作之中,因为轨道交通设计相对复杂,

体系庞大,使得轨道交通管理工作同样具有复杂性,会对管理工

作产生一定的影响[1]。而要想提高这一工作的有效性,就需要管

理人员改变自身的理念,强化管理知识,从实际情况出发,保证

各项管理工作能够有效落实,进一步解决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

安全隐患排查,提高整体管理质量与效率,满足生命财产安全的

需求,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 

2 城市轨道交通安全的主要影响因素 

2.1人为因素 

人为因素是影响城市轨道交通安全的最主要因素,在城市

轨道交通实际运行之中,通过数据调查可知,在各种事故灾害中,

人为因素所引发的安全事故问题占据到了七成以上。所以人为

因素就成为大多数城市轨道交通安全事故的重要影响因素[2]。伴

随着城市轨道交通的实际建设和智能化发展,人为因素依然会

影响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的核心问题,使其成为安全事故有发的

最主要问题之一。 

2.2机械因素 

在城市轨道交通运行之中,机械设备已经成为交通系统的

重要安全隐患,主要是因为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结构复杂程度明

显增加,自动化水平获得了进一步提升,使城市轨道交通系统之

中含有大量的子网络与子系统[3]。而系统越复杂,功能越多,所

引发的风险也就越多,容易带来更加严重的安全隐患,可能会造

成各种严重后果。 

2.3环境因素 

环境是造成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问题的重要因素,其主要是

因为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在实际建设与发展之中,所处的社会环

境比较复杂,各种不同的地质条件的存在,使其受到了经济、文

化、自然系统等方面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可能会单独作用于城

市轨道交通系统,也可能共同作用于运行工作之中,使城市轨道

交通管理的复杂性进一步提高,会使安全隐患出现的概率明显

增加[4]。 

3 城市轨道交通安全管理模式 

3.1正确识别安全管理问题 

在轨道交通安全管理工作之中,危害识别属于非常重要的

一项工作,因为危害可能会对生命财产安全产生严重的威胁,容

易造成较高的经济损失,会使城市轨道无法正常运行,其属于轨

道交通运行之中,潜在的危险因素。所以相关部门需要针对有关

问题进行深入的管控与分析,才能够降低其带来的影响。这些危

害在实际运行之中,主要分为四个方面。第一点是工作人员操作

不规范,没有按照操作流程进行各项工作。第二点是轨道交通设

施装备安装不合理,运行效果差。第三点是轨道交通情况恶劣,

运营环境不佳,对于其整体运行效率,产生不良影响。第四点是

轨道交通管理部门监管效果不佳,并没有制定出完善的管控体

系,而在这一情况下,就需要形成有效的管理措施,才能够降低

其带来的影响[5]。第一点是在日常管控工作之中,需要正确的判

断其中存在的问题,加强管理效果。第二点是需要优化设备维护

与保养的效果,使轨道交通处在动态控制状态之下。第三点是监

管轨道交通运行中工作人员的情况,与判断乘客活动是否具有

危险性。第四点是针对危害与方法进行分析,通过相关措施,能

够正确的面对相关问题,保证各种事件的处理工作能够得到有

效改善,降低相关因素所带来的影响。 

3.2建立目标以及管理方案 

在轨道交通运营之中,安全管理工作必须从具体内容的角

度体现出更好的效果、而在这一情况下,交通监管部门需要制定

出完善的管理目标,并按照具体内容制定出详细的解决方案,借

此保证有关工作的整体效果。在日常管控工作之中,需要将安全

管理工作落实到位,并在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形成完善的管理模

式,提高轨道交通运营的稳定性。城市轨道交通终会涉及到多项

工作与多个部门,所以就需要从多元化的角度出发,进行综合性

的判断。第一点是需要保证不会出现各种危险因素,排除相关问

题所带来的影响,提高运营的规范性。第二点是需要有效利用信

息化技术,针对风险问题进行分析,借助数据统计,找到其中的

重点部分。第三点是需要制定出完善的应急管理预案,借助这一

预案,保证各项工作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并且需要通过实践进行

论证,使应急预案的整体效果能够得到改善。第四点是需要保证

制定的目标符合轨道交通运营管理的实际需求,从整体角度出

发,对于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形成完善有效的管理措施[6]。第

五点是需要针对目标的完成情况进行分析,判断其完成时间,不

能无限推迟,还需要制定出相应的管控制度,通过分解目标,使

各项工作能够有效落实,借助考核工作,确保目标的实现,为其

提供更大程度的帮助。 

3.3构建完善组织职责结构 

轨道交通的运行与工作人员之间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安全

管理体系需要保证各项工作能够有效落实,并为其提供合理的

权限,针对实际情况做出划分,形成完善的组织架构,提高工作

人员的安全意识。正常情况下,安全管理工作主要分为以下几个

部分。第一点是高权限的管理者,这部分人员承担整体职责,需

要加强各项内容的管控,制定管理体系,做好工作划分,保证管

控工作能够获得全面保障,提高体系的运行效果。第二点是业务

经理,这部分人需要优化轨道交通施工保养等方面工作,提高自

身的管理意识,从自身所负责的工作角度出发,改善各项工作的

管控水平。第三点是安全训练人员,需要进一步提高这部分人员

的安全理念,借此保证轨道交通能够正常运营[7]。第四点是特种

装备负责人员,需要使其拥有良好的安全管理水平,保证特种装

备的管理效果。因为这些装备的经济价值相对较高,本身属性比

较特殊,需要拥有良好的管控技能,才能够减少出现问题。第五

点是基础设备技术人员,这类人群是轨道交通运营的重要保障,

也是需要完成最多工作的人群,需要有效进行职责划,借此提高

整体工作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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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城市轨道交通应急管理策略 

4.1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出现突发事件必须进行应急处置,借此减少意外情况的出

现。首先是需要按照实际情况的不同,在突发事件之中,利用各

种应急措施,加强指挥效果,进行人员协调,合理配置应急资源,

恢复系统功能,改善整体水平。如果出现应急情况,需要将乘客

转移到安全位置,提高人员疏散的效果[8]。在改善人员紧急疏散

的过程之中,所使用的方式包括两种。人员撤离所需要的设备和

紧急撤离的方案演习。城市轨道交通紧急救援能力是提高各种

突发事件处理的重要基础,需要进一步加强救援工作的整体水

平,制定出完善的工作计划,改善各项工作的整体水平,提高救

援能力,并积极有效的进行事件处理,借此使各项工作能够得到

全方位的保障。 

4.2优化应急保障能力 

要想进一步改善轨道交通整体服务水平,需要从平台、资

金、基础设施等方面出发,针对有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形成完

善的管理体系,针对城市安全和信息系统的情况,加强对于有关

问题的探讨,建立完善的管控措施,制定相应的配套制度,优化

整体管理水平,使物资储备能够符合实际需求,并及时进行补

充。在面对火灾、地震等情况时,需要事先做好基础设施建设,

优化整体施工水平,保证各项工作能够得到有效管控[9]。除此外,

在紧急事件之中,为了降低人员损失和财产损失,需要制定出完

善的紧急措施,加强应急技术开发水平,在城市轨道交通事故应

急处理系统之中,必须重视其时效性与社会性,保证其能够处在

正常运转状态之下。 

4.3改善社会应急能力 

在城市轨道交通事故之中,社会应变能力是其中非常重要

的一项力量。随着我国铁路的快速建设,很多城市除了从业人员

本身经验不足之外,绝大多数的乘客安全观念都相对薄弱,所以

进一步加强职工与乘客的应急管理和救援知识就成为其中的重

点。在实际进行演习工作之中,需要融入灾害预防和减灾相关知

识,提高人民的应变能力。通过在学校展开救援演习,使学生与教

师拥有突发事件应对的知识。借助更加有效的方式,加强社会应急

水平,保证各种突发事件的处理有效性,为其提供基础动力[10]。开

展这一工作中,还需要加强对于社会各界的指导,使有关团队除

了基本力量之外,还需要融入到专业救援工作之中,政府需要鼓

励社会参与救援工作。加强突发事件的处理能力。 

5 结论 

综上所述,在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之中,其已经成为居民出行

的重要选择,为了使轨道交通能够处在良好的工作状态之下,有

关工作人员需要积极的进行运营管理工作,落实各项安全管理

措施,保证安全管理工作能够有效展开,才能够使城市轨道交通

处在安全状态之下,为后续建设工作提供保障。而在展开有关问

题的研究工作之中,需要针对当前的实际情况进行综合性的讨

论,找到安全管理模式的发展重点,针对有关问题,制定出完善

的解决措施,降低相关问题所带来的影响,而且还需要制定出应

急管理策略,进一步解决各种问题,使各项建设工作能够符合实

际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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