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一 

城市轨道交通安全管理系统认知 

任务一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理认知 

 

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交通的压力越来越大，大力发展城市轨道交

通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城市轨道交通行业呈现出蓬勃的发展势头，在现代社会的各

个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理也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

广大关注，交通安全是城市轨道运营的重要前提，是确保人们正常生活、工作、交流的

基础。因此，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理也成了城市轨道交通业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  

 

 了解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理的概念。  

 了解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理的主要内容。  

 掌握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理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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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理是城市轨道交通发展的一个重要保证。在当下城市轨

道交通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学习和了解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系统以及城市轨道交通

安全保障系统是尤为重要的。  

一、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理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特殊性 

1．必要性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由供电子系统、通信子系统、信号

子系统、给水与排水子系统、屏蔽门与安全门子系统、防灾与报警子系统（FAS）、环

境与设备监控（BAS）子系统、机车车辆子系统、车辆段检修设备子系统、自动售检

票子系统、通风空调与采暖子系统、电梯和自动扶梯等子系统组成。城市轨道交通系

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及系统与系统外部有很高的关联度，一旦某个子系统出现问题，

就会迅速影响和波及其他子系统，形成连锁反应，进而影响整个系统的正常功能，造

成系统部分或整体功能的瘫痪。所以，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理十分心要。 

现在城市轨道交通已经成为城市公共交通的骨干。它不仅可以节能、省地，而且

运量大、全天候、污染少以及安全系数高，重点是属绿色环保交通系统，完全符合可

持续发展的原则，特别适用于一些大中城市，比如北京、天津、重庆等。我国政府高

度重视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的建设和城市轨道交通行业的发展，明确提出要逐步构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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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为骨干的城市公共综合交通体系，建立高效、安全、便捷以及可持续发

展的城市轨道交通系统，解决大中城市严重的空气污染以及地面交通拥堵问题，更好

地服务于民众。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也随之进入了快速发展

的阶段。截至 2017年底，我国已有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南京、武汉、

成都、深圳、大连、长春、西安、沈阳、佛山等34①座城市开通了城市轨道交通，运

营总里程超过 5000km，线路165条。许多城市的轨道交通已进入网络化运营阶段。

如北京，2017年运营总里程已达到 684.4km. 运营线路21条；上海2017年运营总里

程已达到731.37km，运营线路 16 条。另有 20 多个城市正在着手城市轨道交通建设、

规划。然而，在城市轨道交通运营过程中，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运营安全的问题也

越来越多地摆在我们的面前。  

城市轨道交通的运营安全问题一直受到各级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高度重视和密

切关注，运营安全管理工作越来越被广大轨道交通运营单位所重视，不断发生的运营

事故告诫我们，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必须把安全管理放在首要位置。所以安全系统管理

已成为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安全的重要标志和发展方向。  

2．重要性 

在城市轨道交通快速发展的今天，搞好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理，对于维护城

                                                       
① 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后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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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轨道交通有秩序运行、保证乘客安全、提高运营效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城

市轨道交通安全管理直接关系到乘客安全。它既要满足乘客的出行需求，又是城市拥

有良好交通秩序的前提和保障。并且城市轨道交通安全管理符合城市公共交通可持续

发展的要求。过去，由于行车人员工作失职、设备故障、乘客安全意识不强等原因造

成过严重的城市轨道交通事故。因此，城市轨道交通企业必须从长远利益出发，实施

安全管理条例，加强乘客安全知识教育、增强责任意识等，以保障我国城市轨道交通

的可持续发展。  

提出建设城市轨道交通的原因，就是为了缓解大中型城市地面交通的压力以及排

放过多的汽车尾气造成的空气污染。而且由于城市轨道交通是在城市内部进行运营，

所以就要求其无污染、噪声小，符合社会环保的要求；并且安全性好、便捷，符合出

行者的需求。由于现在大多数大中型城市已经不仅仅只有一条城市轨道交通线路，为

更好地利用城市轨道交通，那么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理是提高效益的有效途径。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理有益于新技术在交通运输业生产中的应用。城市轨道

交通行业安全保障的前提就必须质量标准化、管理精细化、安全信息化、装备机械化。

行业想要发展就需要重视发展生产、强化管理，实现以安全为轴心、以生产为中心、

以管理为重心、以效益为核心的经营方略；促进了安全生产、经济效益和企业管理的

同步提高。  

3．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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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城市轨道交通本身的特点，其运营安全除了具有其他部门安全问题的普遍性

外，还有其明显的特殊性。城市轨道交通在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已成为广大民众工作、学习、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城市轨道交通系统一旦发生

运营事故，就会影响整个线路乃至整个城市轨道交通线网，导致其运营中断；会给整

个城市的地面交通造成爆发性的巨大压力，直接影响整个城市的社会生产、人们的日

常生活出行，严重的还会影响社会安定。城市轨道交通的运营生产要经过复杂的过程，

需要许多有关工种和广大职工参与，共同劳动才能得以实现。对任何一个行业，安全

必须贯穿整个生产的始终，牵扯着生产环节中的每一道工序、每一个人。在生产过程

中，各个工作环节都必须严格遵章守纪，才能确保生产的安全。对于城市轨道交通行

业来讲，只要某一个工种、某一个职工违章作业，就会间接或者直接造成行车事故或

人身伤亡事故。城市轨道交通的安全生产受到外界自然环境变化的影响，如北方的严

寒冬季，南方沿海的强台风，可能造成运输设备损坏，影响安全生产；强烈雷电，可

能毁坏或干扰通信、信号设备的正常运转，影响到行车安全；地铁线路、车站多在地

下隧道内，一旦发生火灾、爆炸等事故，疏散乘客、扑灭火灾，排除有害气体十分困

难。另外，城市轨道交通的运营安全工作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大。社会治安秩序的好

坏，沿线人民群众对城市轨道交通安全知识的了解程度等直接影响着城市轨道交通的

运营安全。城市轨道交通设备先进、结构复杂，行车密度大、客流量大，在运营中不

可预知的因素很多。随着人民群众对轨道交通服务质量的期望值越来越高，他们对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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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安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二、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理的概念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理就是运用安全系统分析和安全系统评价等技术理论及

系统管理的思想的方法，及把构成运用系统的要素有效地组织起来，实行整体、动态、

定量的全方位管理，以求达到安全运营的最佳状态。总的来说，设备设施方面要保证

地铁装备功能完备、性能先进，防灾抗灾能力强，车站和区间隧道建筑结构设计合理，

灾害发生时便于逃生。  

1．具备完备的监测系统、安全装置、消防设施和安全保障系统 

地铁运营也要严格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对站内和车内的情况进

行实时监测就是一项重要手段。目前看来，地铁安全装置一般包括列车报警按钮、车

门紧急解锁手柄、列车头部紧急疏散门、车站紧急停车按钮、车站智能烟感探头、车

内的紧急照明等。并且站厅、站台设有消防栓、灭火器、自动水喷淋装置等消防设施；

车站和区间隧道内设有排烟装置，防淹门等消防设施；每辆列车上都配备有灭火器。

特别是在车站的出入口附近应设有与外部消防车接口的消防栓，方便外部救援力量的

支援。  

每一个地铁车站、轻轨车站、城际快轨车站，或者我们的铁路车站，为了尽可能

地避免事故的发生，需要有安全可靠、功能互补的各类安全保障系统。例如：列车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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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控制系统（ATC）、环境与设备监控系统（BAS）、电力监控系统（SCADA）、火灾

自动报警系统（FAS）、综合监控系统（ISCS）、乘客资讯系统（PIS）、城市轨道交通

控制中心系统（TCC）等 7 大系统。  

2．具备违禁物品检测设备与系统 

鉴于国外经常发生的地铁炸弹袭击事件和国内屡禁不止的乘客携带易燃易爆品

进站事件，安全防范的重要举措就是要加大安全检查的力度。很有必要像铁路一样，

在地铁进站口设安全检测仪，检测旅客行李是否带有危险品；在每个站点候车处安

装探头，及时发现乘客携带的可疑物品。在一些特殊节假日的人流涌动高峰期，甚

至还有必要出动防爆犬，在车站、车厢内加强乘客行李的安全检查，加大对各类危

险品的查堵。  

3．具备可靠装置防止坠轨和自杀 

车站内的坠轨和自杀事故严重影响列车的正常运营。上海、深圳、广州等地的一

些线路，就在地铁站台和轨道之间，设置特制的玻璃墙相隔离，墙上的门与车门的宽

度完全对应。玻璃隔离墙就是我们所说的屏蔽门。只有在列车进站停稳后，墙门与车

门才同时打开；乘客上下之后，墙门与车门同时关闭。无论列车进站与否，无论在候

车时还是上下车时，乘客都不会也不可能掉下或是跳下站台。在北京，为防止地铁跳

轨事件的发生，运营部门正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计划在一线地铁各站安装红外线感

应器，一旦有人越过黄线，感应器就能及时响起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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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保证应急通道设置合理且通畅 

应急通道的设置每一个城市的设计都有所不同例如上海在设计新的轨道交通线路

时，沿线每隔300m距离将设置一条应急通道。一旦列车在隧道中发生故障，或者发

生火灾等险情，乘客可以通过应急通道走到站台，从而大大加快乘客疏散速度。而且

地铁通风亭除起到保障车站通风顺畅外，还是紧急情况下的安全逃离及消防通道。例

如北京地铁通风亭周围100m 为其保护范围，保护范围内要保持通畅，禁止搭建任何

建筑物、构筑物或堆放物品。  

5．具备安全化的附属设施 

为了给乘客在乘车过程中提供便利，地铁内布置了很多附属设施。但从国外发生

的某些事故来看，这些附属设施很有可能成为恐怖分子制造灾害的渠道。对此，各国

地铁管理部门纷纷采取应对措施。自“9·11”恐怖袭击后，美国纽约地铁站里的垃圾

箱换成了能抵御炸弹爆炸的新型垃圾箱。为避免发生危险事件，上海地铁也有类似举

措，用一次性垃圾袋取代了原来的钢制垃圾筒。近日，为了降低突发事件可能造成的

损失，俄罗斯有关部门计划在车辆内安装新式车窗玻璃，一旦发生爆炸，这种玻璃不

会破碎，而是连同窗框一起脱落。  

三、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理的主要内容 

当灾害发生时，人的素质对于降低事故的损失尤为重要。在 2003年的韩国大邱

纵火案和 2004年的莫斯科地铁爆炸事件中，人的素质方面就有不同的表现。在莫斯



项目一  城市轨道交通安全管理系统认知 

 9 

科地铁爆炸事件中，地铁员工、乘客以及有关救援部门所表现出来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令人钦佩。机车司机及时采取措施，并向调度中心报告了所发生的情况。乘客听从司

机的安排，互相帮助、十分有秩序地撤离了事发现场，没有发生由于拥挤、恐慌引起

的人员伤亡事故。各种救援机构训练有素，能够及时到位并且各司其职。所有这些因

素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可能的损失。大邱纵火案中，地铁司机和综合调度室有关人员

对灾难的发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尤其是当时车站的中央控制室没有及时阻止另一

辆列车进入车站，造成伤亡人员增加。韩国地铁火灾专家尹明浩教授在对现场勘察后，

严厉批评地铁运营当局缺乏事故认知能力，缺少责任意识。  

总的来说，人的方面是指乘客要有较强的安全防范意识，地铁运营的管理者和作

业人员要有高素质的职业道德和工作水平，具体表现在对乘客的宣传教育、对地铁工

作人员的培训。  

1．对乘客的宣传教育 

对乘客要宣传教育他们注意以下准则：  

（1）乘客在平时乘坐地铁时要注意熟悉环境及地铁的消防设施和安全装置，严格

遵守地铁安全管理守则和乘客守则，严禁携带危险物品进入地铁站。  

（2）当有人纵火制造事端或蓄意破坏地铁设施时，乘客应能挺身而出，同心协力，

勇敢而坚决地予以制止。  

（3）灾害发生时，取出列车座位底下的灭火器进行灭火并积极配合地铁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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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挥，采取有效自救措施，留意车上广播，在司机的指引下，沉着冷静、紧张有序

地通过车头或车尾疏散门进入隧道，往临近车站撤离。切忌在列车运行期间，有拉门、

砸窗、跳车等危险行为。  

2．对地铁工作人员的培训 

（1）地铁工作人员平时要注重安全意识的培养，努力提高对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

识别能力和自身处理各类突发事件的能力。广州地铁公司提出了“分钟紧急应对”的

思路，即地铁各岗位员工、公安干警、在各种外部救援力量赶到地铁之前，明确分工、

各尽其责，沉着冷静、忙而不乱地处理，尽可能地在 5 分钟之内控制或扑灭火灾，将

灾害控制在最小范围或萌芽状态。  

（2）灾害发生时，应有条不紊紧急处理，司机尽可能将列车开到前方车站处理，

这样可以依靠车站的消防力量进行救灾。遇紧急情况，列车在隧道内无法运行时，需

要在隧道内疏散乘客时，控制中心及司机应根据列车所在区间位置、火灾位置、风向

等综合因素确定疏散方向，并迅速通知乘客，组织疏散。  

四、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理的特点 

自 1918年纽约发生世界第一起重大城市轨道交通伤亡事故以来，世界各国城市

轨道交通事故时有发生，近年来城市轨道交通还逐渐成为恐怖袭击的主要目标之一。

尽管各国纷纷出台各种安全及防范措施，但防范难度仍然很大。为此，世界各国不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