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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运营的隐患与应对策略

李建伟*

陕西城际铁路有限公司��陕西�西安��710016

摘� 要：地铁运营过程中会发生各种隐患直接影响地铁的正常运行，在隐患排查治理时应对其各项系统，如机电

系统、通信系统、供电系统等进行全面分析。本文对地铁运营的隐患与应对策略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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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铁运营中的常见隐患

�����轨道系统

（�）排查铁轨间的衔接间距，考虑到铁轨材料的热胀冷缩效应，铁轨间必须有一定距离的接缝，一旦接缝距离过

大会增加轨道脱轨的风险。

（�）为检查铁轨的位移，一般情况下铁轨采用工字梁结构，该结构具有良好的强度，但是地铁运行时会对铁轨产

生相应的挤压力，铁轨随之出现微小变形，威胁地铁的安全。

（�）铁轨中的各类构件如道岔机构、自动测速机构等也具有重要作用，一旦出现问题将影响地铁的正常运营。

�����通信系统

地铁的正常运营离不开通信系统的信息传输功能，列车间、列车与调度中心间的网络必须通顺，一旦发生故障地

铁的运行会陷入混乱。通信系统的故障常见于列车中，由于调度中心的检查力度较大，所以不常出现较大问题，而列

车自身的通信系统缺乏严格的检查，因此相对容易发生故障。

�����车辆本身

地铁运营过程中，列车处于高密度运行的状态，因此车辆本身发生故障的概率相对较大。列车存在的多种安全隐

患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作为一个运行系统，列车由大量的零构件组成，日常检查时难以做到细致全面，这也在一定

程度上增加了列车发生故障的概率。比如列车中存在大量电气设备，一旦发生故障会降低列车运行的整体质量>��。

2��隐患治理措施

�����管理阶段的设计

�������排查辨识

针对地铁运营期间的隐患展开全面的检查与甄别，明确隐患的具体类型及其所属线路，确定与之相关的责任单

位，同时量化评估隐患，作为监控治理工作的参考依据。

�������监控治理

在整个地铁运营阶段的隐患管理过程中，监控治理为关键环节，经前期排查后确定隐患，对其采取跟踪整改措

施，加大控制力度，同时在治理期间应完整记录各项数据。

�������验收销号

在经过隐患的辨识和治理后，若能够确保隐患被有效处理，则由整改部门汇总期间的各项信息生成完整的资料，

报上级验收；此后由专业人员加以验收，对隐患的治理情况进行判断，若通过则进行隐患销号>��。

�������统计分析

以月为单位，全面整理该时间周期内的隐患整改情况，展开统计与分析，以隐患的级别、种类、线路、状态等为

依据，确定隐患的数量及具体特点，从而给隐患的管控工作提供可靠的参考，结合现有作业条件制定更为可行的隐患

*通讯作者：李建伟，����������，汉族，男，山东济宁，工程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城市轨道交通运营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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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查整改措施，给后续工作的开展助力。

�������考核评价

以隐患排查和治理的实际成效为准，定期对其展开考评，确定工作成效，从中发现工作中的不足之处，积极整

改，持续提高隐患管理工作的规范性。

�����类型分析

在地铁运行时对当前系统进行研究，分析地铁系统运行中的各种隐患，如硬件设备隐患、电气设备隐患、通信系

统隐患等，然后对这些隐患进行分析，归类到相关的设备构件中，从而提出有针对性的策略。具体研究时应当分析各类

隐患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比如当通信系统出现故障时，产生的原因肯定是通信宽带狭窄、硬件设备故障、信号相互干扰

等，造成整个通信系统或者列车无法正常运行；其次，要从故障的各项表征中进行硬件分析，找出引发故障的根本原

因，针对性提出解决措施，提升列车整体的安全性能。本文案例中，在对无锡地铁�号线进行排查隐患时，相关人员就

其供电系统、机电系统、通信系统等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排查分析。其中，供电系统常存在隐患的部位有：主变电所内

���N9油浸式变压器、���N9气体变压器、接地电阻柜、交直流屏、中央信号屏、直流开关柜、动力变压器、隔离开关、

��N9开关柜、整流变压器、蓄电池、���9开关柜等主要设备，一旦发生异常或者故障会引发地铁供电事故。机电系统

主要是针对通风空调、给排水及消防、动力照明等，常发生的隐患有功能异常、设备损坏、模式混乱等>��。通信系统主

要包括通信、信号、)�6系统、%�6系统、综合监控等系统，常发生的隐患有信号异常、系统故障或者模式错误等。另

外还有电梯、站台门等重要设备，每天需要不间断运行，也是隐患常发生的重点部位。机电专业的主要隐患排查清单如

表�所示。

表1�机电专业隐患排查清单

除了以上的隐患分析外，还要注重从数据分析的角度研究。分析数据时，有一个数据表示的是故障产生概率，应

当从故障所引发的表现形式入手，分析并研究设备的运行原理，全面分析所有可能引发故障的条件。比如通信系统发

生故障时，根本原因可以分为硬件故障和系统设计故障两类。针对各项硬件设施，需要全面分析其运行环境、工作流

程以及其对整个系统的影响，从而分析该设备引发故障的概率，并确定整个系统出现故障的概率；还需要利用数据判

断故障所造成的后果，将故障发生的概率与系统故障的风险乘积，根据不同数据结果划分不同的区间，并配置相应的

颜色表示风险大小。

�����排查治理

�������整体安全性方面

防止各系统出现故障才能确保地铁安全，预防安全事故发生。通过对地铁系统安全事故或各类故障进行分析可

知，系统中的各类小隐患在一定作用下达到一定的状态会触发整个系统的故障，引发较大的安全事故，因此在排查

隐患时应科学制定隐患排查的清单，并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立即整改或者限期整改，及时维修或更换相关构件，

防止隐患扩大，保证整个系统的安全性能>��。另外在隐患排查治理时，应当对所有的工作内容及相关设施进行分

析，掌握有可能出现的隐患或者较为关键的设备、设施，从而在排查治理时做到全面排查且有所侧重，维护地铁系

统的安全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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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稳定性方面

地铁的稳定运行也离不开各项系统的功能正常发挥，安全隐患同样会降低系统的稳定性，因此在隐患排查治理时

应当结合整个系统的稳定性进行研究，找出当前工作中影响地铁稳定性的主要因素，从而落实各项故障的治理工作。

在具体工作中，提高所有子系统及各构件的运行状态，确保地铁处于安全稳定的状态。

�������检查完善性方面

地铁系统的隐患排查治理应做到对其完善性进行检查，在制度建立、现场管理等方面逐步完善、不断优化，保证

制定的制度科学合理，具有切实的可行性。对于现场的管理应当严格落实各项管理制度，及时更换或维修破损、磨损

较严重的零部件，确保地铁系统的完善性不受破坏。

�������分级管理方面

（�）挂账隐患领导小组：主要发挥出统筹兼顾的作用，给隐患管理工作的开展提供清晰方向，完成隐患的审核和

验收销号工作。

（�）安监室：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一套切实可行的安全隐患管理规范，明确职责分工，随地铁的运营而逐步优化考

核评价制度；负责地铁运营挂账隐患的整合与上报，且对其展开分析，形成工作总结。

（�）各专业部室：以本专业的工作范畴为准，完成与挂账隐患有关的工作，例如审核、监督管理、工作评价、销

号等。通过对地铁运营隐患管理工作成效的分析，给予正确的指导，以提高工作的规范性，推动相关工作的顺利开

展，在短时间、低资源投入的条件下取得显著的工作成效。

（�）各分部门：落实单位主体责任、专业监管责任等，根据规范定期组织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持续推进安全管理

进程，确保地铁运营的安全性>��。

3��结束语

掌握各种可能出现的隐患，建立科学合理的隐患排查计划，对各种故障的危险性，发生概率等进行定量分析，提

升系统的安全性、稳定性、完善性，预防各类事故发生，保证地铁运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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