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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乘务组织的优化与应用探讨

李雷雷

杭州杭港地铁有限公司 浙江 杭州 310000

现阶段，在我国轨道交通基本建设处于迅速发展阶段，以轨道交通为主的城市公共交通管理体系已经逐

步完善。为了保证地铁站的安全运营，防范和降低生产安全事故的产生，确保旅客和乘务员的人身安全和资金安全，

乘务安全工作对安全运营起到决定性的功效。这篇文章主要是剖析大城市轨道交通乘务组织提升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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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大城市轨道交通系统软件的高速发展严重影

响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具体乘务组织取决于大城市轨道

交通能不能充分发挥高效的作用在那样的大环境下，科学

研究船员组织具体的提升和应用方式就显得十分必要。现

行标准船员规章制度主要包含船舶租赁制度和交替规章制

度。在介绍这种规章制度的前提下，文中在第二部分关键

剖析轮着规章制度，最终明确提出具体优化措施。

1 城市轨道交通乘务主要组织方式

乘务制度介绍

轨道交通中乘务人员的组织和管理是轨道交通正常

运作的重要管理内容其组织水准直接关系轨道交通运营

和管理的品质。依据这部作品具体的特性，摄制组规章

制度成为其具体内容。中国很多成功案例说明，现阶段

的船员组织管理机制通常是船舶租赁制和轮流制。

包乘制：即多位司机和固定不动乘务工作人员确保

每辆火车的运行。船员依据日常工作要，充分考虑整体

船员的带上、休假、休假等多种因素。此方法已经在中

国高铁乘务组应用。

包乘制：即列车司机由不规律驾驶员安全驾驶，应

该根据不一样线路和不同上班时间轮着管理方法乘务

员。小组成员必须根据自己的具体工作状况，考虑到、

休假、交替。现阶段，我国城市轨道交通中常用便是这

种方法。

包乘制、轮乘制优缺点对比

包乘制 轮乘制

优点

1.司机熟悉机车性能特点，便于提升发挥操纵技术和故障处理

能力；

2.固定值乘，指定专人有利于机车保养，保证机车良好技态；

3.因考虑值乘司机连续劳时问题，每车需配备两人协调完成，

可降低连续劳动时间；

4.双人值乘如遇突发情况也可协调处置，提高处置效率；

5.定人定车便于对行车安全针对性管

1.定点换乘，避免司机连续疲劳驾驶；

2.因不存在司机连续超劳问题，每车只需配备单人完成值乘任

务，从而减少整体人员配置，降低用人成本；

3.优化人员配置后，利用较少人员完成较多的工作量，提高了

司机的劳动生产率；

4.轮乘点固定，便于司机统一管理和协调；

5.乘务秩序不受用车计划限制，可根据运行计划固定，便于司

机提前掌握运行计划。

缺点

1.列车配置人员较多，导致用人成本较高；

2.司机对车辆情况掌握单一，不利于协调使用；

3.司机派班需根据用车计调整，人员使用受限

1.司机需对所有列车情况掌握，难度较大；

2.虽连续驾驶时间缩短，但班次作业时间延长，容易产生

疲劳；

3.司机对列车情况掌握不熟悉，遇车辆故障处理或有所影响。

2 城市轨道交通乘务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

安全管理不全面，缺少前瞻性

伴随着轨道交通运营管理的日益高度重视，管理力

度也在加强，但许多体制不够完善，必须进一步完善。

最先，船员安全性管理不规范，欠缺专业规范的管理方

案。一旦在一同环节发生安全隐患，全部运营方都是在

改动那一个阶段，一直跟在事故的后边，并没有防止观

念，安全工作欠缺目的性、前瞻性和超前性。次之，忽

略安全工作管控，许多问题和安全隐患无法得到及时改

正和改正，增强了地铁运营风险[1]。

乘务员的业务素质不高

许多高铁乘务员的业务技能和驾驶经验没有达到。

全国各地的铁路公司都有一个一同的缺陷，早期工作人

员提前准备长期不，新线路急缺开启，新司机系统的学

习时间不够用，业务水平无法达到就开工了。地铁站的

运营取决于在网上列车依照运行时间表井然有序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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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列车一旦发生运行常见故障，都是会影响全部列车

的运行。地铁站司机做为解决常见故障的第一人，在应

急常见故障的情形下无法得到及时地协助，因此他们务

必自己处理常见故障。司机专业能力低、安全意识薄

弱、驾驶经验不够，无法在最短时间解决常见故障并修

复运行，比较严重影响列车安全性运行，给居民交通出

行造成不变。

3 轮乘组织分析

影响乘务组织技术参数

乘务人员工作时间

城市轨道交通的经营模式与我国铁路货运类似，在

司机日常办公环境、劳动效率等多个方面相似性高。因

而，根据我国铁路运输企业一直以来制订的高铁乘务员

劳动标准，依照目前劳动效率，可以确定高铁乘务员每

月的工作时间在180多小时。假如高温天气，还要适度降

低上班时间，防止船员在日常工作上发生身体问题。

乘务人员备用比例

城市轨道交通的运行管理要依据列车总数明确最少

乘务员要求，与此同时要了解实际运行标准明确科学合

理的司机总数。探讨了在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运行现况，

发觉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结婚年龄的年轻司机多，个

人感情和家庭问题多，解决各种问题需要一定的假日。

由于得病和安全事故，出勤低，需要人替代；充分考虑

企业的发展战略，必须贮备一部分船员。在考虑了这些

方面后，我们发现保证一定数量的司机和旅客是很重要

的。研究发现，各城市轨道交通路线至少需要10%的预留

司机和旅客才能满足经营必须[2]。

影响轮乘排班方式的主要因素

（1）司机的配置数量。城市轨道需要大量司机，立

即影响高铁乘务员的开支，不同类型的乘务员生产调度

方法也直接影响高铁乘务员的应用。

（2）运用指标限制。车次立即影响司机的休息日。

有规律的休息日可以让司机获得更好的歇息，降低疲

惫，有益于安全驾驶。假如司机休息日转变比较大，司

机的工作状态就会变差，立即影响现场作业的安全性。

（3）运用指标限制。为了规范城市轨道交通行业管

理方法，有许多管理目标和信用卡控制指标，如列车使

用率、劳动效率等。司机的劳动效率是司机生产组织是

否合理的主要管理目标因而各运营单位必须针对这一难

题统筹安排

（4）正线轮乘室（换乘室）位置设置。主列车搭车

室(转站室)操作点应建在离司机相接处最近的地方。设定

得太远，就会直接消耗驾驶员的休息日，影响驾驶员的

歇息实际效果。在列车运行间距比较小的专线运输如远

途运行点，为了实现司机正常的歇息，将大幅增加司机

总数。

4 城市轨道交通乘务组织优化与运用

城市轨道乘务员组织优化应结合火车高峰和高峰特

点来确定。依据已有的数据信息，可以知道歇息日、工

作时间等。都是属于城市轨道交通运作高峰时间段。

在这里几小时里，旅客列车自然需要更多的乘务员。因

而，具体优化工作应从这一点考虑，融合世界各国已经

有积累的经验进行健全。文中主要从队组人员优化和司

机交替组合方式的调整两方面进行说明[3]。

对倒班车队人员的优化

总的来说，高峰火车需要司机总数相对较多，管理

者依据高峰要求配置运输队工作人员，必定也会增加经

营成本。与此同时，高峰火车运行中会出现多余。针对

这一难题，管理者应引进日间团队服务去解决，实际组

织方式包含：一是降低精英团队总数，融合高峰时间段

对司机数量的要求，建立日间团队服务。次之，每日车

列上班时间设为早上8:00~19:00，在其中早高峰工作中为

8:00~10:00，晚高峰工作中为15:00~19:00，其他时间为当

日休息日。最终，日常团队服务选用“二天休息一天”

的工作方式，每月上班时间约160钟头。在运用该改进

方案的过程当中，管理人员特别注意下列难题：每日乘

务员需参加迟早高峰旅客列车全过程。实际值乘于期为

8h，但整体运行时间为8:00~19:00，总计很长为11h。因

而，管理者一定要考虑日常乘务员的身体状况和家庭因

素，最终确定日常乘务员。管理者必须根据日工的工作

时间设置歇息等待的时间。因为日间提供服务的工作实

践时间较长，迟早高峰间的间隔时间很长。因而，为了

防止人力资源管理消耗和司机的长期工作，管理者必须

根据列车的具体运行状况分派这种工作人员，使日乘务

员能得到充分的歇息，达到旅客列车工作人员的需求。

调整司机交接班搭配方式

以平峰运用列车数为基数配置人员时，高峰状态下

必然会出现人员短缺的现象，为解决这一问题，管理者

必须采用高峰时间段交替员和继任者重合工作中的方式

去满足汽车的要求。这类组织模式既可以有效节省旅客

列车过程的劳动力成本，又能够满足高峰时间段对乘务

员总数的需要。

在运用该优化措施的过程当中，管理者需要注意下

列难题。（1）因为交班工作人员必须重复工作，早高峰

工作时间相对较早，晚高峰出发时间相对性比较晚。假

如管理者不可以有效调节司机的工作时间，很可能会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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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一部分工作中时间太长，一部分上班时间过短，干扰

火车正常运转。（2）双向运作期内，司机搭车时长相对

较短。假如管理不善，司机会误车，司机一转就上车的

时长可能拉长。针对这些难题，相关负责人一定要做好

驾驶人员交班管理方法，保证交班机构有效性。（3）

重合性能模式下，驾驶人员所面临的压力更大，容易发

生情绪波动。假如无法及时正确引导，让司机将消极情

绪带到实际工作中，将影响城市轨道交通全面的正常运

转。在这里环境下，运营企业应定期对驾驶人员开展心

理指导和工卡管理方法，防止驾驶人员本身心理问题和

危险驾驶[4]。

结束语：城市轨道交通对城市的发展影响较大。现

阶段，在我国已经逐渐进行城市轨道交通基本建设。为

了能其使用效率，推动行业的发展，必须提升和控制现

阶段的运行情况。乘务员管理是确保城市轨道交通正常

运作的主要对策。搞好这一块的工作中，能够大大的降

低管理成本，确保城市轨道交通的有力经营，促进经济

的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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