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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突发事件客流疏散方法探析

陈�奇
宁波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浙江�宁波�315000

摘�要：城市轨道交通作为城市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城市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然而，城市

轨道交通运营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突发事件，如火灾、地震等，这些事件可能会造成客流的拥堵和安全问题。因此，

本文针对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突发事件客流疏散方法进行了探析，旨在提高客流疏散的效率和安全性。

关键词：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突发事件；客流疏散方法

城市轨道交通具有大运量、高效、快捷、环保等优

点，是现代城市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1]。然而，城市轨道

交通运营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突发事件的发生，可

能会造成客流的拥堵和安全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对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突发事件客流疏散方法进行了探

析。

1��突发事件事件的种类分析

城市轨道交通作为复杂的公共交通系统，其安全运

营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突发事件的发生是影响

其安全运营的重要因素之一[2]。根据对历年城市轨道交通

运营事故和突发事件的梳理和分析，可以将其归纳为以

下几类：

一是自然灾害类：主要包括地震、洪水、暴风雨、

雪灾等自然灾害。这些事件往往由于不可预测和难以控

制的特点，对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产生极大的威胁。例

如，2008年南方雪灾导致多个城市的轨道交通运营中
断，给市民出行带来极大不便。

二是设备故障类：包括列车、轨道、信号、供电等

设备的故障。这类事件通常是由于设备老化、维护不当

或操作失误等原因引起，导致列车无法正常运行，甚至

出现停滞。例如，2011年上海地铁10号线因信号故障导
致列车相撞事故。

三是恐怖袭击类：恐怖主义是当前社会面临的一大

威胁，恐怖分子可能针对城市轨道交通设施实施恐怖袭

击，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例如，2013年莫
斯科地铁爆炸案造成数十人死亡[3]。

四是公共卫生事件类：包括疫情、疫情暴发等。这类

事件具有极强的传播性和扩散性，如果不及时处理和疏散

人群，将对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产生极大威胁。例如，2003
年非典疫情期间，多个城市的轨道交通运量骤减。

五是社会安全事件类：包括群体性事件、抗议活动

等。这类事件通常是由于社会矛盾的积累和激化引起，

可能对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产生一定的影响[4]。例如，2014
年昆明火车站发生暴恐袭击事件后，当地轨道交通运量

有所下降。

2��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突发事件客流疏散的制约条件

2.1  设施设备条件
城市轨道交通的设施设备是客流疏散的基本条件，

然而，由于轨道交通设施设备的老化、维护不当或其他

原因，可能会导致设施设备故障，进而影响客流疏散。

例如，电梯、自动扶梯等设备的故障可能会阻碍乘客的

通行，降低疏散效率。此外，城市轨道交通车站的规模

和布局也会影响客流疏散。如果车站规模过小或布局不

合理，会导致客流拥堵和疏散速度降低[5]。

2.2  信息传递条件
在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突发事件中，信息传递的及时

性和准确性对客流疏散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信息

传递不畅或信息内容不准确，可能会导致乘客恐慌和混

乱，进而影响疏散效率。因此，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方需

要建立高效的信息传递机制，确保信息传递的及时性和

准确性。例如，可以通过广播、告示、官方网站等多种

渠道向乘客传递事件信息和疏散方案。

2.3  应急响应能力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突发事件的应急响应能力是影响

客流疏散的重要因素之一，应急响应能力的强弱取决于

多个方面，包括应急预案的制定和实施、应急救援队伍

的建设和训练、应急物资的储备和调配等。如果应急响

应能力不足，可能会导致事件处理不及时、不恰当，进

而影响客流疏散效果。因此，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方需要

加强应急预案的制定和实施，提高应急救援队伍的能力

和素质，确保应急物资的充足和及时调配。

2.4  乘客自身条件
乘客自身条件也是影响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突发事件

客流疏散的重要因素之一，首先，乘客的恐慌程度可能



2023� 第2卷�第12期·现代交通与路桥建设

80

会影响疏散效率。在突发事件发生时，如果乘客过于恐

慌和混乱，可能会导致疏散速度降低，甚至出现安全事

故。因此，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方需要加强对乘客的宣传

和教育，提高乘客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其次，

乘客的身体状况和文化背景等也会影响客流疏散。例

如，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身体状况可能会影响

他们的疏散速度和自救能力。因此，城市轨道交通运营

方需要加强对特殊群体的关注和照顾，提供必要的帮助

和支持。

2.5  外部环境条件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突发事件的客流疏散还会受到外

部环境条件的影响，例如，天气状况、交通状况等都会

影响乘客的出行和疏散。如果遇到恶劣天气或交通拥堵

等情况，可能会导致乘客无法及时到达车站或无法顺利

离开城市，进而影响客流疏散效果。因此，城市轨道交

通运营方需要加强对外部环境条件的监测和分析，提前

制定应对措施和调整运营方案。

3��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突发事件客流疏散的对策分析

3.1  运营突发事件轨道列车接驳客流疏散的对策
3.1.1  轨行区列车接驳疏散
轨行区列车接驳疏散是指当轨道列车在运营过程中

出现突发事件时，通过在轨行区进行列车接驳，将乘客

从发生事件的车站疏散到附近的车站或换乘其他交通工

具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可以在短时间内将

大量乘客从发生事件的车站疏散到安全区域，避免客流

拥堵和安全事故的发生。

在进行轨行区列车接驳疏散时，需要考虑以下因

素：一是列车运行线路，根据突发事件的位置和影响范

围，选择合适的列车运行线路，确保将乘客快速、安全

地疏散到附近的车站或换乘其他交通工具。二是列车接

驳方式，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列车接驳方式，如

备用列车、应急列车等，确保列车能够及时到达现场并

进行接驳。三是车站设施，在轨行区列车接驳疏散过程

中，车站设施的完善程度直接影响到疏散效率和质量。

因此，需要确保车站设施完备，如站台、楼梯、通道等

均符合安全标准和通行要求。

3.1.2  站内行车调整接驳疏运
站内行车调整接驳疏运是指在轨道交通车站内通过

调整列车运行和接驳方式，将乘客从发生事件的车站疏

散到附近的车站或换乘其他交通工具的一种方法。这种

方法的优点在于可以在车站内进行快速的列车调整和接

驳，避免客流拥堵和安全事故的发生。

在进行站内行车调整接驳疏运时，需要考虑以下因

素：一是列车运行计划，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列车

运行计划，确保列车能够按照规定的时间和线路运行，

以满足乘客的出行需求。二是车站设施调整，根据实际

情况，及时调整车站设施的使用和开放情况，如开放更

多的通道、增加候车区域等，以提高乘客的通行效率和

候车体验。三是信息发布，及时发布有关运营调整和突

发事件的信息，如列车晚点、停运等情况，以便乘客了

解实时的运营情况并作出相应的出行决策。

3.2  运营突发事件地面公交接驳客流疏散的对策
3.2.1  根据公交接驳客流疏散承运范围分类
根据公交接驳客流疏散承运范围的不同，可以采取

不同的公交接驳策略。具体而言，可以根据以下三种情

况进行分类：一是局部区域接驳，当运营突发事件仅

影响某一地铁站周边区域时，可以采取局部区域公交接

驳的方式，将乘客从受影响区域疏散到其他区域。这种

接驳方式需要注意与地铁线路的衔接，以便乘客可以方

便地换乘其他地铁线路。二是大范围接驳，当运营突发

事件影响范围较大，涉及多个地铁站时，需要采取大范

围公交接驳的方式，将乘客从受影响区域疏散到其他区

域。这种接驳方式需要注意与地铁线路的衔接，同时还

需要考虑不同区域之间客流的平衡问题。三是全网接

驳，当运营突发事件影响整个城市轨道交通系统时，需

要采取全网接驳的方式，将乘客从受影响线路疏散到其

他线路。这种接驳方式需要注意整个城市轨道交通系统

的协调问题，以确保乘客可以快速、安全地到达目的

地。因此，应当在轨道交通建设的过程中，同步考虑沿

线公交首末站或公交蓄车场的建设，保障接驳车辆可以

第一时间抵达、最高效率疏散。

3.2.2  根据公交接驳客流疏散运行线路分类
根据公交接驳客流疏散运行线路的不同，可以采取

不同的公交接驳策略。具体而言，可以根据以下三种情

况进行分类：一是平行线路接驳，当运营突发事件影

响某一地铁线路的运营时，可以采取平行线路接驳的方

式，将乘客从受影响线路疏散到其他平行线路。这种接

驳方式需要注意与受影响线路的车站和班次的衔接问

题，以确保乘客可以方便地换乘其他地铁线路。二是环

线线路接驳，当运营突发事件影响某一地铁线路的运营

时，可以采取环线线路接驳的方式，将乘客从受影响线

路疏散到其他环线线路。这种接驳方式需要注意与受影

响线路的车站和班次的衔接问题，同时还需要考虑不同

环线之间的客流平衡问题。三是放射线路接驳，当运营

突发事件影响某一地铁线路的运营时，可以采取放射线

路接驳的方式，将乘客从受影响线路疏散到其他放射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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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这种接驳方式需要注意与受影响线路的车站和班次

的衔接问题，同时还需要考虑不同放射线之间的客流平

衡问题。

3.3  运营突发事件徒步疏散的对策
3.3.1  轨行区徒步疏散
轨行区徒步疏散是指在轨道交通线路发生突发事件

后，乘客通过在轨行区范围内进行徒步疏散的方式离开

事件现场。这种疏散方式适用于轨道列车无法正常运行

的情况，如设备故障、自然灾害等。

在进行轨行区徒步疏散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

是设置临时指示标志，在轨行区范围内设置临时指示标

志，引导乘客前往安全区域。指示标志应该清晰明了，

易于理解。二是提供必要的照明，在夜间或视线不良的

情况下，提供必要的照明设施，确保乘客能够看清楚周

围环境，避免发生意外。三是安排人员引导，在关键位

置安排工作人员或志愿者引导乘客进行徒步疏散，确保

疏散过程的安全性和有序性。四是保持与乘客的沟通，

及时向乘客传达相关信息，如事件原因、疏散路线等，

以缓解乘客的紧张情绪。

3.3.2  车站范围徒步疏散
车站范围徒步疏散是指在轨道交通车站内发生突发

事件后，乘客通过在车站范围内进行徒步疏散的方式离

开事件现场。这种疏散方式适用于车站内设备故障、火

灾等突发事件。

在进行车站范围徒步疏散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合理设置疏散通道，在车站内设置合理的疏散通道

和指示标志，引导乘客前往安全区域。疏散通道应该畅

通无阻，避免拥堵。二是提供必要的救援设施，在关键位

置提供必要的救援设施，如消防器材、急救箱等，以应对

突发事件的发生。三是加强人员培训，对车站工作人员进

行相关培训，提高他们的应急处理能力和救援能力。四是

及时向乘客传达信息，及时向乘客传达相关信息，如事件

原因、疏散路线等，以缓解乘客的紧张情绪。同时可以

通过广播、告示牌等方式向乘客提供实时信息。

4��相关案例分析

以宁波市轨道交通运营突发事件公交接驳应急为

例，从前期、报告和启动预案入手，以此来研究具体事

故发生后的处理流程。

4.1  前期处置
突发轨道交通运营事件发生后，轨道交通运营单位

应立即确认现场状况，提前预判行车和服务影响，并立

即启动企业相关应急预案或者应对方案。轨道交通运营

单位根据预判情况，认为行车中断时间可能达到本预案

启动条件的，立即向相关公交企业发出预警，告知其暂

停营运的具体车站、轨道交通线路中断开始时间及可能

持续时间、当前已积压及下步可能产生的积压客流等情

况，并要求开始实施接驳准备工作。

4.2  事件报告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在向相关公交企业进行预警的同

时，应当及时向应急领导小组上报事态发展情况，轨道

交通发生中断的具体线路、原因、开始时间、影响区

段、方向；已出现的积压客流量和预计影响的客流量；

预计影响的时间、恢复的时间；建议启动公交应急接驳

的具体等级，需要公交接驳的轨道交通线路、车站站

名、接驳方向。

4.3  预案启动
应急领导小组根据轨道交通运营单位的报告，结合

事件影响范围、严重程度、紧急程度、发展趋势和可能

或已经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等情况，综合分析研

判后，启动本预案，并向轨道交通运营单位、相关公交

企业下达指令，进入相应的应急响应。

结束语

总而言之，本文从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突发事件客流

疏散方法的角度出发，分析了现有的客流疏散方法和存

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改进措施。通过对城市轨道交

通运营突发事件客流疏散方法的探讨，我们可以提高客

流疏散的效率和安全性，保障乘客的生命财产安全。未

来，随着城市轨道交通的不断发展，需要进一步研究和

探索更加有效的客流疏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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