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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铁路工务防洪工作

布 赫
呼和浩特工务段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00

摘� 要：铁路工务防洪工作是确保铁路运输安全的重要环节。它涉及防洪设施的建设与维护、降雨监测与预警、

应急预案的制定与演练以及人员培训等多个方面。随着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和基础设施老化，铁路工务防洪面临严峻挑

战。为此，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防洪标准；完善预警系统，确保预警信息及时传播；优化应急预案，提高应急

响应速度；加强人员培训与素质提升，提高防灾能力；并借助科技创新，提升防洪工作的智能化水平。这些措施对保

障铁路运输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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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在当今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极端天气事件

频发，对铁路工务防洪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作为国民

经济的重要支柱，铁路运输的安全与稳定直接关系到国

家经济的顺畅运行和人民生活的安宁。因此，加强铁路

工务防洪工作，不仅是应对自然灾害、保障铁路运输安

全的必要措施，也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重

要保障。本文将从防洪工作的重要性、面临的问题及挑

战、以及改进策略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以期为铁路工

务防洪工作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1 铁路工务防洪工作概述

1.1  防洪工作的重要性
（1）防洪工作与铁路运输安全的关系。铁路运输安

全是国家经济平稳运行和人民生活安定的重要保障。而

防洪工作，作为铁路安全管理体系中的关键一环，直接

关系到铁路线路、桥梁、隧道等基础设施的安全稳定。

洪水灾害一旦发生，不仅会直接冲击铁路设施，还可能

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严重危及列车运行

安全。因此，做好防洪工作，是保障铁路运输安全、维

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2）防洪工作的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防洪工作不仅关乎铁路运输的直接安全，更具

备深远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从社会效益来看，防洪

工作的有效实施能够减少因洪灾导致的运输中断，保障

物资流通和人员出行，对于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人民生

活安定具有重要意义。从经济效益来看，防洪工作能够

降低因洪灾造成的铁路设施损坏和修复成本，减少运营

中断带来的经济损失，同时也有利于提升铁路部门的运

营效率和服务质量，吸引更多客源和货源。

1.2  防洪工作的基本原则
防洪工作需遵循三大基本原则：一是“预防为主，

综合治理”，即在防洪工作中，应将预防作为首要任

务，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防洪体系等手段，降

低洪灾发生的风险；同时，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实施

综合治理，确保防洪工作的全面性和有效性。二是“先

防护、后处理”，即在面对洪水威胁时，应优先采取防

护措施，保护铁路设施免受损害；对于已发生的洪涝灾

害，则应迅速组织力量进行处理和修复。三是“科学决

策，快速响应”，即防洪工作应基于科学数据和分析进

行决策，确保决策的合理性和准确性；同时，要建立高

效的应急响应机制，确保在洪灾发生时能够迅速启动应

急预案，迅速组织力量进行抢险救灾[1]。

1.3  防洪工作的主要内容
防洪工作的主要内容包括四个方面：一是防洪设施

建设与维护，包括堤防、护岸、排水系统等防洪设施的

规划、建设和日常维护保养；二是降雨监测与预警系统

建设，通过建立完善的降雨监测站点和预警系统，实时

监测降雨情况和水情变化，为防洪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三是应急预案的制定与演练，根据铁路实际情况和防洪

需求制定详细的应急预案，并定期组织演练活动以检验

预案的有效性和提高应急响应能力；四是防洪培训与演

练活动的开展，通过培训提高铁路职工的防洪意识和应

急能力，确保在洪灾发生时能够迅速、有序地开展抢险

救灾工作。

2 铁路工务防洪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2.1  自然灾害频发
（1）极端天气事件增多。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趋

势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频繁发生，特别是暴雨、洪水等

自然灾害对铁路工务防洪构成了巨大威胁。这些极端天

气往往来势凶猛，预测难度大，给铁路设施的安全稳定

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2）自然灾害的破坏性和突发
性。自然灾害对铁路设施的破坏具有不可预测性和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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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一旦发生洪水、泥石流等灾害，往往会在短时间内

造成桥梁垮塌、路基冲毁等严重后果，给铁路运输带来

巨大影响。这种破坏性和突发性的特点要求铁路工务防

洪工作必须具备高度的警觉性和快速响应能力。

2.2  基础设施老化
（1）部分铁路设施老旧。随着我国铁路网络的不断

完善和运营时间的增长，部分铁路设施已经出现了老化

现象。这些老旧设施在防洪能力上往往存在不足，难以

抵御日益严重的自然灾害。桥梁、隧道、路基等关键设

施的老化问题尤为突出，需要引起高度重视。（2）维修
与改造任务繁重。由于铁路设施老化问题严重，维修与

改造任务十分繁重。这不仅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和人力

资源支持，还需要科学合理的规划和实施。然而，在实

际工作中，由于资金、技术、人员等多方面的限制，维

修与改造工作往往难以全面展开，导致部分设施长期处

于带病运行状态。

2.3  应急预案不完善
（1）应急预案制定不科学。部分铁路单位的应急预

案制定不够科学，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这些预案往

往过于笼统和泛化，没有针对具体灾害类型和实际情况

进行细化和具体化。这导致在灾害发生时，预案难以有

效发挥作用，影响了应急响应的效率和效果。（2）应急
响应速度慢。由于应急预案不完善和应急响应机制不健

全，部分铁路单位在灾害发生时的应急响应速度较慢。

这主要表现为信息传递不畅、抢险物资准备不充分、抢

险队伍组织不力等方面。这种应急响应速度慢的问题严

重影响了防洪抢险工作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2.4  人员素质与培训
（1）防洪工作人员专业素质和应急处理能力参差不

齐。防洪工作人员是铁路工务防洪工作的重要力量。然

而，由于人员构成复杂、教育背景不一等原因，防洪工

作人员的专业素质和应急处理能力参差不齐。这导致在

实际工作中，部分工作人员难以胜任防洪抢险任务，影

响了防洪工作的整体效果。（2）防洪培训不系统。目
前，部分铁路单位在防洪培训方面存在不系统、不全面

的问题。培训内容缺乏针对性和实用性，培训方式单一

枯燥，难以激发学员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此外，部分

单位还存在培训资源不足、培训时间不够等问题，导致

防洪培训效果不佳。这进一步加剧了防洪工作人员专业

素质和应急处理能力的差异，增加了防洪工作的难度和

风险。

3 改进铁路工务防洪工作的措施与建议

3.1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1）提升铁路设施的防洪标准。提升铁路设施的防
洪标准是确保防洪工作成效的基础。对于铁路沿线的桥

梁、隧道等关键设施，应根据地理位置、水文地质条件

以及历史洪水数据，进行科学合理的防洪标准设定。桥

梁部分需增强其抗洪能力，包括提高桥墩的承载力和稳

定性，增加防洪堤的高度和宽度，确保洪水不会冲刷桥

墩基础或淹没桥面。隧道则需增强其防水排水功能，包

括加强隧道的衬砌防水层、增设排水泵站和管道等，以

迅速排除积水，避免隧道内涝。同时，对于易受洪水影

响的路基，也应采取加固措施，如铺设防渗层、增加边

坡防护结构等，以减少水土流失和冲刷对路基的影响[2]。

（2）加大投入，完善防洪设施建设与维护。防洪设施
的建设与维护是长期而系统的工程。铁路部门应加大投

入力度，确保防洪设施建设的资金充足。新建或改造防

洪设施时，应注重质量和效果，选择优质的建筑材料和

先进的施工工艺，确保防洪设施的稳定性和耐久性。此

外，还应建立完善的防洪设施维护机制，定期对防洪设

施进行检查、维护和修缮。通过设立专项维护基金、制

定维护计划和时间表、建立维护档案等措施，确保防洪

设施始终处于良好状态，能够在洪水来临时发挥应有的

作用。

3.2  完善预警系统
（1）建立高效准确的降雨监测与预警系统。高效的

降雨监测与预警系统是防范洪涝灾害的关键。铁路部门

应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构建覆盖全线的降雨监

测网络。通过在铁路沿线设置高密度的降雨监测站点和

自动气象站，实时收集降雨数据，并运用大数据分析技

术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预测未来降雨趋势和洪水发

生的可能性。同时，应加强与气象、水文等部门的合作

与交流，实现数据共享和信息互通。通过建立联合预警

机制，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为防洪工作提供有力的决策

支持。（2）提高预警信息的传播速度和覆盖范围。预
警信息的及时传播和广泛覆盖对于减少灾害损失至关重

要。铁路部门应建立多渠道的预警信息发布平台，包括

手机短信、电话通知、社交媒体推送等多种方式。同

时，还应加强与地方政府、社区和企业的沟通与合作，

建立应急通讯联络网，确保预警信息能够迅速传递给相

关单位和人员。在传播过程中，应注重信息的准确性和

针对性，确保不同受众能够获取到适合自己的预警信

息。此外，还应加强对公众的防洪宣传和教育，提高公

众的防灾意识和自救能力。

3.3  优化应急预案
（1）制定科学合理的应急预案。应急预案是防洪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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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铁路部门应根据自身特点和实际情

况，制定科学合理的应急预案。预案应明确应急响应流

程、责任分工、抢险救援措施等内容，确保在灾害发生

时能够迅速有序地开展工作。在制定预案时，应注重针

对性和可操作性。针对不同类型的洪水灾害和不同的受

灾区域，制定具体的应对措施和方案。同时，还应注重

预案的更新和完善工作，定期对应急预案进行评估和修

订，确保其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防洪形势和需求。（2）
加强应急演练，提高应急响应速度和抢险能力。应急演

练是检验应急预案是否可行的重要环节。铁路部门应定

期组织应急演练活动，通过模拟真实的灾害场景和应急

响应过程，检验应急预案的实用性和有效性。在演练过

程中，应注重提高应急响应速度和抢险能力，确保在灾

害发生时能够迅速响应并有效应对。此外，还应加强对

应急演练的总结和分析工作，及时发现问题和不足并加

以改进和完善。通过不断演练和总结经验教训，提升整

体应急响应能力和水平[3]。

3.4  加强人员培训与素质提升
（1）开展系统专业的防洪培训与演练。防洪工作的

有效执行离不开具备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工作人员。因

此，开展系统专业的防洪培训与演练是提高工作人员素

质和能力的关键环节。培训内容应涵盖防洪理论知识、

实践操作、应急预案执行、抢险技能以及新技术、新设

备的使用等多个方面。通过专家授课、案例分析、模拟

演练等多种方式，确保培训内容全面且具有针对性。在

培训过程中，应特别注重实践操作和技能训练。组织学

员参与模拟的洪水应急响应场景，模拟抢险救援过程，

让他们亲身体验并掌握防洪抢险的各项技能。同时，还

应加强对新技术、新设备的培训和推广，确保工作人员

能够熟练使用现代化的防洪工具和设备。（2）建立完善
的考核激励机制。为了激发工作人员的学习积极性和工

作热情，应建立完善的考核激励机制。制定科学合理的

考核标准和流程，定期对工作人员进行防洪知识和技能

的考核评估。对于考核成绩优秀的工作人员，应给予适

当的奖励和表彰，如晋升、奖金、荣誉证书等，以激励

他们继续努力。同时，对于考核不合格或工作中出现失

误的人员，也应进行相应的问责和处理。通过严格的考

核和奖惩机制，促使工作人员时刻保持高度的责任心和

敬业精神，确保防洪工作的顺利进行。

3.5  科技创新与应用
（1）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提升防洪工作的智能化水

平。现代信息技术在防洪工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铁路部门应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

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手段，提升防洪工作的智能化水平。

通过建立智能监测系统，实时监测铁路沿线的降雨、水

位、水流等关键参数，并运用数据分析技术进行预测和

预警。此外，还可以开发智能化的防洪管理平台，将监

测数据、预警信息、应急预案等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和管

理。通过平台可以实现信息共享、决策支持、指挥调度

等功能，提高防洪工作的科学性和效率性。（2）加强
科研合作，研发先进的防洪技术和设备。科研合作是推

动防洪技术创新的重要途径。铁路部门应加强与高校、

科研机构、相关企业等的合作与交流，共同研发先进的

防洪技术和设备。通过联合攻关和技术创新，推动防洪

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推广。在研发过程中，应注重技

术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针对铁路工务防洪工作的特点

和需求，开发适合铁路行业特点的防洪技术和设备。同

时，还应注重技术的可持续性和环保性，确保新技术、

新设备的使用不会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

结束语

综上所述，铁路工务防洪工作是保障铁路运输安全

与稳定的重要基石。面对日益严峻的自然灾害挑战，我

们需持续加强防洪设施建设、完善预警系统、优化应

急预案、强化人员培训，并不断探索科技创新在防洪工

作中的应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效提升铁路防洪能

力，确保铁路运输在极端天气条件下依然能够安全运

行，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让我们携手努

力，共创铁路防洪工作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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