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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机车运用安全管理策略

魏寿才
国能朔黄铁路公司机辆分公司Ǔ河北Ǔ沧州Ǔ062350

摘Ȟ要：铁路机车作为铁路运输体系核心牵引动力，其运用安全直接关乎旅客生命财产安危与货物运输顺畅无

阻，是铁路运输高效稳定运行基石。本文深度聚焦铁路机车运用安全管理，开篇点明其关键地位与严峻挑战，系统梳

理管理与安全紧密关联。深入剖析安全管理现存关键问题，针对性提出强化安全管理策略，文末强调安全文化建设重

要性，借文化软实力凝聚全员安全共识，为铁路机车运用安全管理注入持久内在动力，旨在为铁路运输安全稳定发展

提供全方位理论与技术支撑，筑牢安全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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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铁路运输以其大运量、高可靠性、节能环保

优势，在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占据骨干地位，是国

民经济大动脉与大众化交通工具。铁路机车作为列车

牵引“动力心脏”，类型多样，涵盖蒸汽机车、内燃机

车、电力机车及动车组等，其运行安全与否直接决定铁

路运输服务质量与效率。一旦机车运用安全环节“掉链

子”，脱轨、相撞、火灾等事故将如“恶魔”般威胁旅

客生命财产安全，冲击货物运输供应链，引发交通拥

堵、经济损失甚至社会动荡。伴随铁路网规模扩张、列

车速度攀升、运输密度增大及技术装备更新迭代，机车运

用安全管理面临前所未有机遇与挑战，深入探究并创新优

化安全管理策略，是铁路运输行业坚守安全底线、践行社

会责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使命与永恒主题。

1��铁路机车运用安全管理概述

铁路机车运用安全管理是贯穿机车选型购置、验收

调试、运用维护、报废拆解全生命周期的系统工程，旨

在通过一系列组织、计划、协调、控制活动，识别、评

估、预防、控制安全风险，确保机车运行始终处于安全

可控状态。其核心任务主要包括：（1）根据运输需求与
线路条件科学选型机车，保障性能适配；（2）严抓验收
调试，杜绝“带病”机车上线；（3）精心编制乘务员作
业计划与交路安排，防止疲劳驾驶；（4）建立完备机车
检修制度与质量监控体系，及时修复故障隐患；（5）强
化乘务员与检修人员安全培训教育，提升专业素养与安

全意识；（6）完善应急救援预案与快速响应机制，高效
应对突发事件；（7）密切关注环境因素（气象、地理、
线路设施等）对机车运用影响，提前预警防范。

2��铁路机车运用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

2.1  人员方面存在的问题
（1）乘务员疲劳驾驶：铁路运输任务繁重，尤其是

客运高峰、货运旺季，乘务员超疲劳现象频发。长时间

连续作业使乘务员生理机能下降、反应迟钝、注意力分

散，判断决策失误风险剧增，如值乘中打瞌睡致列车超

速、冒进信号等险象环生，严重威胁行车安全。（2）专
业技能不足：部分乘务员、检修人员专业知识陈旧，对

新型机车原理、构造、控制系统认知浅薄；业务能力欠

缺，故障应急处理手忙脚乱，如遇机车突发电气故障、

制动系统失效，很难快速精准定位并排除，延误处理时

机，危及行车安全；培训体系不完善，内容滞后、形式

单一，重理论轻实践、重操作轻安全意识培养，难满足

岗位需求。（3）安全意识淡薄：少数人员未深刻领悟安
全重要性，麻痹大意、心存侥幸，作业中简化流程、违

规操作，如乘务员运行中擅自离岗、检修人员未按工艺

标准检修，为安全事故埋下“定时炸弹”[1]。

2.2  设备方面存在的问题
（1）机车老化问题日益严峻。随着机车服役年限的

增长，其零部件经历了长期的磨损，性能逐渐衰退。这

包括机械部件出现疲劳裂纹、电气设备绝缘性能下降、

制动系统响应变得迟缓等。这些问题不仅增加了机车的

故障概率，还严重降低了其稳定性和可靠性，给列车的

安全运行带来了极大的隐患。更为严重的是，由于老旧

机车的技术升级改造相对滞后，它们往往难以满足当

前提速、重载的运输需求，使得安全隐患如同“如影随

形”，时刻威胁着铁路运输的安全与效率。（2）检修质
量不高也是制约铁路运输安全的重要因素。目前，部分

检修设备已经陈旧，检测精度低、功能单一，难以发现

机车中隐蔽的故障隐患。同时，检修工艺也相对落后，

部分工序仍然依赖人工经验，缺乏标准化的作业流程，

导致检修质量参差不齐。此外，配件管理也存在混乱现

象，劣质配件时有混入，这些低质量的配件一旦流入检



2025� 第4卷� 第5期·现代交通与路桥建设

158

修环节，将严重降低机车的整体性能与可靠性，为铁路

运输的安全“开倒车”。

2.3  安全管理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
（1）制度不完善：部分安全管理制度内容陈旧，未

及时吸纳新技术、新要求，如新型机车上线后相关安全

制度更新滞后；职责划分不清，部门间推诿扯皮，如机

车故障处理中乘务员与检修人员责任界定模糊；制度

缺乏系统性，未形成完整闭环管理体系，如安全风险评

估、预防、控制环节脱节，削弱制度有效性与可操作

性。（2）执行不到位：安全管理制度宣传贯彻不力，部
分人员对制度内容、要求知之甚少；监督考核机制宽松

软，违规行为惩处不力，如对乘务员违规操作、检修人

员检修质量不达标处罚过轻，难以形成有效震慑；制度

执行缺乏有效跟踪反馈机制，难以及时发现并纠正执行

偏差，导致制度“空转”，安全管理流于形式[2]。

2.4  环境方面存在的问题
（1）自然环境影响：恶劣天气（暴雨、暴雪、强

风、大雾等）干扰机车正常运行，暴雨洪水冲毁线路、

暴雪结冰致轨道湿滑、强风刮倒接触网、大雾降低能见

度，均可能引发事故；特殊地理环境（山区、高原、沙

漠等）增加机车运行风险，山区线路坡度大、曲线多、

地质复杂易致脱轨，高原缺氧影响机车功率与制动性

能，沙漠风沙侵蚀设备影响散热与机械运动。（2）线路
条件影响：线路老化、变形、不平顺，如钢轨磨损、扣

件松动、道床下沉，加剧机车振动与零部件磨损，影响

运行稳定性；轨道电路故障、信号系统异常，导致机车

信号接收错误、联锁失效，易引发冒进信号、追尾等事

故，线路“顽疾”威胁机车安全运行。

3��铁路机车运用安全管理策略

3.1  加强人员培训与管理
（1）防止疲劳驾驶：依运输任务与乘务员生理心理

特点，科学编制值乘计划，合理安排作息时间，严格控

制连续作业时长，客运列车乘务员一次连续工作时间不

超8小时，货运列车不超10小时，值乘后安排充足休息时
间；加强乘务员工作状态监测，利用视频监控、疲劳驾

驶检测设备（如基于面部识别的疲劳监测系统）实时监

控，发现疲劳及时预警并采取换班、停车休息等措施；

改善乘务员值乘环境，优化驾驶室人机工程设计，调节

温湿度、噪声、光照，提供舒适座椅、餐饮设施，缓解

疲劳。（2）提升专业技能：构建完善培训体系，依岗
位需求与技术发展制定培训计划，定期组织乘务员、检

修人员参加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培训；丰富培训内容，

涵盖机车原理、构造、性能、维修保养知识，新技术、

新工艺、新设备应用培训，故障诊断与应急处理案例分

析；创新培训形式，采用课堂讲授、现场实操、模拟演

练、网络教学、远程培训等多元化方式，提高培训效

果；建立培训考核机制，培训后严格考核，将成绩与绩

效、晋升挂钩，激励员工主动学习提升。（3）增强安全
意识：开展常态化安全意识教育活动，通过安全讲座、

案例分析、安全知识竞赛、安全文化活动等形式，向员

工灌输安全理念，让安全意识入脑入心；在机车驾驶

室、检修车间等场所张贴安全标语、海报，设置安全警

示标识，营造浓厚安全氛围；建立安全奖励机制，对安

全工作表现突出个人、集体表彰奖励，对违规行为曝光

批评并处罚，引导员工树立正确安全价值观[3]。

3.2  强化机车设备管理
（1）做好机车维护保养：依机车类型、运行里程、

使用年限等制定个性化维护保养计划，明确各级保养周

期、内容、标准；加强日常检查，乘务员出乘前、折返

站、入库后对机车外观、走行部、制动系统、电气系统

等进行全面检查，及时发现并处理故障隐患；严格执行

定期保养制度，按计划对机车进行全面检修、保养、调

试，更换易损件、油润材料，清洁、紧固、调整各部

件，确保机车性能良好；建立机车履历档案，记录维护

保养、故障维修、技术改造等信息，为机车管理、维

修、更新提供数据支撑。（2）及时更新老化机车：建立
机车老化评估机制，定期对机车性能、可靠性、安全性

进行评估，综合考虑运行里程、使用年限、故障频率、

维修成本等因素，确定老化程度；依评估结果制定老化

机车更新计划，优先更新安全隐患大、技术性能落后、

维修成本高的机车；在更新过程中，充分调研论证，结

合运输需求、线路条件、技术发展趋势等，科学选择新

型机车，确保性能先进、安全可靠、节能环保，并做好

新旧机车过渡衔接，确保运输秩序稳定。（3）提高检修
质量：加大检修设备投入，引进先进检测仪器设备（如

超声波探伤仪、红外线热像仪、车载故障诊断系统），

提高故障检测精度与效率；优化检修工艺，制定标准化

作业流程，细化各检修工序操作规范、技术要求、质量

标准，采用先进检修技术，提高检修质量与效率；加强

配件管理，建立严格配件采购制度，从正规渠道采购配

件，加强入库检验，杜绝劣质配件流入；建立配件库存

管理系统，实时掌握配件库存数量、种类、位置，确保

配件及时供应。

3.3  完善安全管理制度
（1）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定期修订完善安全管理制

度，结合铁路技术发展、运输组织变化、安全管理新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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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及时更新内容，确保制度时效性与适用性；明确各

部门、岗位在机车运用安全管理中的职责权限，理清乘

务员、检修人员、调度员、安全管理人员等职责边界，

避免推诿扯皮；构建完整安全管理制度体系，涵盖安全

风险评估、预防、控制、应急救援等环节，形成闭环管

理，如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理制度，对机车运用安全风

险全面排查、评估，分级管理，针对不同风险等级制定

相应预防控制措施。（2）加强制度执行力度：加强安
全管理制度宣传贯彻，通过多种形式组织员工学习制度

内容、要求，确保员工熟悉掌握；建立健全监督考核机

制，加强对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定期检查与不定

期抽查相结合，对违规行为严格按照制度规定惩处，形

成有效震慑；建立制度执行跟踪反馈机制，及时收集制

度执行过程中问题、意见建议，分析原因，及时调整完

善制度，确保制度有效执行。

3.4  应对环境风险
（1）应对自然环境风险：建立气象灾害预警机制，

与气象部门合作，实时获取气象信息，提前预报暴雨、

暴雪、强风、大雾等恶劣天气，及时向机车乘务员、调

度员等发布预警信息，提前采取防范措施，如遇暴雨洪

水，提前限速、停运列车，加固线路设施；针对特殊地

理环境，制定专项安全运行措施，山区线路加强轨道维

护、增设防护设施、优化列车运行控制曲线，高原地区

采用适应高原环境机车或对现有机车进行技术改造，提

高缺氧环境下运行性能，沙漠地区加强机车防沙、散热

措施。（2）应对线路条件风险：加强线路基础设施建设
与维护，定期对线路进行检测、维修、保养，及时更换

磨损钢轨、扣件，整治道床病害，确保线路状态良好；

推进铁路信号系统升级改造，采用先进列车自动控制系

统（如CTCS-3级列控系统），提高信号系统可靠性与安
全性，减少因信号故障引发的事故；建立线路与机车运

行信息共享平台，实时传输线路状态、故障信息给机车

乘务员，使其提前做好应对准备，保障机车安全运行[4]。

4��铁路机车运用安全文化建设

安全文化是铁路机车运用安全管理灵魂与核心竞争

力，具有导向、凝聚、激励、约束功能。培育安全文

化，需从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物质文化层

面协同发力。精神文化层面，确立“安全第一、预防为

主、综合治理”安全理念，将其融入企业价值观、使命

愿景，通过宣传教育让员工认同遵循；制度文化层面，

将安全文化融入安全管理制度体系，使制度体现安全文

化内涵，通过制度执行强化安全文化；行为文化层面，

规范员工安全行为，加强安全培训教育与行为养成，通

过安全之星评选、安全示范岗创建等活动树立榜样，引

导员工规范行为；物质文化层面，加大安全设施设备投

入，改善工作环境，如建设安全文化长廊、展示安全文

化成果、设置安全警示标识等，营造浓厚安全文化氛

围。通过安全文化建设，凝聚全员安全共识，为铁路机

车运用安全管理提供持久内在动力[5]。

结论：铁路机车运用安全管理是铁路运输事业永恒

主题与生命线，关乎人民福祉、社会稳定与国家发展。

面对人员、设备、制度、环境诸多挑战，需综合施策，

从加强人员培训管理、强化机车设备管理、完善安全管

理制度、应对环境风险多维度构建严密安全防护网，并

注重安全文化建设，以文化人、以文润心，凝聚全员力

量共筑安全长城。唯有如此，方能确保铁路机车安全运

行，为铁路运输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为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可靠运力支撑，在新时代交通强国建设征程中稳健

前行，书写铁路运输安全发展新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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