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第5卷�第2期·城市建筑与发展

70

地铁运营安全风险管理及应对策略研究

李世豪
石家庄轨道交通集团运营分公司�河北�石家庄�050000

摘�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城市交通拥堵的加剧，地铁作为一种高效、便捷、环保的公共交通方式，越来

越受到人们的青睐。然而，地铁运营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风险也不容忽视。地铁运营安全风险管理是指通过对地铁运营

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风险进行识别、评估、控制和监测，以实现地铁运营的安全、稳定和可靠。以期为地铁运营安全风

险管理提供参考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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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地铁作为城市公共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

运营安全问题一直受到广泛关注。本文对地铁运营安全

风险管理及应对策略进行了深入研究。介绍了地铁运营

安全风险管理的概念、特点和意义，然后分析了地铁运

营安全风险管理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了相应

的应对策略。本文的研究旨在为地铁运营安全风险管理

提供参考和指导，以提高地铁运营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1��地铁运营安全风险管理的基本概念

地铁运营安全风险管理首先需要对地铁运营过程中

可能出现的各种安全风险进行识别。这种识别需要通过

对运营流程、设备设施、人员行为等进行全面分析，

找出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同时，还需要对这些风险因

素进行分类和整理，以便后续的风险评估和风险控制工

作。其次，地铁运营安全风险管理需要对已识别的风险

进行评估。评估过程中需要考虑每个风险因素的可能性

和严重程度，以便确定其风险等级[1]。风险评估的方法可

以包括定性评估和定量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制定相应的

风险控制措施。再次，地铁运营安全风险管理需要采取

相应的措施对已识别和评估的风险进行控制。这些措施

可能包括技术手段、管理手段、应急预案等。对于不同

的风险因素，需要采取不同的控制措施，以达到有效控

制风险的目的。最后，地铁运营安全风险管理需要对已

控制的风险进行监测。通过定期检查、巡视等方式，及

时发现新的风险因素，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控制。

2��地铁运营安全风险管理的现状

2.1  风险意识不强
风险意识不强是地铁运营安全风险管理中的一个重

要问题。一些地铁公司可能更关注地铁的日常运营和利

润，而忽视了安全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对安全风险的认

知和警惕程度不够。具体来说，风险意识不强的表现包

括：（1）缺乏预防措施。由于对风险的认识不足，一些

地铁公司在运营过程中缺乏预防措施，没有针对可能出

现的风险制定相应的防范策略。这导致在出现风险时，

无法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应对，增加了事故发生的

可能性。（2）缺乏定期风险评估。没有定期进行风险
评估是地铁公司风险意识不强的另一个表现。这种情况

下，地铁公司可能不了解地铁系统中存在哪些潜在的风

险，也就无法针对性地采取预防措施。（3）员工安全意
识淡薄。一些地铁公司的员工对安全风险的认知程度较

低，缺乏足够的安全意识和知识。这可能导致员工在工

作中忽视安全规定，增加事故发生的可能性。

2.2  管理体系不完善
管理体系不完善是地铁运营安全风险管理中的一个

重要问题。一些地铁公司的安全管理体系没有形成科

学、规范的管理流程和标准，导致在安全管理方面存在

职责不明确、分工不清晰、考核不严格等问题。具体来

说，管理体系不完善的表现包括：（1）职责不明确。一
些地铁公司的安全管理体系中，各个部门和岗位的职责

没有明确界定，导致在出现问题时无法确定责任人，也

无法有效地进行协调和配合。（2）分工不清晰。由于职
责不明确，一些地铁公司在面对安全风险时，无法清晰

地分配任务和资源，导致工作效率低下，无法及时采取

有效的措施。（3）考核不严格。缺乏科学、规范的考核
标准是管理体系不完善的另一个表现。这种情况下，地

铁公司可能无法准确评估员工的工作表现，也无法对安

全风险管理工作进行有效的监督和激励。

2.3  技术手段不足
技术手段不足是地铁运营安全风险管理中的另一个

重要问题。随着地铁系统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不断增

加，对安全风险管理的技术手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

而，一些地铁公司在技术手段的应用上存在不足，无法

及时发现和应对风险。具体来说，技术手段不足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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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1）监控系统不完善。一些地铁公司的监控系统
可能存在覆盖面不足、分辨率低、传输速度慢等问题，

导致无法及时发现和识别潜在的安全风险。（2）预警系
统不灵敏。由于技术手段不足，一些地铁公司的预警系统

可能无法准确、及时地预测和报警潜在的安全风险。这

可能导致在出现风险时无法及时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2]。

（3）数据分析和处理能力不足。一些地铁公司可能缺乏
先进的数据分析和处理技术，无法对大量的监控和预警

数据进行有效分析和处理，也就无法发现和预测潜在的

安全风险。

2.4  应急预案不完善
应急预案不完善是地铁运营安全风险管理中的一个

突出问题。地铁运营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各种突发事件，

如火灾、电力故障、恐怖袭击等，这些事件对地铁系统

的安全和稳定运营构成了严重威胁。因此，完善的应急

预案是应对突发事件的关键。然而，一些地铁公司的应

急预案存在不完善、不细致的问题，导致在面对突发事

件时无法及时、有效地进行应对。具体来说，应急预案

不完善的表现包括：（1）预案内容不全面。一些地铁公
司的应急预案可能没有涵盖所有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

导致在面对新型风险时无法做出及时、有效的应对。

（2）预案流程不清晰。由于应急预案不完善，一些地铁
公司在面对突发事件时，可能无法按照清晰的流程进行

应对，导致工作效率低下，延误了最佳应对时机。（3）
预案更新不及时。随着地铁系统的变化和安全环境的变

化，应急预案需要及时更新和完善。然而，一些地铁公

司对应急预案的更新不及时，导致预案内容与实际情况

脱节。

3��地铁运营安全风险管理的应对策略研究

3.1  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体系
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体系是地铁运营安全风险管理

的核心任务。地铁公司需要明确各级部门和岗位的职责

分工，确保每个部门和员工都清楚自己的安全责任，

形成完整的安全管理体系。在构建安全管理体系时，地

铁公司应该制定科学、规范的制度和流程，包括安全检

查、安全培训、应急预案等各个方面。制度和流程应该

结合地铁公司的实际情况和运营特点，具有可操作性和

有效性。同时，地铁公司应该加强对应急预案的培训和

演练，让员工熟悉应急处置流程和责任人，提高应对突

发事件的能力。除了制定制度和流程，地铁公司还应该

加强安全管理培训和教育，提高员工的安全意识和技能

水平。培训内容可以包括安全规章制度、安全操作规

程、应急处置方法等方面，以提高员工的安全意识和技

能水平。同时，地铁公司还应该加强对员工行为的监督

和管理，及时发现和纠正不安全行为，确保员工遵守安

全规定和操作规程。最后，地铁公司还应该建立完善的

安全监测和评估机制，及时发现和评估地铁运营中的风

险因素[3]。对于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地铁公司应该采取

相应的措施进行风险控制和防范，确保地铁运营的安全

和稳定。同时，地铁公司还应该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合作

和信息共享，共同应对地铁运营中的安全风险。

3.2  加强技术手段的应用
加强技术手段的应用是地铁运营安全风险管理的关

键之一。首先，地铁公司应该引入先进的监控系统，对

地铁运营的全过程进行实时监控。监控系统可以包括

视频监控、设备监测、客流监测等多个方面，通过对这

些数据的综合分析，可以及时发现和预警安全风险。例

如，通过视频监控可以及时发现乘客或员工的不安全行

为，通过设备监测可以及时发现设备故障或安全隐患，

通过客流监测可以及时掌握客流量变化和客流密度情

况。其次，地铁公司应该引入预警系统，对监控系统监

测到的异常情况进行预警。预警系统应该具备快速反应

能力，能够在第一时间向相关人员发出警报，以便及时

采取应对措施。例如，当监控系统发现异常情况时，预

警系统可以通过声光电等方式向值班人员发出警报，以

便及时进行处理。最后，地铁公司应该引入应急预案系

统，为应对突发事件提供有效的支持和指导。应急预案

系统应该包括应急预案的制定、更新、演练等功能，以

便在发生突发事件时能够快速响应。

3.3  强化应急预案的制定和演练
强化应急预案的制定和演练是地铁运营安全风险管

理的重要环节。应急预案是应对突发事件的关键指导文

件，它明确了应急处置的流程、责任人和所需资源。因

此，地铁公司应该制定完善的应急预案，确保预案的针

对性和可操作性。在制定应急预案时，地铁公司应该充

分考虑各种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如火灾、电力故障、

恐怖袭击等，并对应急处置流程进行详细规定。同时，

应急预案还应该明确责任人和所需资源，确保在发生突

发事件时能够迅速启动应急响应。为了提高员工对应急

预案的掌握程度和执行能力，地铁公司应该加强对应急

预案的培训和演练。培训内容可以包括应急预案的内

容、应急处置流程、应急设备使用等方面，以提高员工

的应急处置技能。通过模拟演练，可以发现应急预案中

存在的问题并及时进行改进，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

力。此外，地铁公司还应该建立应急指挥中心，负责应

急预案的启动、指挥和协调工作[4]。在发生突发事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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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指挥中心应该能够迅速响应，调动所需资源，组织

员工进行应急处置。

3.4  建立风险评估和监测机制
建立风险评估和监测机制是地铁运营安全风险管理

的关键环节。首先，地铁公司应该建立完善的风险评估

体系，对地铁运营的各个环节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风

险评估应该包括设备、设施、人员、环境等多个方面，

综合考虑各种可能影响安全的因素。通过对这些因素的

风险程度进行评估，可以及时发现潜在的安全隐患，为

采取相应的措施提供依据。其次，地铁公司应该建立实

时监测系统，对地铁运营的全过程进行实时监测。监测

系统可以包括视频监控、设备监测、客流监测等多个方

面，通过对这些数据的综合分析，可以及时发现和预警

安全风险。例如，通过视频监控可以及时发现乘客或员

工的不安全行为，通过设备监测可以及时发现设备故障

或安全隐患，通过客流监测可以及时掌握客流量变化和

客流密度情况。最后，地铁公司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进

行风险控制和防范。对于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地铁公司

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控制和防范，例如定期维护设备

设施、加强人员培训、制定应急预案等。同时，地铁公司

还应该加强对员工行为的监督和管理，及时发现和纠正不

安全行为，确保员工遵守安全规定和操作规程。

3.5  加强合作和信息共享
加强合作和信息共享是地铁运营安全风险管理的关

键环节。首先，地铁公司应该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合作。

地铁的运营需要与多个部门进行协调和配合，例如公

安、消防、交通等部门。地铁公司应该积极与这些部门

进行沟通和合作，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及时掌握相关部

门的信息和资源，共同应对地铁运营中的安全风险。例

如，地铁公司可以与公安部门合作，加强治安管理；与

消防部门合作，加强消防安全；与交通部门合作，加强

交通疏导等。其次，地铁公司应该加强与高校和研究机

构的合作。高校和研究机构在安全风险管理方面具有丰

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可以为地铁公司提供专业的指导

和支持。地铁公司可以与高校和研究机构开展合作，共

同开展安全风险管理的相关研究，探索新的风险管理方

法和手段，提高风险管理水平 [5]。例如，地铁公司可以

与高校合作，共同开展安全培训和教育；与研究机构合

作，共同研发新的监测和预警系统等。最后，加强信息

共享是地铁运营安全风险管理的关键环节。地铁公司应

该建立完善的信息共享机制，及时掌握地铁运营的相关

信息和数据，为采取相应的措施提供依据。

结语：综上所述，地铁作为一种高效、便捷的交通

工具，已经在现代社会中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因此，加

强地铁的安全运营管理变得尤为重要。我们应该积极

完善地铁安全风险的管控体系，建立健全的监控系统和

报警系统，同时大力推广安全教育，提高地铁乘客和工

作人员的安全意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保地铁的安

全、高效运营，保护国民的生命安全，并为我国的建设

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参考文献

[1]刘一舟,张冀新.地铁运营风险及安全管理研究[J].
老字号品牌营销,2022(06):69-71.

[2]刘超,丁波.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风险因素分析
[J].设备管理与维修,2022(02):16-18.

[3]邓勇亮,李金运,孟苗苗.地铁运营安全风险前兆信息
识别与控制[J].安全,2021,42(04):44-51.

[4]王海峰.地铁运营线路弹性短轨枕改造大修技术研
究[J].铁道建筑技术,2022(01):148-152.

[5]叶倪,周怡.无锡地铁运营安全管理研究[J].中国安
全生产科学技术,2021,17(S2):145-1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