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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in Accident Rescue is a key exercise project of the Urban Rail Transit Operating Company. Each operating company will be equipped 
with rescue equipment and special rescue vehicles according to the situation of the line network, at the same time, emergency rescue teams 
are formed and rescue drills are conducted regularly to deal with unexpected train accidents such as derailment, collision, collision and 
crowding. The establishment and perfection of the emergency rescue system for train accidents determines the emergency response and 
quality of train rescue of the Urban Rail Transit Operation Company,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research and discussion on the 
allocation of rescue teams, rescue equipment and vehicl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escue exerc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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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列车事故救援是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公司重点演练项目，每家运营公司都会根据线网情况配备救援设备及专用救援汽车，同时
组建应急救援队伍并定期进行救援演练，以应对列车脱轨、撞击、冲突、挤岔等影响运营的列车突发事故事件。列车事故应
急救援体系的建立完善，决定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公司列车救援应急响应及质量，因此有必要对救援队伍、救援设备及车辆的
配置、救援演练的开展展开研究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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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城市轨道交通被视为城市公共交通大动脉，每天承载着

以万计的客流量，乘客的出行安全保障是城市轨道交通运营

公司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各轨道交通运营公司都会有针对

性的开展列车事故救援演练工作，每家运营公司根据线网情

况都会配备一定数量的救援设备及专用救援汽车，同时组建

应急救援队伍并定期进行救援演练，以应对列车脱轨、撞击、

冲突、挤岔等事故事件。交通运输部 2019 年发布《城市轨道

交通运营突发事件应急演练管理办法》也明确要求列车脱轨、

撞击、冲突、挤岔要有专项应急预案并开展演练。一般列车

事故救援体系包含救援设备和汽车的配备与维护、救援路线

的设置、救援演练方案和计划的制定等，论文主要针对事故

救援体系建设展开分析研究（有轨电车为地面线路行驶，救

援难度不等同，论文不作研究讨论）。

2 一般救援体系介绍

2.1 救援设备和救援专用车辆的配备

2.1.1 救援设备

救援设备主要根据车辆段、停车场（以下简称段场）的

数量及线路长度来配置，初期线路少的情况下一般每个段场

配备 1 套，每增加 1 个段场可根据线路实际情况增加配置。

当网络化运营后根据线网段场位置、距离及线路情况可调整

配置数量及存放处所。

救援设备一般按用途分为吊装捆绑、复轨顶升、移动推

进、照明辅助及综合工具类等，每套救援设备包含液压泵站、

液压控制台、复轨桥、油缸、油管、机车牵引装置、轮对走【作者简介】何延君（1982-），男，中国辽宁沈阳人，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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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器、发电机、照明灯具等多达上百种几百项，统称救援设备，

并且各公司会根据实际情况及需求对具体项目进行增减。

2.1.2 救援汽车

救援汽车以厢式货车为主，经过特种改装并且安装警示

灯具方便市内通行，同时为优化放置救援设备，货厢内加装

不同高度并带绑扎装置的货架，起复及日常演练所需救援设

备主要放置在救援汽车内，突发紧急情况根据需要增加，救

援汽车的载重量根据救援设备配置及日常所需确定，数量一

般与救援设备配置的组套数量等同。

2.1.3 救援队伍

救援队伍主要由车辆专业检修人员组成，负责救援设备

的搬运、操作及检修等。根据线网情况，设置专、兼职救援人员，

主要是当值的日检工作人员，一般车辆检修日检工作采取 3

班制、4 班制，因此一般每条线路有 3~4 支兼职救援队伍 [1]。

2.2 常规救援演练的开展

救援演练模拟的场景主要是发生在段场或正线的列车脱

轨、挤岔、冲突等事件。

2.2.1 段场内演练

段场内演练模拟位置一般在车库内、道口、段内轨行区、

试车线等，演练方式应是提前制定演练预案，根据预案将参

与演练列车在指定位置设置为指定状态。救援队伍、救援汽

车司机在接到演练通知后迅速到达指定位置集结，由现场总

指挥或现场负责人下达演练开始命令，救援队伍按人员分工

开始救援设备搬运、组装及各项操作，将列车恢复到初始状

态后，现场总指挥宣布演练成功结束。期间可以有专人在信

息系统、办公软件群等平台发布演练过程信息。

2.2.2 正线演练

正线演练模拟位置一般设在进出站位置或区间内，同样

要提前编制预案。与段内演练不同之处在于救援队伍、救援

汽车集结以及救援设备搬运到现场的过程时间要长于段场内

演练，并且救援队伍、救援汽车、救援设备撤出现场并返回

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尤其是救援设备的搬运过程，而这个过

程对于演练也好实战也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样，正线

救援演练也要有相关信息的及时发布。

2.2.3 盲演

开展盲演是为了在接近实战状态下检验救援能力，仅少

数负责组织演练的人员知晓演练方案，演练采取不通知时间、

地点、不提前集结救援队伍的方式进行。救援演练的内容可

以是救援集结，也可以是日常段场、正线的演练内容，按演

练地点在正线、车站、段场由行车调度员或车场调度员分别

组织。由于为了保密并且演练条件限制，列车脱轨、挤岔、

冲突等突发事件模拟相对困难，所以盲演主要考验并锻炼救

援组织、救援队伍的反应与集结效率。

3 一般救援体系存在的问题

3.1 现场救援设备不能全面配备

由于厢式货车货厢空间有限，吊装捆绑类等不常用的较

大件救援设备不能全部装载在救援汽车内，而事件现场指挥

与信息传递人员非救援专业人员，因此与救援队伍的信息沟

通不能确定救援现场的救援设备全部需求。救援汽车所装载

的救援设备虽然能处理日常演练现场所需，但无法保证满足

突发事件现场的需求。

3.2 救援路线单一

不管是地上线路还是地下线路，救援汽车均不能近距离

到达事件现场。由于救援汽车只能在公路行驶，不管是演练

还是实战都需要把汽车开到车站，由人工搬运救援设备到站

内，再由小车运至现场，这种方式在救援设备的运输上比较

耗时，对救援人员的体力也消耗较大，对救援的开展不利。

如果现场在站内或进出站位置还方便一些；如果现场是在区

间内，时间成本较高。

3.3 不能做到对突发事件的全面预判与应急反应

演练内容及过程是人为预想并设置的，参与的人是否具

有处理相关事件现场的经验很难保证，并且从中国轨道交通

第一条线路开通至今发生的较大事件是有限的，参与救援的

人也是有限的，因此演练的设置多是趋于理想化的。而突发

事件的发生不可能完全按照人的设想去发展，因而目前的演

练无法做到对突发事件的全面预判，更多方面是建立心理基

础锻炼救援设备的熟练操作。演练多是提前发预案，提前发

通知，所有参与人员或多或少提前做了准备，甚至演练开始

前救援队伍已经提前集结，待通知发布立即出发，救援人员

在心理上已经提前接收到了救援任务，因此不能全面体现救

援队伍的应急反应与集结能力。

虽然开展了盲演，但盲演也多以日常演练为基础，即使

限制消息范围，但组织演练人员是知晓演练内容的，假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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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将参与演练人员不知晓，但组织人员是做了准备工作的，

也就是组织人员会按部就班组织演练工作，而且最后的演练

结果都是成功的，根本不能全面体现组织人员的应急反应与

组织水平。有时组织盲演还要开分析会，分析风险和保障措施，

还要研究演练流程，这种盲演更是不能全面考验各救援有关

部门、有关人员的反应和应急处理能力，搞提前分析，不能

充分暴露演练过程中的问题，更不能有针对性的制定措施去

解决，也就失去了“盲”的意义。因此，盲演虽然在一定程

度上提高了救援队伍集结、设备操作使用效率，但无法回避

的问题仍是理想化的预想突发事件，仍然无法做到对突发事

件的全面预判与反应。

3.4 不能确保应急处置过程中的信息传递的准确性

常规演练各级参与人员全部在岗，即使有人缺岗，也会

有顶岗人员，不管是信息平台还是办公软件群的信息发布人

员均对将要发布的演练有关信息都有清晰的了解，甚至提前

编制好内容，发布时只需更改时间即可。而面对突发事件的

处置过程，各级信息传递人员不能都在现场，更不能确保各

级信息传递人员全部镇定自如，因此信息沟通也不能保证达

到演练时的清晰准确。

3.5 兼职救援队伍不能有效保障演练及实际救援的效

率和质量

由于兼职救援队组成人员主要工作是日常车辆检修，虽

然定期开展救援演练，但在对设备的了解、操作的熟练程度

上必然不如专职人员，尤其对于已经网络化运营的公司，如

果救援队仍以兼职为主，那必然影响演练及实际救援工作的

开展。

3.6 救援设备操作与检修责任分离对设备维护造成

影响

有的公司救援设备操作与检修分属不同专业不同人员

负责，救援队只负责操作，不负责检修，检修人员只负责

检修，对操作过程不熟悉，这样分工，检修人员不熟悉设

备的工作原理，维修起来吃力，对救援设备的状态保证不利，

而一些操作人员存在“反正坏了有人修”的心态，个别操

作人员在救援设备装卸、搬运、操作过程中对设备不精心

造成救援设备人为损坏，而设备维修人员须无条件维修，

造成损坏的人还得不到处罚，这就造成维修人员工作愈加

被动的恶性循环。

4 改进的建议

4.1 救援汽车

任何救援过程，时间都是第一要素，到达现场的交通方

式直接决定救援时间，我们要应对的突发事件主要发生在正

线、段场内，其中段场发生列车冲突、挤岔、脱轨的几率与

影响都要明显低于正线，因此我们做任何演练都主要是为了

应对轨道交通运营期间的正线突发事件。“两点之间，线段

最短”，以救援人员、车辆出发地和突发事件现场为两点，

无论地上线路还是地下线路，到达现场最短的路线都是从段

场出发经出入段线进入正线再到达现场，而这个路线的交通

工具选择可以是轨道工程车辆。

综合考虑轨道工程车辆的多种类型，既要能满足全套救

援设备的装载，又要方便装卸，装有起重机的轨道平板车是

最佳选择，以装有随车液压起重机的某司 QPC-40 轨道平板

吊车为例，自重 20 吨，载重 30 吨，厢内空间也要优于厢式货车，

参考货车车厢的改装对平板车加装货柜及固定装置，完全可

以满足整套救援设备的存放和运输，同时利用随车起重机还

可以方便较大较重部件的上下车省去很多人力。与平板车编

组配 1 台动力轨道车，条件允许可编组 2 台动力轨道车编组

成救援列车，这样在救援结束后如果被救援列车不具备自行

条件，可由救援列车牵引被救援列车返回段场。这种使用轨

道工程车辆作为救援列车编组还有个优势就是轨道工程车内

空间比较充裕，能够搭乘救援人员与救援设备同时到达现场，

提高了集结的效率。

对于长大高架或地面线路，有条件的可配备由牵引机车、

起重吊车、修理车、工具车及工程材料车等组成的救援列车

以应对列车脱轨、倾覆、塌方等事件。

4.2 救援路线

4.2.1 段场内

段场内的救援路线将有两种选择，除开救援汽车外，救

援列车也可以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行驶至事件列车所在线路或

者邻线展开救援。

4.2.2 地下线路

绝大多数城市轨道交通地下线路都是单线隧道线路，因

此地下线路空间有限，这样救援列车必须在事件列车同向线

路行驶至救援现场开展救援工作。如果是单洞双线隧道，那

么救援列车可以选择与事件列车同线或邻线，对救援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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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更加有利 [2]。

4.2.3 地上线路

城市轨道交通地上线路一般以高架线路为主，多数路段

上下行两线桥面相联，这种路段的救援，救援列车可以运行

至事件现场邻线开展救援工作；对于上下行分离开的路段，

那么在保证桥梁承重安全的前提下，救援列车应与事件列车

同线最大限度行驶至救援现场开展救援工作。

不管是地上线路还是地下线路救援，如果选择的是段

场——出入段线——正线的救援路线，需要行车调度员在最短

的时间内调动正线资源为救援工程车辆清出 1 条合适的路线。

4.3 对突发事故的预判与针对性的盲演

4.3.1 利用数据分析开展预判

对于脱轨、冲突、挤岔、倾覆等突发事件，受车辆状态、

操作人、天气、地理条件等多种因素影响，必然无法预先判

断位置、状态及影响。结合全球几乎每年都有铁路或城轨类

似事件发生，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将类似事件进行搜集汇总，

结合各条线路实际情况对比分析薄弱点、风险点，有针对性

的开展预判、演练工作，虽然是项繁杂工作，需要做大量的

数据对比分析、模拟工作，但作用不可小觑。

4.3.2 有针对性的开展盲演

救援盲演，应由安全管理部门统一组织，为了充分暴露

问题并制定针对措施，考验并锻炼救援组织及实施人员的应

急反应能力，事前不通知，随机选取现场，从源头设置救援

场景，虽然不能完全模拟突发事件现场，但对于锻炼救援组

织、人员，暴露问题绝对是利大于弊的。缺点是容易造成恐慌，

但这也是盲演的目的之一，考验并锻炼队伍并制定针对性措

施。因此，盲演不宜频繁，建议每条线路每年不超 2 次。

4.4 利用科技手段确保信息畅通及准确

现今网络与视频监控技术的发展，新建及开通线路在列

车内、线路上以及车站都有全方位高清视频监控，实时对轨

道交通运营处所内外进行监控与音频采集，开通较早线路应

尽可能对监控系统进行改造升级，以满足全方位监控需求，

进而能够全面掌握列车运营信息。同时救援队伍可考虑配置

小型移动通讯基站，如果出现突发事件，现场与控制中心不

能建立监控连接的情况下，小型移动通讯基站能够确保通讯

畅通，保证信息及时传递 [3]。

4.5 建立专职救援队

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化运营是发展的必然，即使初期受线

路长度、人员等条件制约救援队伍以兼职形式开展工作，但

随着向网络化的发展，救援演练以及实战将受制于兼职救援

队对救援设备的操作熟练程度、救援设备检修保养的质量、

救援路线的熟悉程度以及救援的组织等因素，专职救援队的

重要性将凸显出来。建议有条件的公司建立专职救援队，负

责制定演练计划并组织进行演练、制定并执行救援设备检修

计划、对救援汽车进行养护，同时深入研究线网的救援组织、

优化设备配置及方案制定等工作。同时，仍然保留车辆检修

专业的兼职救援队伍，配合专职救援队开展演练、设备检修

及救援组织研究工作。这样采取专兼职配合的方式开展线网

救援工作，既能提升专业能力，又能有效利用线网资源，对

电客车救援工作提供强力保障。

虽然目前中国轨道交通行业发生的正线列车较大事故事

件屈指可数，并且随着智能化的发展监控手段的提升，突发

事件发生的几率很低，但我们作为从业人员，作为城市安全

出行的保障人员，绝不能寄希望于理想不发生，要居安思危，

防患于未然，做好充分的预想及演练准备工作，以应对我们

谁都不想发生的突发事件，而一旦发生并且面对，就要能够

正确合理处置，保证乘客生命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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