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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afety management of high-speed railway operations is the key to ens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high-speed railway construction 
and maximizing overall economic benefit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high-speed railway transportation in the new era has laid a stable 
foundation for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urban economy and residents’ transport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
lems in the safety management of high-speed railway operations and discusses the methods and strategies of safety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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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速铁路运营安全管理是保证高速铁路建设发展和整体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关键所在。新时期高速铁路运输事业快速发展，为
国家发展战略、城市经济与居民交通出行奠定了稳定基础。论文通过对高速铁路运营安全管理存在问题进行分析，探讨了安
全管理的方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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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规划 2035 年建成现代化铁路网，50 万人口以上城

市高铁通达，全国铁路网达 20 万公里，高铁 7 万公里。截至

2020 年 7 月底，高速铁路已达 3.6 万公里，由于高铁线路建设

开通运营发展迅速，一些新开通线路的地理环境、人员配备、

技术设备、线路质量都处在磨合期。高速铁路在行车组织及车、

机、工、电、辆、供电等调度运用上的技术规章和标准作业规

范仍处于不断改进和完善的进程中，有待于在实践过程中进一

步规范统一。尤其在行车组织、调度指挥等方面的技术规范和

规章制度，涉及的岗位标准、作业标准还不能完全实现各个集

团公司的有效统一。随着高铁运营线路的不断开通运营，面对

既要安全又要效益的任务形势和高标准的工作要求，需要对高

铁调度安全管理状况进行分析研究。逐步建立和完善高速铁路

调度安全管理体系，不断提高调度指挥水平和智能化的安全管

理技术能力，实现高铁运营安全和调度指挥的安全高效。

2 高速铁路安全管理的重要性分析

高速铁路安全管理工作的特点需要从构架的组成方面来

进行诠释。从企业中的各项管理因素角度上来看，可以从设备、

环境和人员等方面来进行构造，使其成为安全管理工作中的

要点，也就是设备安全因素、环境安全因素和人的安全因素。

实际在高速铁路安全管理内容中，无论是设备、人还是环境

因素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利用科学的方法来采用务实有效的

管理体系，将安全管理中的负面因素去除掉，让高速铁路安

全管理中的各项因素能处于被约束和管控的状态当中，从而

切实提升安全管理体系的可靠性，最大限度地减少高速铁路

危险频率。

不断改进和完善高速铁路调度安全管理体系，把各个环

节部门有机协调，在寻求更为完善平和的企业发展因素的过

程中，各类因素之间的互相统一都是非常精确的。在这样的

氛围之下，各类的不安全因素都可以被良好地把控，从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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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为高效地达到最理想的目的。不同于普速铁路安全管理，

中国高速铁路运营安全管理处于建设和完善阶段，还存在部

分不足。加强高速铁路运营安全管理，提升高速铁路的安全

系数，本身是对国家和社会负责，对乘客负责和对员工负责

的一种行为，能尽可能地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最大限度地

实现高速铁路运营的安全稳定。加强高速铁路运营安全管理，

能形成良好的安全防范机制和应急响应机制。提前预判安全

漏洞并解决相关问题，制定有效的应急启动预案，保证高速

铁路运营过程中的行车安全和乘客安全。

3 高速铁路运营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

在高速铁路的运营过程中，高铁各工种调度主要是负责

铁路的日常运输组织与管理，既要保证对各部门各环节之间

的协调，同时还要提高高速铁路运营的安全管理。然而，在

高速铁路运营过程中，也会出现较大的安全事故，这些问题

造成的原因有很多，需要我们时刻吸取经验、提高警惕，才

能保证安全生产的指挥管理有序。

3.1 控制影响调度指挥的安全因素

针对控制过程中的安全影响因素，按照系统控制进行筛

选，主要集中为八个相关的安全关卡。其内容主要包括“施

工组织、调度命令、重点列车、非正常行车、客车安全、自

轮运行特种设备、接触网停送电、季节性行车安全”。

3.2 运营不连贯性

跟普速铁路的列车运营相比，高速铁路运营的最大特点

是非连续性、非全天候。除个别繁忙区段在春暑运、小长假

等高峰期以外，每日夜间都有固定的天窗维修时间。给设备

状态恢复、动车组运用、乘务员交路调整等均提供了 4 小时

左右的缓冲期，为高速铁路设备稳定和应急处置提供了有利

条件。即使是当日晚点范围较大、晚点时间较长、停运列车

较多的应急事件，经过一个天窗时间的调整，次日运营秩序

一般都会恢复正常 [1]。

3.3 高速铁路设备的故障分析

根据调查统计，从当前中国铁路运输实际发展情况来看，

工作重点主要还是放在了提升生产力方面，安全管理工作没

有放到更高的位置。在高速铁路快速发展进程中，铁路设备

的改造和创新升级，还存在设备缺陷和质量不稳定问题，在

铁路运输的过程中安全管理始终没有落实到实际工作细节处，

管理水平不能适应新发展要求。在铁路运输过程中如果正处

于运输高峰期，那么铁路的客运运输就可能出现各种问题。

结合客运站的具体作业情况可以看出，很多客运站并没有把

自身职责和义务凸显出来，旅客在客运站中停留的时间越长，

就会导致旅客对于铁路运输服务的感受越差，对于铁路运营

现场管理工作也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在高速铁路运营的过程

中，其故障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第一，损失严重。一旦高速铁路在运营过程中出现了安

全事故，就会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以及经济损失。 

第二，具有一定的突发性和不确定性。高速铁路设备点

多线长，与普速铁路结合部较多，造成故障的原因也有很多。

因此在发生故障之前没有任何的征兆，很难摸索规律。

第三，后果非常严重，高速铁路人员伤亡在中国发生的

概率很低，但是致死率非常高，会给国家以及社会家庭带来

严重的经济损失以及人员伤亡。另外，对于高速铁路运营的

安全措施比较复杂，其故障发生的时候会伴随复杂的情况。

不管是天气、线路安全、运行管理等多方面的内容，都有可

能导致出现安全事故。因此，需要不断提升救援、抢修作业

人员的专业能力。

第四，针对应急处置的综合性要求较高，由于突发事件

的影响因素较多，需要专业人员进行综合、全面的分析，找

到漏洞与问题才能有效地加以解决。

3.4 违章作业监督、监管不到位

高速铁路运营安全管理中，存在违章作业监督、监管不

到位的情况。在高速铁路建设过程中，部分路段的施工工程

部门不重视相关施工要求，没有从高速铁路现实需求和技术

需要出发。没有严格遵守相关施工工艺要求，而是随意简化

作业程序，凭经验违章蛮干，这给高速铁路建设和后期运营

安全管理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增加了铁路企业安全监管难

度。在这一过程中，相关监督管理缺位或者不严格等问题，

更是助长了这一类不良风气蔓延。违章作业监督管理不到位，

部分施工人员违章作业问题没有得到及时处理，部分技术运

维人员违章作业没有被及时发现，这些问题的存在都对高速

铁路的安全运营造成了负面影响 [2]。

4 高速铁路运营安全管理的有效措施

在高速铁路的建设和运营管理工作中，需要更高性能的

设备以及技术基础，这样才能确保铁路的运营安全。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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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需要一个完善的运营调度指挥管理体系，确保整个铁路网

络的运营安全以及高效智能。高铁行车调度是整个运输调度

管理的关键部分，同样也影响到出行人员的安全，因此需要

加强高铁调度指挥力度，杜绝任何安全事故的发生。

4.1 科学地制订应急处置方案

影响范围较大的应急处置，如非列车占用红光带故障短

时不能恢复、地震影响高铁干线行车中断、大面积动车组列

车长时间晚点等。涉及当日运营列车的调整，需制订列车迂回、

折返、停运等方案，制订运行秩序恢复后的临时列车加开方

案以疏散滞留旅客等。在方案的制订和调整中，需要明确指

导原则，以保畅通为主还是以经济损失最小化为主，优选各

种应急处置方案。在实际操作中，由于需要考虑的因素较多，

方案制订的复杂程度大大提高，通常以保干线和节点大站畅

通为主。需要在方案的制定上加强科学性，平衡节点、干线

畅通、经济损失最小、社会影响最低等各方面诉求，并根据

事件的发展，动态调整应急处置方案，尽力降低对旅客出行

的影响，避免引起不良的社会反应。

4.2 优化完善设备功能

高铁技术设备是保证列车运行安全的基础。高速铁路高

速度、大密度的特点，尤其对设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标准

化高、导向性强。安全可靠的调度集中 CTC 设备是防控安全

风险的坚实壁垒，设备因素成为构筑保障高速铁路安全屏障

的关键因素之一，因而必须把 CTC 设备功能完善及风险评估

作为保障安全的关键手段。

首先，建立 CTC 设备的设计标准体系，规范不同设备厂

家的产品，尽可能实现不同厂家之间的技术标准、系统界面、

操作流程等方面的统一，便于操作人员和管理人员运用掌握。

其次，要彻底消除高速铁路和普速铁路之间及不同厂家

接口间传输阻滞造成的信息交互问题，规避人工干预引起的

操作风险，实现物理接口间的无缝衔接和顺畅兼容。

最后，使用单位应全程参与产品设计，设备投入使用后

要建立使用单位和 CTC 设备厂家间的沟通协调机制，以使用

单位需求解决程度作为考核厂家的标准之一，促进 CTC 设备

功能以及智能化需求的不断完善 [3]。

4.3 推动高速铁路作业的规范化管理，落实路段管理

责任

基于奥卡姆剃刀定律，高速铁路运营安全管理需要把握

事情的实质，解决最为根本的问题，保证工作落实。高速铁路

运行里程长，跨度大，不同线路之间更是衔接交错。在高速铁

路运营安全管理过程中，为了保证安全管理效果和效率，需要

推动高速铁路作业的规范化、标准化管理，落实路段管理责任，

对整个高速路段的施工安全和运维安全负责。落实国家颁布的

《高速铁路安全防护管理办法》，并根据企业管理要求，细化

安全管理的标准，对高速铁路的安全施工和运营管理进行规范。

在详细的管理规范指导下，切实加强站段安全管理责任，减少

违章作业的出现，不断提升高速铁路运营安全效果。

4.4 强化自然灾害的预测和监测工作

铁路运输长期处于复杂的自然环境中，因此一旦出现恶

劣天气会直接影响高速铁路的运营安全。自然天气具有不可

控制因素，有很多突发情况无法得到准确的管理。针对这一

问题，高速铁路均设置自然灾害和异物侵限监测系统，应用

预警系统和自然灾害的检测系统，能提前预测到恶劣天气的

出现。在自然灾害的预测和监测过程中可以结合现代化先进

技术的应用，减少自然灾害对于铁路运输造成的影响。同时

制定更加完备的灾害应急处置预案和处置流程，最大限度地

减少灾害对高铁运营的影响。

5 结语

综上所述，高速铁路运营安全管理水平的不断提升，可

以确保高铁运营的安全稳定可控。要想提高高速铁路运营安

全管理水平，就必须不断改进和完善高铁建设的技术标准和

施工手段，进一步完善高速铁路调度指挥安全管理体系。同

时加强动车组的运用安全管理，强化高铁站车协调组织和人

员作业标准化、规范化水平。技术创新方面，不断提升高铁

调度集中 CTC 设备智能化水平，加强灾害预测和预警功能技

术攻关。通过人防、物防、技防三个方面的提升，从而确保

高铁运营的安全有序和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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