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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根据相关调查研究表明，中国的城市轨道在交

通体系中发挥着较大的作用，以中国厦门为例，目前运营 3条

线路，长度 103公里，共计 77个车站。但是，城市轨道交通

运营中设备会出现故障问题，没有较好的抢修工作和应急措施，

会极大影响轨道交通的正常运行，导致城市的交通无法发挥

作用，所以要加强城市轨道交通运营设备故障抢修和应急管

理工作，保证中国交通正常运行，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 [1]。

交通运营设备故障抢修的方案要遵循故障抢修的原则，

在原则的基础上制定抢修方案，有利于充分体现抢修目标，

可以全面结合交通行业的特点保证运营对抢修工作的需求。

交通运营设备故障抢修的原则是“保人身、保设备、先通后复”，

在进行设备抢修工作时，根据设备发生故障的原因，按照“临

时处理—边运营边抢修—中断运营抢修”的原则组织抢修工

作，如果出现无法快速修复故障保证轨道交通正常运行时，

要及时利用其他交通方式对乘客进行疏通，保证交通的运行

效率，保证交通对顾客的服务。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设备故障抢修制度主要是对影响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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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设备、时间重要的时间段、特殊天气等等情况设定的，

抢修制度要求在重要的设备区域要安排专门的信号专业人员

进行全天看守，保证在重点设备发生故障之后可以及时发现

并进行抢修。抢修制度在重要时段要安排专门的值班人员，

比如节假日、早晚高峰等，对车站进行值守，保证可以随时

对各种突发情况进行反应。抢修制度在特殊天气主要是在恶

劣天气来临之前，提前做好抢修准备，提前对设备的安全隐

患进行排查，检查好抢修物资是否齐全，避免因环境因素对

国道交通运营设备造成影响 [2]。

建立专业的城市轨道交通运营设备故障抢修队伍，定期

对抢修队伍的专业技能进行培训，定期开展抢修队伍的演练

活动，对所有的抢修物资要进行分存，并且有专门的管理人

员对抢修物资进行统一分配，同时，还要配备专门的抢修车，

保证抢修队伍可以快速开展抢修作业，要在抢修车上配备各

个专业的重要抢修物资和工具，保证抢修车可以在最短的时

间内到达故障现场，最大程度上减少抢修的时间，保证城市

轨道交通的正常运行。某城市轨道交通运营设备日常管理流

程如图 1所示。

城市的轨道交通应急管理主要是针对各类突发性社会事

件，避免对社会和公众造成较大的危害。所以要建立完善的

城市轨道交通应急管理体系，依靠应急管理体系建立应急值

班体系、应急预案体系、应急现场组织。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部门要设置专门的应急值班室，

采用专业的应急人员担任应急主管，要执行全天的应急值班

制度，应急值班室要设置在线路控制中心的 OCC大楼中，保

证在发生紧急情况的第一时间，值班人员可以快速到达现场，

负责现场的应急抢险工作，对现场情况进行控制。应急值班

室不只是在发生紧急情况时担任指挥官的职责，同时还是应

急管理体系建设的整体，主要负责健全分公司的应急管理机

制，对分公司的应急机制进行各种检验，检查各分公司的联

动性，还负责组织各个分公司进行应急工作的演练，并且根

据演练的实际情况对分公司应急机制存在的不足进行补充，

修改分公司的应急预案，还要定期开展对各个分公司应急管

理工作的巡查，监督并且落实分公司的应急管理工作，排除

分公司应急机制的安全隐患，提高分公司的应急管理水平，

定期开展分公司的应急物资清查工作，保证在发生紧急情况

时，应急物资可以满足紧急情况的需求，还要定期对各个分

公司开展应急培训工作 [3]。

主要是在上级的应急预案基础上对各个分公司的突发事

件开展综合预案，对较为突出的风险性事件制定专门的应急

预案，主要是防洪应急预案、电力供应应急预案等等。在专

项应急预案下一共设有十七种各类现场的处置方案，相关故

障处理指南、设备操作手册、岗位手册、一站一预案为辅助

内容。城市轨道交通运行应急体系可以有效应对各种突发性

事件，较高程度上减少突发性事件对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造成

损害，保证城市轨道交通正常运行。

在对突发性事件进行处理的过程中，容易出现多重领导，

导致应急现场的管理混乱，所以应急现场必须进行统一的指

挥，清晰地对现场处置进行分工。主要内容就是当发生突发

性事件时，要及时通知相关部门开展应急工作，在现场设置

功能组，分别是应急抢险组、技术保障组、后勤物资组、应

急支援组、信息管理组，值班领导作为最大决策者。应急事

件发生时的处理流程如图 2所示。

的提升措施

为了有效提高城市轨道交通运营设备故障抢修与应急管

理，要加强应急演练，全面、多层次地开展演练工作，提高

各岗位工作人员的应急工作经验，利用信息手段及时将演练

情况进行记录，通过记录的演练情况进行总结分析，分析出

演练工作中的不足，及时发现演练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整

改，不断促进各部门面对紧急情况相互协调进行处理的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要加强对演练环节和功能的检验工作，保证

在发生突发性事件时应急工作可以顺利开展。加强关键岗位

工作人员的技能培训，保证工作人员熟练地掌握应急技能和

应急流程，有序地开展应急工作。

要提高对现有故障问题的分析，对不同的故障问题采用

不同的处理标准，完善设备故障抢修和应急管理的应急预案。

针对抢修和应急管理制定统一的应急处理时间，可以促进各

部门开展有限的联合行动，对故障问题进行准确分析，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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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于对突发事件处置的运营调整，以便于相关部门对故障问

题进行分析和总结。所以，要制定各类影响行车设备恢复时

间标准 [4]。

要建立应急信息发布平台，及时在平台上发布应急信息，

保证应急信息可以及时、准确地传递，促进故障抢修和应急

管理工作更加高效地开展。

综上所述，中国的城市轨道交通运营设备故障抢修和应

急管理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管理体系，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提高

了设备故障抢修和应急管理的工作效率，提高了面对突发性

事件的应对能力。但是，这些仅限于单线运营、客流量小、

行车密度小的情况，当城市轨道交通扩大规模时，便无法对

突发事件开展较好的应对工作，所以要加强提高城市轨道交

通运营设备故障抢修和应急管理的水平，促进中国交通业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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