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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铁路飞速发展，铁路网规模逐渐扩充，因此对防

洪制度也有了新要求，其中气象灾害对铁路运输安全具有直

接性的影响作用，尤其是暴雨洪水灾害，对铁路运输干线

的影响较大，如果没有及时采取及时性的防控措施和隐患排

查，将对铁路运行造成不利影响。从这一层面来讲，笔者认

为在今后工作中应该创新工作思路，积极探索并运用防洪隐

患排查机制，确保铁路系统的正常运行，优化铁路防洪体系

建设。

中国地域辽阔，人文活动差异明显，气候气象变化较大，

尤其在夏季多雨期，水灾发生频率高，部分地区（地质灾害

频繁发生的地区）铁路洪水灾害次数多，容易引发粉砂土路

基发生病害，泥石流、强暴雨对铁路系统和交通运输造成不

便。而铁路防洪的根本作用就是通过一系列人为管制、制度

建立、科技创新，有效提升对洪水灾害的预警，提前采取管

控措施，降低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

铁路防洪隐患排查就是指根据铁路总公司的制度要求，

将“五项排产 +六个负责”相结合，重点监测并排查责任

管辖区段 [1]。对深基坑开挖、路桥过渡段、高堤深堑、基建

周边环境进行统一检查，并将问题统一整合，组成防洪隐患

问题库，加强日常检查监控，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加强铁路

防洪管理。

根据笔者多年铁路防洪研究和从业经验，认为当前防

洪工程质量监管陷入困境，“细节工程”的工作效率仍然存

在进步空间，其次防护设备维护工作不到位，对铁路路基难

以实现定期检查、定期维护，部分隐患排查一线人员出现老

龄化问题，过于依赖人工排查方式，而一些青年工作者对铁

【作者简介】谢泽京（1990-），男，中国河北辛集人，本

科，助理工程师，从事铁路防洪管理研究。

Abstract

elaborated the basic content and role of railway �ood control, then presented the dif�culties of the present work, and found that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progress in the work ef�ciency of the “detailed project”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railway �ood control safety

prevention, strengthen railway �ood control management, do a good job in �ood season �ood control preparation, build �ood control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 realize the data, visualization and visualization of �ood control and rescue, and improve the workers
for ef�ciency.

Keywords
innovative management; hidden trouble investigation; railway �ood control; role; dif�culty

铁路防洪隐患排查创新管理探索
谢泽京

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聊城工务段，中国·山东聊城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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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隐患检查工作的认识程度不够，对本职工作的岗位责任仍

未形成强烈意识，业务能力有待提升。因此，笔者建议在今

后工作中应该提升职工素质，提升培训工作的有效性，深入

落实细节管理，及时引进先进的隐患排查信息化系统，充分

利用物联网便利，构建防洪防汛监控系统，促安全保财产，

合理研判，做好防洪前准备工作。

要想做好防洪的各项准备工作，必须对设备隐患进行

排查，尤其在复杂的地形地貌中，检修和防洪一线工作者必

须排查路基路段病害情况，对航拍图像进行回放，考察各车

段排水设施的泄洪能力，根据防洪地点等级，综合掌握水文

和气象信息。确保一切防洪、抗洪、抢险设备的正常应用，

如雨量计、枕木、照明工具、钢轨等防洪用品，组建防洪抢

险后备力量，与抢险支援力量展开合作，在必要时签订联合

抢险协议，确保相关部门和组织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和要求，

随时调集挖掘机、推土机等设备。制定并完善防洪预案，组

印发防洪宣传海报，加强防洪安全宣传，做到防洪防汛深入

人心，尤其是青年铁路工作者，必须强化自己的岗位意识和

工作职责，雨前抓排查，抓预报，注重事故救援的管理与培

训，避免在铁路干线和支线出现水漫道床等情况，不影响行

车安全，确定防洪警戒等级标记，实现运输效率和防洪安全

的统一，积极探索各个区域方防洪策略的可行性管理模式，

实现行车组织效率最大化，实现“封锁”警戒值的目的。

为了响应铁路防洪应急管理工作要求，笔者建议各级

铁路管理部门应该充分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构建防洪防汛

监控系统，立足 5G网络建设，促进铁路产业的智能化发展，

现场巡查人员、站值班员在地理信息系统平台数据的指示

下，对本段铁路的降雨实时信息、防洪防汛图表、雨量收集

信息、干线视频、统计数据分析、防洪简报进行及时反馈，

提高防洪信息传递实效。汇总分析全路各线的封锁、抢险、

出巡等情况，用户登录系统后，可以将该情况及时向所在单

位和上级部门进行反映，对已知隐患做到心中有数，了解水

害发生地点的具体地质信息和地貌情况，方便后续采取行车

警戒措施。在信息技术的加持下，完善全路电子管界图，加

强各级防洪主管人员的有机联动 [2]。提供雨量信息查询，同

时获取空间数据，信息更加高效，实现防洪防汛和抢险的数

据化、可视化、直观化，在该种工作模式下，有效建立人机

防洪“双保险”，强调以系统为平台，将责任措施具体化，

确保防洪区段运输畅通，精控汛期灾害多发地段。

相结合

优化日常巡检和检修制度，将人工巡检与智能巡检相

结合，职工全员参与铁路防洪体系建设，设立防洪防汛信息

平台，干部必须在岗在位，对洪水多发地段进行严防死守，

认真复查雨量监测数据并做到及时更新，配备专门人员在雨

中定点看守，根据雨量警戒级别，灵活性调整工作方案。如

果发生特殊情况和突发地质灾害，铁路部门管理部门有权利

扣停列车，提升铁路运输的安全性 [3]。始终坚持隐患精细整

治，以细节控制为着眼点，开发并设计铁路防洪 RFID巡检

系统，将信息钮安装在线路上，可清晰地了解到线下巡检情

况，对人员的工作效率进行研判，及时发现遗漏、误差等信

息，实时记录、跟踪人员巡检情况，之后上传巡检数据，对

防洪隐患进行地毯式排查，与传统模式相比，统一了检查方

式，为隐患排查情况的监管提供数据支持，并对检查结果记

名，深入落实“事有人管，人有专责，有责必究”的工作精神。

紧急预案实效性

铁路防洪隐患排查从本质上讲属于“人”的管理，即

使是信息化应用设备和巡检设备已经逐渐普及，但是仍然不

能脱离人员的管控，因此笔者建议相关部门应该加强职工队

伍建设，做好抢险准备的同时实施日常应急演练与培训，严

格考核奖惩机制，在日常工作中应该以“一雨一分析”为原

则，强化应急值守，严格执行汛期值班制度。监管人员应该

抽查值守工作情况，如果出现玩忽职守行为，将在例会、季

度会议、安全教育大会、职工大会中作出严肃批评与指正，

如果因为该行为影响到铁路防洪效果，或者对铁路工作、人

员生命财产造成伤害与威胁，将直接作出降职、撤职、停职

甚至是开除处理。优化服务方式，提升铁路工作应急管理和

紧急预案实效性，加强人才培养，深入落实对防洪关键地段

的检查制度，确保汛期铁路行车安全，避免铁路中断、列车

脱轨、危石降落等事故的发生。

铁路防洪工作的精细化实施可以有效提升对洪水灾害

的预警，确保铁路系统的正常运行。因此，笔者建议相关部

门应该对设备隐患进行排查，对已知隐患做到心中有数，了

解水害发生地点的具体地质信息和地貌情况，方便后续采取

行车警戒措施，将 RFID巡检与日常检修相结合，为隐患排

查情况的监管提供数据支持，构建防洪应急管理系统，对洪

水多发地段进行严防死守，强化责任落实，提升紧急预案实

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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