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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安全管理概述
01



• 定义：轨道交通安全管理是指为确保轨道交通系统正常运行，预防和减少事故，保障乘客和员工安全，对轨道交
通设施、设备、人员、环境等方面进行的一系列管理活动。
• 设施管理：包括轨道、桥梁、隧道、车站、车辆等基础设施的维护、检修和更新。
• 设备管理：包括信号系统、通信系统、供电系统、空调系统等设备的维护、检修和更新。
• 人员管理：包括员工培训、考核、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理能力等方面的管理。
• 环境管理：包括轨道交通运营环境、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等方面的管理。

• 目标：确保轨道交通系统的安全、高效、舒适、便捷运行，降低事故风险，保障乘客和员工的生命财产安全。
• 安全：减少事故发生的概率，确保乘客和员工的生命财产安全。
• 高效：提高轨道交通系统的运行效率，满足乘客的出行需求。
• 舒适：提供良好的乘车环境，提高乘客的满意度。
• 便捷：优化轨道交通线路和站点布局，方便乘客出行。

轨道交通安全管理的定义与目标



• 轨道交通作为城市公共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大容量、安全、便捷、环保等特点，对于缓解城市交通拥堵、
提高城市形象具有重要意义。
• 大容量：轨道交通具有较高的载客量，能够有效缓解城市交通压力。
• 安全：轨道交通安全管理可以降低事故发生的概率，保障乘客和员工的生命财产安全。
• 便捷：轨道交通线路和站点布局合理，方便乘客出行。
• 环保：轨道交通相较于汽车、摩托车等交通工具，能源消耗低，污染小。

• 轨道交通安全管理关系到城市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不容忽视。
• 经济发展：轨道交通安全管理可以保障轨道交通的正常运行，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 社会稳定：轨道交通安全管理可以降低事故发生的概率，减少社会矛盾和纠纷。

轨道交通安全管理的重要性



• 国家和地方政府制定了一系列轨道交通安全管理的法律法规，为轨道交通安全管理提供了法律依据。
• 国家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等。
• 地方法律法规：如《城市轨道交通安全管理规定》、《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办法》等。

•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加强自身安全管理，确保轨道交通系统的安全运行。
• 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明确各部门、各岗位的安全职责，确保责任到人。
• 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如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安全生产检查制度等。
• 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应急预案：制定针对不同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轨道交通安全管理的法律法规



轨道交通安全管理策略与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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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根据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制定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
• 安全责任制度：明确各部门、各岗位的安全职责，确保责任到人。
• 安全教育制度：定期对员工进行安全教育培训，提高员工的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理能力。
• 安全检查制度：定期对轨道交通设施、设备进行检查，确保正常运行。
• 安全应急预案：制定针对不同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 轨道交通安全管理制度应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便于在实际工作中贯彻落实。
• 针对性：根据轨道交通运营单位的实际情况，制定符合本单位特点的安全管理制度。
• 可操作性：安全管理制度应简洁明了，便于员工理解和执行。

制定轨道交通安全管理制度



•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重视安全培训工作，定期对员工进行安全教育培训，提高员工的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理能力。
• 安全意识培训：教育员工树立安全意识，遵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本单位的安全管理制度。
• 应急处理培训：培训员工掌握应急处置方法和技巧，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 技能培训：培训员工掌握轨道交通设施、设备的操作和维护技能，确保正常运行。

•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加强与政府、行业协会、高校等合作，共同开展安全研究和培训，提高安全管理水平。
• 政府支持：争取政府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扶持，提高安全培训工作的效果。
• 行业协会合作：与行业协会共同探讨安全管理的经验和方法，提高安全管理水平。
• 高校合作：与高校合作开展安全研究和培训，培养高素质的安全管理人才。

加强轨道交通安全培训与教育



•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建立安全监控与预警系统，实时监测轨道交通设施、设备的安全状况，预防事故的发生。
• 设施监控：对轨道、桥梁、隧道、车站、车辆等基础设施进行实时监测，确保正常运行。
• 设备监控：对信号系统、通信系统、供电系统、空调系统等设备进行实时监测，确保正常运行。
• 环境监控：对轨道交通运营环境、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等进行实时监测，预防事故的发生。

•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加强预警分析，对监测数据进行深入挖掘，提前发现潜在的安全隐患，采取预防措施。
• 预警分析：对监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异常情况，提前预警。
• 预防措施：对潜在的安全隐患进行排查和处理，确保轨道交通系统的安全运行。

建立轨道交通安全监控与预警系统



轨道交通应急处置的基本
原则与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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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轨道交通应急处置是指在轨道交通运营过程
中，发生突发事件时，采取的紧急处理措施，以减

少事故损失，保障乘客和员工的安全。

• 突发事件：如火灾、地震、列车脱轨、
恐怖袭击等。
• 紧急处理措施：如启动应急预案、疏
散乘客、关闭设施、救援伤员等。

目标：迅速有效地处置突发事件，减少
事故损失，保障乘客和员工的安全。

• 迅速：在发生突发事件时，能够迅速
启动应急预案，采取紧急处理措施。
• 有效：紧急处理措施能够有效地减少
事故损失，控制事态发展。
• 保障安全：确保乘客和员工的生命财
产安全，避免次生灾害的发生。

轨道交通应急处置的定义与目标



以人为本：在应急处置过程中，始终
把保障乘客和员工的安全放在首位，

优先保护弱势群体。

• 优先保护弱势群体：如老人、孕
妇、残疾人、儿童等。
• 确保安全：采取紧急处理措施，
确保乘客和员工的安全。

快速反应：在发生突发
事件时，能够迅速启动
应急预案，采取紧急处

理措施。

• 快速启动应急预案：在发生突发
事件时，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组织
应急处理。
• 采取紧急处理措施：根据应急预
案，采取相应的紧急处理措施，控
制事态发展。

合理调度：在应急处置
过程中，合理调配资源，
确保应急处置工作的顺

利进行。

• 调配资源：如人员、设备、物资
等。
• 确保顺利进行：合理调配资源，
确保应急处置工作的顺利进行。

轨道交通应急处置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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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警：通
过安全监
控与预警
系统，发
现潜在的
安全隐患，
提前预警。

• 发现安全隐患：对监测数据进行
深入挖掘，发现潜在的安全隐患。
• 提前预警：对潜在的安全隐患进
行预警，提醒相关部门采取措施。

• 启动预案：在发生突发事件时，
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 组织应急处理：根据应急预案，
组织相关部门采取紧急处理措施。

启动应急
预案：在
发生突发
事件时，
立即启动
应急预案，
组织应急
处理。应急处置：

根据应急
预案，采
取紧急处
理措施，
控制事态
发展。

• 紧急处理措施：如疏散乘客、关
闭设施、救援伤员等。
• 控制事态发展：通过紧急处理措
施，控制事态发展，减少事故损失。

• 评估过程：对应急处置过程进行
评估，分析应急处置的效果。
• 总结经验教训：总结经验教训，
完善应急预案，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事后评估：
对应急处
置过程进
行评估，
总结经验
教训，完
善应急预
案。

轨道交通应急处置的基本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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