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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地铁线网大发展下的乘务运作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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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地铁行业高速发展的影响下，对地铁乘务进行管理的难度和压力不断增加。而乘务管理人员怎样

结合运转图纸对驾驶人员运行班次和值乘方法进行安排，使各人员能够得到合理配置显得非常重要。所以本文专门

针对在地铁线网发展影响下的乘务运作管理工作进行全面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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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乘务运作特征

乘务运作中涉及的特征包含这些方面：首先，这项

操作涉及的专业领域很多。对整个地铁进行运行操作时，

跟乘务运作有关的部门不断增加，而且其中包含车辆检

修、通号维修等各个部门，而对于其中专业的接口布置

方面而言，其中涉及行车和供电等设备。其次，在开展

乘务运作过程中产生的数据信息量非常大。实际对这项

工作开展管理时，乘务中心跟外联部门之间的运转和工

作都要对日常相关信息进行整理和反馈。比如乘务内部

运转时，要求整理整个地铁运营中所生产的模块和班组

生产信息，将这些信息汇总起来及时反馈给上级部门。

而在乘务外部运作当中，同样要对每个接口当中的协调

情形进行整理，以免后期实际工作中受到不良影响。另

外，行车组织具有复杂性。由于目前地铁行业的快速发

展，地铁线路承载力不断增加，各个城市地铁客户人流

量也得到提高，从而产生客运能力不足的情况，所以对

乘务运作开展管理工作时，要求对行车组织开展优化和

改善。比如某地区地铁线路运作过程中，为了更好缓解

客流量所产生的压力，需要建立起“Y”型交通道路或
者采用不均匀的运输等方法，将地铁的运输能力提高。

2.探究地铁线网发展影响下的乘务运作管理方法

2.1.关注管理扁平化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过程中依然运用前期轨道线路

发展，因为这种线路比较单一，并未构成具有网络式的

运营模式，这种运营模式的组织架构呈现纵深性。而后

期对线路进行设计时，采用比较单一的运营线路进行设

置，不断向网络化的趋势发展，其整体管理架构存在扁

平化特征，通过运用这项特征，不仅可以将其管理效果

提高，还能有效减少在管理方面构建组织架构时的难度。

而这个环节中因为管理层次不断减少，在一些方面对系

统管理的稳定性给予了一定支持。如今城市轨道交通逐

渐朝着网络化和高速化的趋势发展，这种情况下对地铁

运营单位管理工作提出很高要求，为了更好适应目前快

速发展的轨道交通，地铁运营公司会对新的工作人员提

供培养计划。开展培训工作时，要求所有人员不仅要掌

握自身本职工作和专业技能，还要对其他岗位理论知识

全面进行掌握，做到跟实际岗位要求相适应。

2.2.构建跨专业业务

通过扁平化管理以及技能专业化水平方面来看，对

线网进行扩张后，整个乘务运营组织框架要通过区域规

划以及线路独立运作等，乘务单独运作则表示在运营范

围内，整个专业一定要融合成一个整体，在此环节中，

每个岗位人员不仅要对自身专业知识和技能进行掌握，

还要全面了解其他专业知识。要求地铁运营部门构建跨

专业培训机制，将培训工作做好，这是开展这项专业培

训的首要环节。从整个方面来看，开展培训需求方面的

分析是一个信息整理和总结的阶段，最后可以获得分析

结论。合理开展需求分析能够准确判断距离，获取具有

科学性的结果。然后对跨专业培训计划进行编制，其主

要内容就是确认培训内容和培训人员，采用这种培训指

导方案，确定新的计划。实际跨专业培训课程进行编制

时，还要把培训的最终目标，内容管理整个过程表现出

来，将各项培训工作的专业性提高。

2.3.运用乘务信息系统

通过运用乘务信息系统能够满足统计客车驾驶人

员值乘信息、调班记录和交通道路安排等。将比较零散

单一的各个模块整理成一个整体。在前期不能对单个驾

驶人员开展全流程管理的情况下，可以获得管理方面的

突破。通过运用乘务信息系统当中的每一个模块搜索功

能，满足对电客车驾驶人员甚至到核心日常运作的全方

面监督控制。与此同时，运用这项系统还能使乘务管理

各个模块朝着信息化发展，减少乘务运营过程中的成本，

将其整体效率提高，制定更具有合理性的计划，最关键

的一点是在乘务工作当中能够起到安全预防和监督管

理的作用。第一，排班管理体系。在乘务信息系统当中

的这项管理工作主要是为电客车的驾驶人员进行排班

和开展日常管理，整理好乘务运营相关信息和公里数的

计算等数据。对列车运作图进行编制的情况下，还要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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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考虑到列车开行方案、轮成数量和时间等各项规则，

编制人员还要采用计划或者是交路表。对驾驶人员日常

开展管理工作时，对其调班和出发早退出勤情况等数据

进行统计，要发挥出息查询过程中的及时全面性，使工

作人员的安全管理更具有多样性。对各个模板数据进行

实时跟踪，登记所有人员出勤和休假等各项内容，通过

交路表管理等进行全方面分析，其主要作用就是结合运

行图，采用乘务信息系统，相关工作人员具体情况换乘

地点、标准以及时间等各项因素，通过采用三休一的班

制定出成计划，实际落实到天数和车次等，这样就可以

单独设置，还能批量安排。采用这项功能能够将工作人

员的使用发挥到最大化，而且这项系统还能形成锯齿图

以及公里数统计功能，降低日常生产过程中的人力和物

力，避免因为人为操作失误而发生问题，提高整个数据

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第二，综合管理体系。这项模块当

中涉及的乘务岗位很多，跟乘务排班系统进行对比，其

中涉及驾驶人员岗位，这项体系的针对性很广，可以从

个人信息以及培训管理内容、绩效考核管理和交班接班

管理等各个模块，可以全面管理和控制乘务其他岗位，

同时还能对其他各岗位日常操作进行监督控制，使管理

工作更全面。

3.结语

总之，在地铁向往快速扩张的影响下，乘务运作工

作也迎来了新的挑战，其运作模式和方法上都发生了一

些改变，而整个乘务运作之间有很强的系统性要求，完

善有关管理制度，构建更合理的信息化管理平台，确保

跟实际乘务运作模式相统一，才能将整个运输服务质量

水平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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