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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运营系统危险有害因素辨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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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伴随着我国地铁系统发展的日益迅速，对于地铁运营系统存在的一些危险事故，应做好及时排查。本文主要将

地铁运营危险和地铁运营系统危险有害因素存在的隐患进行有效区分。对于排除潜在危害的流程、内容以及危害因素计算事

故危险程度，多角度因素排查、风险架构评估、风险水平评估等方面作出综合研究，以更加合理的改善。研究进行有利化模

拟，对于应急处理系统更新技术设备的使用以及相对应的维修保养计划方式等改革，地铁运营系统的运营体系及有效降低危

险事故发生的不利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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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铁运营系统危险事故出现的原因

1.1 人为因素

（1）外部因素

地铁作为城市的重要交通枢纽工具，客流量巨大，车站、

车厢人员流动较为密集，乘客在乘车过程中有较多不安全行

为。因此，地铁在运营中存在着一定风险，跌入站台、碰撞

紧急按钮、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乘车秩序混乱、人员误入隧

道等等，都会为地铁的不安全因素增加一定的隐患。

（2）内部因素

有些大城市，地铁运量非常大，稍有不慎就会崩溃地铁

系统会牺牲掉一些安全因素而保证效率。因为一旦因为客运

量太大导致地铁系统瘫痪，多出来的客流量将会转移到地

上，到时候的安全隐患无可估量。国内的地铁系统尽管已经

保持高自动化，但是相比国外还是相对落后，故而地铁系统

也在不断升级改造当中，其安全性必然是越来越高。

1.2 设备因素

在地铁建设并投入运营的过程中，应该对购置设备设施

的过程提出严格的质量标准。质量标准的高低会在一定的程

度上对后期地铁运营的安全产生影响。若是质量标准较高的

采购，运营的过程中会减少设备风险的发生概率，采购的整

体质量和供应商的供货水平密切相关。

1.3 环境因素

（1）自然环境因素

自然环境的影响，包括洪灾、火灾、地震、台风等不可

抗力因素，其对地铁内部的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使地铁无

法正常运行，导致事故的发生。

（2）社会环境因素

虽然现阶段社会主体稳定和谐，但存在着因政治、宗教

等内外部环境因素造成的违反治安管理条例的行为、事件，

危害地铁运营系统安全。

（3）内部环境因素

巨大的客流量和高速列车本身各种机电设备的运行，都

会产生很大的热量，使得地铁内温度非常适宜一些微生物的

生长繁殖，如细菌、病毒、霉菌、变形虫等在过滤器、冷却

盘管、滴水盘、风道等空调设备和地下隧道的潮湿表面大量

生长繁殖，产生大量毒素、气味等代谢物，并通过空调通风

系统快速大面积传播。列车运行产生的活塞效应，则进一步

加剧了微生物污染的蔓延和传播。

2 地铁运营系统危险有害因素辨识流程分析

2.1确认危害因素种类

（1）火灾事故。火灾事故是指包括因为电缆线路短路，

造成的火灾诱因及人为携带违禁品或易燃易爆物品等。

（2）列车脱轨事故。脱轨事故的成因包括设计规划不

合理、列车员、危险驾驶运行线路遭到不明物体侵害等。

（3）踩踏事故。踩踏事故多发生在客流量较大的站台，

对于紧急事故的发生，容易发生踩踏事故，造成恐慌等等。

（4）列车冲突事故。对于发生列车冲突事故，主要是

因为操作人员的不规范驾驶，以及地铁在运行中出现的其他

异常情况。

（5）中毒与窒息事故。因地铁的特殊环境造成人流密

度较大，如发生火灾时亦会造成中毒或窒息事故、灾害的发

生。

（6）其他危险事故。在地铁运营中，其他危险事故也

时常发生，如触电、机械伤害、电梯等。此类事故多是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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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违规操作或设备老化、检修不够及时等情况造成。

2.2 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

偏离预期、造成负面影响的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和后果严

重程度的组合称之为安全风险。对地铁运营过程中存在的风

险点进行辨识、评价，确定风险等级，采取相应管控措施，

实施风险动态管理的活动称之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

风险是导致事故事件发生的情况，隐患是风险管控措施

失效后的状态。隐患排查对象是风险管控措施弱化、缺失、

失效，两者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但两者又互相联系。风险是

客观存在的，可采取管控措施降低风险，隐患主要来源于风

险管控措施的薄弱环节，注重过程管理，可通过全面排查发

现隐患，通过及时治理消除隐患。

2.3 风险管控措施制定

风险管控措施分为工程技术措施、管理措施、培训教育

措施、个体防护措施、应急处置措施。选择风险控制措施时

应考虑：可行性、安全性、可靠性、重点突出人的因素，风

险管控措施实施前，应针对措施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是否使

风险降低至可接受风险、是否产生新的危险源、是否已选定

最佳的解决方案进行评审，确定风险控制措施。

2.4 建立风险评价模型

风险等级由高到低统一划分为重大（红色）、较大（橙

色）、一般（黄色）、较小（蓝色）四个级别。风险等级大

小（D）=风险事件发生的可能性（L）×后果严重程度（C）。

3 提高地铁运营系统运行稳定性的措施

3.1 做好系统更新工作

在面对地铁工作的运营中，系统更新更有利于地铁的实

用性，良好的运营方式会使地铁运营系统的处理能力得到显

著提高，地铁运营系统自动化水平，应借助于营运状态，首

先地铁交通的人流密度会朝着多元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

再根据智能领域的先进手段进行运营结构调整，在调整的过

程中，使地铁运营系统更好的适应智能化技术的发展。智能

化技术与地铁运营系统相互融合、相辅相成，使地铁运营工

作得到良好的营运，保证系统安全、平稳运营。

3.2拟定应急处理措施

随着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准时便捷的地铁成为市民出

行的主要方式之一。地铁车站多为地下建筑，地铁站空间相

对封闭，出入口通道狭窄，客流量巨大，人员密集场所发生

火灾时发烟量大、排烟排热差，会造成疏散困难、扑救困难。

当人员密集场所发生火灾的时候，产生的大量浓烟、毒气容

易使被困人员的视线不清楚，很快就会出现中毒、神志不清

的现象；燃烧产生的高温、热气流使人难以忍受，极易出现

惊慌失措，在惊恐中争相逃命，互相拥挤，极易在疏散中导

致踩踏伤亡，而且拥挤的疏散人群，必然导致疏散过慢，增

加了中毒、窒息伤亡的可能性。

3.3引入新的技术设备

对于目前地铁运营系统的先进技术，更好地朝着智能化

发展，因此引进新技术，改良新系统是目前地铁系统运营的

一项重要措施，利用互联网优势，依据大数据时代的来临。

根据数据采集信息进行汇总，对于采集数据定期进行整理筛

选，使信息得到进一步的使用，更好发挥其作用，根据数据

采集信息进行多角度评估，使评估结果更有利于依托地铁运

营系统的技术、设备安全性的使用情况。

3.4完善检修养护计划

通过完善的养护方式，对地铁运营系统是否存在着不安

全因素进行及时检查维修，检查维修人员需要对检查维修工

作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操作，日常养护、一级养护、二级

养护等方式进行设备维护，在维护设备的过程中。需要借助

自检系统和人为检查的方式，对设备发的潜在问题和不安全

隐患及时进行记录和排查，对于记录的不安全隐患要及时进

行维修整改，对自动化系统排查数据进行逐步审核，使工作

进入到精细化和稳固化的状态。

4 结语

综上所述，做好系统的检查工作和应急预案是降低地铁

事故发生风险的首要内容。因此，新技术在地铁运营系统的

技术更新与安全使用，大数据时代人工智能的引入，数据采

集与新科技的发展、日常设备的保养、检查与维护，都在为

地铁运营系统的安全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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