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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针对铁路运输安全管理与风险防范，诸多学者从不

同方面进行了研究。从铁路运输安全现状入手，提出铁

路设备维修不到位、安全管理制度不够完善等。孙浩通

过对铁路运输安全管理分析，提出提升铁路运输调度水

平、强化人才管理机制、强化对于自然灾害的监测以及

预报水平等措施。应提出完善应急制度、科学协调运量

和运能的关系、引进使用新设备等措施，以期提高铁路

运输安全管理水平。

1　影响铁路运输安全管理的主要因素

1.1 人员因素

在铁路运行过程中，人员因素的存在也能在很大程

度上造成铁路交通事故的出现。所以对人员的管理工作

十分重要。人员因素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运输系统内工

作人员的影响以及运输系统外人员的影响状况。运输系

统内的影响力主要来源于各工作人员对岗位工作完成的

程度以及对突发状况有效处理的能力，以及职业道德等

方面；而运输体制外人员因素对铁路运输安全管理的影

响主要表现在旅客、货主对铁路相关制度的认知程度，

以及铁路周边居民对运输设备的防护状态。比如旅客在

乘车时要注意文明守礼，出现问题及时寻求帮助。货主

要对所托货物按照其危险性以及特性进行详细的说明，

以方便铁路管理部门采取及时有效的预防措施。铁路周

边的居民对铁路要存有保护意识，避免因人为原因造成

的铁路运输故障 [1]。

1.2 铁路设备设施故障问题

在铁路运输过程中，往往需要使用大量的设施，因

此其能否正常运行和使用，会对铁路运输安全构成直接

影响。通过分析铁路设备的使用情况，很多铁路列车设

备在实际使用过程中都存在稳定性不足的问题，在出现

故障之后，往往不能得到有效解决，进而对列车运行的

安全性造成了非常直接的影响。为了避免此类问题，相

关人员需要对该问题引起足够的重视，并及时采取有效

的规避措施，以此保证铁路交通运输的秩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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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管理方式落后

当前，我国正处在信息时代背景下，各行各业在新

形势的冲击下都努力抓住时代机遇进行变革。同样，铁

路运输行业也逐渐开始向信息化、智能化发展，这是铁

路运输行业发展的新机遇，因而铁路运输安全管理方面

也逐渐向信息化的迈进。可见传统的粗放式管理模式已

经很难满足现代化铁路运输安全管理的要求。

1.4 铁路沿线安全隐患多，需要进一步加强安全监督

铁路运输安全管理属于系统工程，尤其是随着我国

铁路事业的不断发展，铁路规模越来越大，铁路运输信

息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对铁路运输安全管理工作提出更

高的要求。目前，我国铁路运输安全管理暴露出沿线安

全隐患较多的问题。虽然铁路部门制定了严格的安全管

理制度，但是由于缺乏对运输安全管理的常态化监管，

导致日常安全管理工作存在诸多缺陷。例如，铁路沿线

违建，硬飘物、轻飘物、危树、防尘网等飘上线路影响铁

路设备，导致事故发生，铁路线路旁挖沙、取土、非法施

工等影响铁路安全，为铁路运输安全埋下巨大隐患 [2]。

2　铁路运输安全管理的提升措施

2.1 提升铁路职工安全意识

提升铁路运输安全管理工作最终需要铁路职工来落

实。因此，在新常态环境下铁路部门要加强对工作人员

的教育培训，提升专业素养，树立牢固的安全意识：首

先，铁路部门要结合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加强教育培训，

提高铁路运输管理人员的专业技能。例如，铁路部门应

结合铁路运输人员结构复杂、流动性强的特点开展疫情

防控技能培训，既要加强职工自我防控技能的培训，也

要重视客观分析安全隐患的技巧。其次，要积极开展安

全管理技能比赛，通过岗位技能比赛提高工作人员的安

全管理技能。随着铁路运输智能化的发展，铁路运输安

全管理人员也要及时掌握相关的技能。技能比赛可以激

发员工学习的积极性。因此，铁路运输企业要积极开展

安全管理技能比赛。最后，可以加强宣传，提高铁路职

工安全管理的意识。面对日益复杂的运输环境，铁路职

工必须牢牢树立安全意识，将安全管理作为工作的第一

准则。

2.2 健全铁路运输安全管理体制

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铁路运输安全管理制度也随

之发生着改变，一系列健全的管理体制应声而起，为铁

路管理工作添砖加瓦。为实现这一目标，首先，应该以

铁路运输管理部门为主要领导者，铁路运输设备的更新

情况为主创建新型的安全管理制度，根据其主要的管理

内容进行措施的制定。其次，在对铁路运输安全管理中，

进行细致化管理，依次将责任落实到个人，对铁路运输

安全管理人员既有激励的作用，也有监督的作用。最后，

对铁路运输安全实行巡查制度，以防止雨雪、大雾天气

故障的突发。

2.3 加强先进技术与设备的应用

诱发铁路安全事故的因素中，除了人为管理疏忽和

漏洞，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技术、设备老化问题。因此，

对于铁路管理而言，加强技术与设备研发的资金投入是

保障了铁路运输安全的硬件基础。现有的安全管理装备

中，除了诊断与检测类的设备外，还应当加强这几类设

备的普及以及应用，分别是检测人为失误的设备、自动

控制的设备、抢修救援设备等。人工管理要和设备一起

构成有机的结合体，搭建成相辅相成的安全管理体系。

铁路企业可吸取西方国家的管理经验，再结合中国国情

对铁路运输进行有效的动态管理 [3]。

2.4 严格落实安全监督，消除安全隐患

铁路部门应不断完善安全监督机制，保证各项安全

管理制度落实到位。以预防为主，建立安全分析制度。

落实预测分析制度，消灭隐患，针对生产中的安全隐患

问题定期召开分析研讨会，对作业中存在的问题定期会

诊，制定整改措施落实解决。对作业中可能发生的问题

进行安全预测、超前防范。对关键问题和重要环节，采

取针对性措施，重点卡控，将可能发生的问题消灭在未

发生前。例如，铁路部门应不断完善应急管理制度，保

证在出现安全问题时可以形成强有力的响应体系。针对

铁路运输沿线安全隐患较多的问题，铁路运输管理部门

必须深入问题现场开展专题整改工作，及时消除安全隐

患。针对铁路运输沿线违建多的问题，铁路部门要与政

府、公安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及时拆除违建建筑，保

证铁路沿线的安全。当然，铁路运输安全管理人员必

须严格恪守职责，做好铁路运输安全的巡查工作，排

查防护栅栏倾斜倒伏、线路临近广告牌松动、铁路桥

涵积水等可能危及行车安全、群众安全等问题。例如，

在遇到大风天气时，铁路运输安全管理人员必须及时

排查铁路沿线的线路是否有脱落故障、沿线是否存在

滚石等问题 [4]。

2.5 认真做好设备的整治工作，提高铁路运输设备的

维修质量

设备的安全运行对后场作业的安全性有着非常直接

的影响。在货场安全管理的过程中，相关人员应该认真

做好大中型装卸机械关键部位的整治工作，对作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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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比较大的位置应重点进行监护，最大程度保证作业

的安全性。对于各种老旧设备，应及时进行报废处理；

对于那些工作强度比较大的作业区，可以优先装备一些

先进的设备，进一步提升货场作业效率；对于那些高耗

能的设备，应及时进行报废处理，并根据现场的实际情

况，制定出可行的机械配置方案 [5]。

设备的维修质量决定着铁路运输安全的进行，对铁

路运输人员的维修水平有很高的要求，这就需要将维修

人员的能力进行提高。其次，要定期对设备进行检查与

维护，确保其正常运行。除此之外，对铁路线路、道岔、

钢轨衔接口等关键部位进行认真检查，以免出现故障。

2.6 提高突发事件应对能力

首先，需要对目前铁路运输发生的所有突发事件进

行统计，对多发地区、多发路段进行相应的管理，减少

事故发生率。例如对泥石流多发地带进行护坡，对雷电

高发区进行必要的防雷措施，对隧道定期检查检测。这

其中需要融入数据库管理系统，要求各路段按照规定要

求展开相应工作，为了提高各路段工作效率，需要建立

责任制，将责任落实到人。其次，需要结合时代环境特

点，提高列车反恐能力，能够利于铁路沿线布置反恐单

位，随时听候调动。再次，提高乘务人员沟通能力，能

够对乘客进行安抚，对那些工作懈怠缺乏服务意识的主

体进行裁撤。然后，整个铁路线实现检测全覆盖，尽一

切力量保证列车运行安全 [6]。

2.7 及时更新老旧设备，加强铁路运输设备的检修

维护

部分铁路运输企业应及时淘汰更换老旧设备，以此

提高铁路运输的安全性。一是基于数字化技术的发展，

铁路部门应加强轨道工程、路基工程、桥梁工程、隧道

工程的机械化设备应用、信息化设备应用以及智能化技

术应用，实现从传统的维修模式到现代化多元维修模式

的转化；二是加强对线桥隧涵、通信信号、机车车辆、

牵引供电等关键行车设备和站房、站台、风雨棚、载客

电梯等旅客乘降服务设备设施的检修维护，确保处于良

好运用状态。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有效的铁路运输安全管理制度对铁路运

输的行车安全有着重要意义。因此，不仅保障了群众的

生命财产安全，还促进了社会经济水平的提升。安全管

理理念要以精细化为主，从而保证整个运输过程的安全，

进而实现可控的运输安全现状。管理人员对铁路运输管

理的合理性处理，将会使安全技术的使用与发展更上一

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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