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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突发事件信息报送机制研究

侯蓉华 

成都交通高级技工学校　四川成都　610031

摘　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轨道交通作为城市公共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安全运营对于城市的正常运行和居

民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近年来，城市轨道交通突发事件频发，给城市交通、经济和社会稳定带来严重影响。因此，

建立健全城市轨道交通突发事件信息报送机制，对于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保障城市轨道交通安全运营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主要探讨了城市轨道交通突发事件信息报送的重要性、总体要求、报送途径及突发事件现场信息收集关键内容，提出

了突发事件信息报送的有效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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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突发事件是指在城市轨道交通运营过程

中，由各种原因引发的可能影响或威胁到城市轨道交通正常

运营、乘客安全和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需要采取应急措施

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运营事件、社会安全事件以及互联网

舆论，包含突发运营事件和突发社会事件。这些事件可能包

括设施设备及环境状态异常，以及突发大客流、自然灾害等

情况。当发生此类事件时，相关岗位专业人员需要及时发出

预警，同时应向当地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主管部门报告，以便

采取必要的应急措施。在处理城市轨道交通突发事件时，信

息报送是非常重要的环节，主要包括首报（初报）、续报和

终报等步骤。原则上，应立即进行首报（初报），及时核实

信息并进行续报，跟踪事件的进展，并在事件结束后提交终

报。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可能会出现迟报、漏报、瞒报或

谎报等情况。

一、突发事件信息报送的重要性

当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出现突发事件时，信息的快速有

效流转与应急处置是并行的。这意味着在事件发生后，现场

人员需要立即向上级部门汇报情况，以便上级部门能够迅速

了解事件的性质、规模和影响范围。事发现场汇报的信息将

直接决定事件的处置导向。

1. 上级部门做出决策的基础

突发事件信息报送能够帮助上级部门及时了解事件的

发生情况。在突发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内获取准确的信息

可以帮助上级部门迅速做出决策和部署，采取相应的措施来

应对突发事件。如果信息报送延迟或不准确，可能会导致上

级部门无法及时了解事件的真实情况，从而延误应对时机，

加大损失和风险。

2. 有助于提高应急处置的效率

在突发事件发生后，相关部门需要迅速组织人员、物

资和资源进行应急处置。如果信息报送不及时准确，可能会

导致相关部门无法及时获得所需的信息和支持，从而影响应

急处置的效果和效率。相反，如果信息报送及时准确，相关

部门可以迅速做出反应，调配资源，采取有效的措施来控制

和处置突发事件。

3. 有助于保护公众的安全和利益

在突发事件发生后，公众对事件的了解和知情权是非

常重要的。如果信息报送不及时准确，公众可能会因为缺乏

准确的信息而产生恐慌和不安，甚至采取错误的行动。相反，

如果信息报送及时准确，公众可以及时了解到事件的情况和

应对措施，从而采取正确的行动保护自己的安全和利益。

二、突发事件信息报送的总体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了有关单位

和人员报送、报告突发事件信息的总体要求，即“及时、客观、

真实”。城市轨道交通突发事件报送信息以时效性为前提，

按照“首报要快，续报要准，终报要全”的总体要求报送，

同时，信息报送要做到闭环。

1. 首报要快

对尚未完全掌握情况的突发事件，先快报事实，再跟

进补充。在突发事件发生后 10 分钟内要进行首报，即事发

单位在 10 分钟内要第一次向上级主管部门报送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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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报的目的是向上级主管部门提供关键信息，以便他们能够

迅速了解事件的性质、范围和影响，并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

首报的主要内容包括事发时间及地点、事情简要经过、事件

影响、已采取的措施等。

2. 续报要准

续报是指在首报的基础上，事发单位根据突发事件后

续进展情况、应急救援措施的最新进展和重大变化，向上级

部门报送后续信息的工作。在突发事件发生 40 分钟内要以

书面报告形式进行续报。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七要素：

（1）时间。突发事件具体发生的时间，一般要求精确

到分甚至秒。

（2）主体。突发事件涉及的人员，包含突发事件伤亡

人员、陪同人员、现场发现人员、所在单位信息报送联络人

员等。这些人员的性别和年龄特征需要清楚描述。

（3）地点。突发事件发生的地点需要具体到事发单位

的具体位置，如上下行、站线、区间、公里标等。

（4）概况。对已经知晓的突发事件相关情况进行实事

求是地描述，同时，慎重使用具有“灾”害性的词语，需要

明确是否需要救援和支援等措施。

（5）措施。说明对突发事件已采取的措施，下一步措

施和方案等。

（6）影响。对突发事件的影响进行说明，主要包括是

否影响了轨行区的行车，是否影响了非轨行区的运营，是否

造成了人员伤亡，以及设备损坏情况等。

（7）起因。简要说明已经查明并证实的引起突发事件

的直接和间接原因。对尚未完全掌握情况的突发事件，按照

“快报事实，慎报原因”的原则报送。

3. 终报要全

终报是在事件处理完毕后，对整个事件进行总结，并将

总结的结果报送给上级部门或其他相关方的过程。终报的目

的是对事件进行归档，并为今后类似事件的处理提供参考。

在终报中，需要包括以下内容：事件的起因和经过、处理措

施和效果、伤亡和损失情况、救援工作的开展情况、相关部

门和人员的协调与配合情况等。通过对这些内容的详细描述

和分析，可以全面了解事件的整个过程和处理结果。

4. 信息闭环

在信息报送的过程中，要确保信息的传递是双向的，

即不仅要向上报送信息，还要向下获取反馈。这样可以保证

信息的畅通和准确性，避免信息断层或遗漏。城市轨道交通

各类突发事件处置完毕后，处置中心、部门须立即向城市轨

道交通线网指挥中心报送相关信息，指挥中心在汇总各方信

息后，及时发布事件处置完毕及恢复正常运营秩序信息。涉

及后续处置的，待后续处置完成后，还须跟进发布后续处置

情况信息。

三、突发事件信息报送的途径

突发事件信息报送的途径是多元化的，选择突发事件

信息报告途径时，应考虑缩短报送时限和提高报送效率的因

素。主要的报告途径包括电话、传真和内部办公自动化（OA）

办公系统。此外，还可以通过短信、微信和微博等媒介进行

报送。然而，对于涉密或敏感信息，必须按照保密规定选择

适当的渠道进行报送。当突发事件十分紧迫，需要立即报告

时，应采用电话、短信快报事件信息。快报信息应包括事发

时间及地点、事件影响、现场应急处置情况等。

四、突发事件现场信息收集内容

在城市轨道交通突发事件发生后，现场调查和信息收

集是至关重要的，具体的收集内容与事件的性质和类别有所

不同。

表 1 突发事件现场信息收集内容

类别 收集现场信息内容

人员伤亡类

是否大量出血，意识是否清醒，有无生命危险，事件造成几
名人员死亡 / 重伤 / 轻伤，死者身份信息（死者姓名、身份
证号码、年龄、性别、民族、籍贯、家庭住址、工作单位），
现场是否拨打 120，随后送往什么医院救治，责任单位是否
通知死者家属，死者家属共几名正在赶赴现场 / 医院途中，
几名已到达现场 / 医院 , 有无过激行为。

管线损坏类 管线种类、规格型号，维修队伍是否到场，预计恢复时间。

列车延误类 清客、客流积压、小交路运行等，采取处置措施概述：如已
组织备用车上线调整行车间隔，车站已做好相关客运服务等。

讨薪维稳类 聚集讨薪人数（有无特殊人群）, 现场有无拉横幅、有无过
激行为、有无群众围观，目前工人情绪是否稳定。

公共卫生类 影响范围（涉及人数、有无生命危险），已采取的措施概述。

公共安全类 涉及人数、有无携带违禁物品、有无异常行为、有无乘客围观。
影响范围（地铁运营秩序等），已采取的措施概述。

地铁保护类 车站 / 隧道损伤具体情况，是否漏水，事件责任单位情况：
业主单位、施工单位、施工内容。

五、突发事件信息报送的流程

城市轨道交通突发事件信息报送的流程是一个涉及多

个环节的过程。一旦发生突发事件，事发单位有责任立即向

上级主管部门进行报告。这个过程中，事发单位需要遵循迅

速、准确、完整的原则逐级上报。

根据事件属性与可能造成影响的不同，一般可将突发

事件信息分为五个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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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 等信息，一般指重要突发事件信息，包括涉及

人员伤亡、火灾、爆炸、暴恐袭击、重大疫情、大规模聚集、

人员踩踏等突发事件；可能对社会造成较大影响的突发事

件。

（2）B 等信息，指事故事件信息、重大治安案件信息、

造成社会不良影响的信息、自然灾害信息等。

（3）C 等信息，指客流信息、防汛预警信息、防汛抢
险信息、预计对行车造成影响的信息、影响大面积客运服务

质量等。

（4）D 等信息，指对行车暂不造成影响的信息、局部

影响客运服务质量的信息、乘客事件（未造成伤亡）信息等。

（5）E 等信息，除上述信息以外的其他信息。

不同等级突发事件，信息报送的流程稍有不同。

图 1 A、B、C 等级突发事件信息报送流程

图 2  D 等级突发事件信息报送流程

六、结语

城市轨道交通突发事件信息报送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对

于保障城市轨道交通的安全运行和乘客的生命财产安全至

关重要。在突发事件发生后，及时准确地报送信息是保障应

急响应和处置工作的关键。城市轨道交通突发事件信息报送

机制应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报送和处理等环节，各个环

节之间应相互配合，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和及时性。在信息报

送过程中，应注重信息的分类和分级报送。根据事件的性质

和紧急程度，将信息报送给相应的部门和人员，以便及时采

践，不断完善和优化，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轨道交通安全

挑战。

取相应的措施。城市轨道交通突发事件信息报送机制的建

立和完善对于提高城市轨道交通的安全性和应急响应能力

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部门和机构应加强对该机制的研究和实

践，不断完善和优化，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轨道交通安全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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