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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线网指挥中心运营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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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了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化运营在行车组织、客运组织、应急处置、信息发布等方面存在的特征及面

临的管理问题。明确了线网指挥中心的基本职能，分析设计了线网指挥中心建立后的线网管控层级、线网中心与线

路中心职能分工、运营监测与预警模式、运营协调管理模式、应急信息交互模式。

【关键词】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化；线网；运营；指挥中心

引言
随着城市轨道交通线路的快速建设开通，网络化将

逐步成为各城市普遍的运营格局。在此阶段，线网密度

持续增加，不同线路间通过换乘站相互作用，联动效应

增强，线网单个节点发生的事件可能引起区域甚至线网

整体运营秩序的变化。因此，从运营角度，需改变以单

线为对象的管理思路，将线网作为整体统筹管理。

1 网络化运营组织特征及要求
网络化格局下，运营组织各方面均呈现出新特征，

相应对运营管理理念与方法提出更高要求，这些新要求

即决定线网指挥中心所需承担的职能。

1.1 行车组织

由于换乘效应，线路间行车组织紧密关联，行车计

划的编制与实施，除了考虑各线运能供需协调，还需考

虑换乘站的列车到发衔接，并最大程度降低突发状况下

线路间行车秩序的影响 [1]。

1.2 客运组织

网络化格局的建立使乘客出行可达性进一步提高，

客流吸引的有效区大幅扩展，往往引起客流的阶梯式增

长。同时，乘客可行路径趋向多样化，对线网客流的实

时组织引导提出要求。

1.3 应急处置

应急事件，尤其是造成运营阻塞、中断的延续性事

件，其影响往往具有线网全局性特征，应急响应的快速

性、决策的合理性、处置的高效性，是决定应急事件影

响范围和持续时间的关键因素。网络化运营下的应急处

置需重点考虑以下方面：

1.4 信息发布

应急事件信息应实时发布，以快速联动各相关方的

应急响应，其目标群体主要包含三类：一是对外面向在

网乘客，二是对内面向应急处置各相关部门岗位，三是

面向上级主管机构及外部资源单位。

2 线网指挥中心职能设计
以网络化运营特征及管理需求为依据，线网指挥中

心主要设计如下职能。

2.1 运营状态监视与预警

基于从各线路采集的运营状态实时数据，线网指挥

中心实现全线网、多维度的运营状态实时监视，包括行

车状态、各专业设备设施运行状态、客流状态等。当运

营状态接近预警值时，线网指挥中心发布预警信息。

2.2 运营综合协调

网络化运营格局下，不同线路的换乘车站、共用主

变、共用车辆基地等的管理，以及线网级运营制度、运

营方案的实施，均需线网指挥中心的统筹协调；另外，

当某线路运营状态发生变化，对其他线路产生影响或需

其他线路协同配合时，线网指挥中心可实施干预，协调

相关线路调整运营计划。

2.3 运营信息发布

作为总揽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运营全局的机构，线网

指挥中心应承担线网运营信息的统一发布职能。正常运

营情况下，按照既定周期、时间节点执行线网运营方案、

数据等的上传下达；应急情况下，面向乘客、运营企业

部门与岗位、政府主管机构、外部资源机构等，实时发

布应急信息，联动应急响应。

2.4 应急处置联动

针对达到一定级别或影响范围的应急事件，线网指

挥中心承担应急处置联动职能。基于现场采集信息和决

策辅助工具，线网指挥中心快速启动应急响应程序，全

面准确获取应急事件现场信息，制定合理决策并协调各

线路开展事件处置，必要时协调线网应急资源的调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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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组织计划的调整。

2.5 运营方案策划

网络化运营阶段，运营组织方案策划需从线网层面

统筹考虑。线网指挥中心可基于运营大数据，围绕行车

组织、客运组织、设备设施维保等各生产环节，为线网

客流预测、运力配置、换乘衔接、首末班车衔接、设备

维保、应急处置、客流疏导协调等专题提供合理策划方

案。

综合以上论述，线网指挥中心作为线网层级协调管

理机构，其职能定位上不属于某单条线路，在运营组织

中的工作原则是“只监不控”，即在线网层面做宏观监

视，不对各线路做具体控制操作。另外，线网指挥中心

还可以代表政府行业管理机构、应急管理机构，与企业

实现管理衔接。

3 线网运营管理模式
将线网指挥中心作为新机构纳入运营管理架构，需

对运营管理模式做相应梳理调整，在运营管控层级、职

责分工、业务流程等方面均将发生变化。

3.1 线网运营管控层级设置

未设置线网级中心时，常规运营为“线路控制中心

+ 车站”两级管理、“线路控制中心 + 车站 + 现地”三

级控制的管控结构。线网指挥中心的建立，将在原有基

础上增加一个管理层级，按照“只监不控”的原则实施

宏观管理，形成“三级管理，三级控制”格局。

3.2 线网中心与线路中心职能分工

依据职能定位，线网指挥中心重在线网层面跨线路

的综合协调管理，可概括为“线网整体运营监视协调与

应急管理”，而线路控制中心则侧重于本线路的具体监

视控制工作，可概括为“本线路运营状况及设备系统的

具体监控操作”。

3.3 线网运营监视与预警模式

正常运营场景下，各运营主体负责自身管内线路的

运营状态监控，线网指挥中心通过系统平台实现全线网

运营监视。以运营状态数据的采集与流转为主线，线网

指挥中心依托运营安全监控体系，按照“采集－判别－

预警－继续采集”的流程闭环循环运作，实现对运营风

险隐患状态的全过程有效监控。

3.4 线网运营协调管理模式

网络化运营，核心在于“网”，应形成多线联动机

制，达到线网联动、协调运作的目标 [2-3]。某运营主体

管内的事件，当该主体可自行处置且对其他线路无影响

时，仅需向线网中心报备存档；当运营事件的处置需其

他运营主体配合或影响其他线路运营秩序时，则由该主

体线路控制中心提请协调需求，线网中心协调相关线路

协同配合或调整运营计划；另外，当运营事件需外部机

构协作时，例如公交接驳，线网中心负责联络相应机构，

发送协调请求。

3.5 线网应急信息交互模式

结合前述分析，达到一定级别或影响范围的应急事

件，其相关信息的发布以线网指挥中心为核心，目标群

体主要可分为三类：乘客、运营内部机构与人员、上级

主管机构与外部资源单位。线网指挥中心接到线路控制

中心报告后，根据事件情况确定信息受众，通过各类平

台将信息发布至各目标群体。

4 结束语
线网指挥中心的建设是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化运营阶

段面临的重要课题，从管理角度，需研究确定其职能定

位与运营模式，该项工作应以网络化运营特征及需求为

基础，并充分考虑所在城市各线路运营方的组成、上级

政府主管机构的规划部署等因素。本论文对该项工作做

出了概要论述，可为运营企业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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