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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近年来，世界各地极端天气事件频发，人民生命财

产损失严重，随着全球变暖趋势加剧，未来将有更多更

严重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2021 年 7 月 17 日至 23 日，河

南省遭遇历史罕见的特大暴雨，发生严重洪涝灾害，特

别是 7 月 20 日郑州地铁五龙口停车场及其周边区域发生

严重积水现象，积水冲垮出入场线挡水墙进入正线区间，

导致 5 号线一列列车被洪水围困，造成有 14 人不幸遇难。

城市轨道交通作为重大民生工程，在城市交通中占有重

要地位，防汛工作是轨道交通安全的一个重要的工作，

本文主要从地铁站防汛工作面临的问题、如何开展防汛

工作、防汛物资的使用、突发情况下的防汛作战进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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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与探讨。

一、地铁车站防汛风险点研究

1. 极端灾害天气导致地铁站淹水倒灌

（1）暴雨洪涝自然灾害，发生时可能导致雨水倒灌

浸泡车站、线路轨行区，导致车站、区间水淹，影响正

常运营。例如 2021 年河南郑州“7.20”特别重大自然灾

害，地铁 5 号线遭遇涝水灌入、失电迫停，导致 14 人不

幸遇难。

（2）暴雨洪涝自然灾害，发生时地铁站出入口暂

无积水，但周边在建工地积水达到一定程度暴雨带来的

积水压力过大，超过了在建出入口与车站运营区域的隔

板承载能力，导致积水倒灌进入到车站。例如 2021 年 7

月 30 日广州 21 号线的神舟路站地铁站因出入口正在建

设，暴雨带来的积水压力过大，超过了在建出入口与车

站运营区域的隔板承载能力，导致积水倒灌进入到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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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6 月 28 日，四川省遭遇强降雨袭击，由于该次降

雨过程强度大、范围广，四川省启动了四级防汛应急响

应。在当天早高峰时期，成都市轨道交通的广福站外基

坑护壁透水，遭雨水倒灌，造成该车站暂时关闭停运，

轨道车辆越站运行。经过紧急处置后，在中午 12 时广福

车站重新运营。2017 年 6 月 12 日 23 时，台风登陆深圳，

次日，深圳市多区的降水量达到 20-40 毫米，暴雨黄色

预警提升为橙色预警。受强降雨影响，道路积水严重，

车辆被淹，且有雨水侵入到车公庙的部分站厅，导致车

公庙站临时关闭，过路轨道车辆均不停站通过，至 13 点

后，车公庙站正常运营。

（3）市政排水管网堵塞，地铁站站内积水排放受阻，

导致站外积水漫入站内。2010 年 5 月 15 日，广州市区遭

受暴雨袭击，由于地表市政排水设施能力有限，地表积

水严重，雨水倒灌进入磨碟沙地铁车站。根据广州地铁

总公司消息：地铁二号线只运行三元里至赤岗之间的小

交路，赤岗至万胜围之间暂时停止运营，且为及时疏散

乘客在地铁线路暂停区间启动免费公交车接驳服务。

2. 站内消防水管、生活水管爆管，造成区间、站内

水淹

该类事件一般影响较小，一般情况下对运营不会造

成影响，运营单位发现后也能立即处理。

二、地铁车站防汛工作要点

1. 城市防汛

防汛工作是一个城市、一个省乃至多个省份“一盘

棋”的工作，地铁车站所在城市的防汛工作，往往决定

了地铁车站能否持续运营，也就是俗称“皮将不存，毛

之焉附”的意思。中国在西汉时已设治河机构管理治河

和防汛，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从中央到地方均设

有防汛指挥部，统一指挥防汛工作。城市防汛工作应以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防重于抢，有备无患”为方针，

在汛期制定防汛方案，建立健全洪水预报警报机制，备

足防汛物料及应急工器具，对防汛风险点开展全面排查，

消除事故隐患。在汛期进行 24 小时不间断的防汛值班，

及时了解气象水文状况，预报水情，必要时下达警报；

巡查和守护防洪工程，运用防洪系统各项措施，依据水

情和工程状况以及防汛调度计划，控制调度洪水，遇有

险情立即抢护；当发生超标准洪水时，请示上级同意后

采取紧急措施（如分洪、撤离分洪区居民等）以减小损

失。汛后对防洪工程及防汛工作进行检查，总结经验教

训；对抢险工程要加固；若采用分洪等紧急措施，则应

作好善后工作。

2. 工程防汛

如果说城市防汛是地铁车站防汛的必要条件，那么

工程防汛则是地铁车站防汛决定因素。在城市轨道交通

设计阶段，轨道线路和站点位置确定后需要对轨道交通

网络的防汛能力进行评估，其中包括城市地面的径流量、

排水管的过流能力、该城市的地理特征和水文气象以及

站点周边的积水状况等。通过各方面的资料以评估在夏

季汛期暴雨可能威胁轨道交通网络的程度，保障轨道交

通的安全性。对于先天防汛条件不足的车站，在规划选

址阶段就应当重点考虑雨水灾害的影响，在设计建设的

过程中适当提高车站防汛措施的建设标准，从各角度提

高防汛能力。

3. 运营防汛

（1）暴雨红色预警期间，地铁车站需加强出入口、

站内的巡视工作，重点巡查出入口环境及服务设施，及

时做好乘客服务工作，车站须利用 CCTV 监控对出入口

等风险较高的场所进行巡视。

（2）车站范围内，可以造成洪涝灾害的位置主要集

中在出入口、疏散通道、物业连接口、市政连接通道处、

以及其他与外单位连接的可能从外单位进入地铁站的连

接通道处，汛期时段，车站应就近建立防汛物资集中地；

建立出入口、疏散通道、物业出入口、市政通道出入口

处的防汛警戒线（地铁公司应与外单位建立良好的沟通

机制，当发生防汛风险时外单位所管理的出入口也应建

立堵水隔离带），当车站周边积水漫过黄色警戒线且有持

续上涨趋势，立即将防汛沙袋等防汛物资就近堆放，随

时满足投入应急抢险实际需求；当周边积水漫过红色警

戒线且有持续上涨趋势，立即按规定使用防汛物资建立

堵水隔离带。相关与地铁连接的单位也应高度重视地铁

的防汛工作，不应独立出来。

（3）车站应加强对出入口环境及服务设施的巡查，

及时做好乘客服务工作，发生淹水倒灌等紧急情况时，

按照“救人疏散优先”的原则，车站先行组织关闭出入

口或关站，并向 OCC 汇报关闭情况和现场情况。

（4）在运营的车站附近在建出入口或相关连接的通

道时，建设单位应充分考虑封堵墙的承压能力，按照

最大暴雨红色期间可能造成的积水来考虑设置，避免

发生承压能力不足造成积水冲破挡水墙进入地铁站内

的情况。

（5）根据近年来地铁发生淹水倒灌的事件时，大多

数情况下是与地铁连接的市政通道、施工工地、商业区

域等位置容易发生淹水倒灌，因为一般情况下，地铁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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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人员会 24 小时进行日常巡视和检查，会及时排查

倒灌隐患，而部分市政通道、施工工地、商业区域等在

暴雨天气没有人员长期值守，他们对地铁倒灌的风险意

识不强，双方都在做自己的本职工作，缺少有效的沟通

和应急机制，未形成紧密的应急联控机制，且因为人工

成本的问题较少考虑设置人员 24 小时值守，故在发生淹

水倒灌或积水冲过挡水墙进入地铁站时，都是地铁站的

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发现，却不能在发生前有效的制止，

故与外单位的沟通联络还存在实际的困难。

三、地铁车站防汛物资的配备和使用

根据《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应急能力建设基本要求》

中车站防洪物资的配备要求，详细的防洪物资应满足以

下要求：

表1　轨道交通车站防洪物资配备表

种类 单位 数量 注意事项

挡水板 套 -

车站出入口、消防专用通道出入

口、直通地面的无障碍电梯出入口

和区间风井通地面的出入口应配

备挡水板，挡水板高度不宜低于

80cm

防汛沙袋 袋 -
配备数量应满足车站各防汛点的垒

砌高度不低于 20cm

抽水设备 台 -

车站固定抽水设备应状态良好；每

条线路应至少配备 1 台移动抽水设

备，流量不应低于 160m3/h

防滑垫 块 -

配备数量不应少于车站出入口和无

障碍电梯出入口数量之和无障碍电

梯出入口数量之和

荧光衣 件 -
配备数量不应少于车站当班工作人

员数量

危险警示牌 套 2
换乘站危险警示牌的配置数量应乘

线路条数

救生衣 件 -
配备数量不应少于车站当班工作人

员数

安全绳 根 6
每根长度不应少于 15m，换乘站安

全绳的配置数量应乘线路条数

防水手电筒 个 -
配备数量不应少于车站当班工作人

员数

目前全国大多数地铁车站配备有挡水板、防汛沙袋、

抽水设备、防滑垫、荧光衣、安全绳、防水手电筒，但

救生衣的配备有所缺乏，在发生郑州地铁洪涝灾害亡人

事件后，救生衣在水淹车站和隧道的情况下，是一个十

分重要的防护用品。在这之前，对员工和乘客的应急防

护用品基本上是防火的消防用品，例如消防毛巾、正压

式空气呼吸器、防毒面具等，对员工个人的防护基本上

未考虑防水的用品。在地铁隧道发生洪涝灾害事件时，

如果工作人员有救生衣和安全绳，或许可以第一时间挽

救更多的乘客的生命，虽然工作人员无法像消防员一样

在灾难中去救人，但可以在熟知车站和区间现有的安全

设备设施的情况下，在确保自身安全前提下开展初期的

救援工作。在隧道或车站发生洪涝灾害，乘客被困时，

工作人员可以利用绳索在站内和站外连接一个路径，便

于乘客疏散在洪水中行走，其次，如果列车上有绳索，

可以使用绳索固定在车厢的一头，另一头连接到车站站

台的屏蔽门处固定，以便区间疏散时乘客在紧急情况下

抓住救生绳索疏散逃生，如因列车所处的位置较远，绳

索不够用，或洪水凶猛，工作人员无法有效的对乘客进

行疏散救援，会使救援难度增大，这个时候就需要消防

专业救援人员和设备的帮助。地铁工作人员一般在初期

可控的范围内开展救援工作，同时，可以穿戴好救生衣

进行乘客的疏散。

四、极端灾害情况下应急决策

1. 关闭出入口

当地下车站出入口 / 垂梯口外积水漫过车站红色警戒

线且有上涨趋势时，车站立即按规定使用防汛物资建立

堵水隔离带，堵水隔离带建立后该出入口即达到关闭标

准。

由现场值班站长或现场的上级人员决定关闭车站出

入口，车站关闭受影响的出入口并报 OCC，同时做好乘

客引导。

2. 车站关闭退出服务

（1）当地下车站周边积水漫至距任一出入口（含应

急疏散口、敞口等）设置的防洪挡板最高处 30cm 处，且

仍有上涨趋势时；

（2）车站外部道路大面积水淹，且积水通过车站任

一位置漫进车站站厅站台。

当达到上述任一关站标准时，值班站长或现场的上

级人员决定关闭车站，退出运营服务，OCC 视情况启动

公交接驳、列车单线双向运行、小交路运行组织程序及

区间疏散。

3. 区段停运

（1）遇轨行区积水漫过轨面时；

（2）大风橙 / 红色预警期间，地面及高架线路多列车

运行过程中，发生不明原因晃动，采取措施仍不能保证

行车安全时；

（3）接触网覆冰严重影响列车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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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遇高架地面区段道床积雪淹没轨面；

（5）车站因雨水倒灌危及人身安全，工作人员已撤

离。

当达到上述任一区段停运标准，OCC 值班主任决定

受影响区段停运，组织列车小交路运行和申请公交接驳

维持最大限度运营，并组织没有列车运行的车站关站。

4. 线路停运

（1）一条线路因轨行区积水导致不相邻的两个区段

停运；

（2）一条线路两个及以上车站发生淹水倒灌。

当达到上述任一线路停运标准，OCC 值班主任决定

停运，OCC 组织该线路所有车站关站。

五、日常排查防患于未然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要重点排查地势低洼车站、过渡

段、长大区间等重点区域排水设备设施的能力，能力不

足的，要及时补强；排查排水管道与周边市政管网的联

通情况，尚未连接或联通不畅的，要及时报告相关部门

处理；排查在建线路与既有线路连接处的封堵情况，防

止雨水通过在建线路倒灌车站区间；加强地面高架线路

沿线边坡检查，对土质疏松、堆土滑坡等风险采取针对

性措施；及时核查沙袋、挡水板、排水泵等应急物资种

类和数量，补齐补足补强相应设备设施。

六、深刻吸取事件教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对超设计暴雨强度等非常规情况

下采取停运列车，疏散乘客，关闭车站等应急措施。要

做好与气象部门的沟通对接，加强对洪涝、气象灾害等

信息的收集。要进一步加强巡查监测，及时发现险情苗

头，科学研判发展态势，及时启动相应等级预案。我们

要清醒认识到当前城市轨道交通防汛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和紧迫性，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持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杜绝侥幸

心理、克服麻痹思想，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

感，抓实抓细抓好防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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