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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车乘务员心理素质与行车安全的关系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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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我国经济飞速发展背景下，铁路运输在货物运输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显著。重载铁路作为铁路运输中的关键组

成部分，凭借效率高、运量大等优势，成为各种大宗货物运输的首要选择。但值得注意的是，一旦重载铁路运

输过程发生安全事故，则容易为社会造成巨大的人员及经济损失。而机车乘务员作为重载铁路列车运行的操控

者，其心理素质会直接影响行车安全。所以，本文将结合重载铁路的特点及对机车乘务员工作提出的要求，探

索机车乘务员心理素质与行车安全之间的关系，旨在为更多人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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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hina's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railway transportation plays a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role in cargo transportation. As a key part of railway transportation，heavy-duty railway has become the first choice for 

all kinds of bulk cargo transportation with its advantages of high efficiency and large traffic volume. However，it is 

worth noting that once a safety accident occurs in the process of heavy-load railway transportation，it is easy to cause 

huge personnel and economic losses for the society. As the operator of the heavy-haul railway train operation，the 

psychological quality of the locomotive crew will directly affect the driving safety. Therefore，this paper will combin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eavy-haul railway and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work of locomotive attendants，and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sychological quality of locomotive attendants and driving safety，aim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more people to study. 

【Key words】locomotive attendant；psychological quality；driving safety；relationship 

 

引言： 

重载铁路是我国现代化交通运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主

要以运输大规模货物为主，在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方面发

挥重要作用。而机车乘务员作为重载铁路列车的直接操控

者，其综合素质会对行车安全产生深远影响，尤其心理素质

是不容忽视的影响因素之一。结合实践来看，机车乘务员在

日常工作中时常面临复杂的运行工况、巨大的运输规模，只

有做好心理状态调整工作，才能确保自己精准操控列车，并

灵活应对各种突发状况。而探讨机车乘务员心理素质与行车

安全之间的关系，也自然而然地成为提高重载铁路运输安全

的重要条件。 

一、重载铁路的特点及对机车乘务员工作的要求 

（一）重载铁路特点 

1.运量大 

重载铁路主要以运输煤炭、钢材等大宗货物为主，列车在

运行中的牵引重量可以达到万吨以上[1]。面临如此庞大的运输

规模，必须保证所有列车始终处于正常运行状态，一旦出现差

错，则会为经济发展、人员安全造成不可预估的负面影响。 

2.列车编组长 

重载列车普遍具备编组较长的特点，部分列车的编组甚至

达到数公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列车操控难度，需要机

车乘务员既具备娴熟的专业能力，又能够合理调整心理状态，

保证在遇到突发状况时，能够综合考虑列车制动、调速对行车

安全造成的影响，继而做出正确判断，确保精准控制列车。 

3.运行速度适中但工况复杂 

重载列车的行驶速度相对较慢，但工况十分复杂，机车

乘务员在操控列车过程中，时常面临转弯、爬坡、下坡等情

况[2]。以爬坡和下坡为例进行分析，机车乘务员在爬坡时需

要对动力输出合理调整，下坡时对速度进行精准控制，避免

因动力输出不足或超速引发安全事故，这也对机车乘务员的

专业能力和心理素质提出较高要求。 

（二）对机车乘务员工作的要求 

1.熟悉操作技能 

重载列车普遍载重大、编组长、运输过程承受巨大压力

和拉力，并且制动过程会产生较大惯性，所以在运行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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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保证机车乘务员具备娴熟的操作技能，包括列车启动、

制动、牵引等技能，确保在各种运行工况下能够精准操控列

车，使列车始终处于稳定、安全的运行状态。 

2.高度的责任意识 

由于重载铁路的运输任务较为重要，并且对行车安全要

求较高，所以需要机车乘务员具备较强的责任意识，能够在列

车操控中时刻保持警惕，认真对待所有操控环节，坚决不能出

现丝毫差错，一旦出现小疏忽，就可能引发大型安全事故。 

3.良好的应急处理能力 

在重载列车运行中，难免遇到恶劣气候、设备故障、机

械故障等突发情况。机车乘务员需要具备较高的应急处理能

力，可以在观察设备运行状态、仪表报警信息等迹象的同时，

对当下面临的情况作出准确判断，一旦确定故障类型，要及

时采取有效应急措施应对突发状况，尽可能降低安全事故发

生率。 

二、机车乘务员心理素质与行车安全对重载铁路运输
的意义 

（一）保障列车运行安全稳定 

随着重载铁路运输规模逐渐扩大，铁路部门也高度认识

到了行车安全的重要性，并将安全管理工作深入渗透到列车

运行的各个环节。而这些安全管理措施的落实，也从多个层

面为机车乘务员增强心理素质奠定了良好基础[3]。例如：铁

路部门制定的岗前培训制度覆盖技能操作、心理教育、安全

意识等多方面培训内容，可以帮助机车乘务员在入职前就打

下良好的心理素质基础。另外，铁路部门定期组织机车乘务

员开展应急演练活动，对列车在不同运行工况下可能发生的

安全事故进行模拟，要求机车乘务员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应

对，长此以往可以培养其灵活的应变能力，使其在发生突发

状况时能够时刻保持冷静。此外，铁路部门建立的安全考核

机制，需要定期对机车乘务员的工作状态、心理素质等指标

进行全面评估，可以激励机车乘务员不断完善自我，通过强

化心理素质，确保自己能够更好地投入重载列车操控工作中。 

（二）降低事故发生率，维护铁路运输良好形象 

由上文分析可以看出，在重载铁路运输中，机车乘务员

的心理素质会直接影响行车安全。结合实践分析，心理素质

较强的乘务员，往往能够在列车操控中及时识别潜在问题，

并采取有效措施应对，进而将安全事故发生率降到最低。另

外，铁路运输作为我国现代化交通运输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其社会形象关乎整个行业的生存和发展。而培养机车乘

务员的心理素质，切实保障行车安全，能够避免安全事故对

社会发展、经济建设造成的负面影响，有利于维护重载铁路

运输在公众心中的良好形象，这对于促进铁路运输事业健康

长远发展来说意义重大。 

三、机车乘务员心理素质与行车安全的关系 

（一）机车乘务员心理素质的构成要素及其对行车安全

的基础性作用 

1.情绪稳定性 

对于重载列车货物运输来说，机车乘务员的情绪始终处

于稳定状态，是保障行车安全的重要基础。随着重载列车运

输规模逐渐扩大，运行工况也日益复杂，导致机车乘务员在

列车操控中遇到的突发状况随之增多，如设备故障、列车晚

点等。如果机车乘务员情绪不稳定，遇到这些突发状况后感

到焦虑、紧张、烦躁，则容易将负面情绪带入工作状态，导

致列车操控失误[4]。例如：部分机车乘务员在列车晚点的情

况下出现焦虑情绪，为了赶点运行盲目提速，甚至忽略前方

提示信号和限速要求，导致重载列车行驶速度过快。由于重

载列车惯性大、制动距离长，所以在超速行驶的状态下遇到

障碍物或接受紧急停车指令时，很难及时进行制动操作，无

法保证列车在安全距离内停止，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安

全事故发生率。相反，如果机车乘务员在面临各种突发状况

时冷静应对，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和标准流程操作，并对列车

进行合理调整、精准控制，则能够确保列车在安全状态下尽

可能缩短晚点时间。所以，机车乘务员的情绪，会对重载列

车的运行安全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2.注意力集中度 

重载列车运行时间普遍较长，这也对机车乘务员的注意

力集中度提出较高要求。在列车操控中，机车乘务员不仅要

关注列车仪表显示的温度、速度、压力等参数，还要了解周

围路况及线路信号，确保在遇到坡道、弯道等复杂工况时能

够及时做出正确操作。结合实践来看，在重载列车运行过程

中，即便机车乘务员只是短暂的分散注意力，都可能错过线

路上的关键指示信号，或无法第一时间识别安全隐患。例如：

机车乘务员在重载铁路经过铁路道口时，如果因分散注意力

没有注意到防护人员发出的停车信号，继续驾驶列车前行，

则容易在通过道口时与行人或其他车辆发生碰撞，进而造成

严重的交通事故。相反，如果机车乘务员在列车操控中时刻

保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则可以根据路况、线路提示及机车

仪表显示的参数做出正确操作，进而保证列车安全运行。 

3.应变能力 

正是因为铁路运输环境复杂，所以列车行驶过程中面临

的突发状况也层出不穷。如轨道存在障碍物、恶劣气候影响

行车视线、机车出现机械故障或电气故障等。作为机车乘务

员，必须具备较高的应变能力，保证在面临突发状况时，能

够第一时间分析当下所处的境地，并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应

对。例如：重载列车在运行过程中出现制动系统功能异常情

况，如果机车乘务员应急能力较强，则会及时启动备用制动

装置，并向上级部门报告当前所面临的问题，严格按照应急

操作流程处理突发状况，尽可能将制动系统对重载列车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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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从源头规避列车失控问题，确保列车

安全运行。相反，如果机车乘务员缺乏应急能力，通常在遇

到制动系统故障问题后会手忙脚乱、惊慌失措，甚至做出错

误决策，造成的事故后果不可预估。 

4.心理韧性 

重载列车的乘务员在实际工作中，不可避免会遇到各种

挫折和压力。如因工作时间过长而身心疲惫、因工作失误而

遭受批评处罚等。如果机车乘务员在这些压力和挫折影响下

长期处于消极、自责的负面情绪中，则容易使其在列车操控

中出现注意力分散、情绪不稳定、操作失误等情况，如此不

仅影响行车安全，还会陷入恶性循环。而心理韧性较强的机

车乘务员，在面对各种挫折和压力后，通常可以通过自我宽

慰、寻求帮助等方式快速调整心态，并以更加积极的状态投

入工作中[5]。例如：在重载列车运行过程中，如果因气候环

境恶劣导致列车晚点，心理韧性较差的机车乘务员，通常会

在后续列车操控中畏首畏尾，担心类似状况再次发生；而心

理韧性较强的机车乘务员，则能够保持冷静心态，及时通过

列车无线通讯设备将当前的气候状况、列车状态及预计延误

时间等信息汇报给调度中心，确保调度中心在了解实际情况

后，对后续行车计划进行统筹安排，进而保证行车安全。 

（二）行车安全要求对机车乘务员心理素质的反作用 

1.提高安全标准促使乘务员强化心理素质建设 

重载列车编组长、载重高、牵引量大，在运行中一旦发

生安全事故，则会对社会发展造成不可预估的负面影响，所

以重载列车对行车安全有十分苛刻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严格

的行车规则、严谨的操作流程、高强度的安全检查等方面。

而这种高安全标准，也在无形中提醒机车乘务员必须承担起

列车操控的重要职责，不断增强自身安全意识和心理素质，

主动接受培训教育和系统锻炼。例如：铁路部门会定期开展

各种类型的心理素质培训活动，机车乘务员应主动参与，并

在理论讲解、模拟演练过程中全面掌握调整心理状态的方法

和技巧。另外，机车乘务员为了更好地适应重载列车的高安

全标准，还要主动接受日常心理指导，进而逐渐养成良好的

心理调节习惯，如通过培养兴趣爱好等方式缓解工作压力、

通过适当运动放松紧张情绪等，确保机车乘务员能够在面对

突发状况时保持冷静状态，这无论在促进机车乘务员个人发

展，还是保障行车安全来说，都有十分显著的现实意义。 

2.行车安全管理措施助力乘务员培养良好心理素质 

铁路部门在提高重载列车安全管理重视程度的同时，制

定了健全完善的管理制度和措施，并深入渗透到了列车出发

前的全面检查、运行过程的严格控制及应对突发状况的应急

管理等层面。例如：机车乘务员在重载列车启动过程中，要

严格按照牵引手柄的操作流程，根据线路坡度、货物重量等

情况，循序渐进地施加牵引力，保证车钩受力均匀，使重载

列车稳定启动。而这些行车安全管理要求，也对机车乘务员

日常工作提供了明确的操作指南。另外，为了对重载列车的

运行状态进行监督管理，铁路部门引入了各种监测设备，包

括空气制动监测设备、轴温报警设备等。乘务员在列车操控

中，需要时刻关注这些监测设备的参数变化，便于其及时识

别安全隐患。可以看出，铁路部门采取的各种安全管理措施，

能够多角度、全方位地为机车乘务员培养良好心理素质奠定

基础。完善的规章制度、规范的操作要求，能够帮助机车乘

务员了解如何正确执行各个工作步骤，并且在面对复杂运行

工况时，可以保持冷静心态按照既定流程有序操作，减少因

情绪不稳定引发的安全事故。另外，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可

以为机车乘务员安全操作提供保障，一旦监测设备发出报警

信号，机车乘务员则能够结合相关提示排查潜在隐患，并在

设备辅助下灵活应对，避免盲目猜测造成的不良后果，可以

使机车乘务员在工作中更加安心，这对于增强其心理韧性来

说有积极影响，即便面临突发状况，也能够使机车乘务员保

持从容状态。另外，通过各种应急演练，可以帮助机车乘务

员积累工作经验，使其在真正面对突发状况时沉着应对，这

也是提升心理素质的关键所在。 

结束语： 

综上所述，机车乘务员的心理素质与行车安全密切相

关。良好的心理素质能够帮助机车乘务员更好地应对复杂运

行工况和突发状况；相反，则容易引发操作失误，影响行车

安全。所以。铁路部门应认识到机车乘务员心理素质培训的

重要性，并通过定期开展培训活动、合理安排工作内容等方

式，帮助其筑牢心理防线。如此，才能够让机车乘务员在工

作中从容不迫，进而为铁路运输事业健康发展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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