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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重载铁路司机安全氛围对其安全行为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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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安全氛围作为影响个体安全行为的重要情境因素，对重载铁路司机的安全意识、安全态度和安全表现具有重要影

响。组织安全投入、安全管理和安全培训等营造的组织安全氛围，对重载铁路司机安全认知和安全动机有显著

影响，领导安全决策力、团队安全文化和团队协作等形成的团队安全氛围，对重载铁路司机安全态度和安全参

与有直接作用，安全知识、安全意识和安全效能感等形成的个人安全氛围，则直接影响重载铁路司机的安全操

作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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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an important situational factor affecting individual safety behavior，the safety atmosphere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safety awareness，safety attitude and safety performance of heavy-duty railway drivers. Organization safety 

investment，safety management and safety training build safety atmosphere，the overloaded railway driver safety 

cognition and safety motivation has a significant influence，leadership safety decision-making，team safety culture and 

team cooperation formed team safety atmosphere，the overloaded railway driver safety attitude and safety participation 

has a direct effect，safety knowledge，safety awareness and safety efficiency of personal safety atmosphere，is directly 

affect the safety of overloaded railway driv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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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我国重载铁路运输快速发展，在保障能源原材

料运输、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

重载铁路事故多发、货运效率有待提高等问题日益凸显，制

约了重载铁路的可持续发展，司机作为重载列车的直接操控

者，其安全意识、操作技能、警惕状态等对列车运行安全具

有直接影响，司机长期处于夜间工作、单人驾驶、疲劳作业

等高风险状态，一旦安全行为不当，极易引发列车追尾碰撞、

货物泄漏等事故，给生产运营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

失。 

一、重载铁路司机面临的安全形势与挑战 

重载铁路承担着国家能源资源运输的重任，其安全运营

事关国计民生，作为重载列车安全运行的“最后一道防线”，

司机群体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安全风险挑战。从作业环境看，

重载列车普遍采用单司机驾驶模式，驾驶室狭小、噪声大、

视野差，给司机作业带来诸多不便，受线路条件限制，部分

区段需采用重联牵引、辅助动力等非常规运转模式，司机需

频繁操作，劳动强度大，夜间行车和恶劣天气作业比例高，

事故风险不断攀升。从生理负荷看，重载铁路编组长、载重

大，对司机的反应、判断和操控能力要求极高，一旦操作失

误，极易发生列车“溜逸”等险情，超长时间连续驾驶和频

繁变更作息时间，易导致司机疲劳驾驶、注意力不集中等风

险行为，加之夜间生物钟紊乱，白天难以保证睡眠质量，长

此以往易引发各类身心疾病，加剧事故风险[1]。从心理压力

看，重载线路货运密度大、编组复杂，司机需要处理相关车

站的大量调车作业，时刻保持高度警惕状态，精神负荷重，

由于单司机驾驶，缺乏有效的情感交流渠道，极易产生孤独

感和疏离感。加之行车调度指挥多、运行图调整频繁，时刻

面临抢路、让路的焦虑，久而久之易滋生职业倦怠， 

二、安全氛围对重载铁路司机安全行为的影响分析 

（一）组织安全氛围的影响 

组织安全氛围反映了组织对安全的重视程度和投入力

度，直接关系到一线员工安全行为的外部支持，对重载铁路

司机而言，铁路运输企业安全价值观的确立、安全管理体系

的健全、安全教育培训的完善、安全装备设施的改善等，无

不影响着其安全认知和行为导向。企业高层安全承诺和价值

追求是组织安全氛围的核心要素，组织领导层将安全置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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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经营的首要位置，带头参与一线安全检查、亲自指导事故

调查、领衔开展安全宣贯等举措，向司机群体传递了安全优

先的价值理念，彰显了企业对安全的高度重视，高层安全承

诺感知度越高，越能提升重载司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激发

其安全参与的主观能动性。科学完备的安全管理体系为组织

安全氛围提供了基础保障，重载铁路运营对安全规章制度、

操作规程、应急预案等提出了更高要求。组织全员参与安全

生产标准化建设，健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疲劳驾驶管控、

运行事件调查等各项管理制度，加强低风险作业标准化和高

危作业专项管控，让安全体系、操作规范入脑入心，能够规

范引导司机的安全作业行为，通过常态化的规章制度宣贯、

执行力考核、违章问责等，强化司机的安全责任意识和纪律

意识。 

（二）团队安全氛围的影响 

在重载列车运行过程中，司机虽单独操纵机车，却并非

完全独立作业，列车正点运行有赖于整个铁路运输系统的协

同配合，也依赖于与调度员、车站值班员、检车员、乘务员

等岗位人员的高效联动。轮乘团队中司机间的协作配合、工

作交接等直接影响到行车过程的安全监控，良好的团队安全

氛围是重载铁路行车安全的重要保障。良性的团队人际互动

有助于增进司机间的安全信任，在高风险作业场合，司机需

要彼此之间通力合作、默契配合，定期召开班组安全例会、

开展班前班后会等，为司机提供充分交流的平台。通过集体

学习事故案例、研讨应急处置预案等，营造互帮互学、共同

提高的团队学习氛围，开展团队拓展训练，增进成员间的了

解与信任，培养团队协作精神，通过设立“安全之星”“先

锋示范岗”等荣誉称号，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调

动司机参与安全管理的积极性，良好的团队人际关系能够缓

解司机的职业孤独感，增强归属感和安全感。正向的团队安

全文化导向能激发司机的安全自觉，铁路司机作业独立性

强，更需要团队成员之间形成“人人讲安全、事事为安全”

的行为规范[2]。 

（三）个人安全氛围的影响 

重载铁路司机是列车运行安全的直接操控者，个人安全

意识、技能水平、风险感知等直接决定着其在驾驶过程中的

安全状态，积极向上的个人安全氛围通过强化司机的安全认

知、激发内在的安全动机，最终塑造规范的安全行为模式。

扎实的安全技能和知识是个人安全行为的基础，通过系统的

安全教育培训，使司机熟练掌握重载列车的操纵特点、安全

防护规程、故障处理方法等，具备过硬的业务技能。广泛学

习先进的驾驶经验做法，不断优化操控策略，提高应急处置

能力，牢记事故案例的深刻教训，时刻绷紧安全弦，扎实的

安全知识技能提高了司机对风险的辨识能力，使其在驾驶中

能从容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减少失误操作。正确的安全认知

和态度是个人安全意识的核心要素，司机要牢固树立安全第

一的价值理念，将安全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客观认识

重载铁路运输的高风险属性，保持如履薄冰的警惕感，时刻

绷紧安全弦，正确看待事故背后的各种致因因素，反思自身

在知识、经验、态度等方面的不足，虚心接受安全整改意见，

积极参与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安全攻关项目等，增强参与安

全管理的主人翁意识，端正的安全认知态度引领着司机安全

操作行为，使其自觉抵制侥幸心理和麻痹思想。强烈的安全

责任感是推动个人安全自觉的持久动力，重载铁路运输链条

长、联动环节多，司机要强化“一单一危”意识，将个人安

危视为系统安全的生命线。 

三、强化安全氛围，提升重载铁路司机安全行为的对
策建议 

（一）组织层面 

1.健全安全管理体系，完善安全规章制度 

以安全生产标准化为引领，系统梳理重载铁路运输各业

务流程，建立健全涵盖人-机-环-管全要素的安全管理制度

体系。重点针对货检车验、机车整备、调车作业、单司机驾

驶、长编组重牵引运行、接发车确认、异常情况处置等易发

生事故的环节，制定详细的操作规程和应急预案，为司机执

行标准化作业提供行为指南。严格规章制度的宣贯学习和落

实监督，加大违章问责力度，确保司机严格履行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建立安全生产信息报告制度，畅通司机安全诉求反

映渠道，鼓励司机主动参与隐患排查，形成全员参与、共同

守护的安全格局。 

2.加大安全投入，改善作业环境与装备条件 

重载铁路运营企业要树立“安全是最大效益”的理念，

加大安全专项资金投入，为重载列车智能化改造、司机劳动

保护等提供有力保障，引进先进的 LKJ 系统、安全防护系

统等，为司机驾驶决策、异常预警提供辅助。提高机车系统

冗余度，完善事故防范措施，优化司机室人机工程设计，改

善噪声、温度、震动等工作环境，配发性能可靠的劳保用品，

最大限度确保司机职业健康，定期开展机车系统专项检修，

加强线路基础设施养护，提供安全可靠的硬件设施保障。 

3.创新安全培训模式，提高培训针对性与有效性 

针对重载铁路司机，突出情景模拟训练和典型事故警示

教育。利用虚拟仿真系统，模拟设置多种复杂运行工况，让

司机在逼真场景中磨炼处置突发情况的能力。以接发车确

认、编组解体等为重点，开展实操演练，强化标准作业程序

的肌肉记忆，定期组织事故警示教育，剖析事故成因，吸取

事故教训。创新评估模式，将安全意识、责任心等纳入考核

指标，引导司机养成良好的安全行为习惯，建立健全“传帮

带”培训机制，搭建新老司机交流平台，促进经验传承，实

现人才梯队的良性接续。 

（二）团队层面 

1.强化领导安全领导力，发挥领导榜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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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组负责人作为司机队伍管理的直接责任人，要以身作

则，高标准严要求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带头遵章守纪，坚

决杜绝违章指挥、强令冒险等行为，定期深入一线开展安全

检查，及时发现和消除事故隐患，关心司机身心健康，改善

司机食宿条件，为司机营造安全、舒适的工作环境。注重发

掘先进典型，挖掘身边榜样，引导形成比学赶超、争创一流

的良性氛围，领导以率先垂范的高度安全自觉，形成“头雁

效应”，带动全体司机安全意识和安全行为的提升[3]。 

2.营造团队安全文化，凝聚安全共识 

要将“安全是幸福生活的基石”作为班组安全价值理念，

引导司机树立“安危一体、生命共享”的安全情怀，制定班

组安全公约，明确安全红线意识和规范作业要求。利用班前

会、班组学习日等，组织观看事故警示片、学习先进事迹，

凝聚安全共识，开展“无违章、零事故”班组竞赛活动，以

安全实绩检验团队建设成效，营造人人讲安全、事事为安全

的浓厚氛围，引导司机将个人安危视为集体荣誉，自觉抵制

违章蔓延，积极正向的团队安全文化感召着个体主动向善，

使规范的安全行为内化为自觉追求。 

3.搭建互助合作平台，促进团队成员互帮互助 

要充分利用司机群、微信工作群等网络平台，搭建司机

安全信息共享、工作协同的渠道，鼓励司机就先进操作经验、

应急处置技巧等开展交流探讨，形成互帮互学、共同提高的

良性互动。通过设立“安全互助奖”等，鼓励司机相互提醒、

督促，消除隐患，联合开展应急演练，提升团队危机应对的

协同能力，建立司机互帮互助机制，鼓励司机间相互关心、

扶持，增强安全归属感，通司机心理咨询渠道，缓解工作压

力，营造积极向上的团队氛围，互助友爱的团队关系助推形

成成员间的安全联动机制，筑牢严密的安全防护网。 

（三）个人层面 

1.加强安全宣传教育，增强个人安全意识 

要充分利用板报、标语、视频等形式，开展形式多样的

安全宣传，引导司机树立安全发展、生命至上、违章零容忍

的安全价值观，定期组织安全事故警示教育，剖析事故原因，

吸取深刻教训，筑牢司机的安全防线意识。充分利用技能大

赛、安全知识竞赛等，激发司机学习安全知识的热情，巩固

专业技能，开展优秀司机事迹宣讲，发挥身边榜样示范引领

作用，在潜移默化中增强司机安全意识，促其将安全规范内

化为自觉行动。 

2.开展多样化安全培训，提升个人安全技能 

针对司机的教育培训，要从“教什么”向“怎么教”转

变，创新培训方式方法，利用 VR/AR 等仿真系统，设置逼

真的险情场景，锻炼司机临危不乱、果敢应对的能力，开展

实景模拟演练，强化标准作业流程的肌肉记忆。跟班实践中，

建立师徒传帮带机制，老司机手把手传授重载线路驾驶经

验，以案说法，剖析事故成因，补充警示教育的深度和力度，

要因材施教，根据司机的驾龄、技能等实际，提供个性化的

培训方案，着力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精准的安全技

能训练强化了司机的规范操作意识，提高其应对风险的能力
[4]。 

3.建立安全激励机制，调动个人安全参与积极性 

铁路运输企业要加大安全投入，为司机创造安全的劳动

环境和工作条件，改善食宿条件，缓解疲劳驾驶，购置舒适

的司机服装装具，提升其职业荣誉感和归属感，制定安全绩

效考核和安全奖惩制度，将安全表现与绩效工资、评先选优

等挂钩。对长期安全驾驶、见义勇为的先进司机给予表彰奖

励，并在职务晋升时予以倾斜，发现违章及时严肃问责，坚

决杜绝侥幸心理，创新考核内容和方式，将安全建议、隐患

排查、应急演练等纳入考核，引导司机将被动接受向主动参

与转变。 

结语 

重载铁路运输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肩负着重大使命，

保障行车安全、提高运输效率已成为重载铁路可持续发展的

关键，作为列车运行安全的“最后一公里”，司机是人的不

安全行为的重灾区，其安全意识和行为直接关系到行车安

全。营造积极向上的司机安全氛围，是预防事故、遏制违章

的治本之策，组织安全承诺、安全管理、安全培训等塑造的

安全组织氛围，关系到司机安全行为的外部支持，团队安全

文化、安全互动、安全协作等形成的团队安全氛围，对司机

安全态度、安全参与有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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