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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载铁路车站调车作业的安全管理探讨 
 

董磊 

国能朔黄铁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肃宁分公司  062350 

 

【摘  要】随着我国铁路运输网络的快速发展和运输需求的持续增长，车站调车作业的安全管理面临新的挑战。调车作业作

为铁路运输组织的关键环节，具有作业环境复杂、参与人员多、安全风险高等特点。近年来，虽然铁路部门不

断加强安全管理，但调车作业中的事故隐患仍未完全消除。在此背景下，本文结合铁路车站调车作业实际，系

统梳理安全管理中的薄弱环节，并提出针对性地优化措施，以期提升调车作业安全水平，保障铁路运输安全高

效运行，为铁路安全管理体系的完善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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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railway transportation network and the continuous growth in transportation 

demand，safety management of shunting operations at railway stations faces new challenges. As a critical component of 

railway transportation organization，shunting operations are characterized by complex working environments，numerous 

participants，and high safety risks. In recent years，although the railway department has continuously strengthened safety 

management，accident hazards in shunting operations have not been completely eliminated. Against this backdrop，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identifies weak links in safety management based on the actual conditions of shunting operations at 

railway stations and proposes targeted optimization measures to enhance the safety level of shunting operations，

ensuring the safe and efficient operation of railway transportation. This provides valuable references for improving the 

railway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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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铁路车站调车作业作为铁路运输生产的关键环节，其安

全管理水平直接关系到运输效率、设备安全及人员生命财产

安全。近年来铁路运输量持续增长、技术设备不断升级，传

统安全管理模式面临新的挑战。据统计，调车作业事故在铁

路行车事故中占有较高比重，多因违章操作、设备故障、协

调不足或管控疏漏等人为或技术因素引发。因此，深入分析

调车作业中的风险源，优化安全管理体系，对预防事故、提

升运输效能具有重要意义。 

一、铁路调车作业在运输系统中的重要性 

铁路调车作业对于保证铁路运输工作起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一是从整个铁路运输系统的角度来看，调车作业作为

运输工作的基础和前提，在完成列车编组、装车卸车及客货

接运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二是从各个具体的铁路站段

来看，由于大量的货物与旅客都要通过列车来实现位移过

程，并且要经过多次装卸才能到达目的地或转换其他交通工

具继续行程，而每次的装卸都需要通过调车作业来完成；三

是从具体的工作任务看，调车作业包括了列车解体与编组、

车辆取送以及车列转场等工作内容[1]。 

从运输组织的角度来看，良好的调车作业可以有效改善

机车车辆的运用状态和编组顺序，进而达到充分利用现有设

备的能力的目的；特别是对于枢纽站场来说，调车作业是关

系到枢纽整体运输效率高低的一个关键因素。随着我国铁路

货运市场的不断深化和发展，各种新的运输组织方式相继出

现并逐渐成熟起来（比如：快运班列、小运转货物列车、小

编制重载列车等），而这些新形式的运输组织又都需要有相

应的调车作业与之相适应，因此调车工作需要根据市场的需

求进行调整和完善。同时，在铁路信息化发展的大趋势下，

以计算机为核心的智能技术正在改变着传统的调度指挥手

段，并且使调车工作的运行机制由人控向着自动控制的方向

转变，势必会对未来的铁路运输组织产生深远的影响[2]。 

二、调车作业安全风险分析 

1、人员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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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员素质来看，由于专业知识缺乏而导致的标准化作

业“变形”，以及老职工退居二线后新人业务水平普遍较低

带来的经验传承中断；加上不同性格的人对压力承受力的不

同，使得同一环境下出现的事故类型也各不相同等等都说明

了人员风险的存在；从作业行为上看，疲劳作业所造成的注

意力分散及错误决策形成了一个负反馈的过程：一旦发生事

故就会产生新的不良刺激进而促使当事人做出更多错误的

行为选择（如违规穿越股道），如此反复不断累积最终酿成

大祸。另外违章指挥、违章上道、简化作业流程、跨越股道

等一系列冒险行为之所以能够长期盛行，除了制度规范本身

存在的问题之外，还在于此类做法已逐渐成为一种习惯性的

思维定式，以至于人们在遇到类似情况时会不由自主地沿袭

以往的做法从而忽略其潜在的危害后果。 

2、设备因素 

调车作业过程中由于机车车辆自身状况不佳，比如制动

系统不好使、线路与道岔情况不符合要求（比如尖轨密贴不

够好或者转辙器动作杆松动），或者是信号与通信系统的各

种问题，都会给调车作业带来一定的安全隐患，进而发生一

系列安全事故；而如果调车作业使用的防溜措施有缺失或是

不能正常发挥作用的话，则可能会使得停留车辆产生自溜现

象，影响到车站内的行车安全；另外，在调车作业的过程中

没有配备相应的监测装置、速度测量仪器或者碰撞防护系

统，也有可能会因为无法提前感知并制止超速行驶的现象而

导致事故发生的风险加大。同时，老旧设备未及时更新、检

修维护不到位或技术标准不统一，也会加剧设备隐患的累

积，进一步放大安全风险[3]。因此，必须通过定期检测、智能

监控和标准化管理来降低设备因素对调车作业安全的负面

影响。 

3、管理因素 

调车作业安全的风险管理包括以下方面：一是由于安全

规章制度体系不够完整，或者与现场实际情况脱离；二是领

导层和管理人员没有充分认识到安全生产的重要性，责任分

工不明晰或者是考核机制过于宽松，在一定程度上容易造成

违章指挥的现象发生，对于生产过程中的危险源不能及时发

现并消除安全隐患；三是现场监督力度不够，只关注表象的

问题，并且整改工作开展得不好，这样就会出现一些潜在性

的安全隐患长期得不到有效的解决，最终形成较大的安全事

故的发生概率；四是职工教育培训工作的效果不佳，内容比

较老旧，教学方法也比较单调乏味，缺少灵活性并且也没有

针对不同的岗位特点制定相应的培训方案，从而使得职工们

的安全思想认识不高，技术水平也达不到要求，很容易造成

错误的操作方式而引起不必要的事故；五是预案编制不合理

或是演习走马观花，一旦发生意外事件时就不能快速地采取

应对措施，加大了事故发生的可能性。 

4、环境因素 

调车作业安全风险是环境影响下产生的结果，在不同的

时空条件下表现出不同的风险特征，并且随着外界环境的不

断改变产生新的安全隐患。从站场物理环境来看：一是由于

既有线普遍采用直线与半径较小的曲线组合而成，形成了大

量的曲线和弯道等障碍物，使得视线存在许多死角；二是车

站建筑设施较多如机房、仓库及房屋等，造成一些地方视野

受阻或被阻挡；三是驼峰转盘处以及咽喉区内因轨道排列形

式不同所形成的交叉进路，极易发生抢钩事故。 

三、铁路车站调车作业安全管理优化对策 

1、强化人员管理 

一是人员素质培养：建立系统化的人才培养机制，根据

不同岗位设定不同的培训目标；新员工入厂后须接受 3 个月

以上的岗前实训并考试合格方可正式上岗，并着重加强标准

作业程序及现场应急处置等专项技能培训；在职员工每年至

少参加一次年度复训，主要内容为新技术装备的操作使用、

典型事故案例分析以及最新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的学习掌握，

在此基础上强调实操性训练，定期组织模拟演练以增强实际

应用水平。二是行为规范管理：“双人确认”、“手指口呼”

的标准化作业方法，“全覆盖式”行为监管体系，基于视频

监控和智能图像处理手段实现对不安全行为的及时发现和

提醒功能，同时对于频发违章人员采用“一人一策”方式开

展针对性帮教转化工作[4]。三是管理机制建设：进一步完善岗

位任职资格认证机制，严格执行持证上岗和周期考评管理制

度，健全全员业务技能档案和高危工种风险评价档案，落实

重要生产环节的关键岗位 AB 角配置制度；改进倒班模式

设置，杜绝长白班或连班作业现象发生，探索应用人体生理

学原理开发自动检测人员身体状况的技术措施来确保人的

最佳精神状态参与作业。四是在团队建设方面，强化班组安

全文化建设，定期开展安全主题活动，建立"师徒制"传承机

制，培养团队互控意识；完善跨班组交接制度，确保作业信

息无缝传递；建立心理辅导机制，定期评估作业人员心理状

态。在监督问责方面，实施分层分级检查制度，车站领导每

月跟班作业不少于两次，车间主任每周全覆盖检查，工班长

每日重点抽查；建立违章行为分级处理机制，对重复违章人

员采取停工培训等措施；实行事故责任追溯制度，对管理责

任落实不到位的干部同步问责。 

2、完善技术保障 

铁路车站调车作业安全管理的技术保障主要是利用智

能化、信息化、自动化技术手段建设覆盖全程的安全防护体

系。以调车机车安全防护系统（调车监控 STP）为基础，

实现调车作业中列车速度、进路以及相关作业指令的信息采

集；并根据列车自动防护（ATP）原理来防范调车冒进信号

和超过限制速度的规定值；以无线调车机车信号和监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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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RS/TDCS）为纽带，完成地面信号设备向车载设备发送

有关进路信息的过程，并验证进路上所有区段空闲且满足行

车条件后方可开放允许信号；以计算机联锁（CBI）为主体，

将道岔、信号机和轨道电路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由人工操纵

转变为逻辑封锁关系，从而避免了因人工作业失误导致的风

险发生；借助于基于北斗/ GPS 的调车作业定位追踪技术，

并融合电子地图功能能够直观地反映当前作业区域内的车

辆位置状况，有效防止调车冲突或挤岔事故发生；应用人工

智能（AI）技术的智能视频分析系统可以针对作业人员的行

为习惯特征和现场设施设备的状态变化情况进行自动识别，

并及时发出相应的警报提示；整合调车安全相关信息至调车

安全信息管理系统（ATSIS），包括作业计划、设备状态、危

险源点位以及各种风险预警信息等，实现调车作业全流程信

息的完整记录。 

3、优化管理制度 

建立健全全链条标准化作业制度。细化完善“站细”、

“调规”，做到内容详尽具体且符合现场实际情况，并及时

进行修订；推进落实“一岗一标”责任追究制，明晰各岗位

（如：调车长、连接员、制动员）的安全职责及作业标准，

严格落实关键岗位持证上岗制度，加强动态履职考评工作；

构建完善安全风险管理长效机制，在做好常态化安全隐患排

查整治的同时，针对重点时段、重要环节和重大事项组织开

展专项安全大检查活动，严格执行干部盯控包保跟班作业制

度；加大现场监督检查力度，采用“四不两直”的方式不定

期组织突击检查，利用调车监控视频实时回访分析，利用微

机监测电子台账查询追踪等方式方法，切实推动各项规章制

度执行到位；进一步健全跨专业协作联动机制，制定完善车

站、机务段、电务工区等多专业共同参与的安全联检、设备

养护维修等工作程序规定，以及相关数据资料互通互联的信

息反馈流程；优化职工教育培训机制，探索建立以“理论知

识考试+技能操作考核+典型案例复盘讲解”为主要内容的教

学课程，分层次分类别开展安全生产专题培训授课；健全完

善安全奖励惩戒约束机制，细化不同事故类型的响应流程，

配备应急装备并定期开展双盲演练；建立安全分析例会制

度，运用大数据技术对典型问题溯源分析，形成闭环整改[5]。 

4、制定应急预案并定期演练 

应以风险识别为基础，充分考虑车辆冲突、脱轨、溜逸、

火灾及人身伤害等典型事故情景，逐项确定风险类型的应对

措施；并根据事件可能造成的后果与影响范围等因素将各类

突发事件分为一至四级，分别制订相应级别的响应标准，详

细规定各级别下各相关部门的信息报告要求以及应急组织

机构设置原则等内容，进一步明确本单位相关岗位或个人的

具体职责分工，同时依据实际情况科学合理地配置必要的应

急资源，细化不同级别情况下启动预案的审批授权手续及其

相应的联动工作安排。从总体来看：一是编制包括平面图、

重要部位布置情况、疏散路线等在内的具体应急处置指南，

作为现场工作人员实施应急工作的直接参考。二是加强预案

演练力度，通过“季度综合性演练+月度专项性演练+不定期

突击演练”的方式实现全方位覆盖。“综合性演练”主要围

绕各部门之间的衔接进行展开，旨在提高各部门间整体协作

水平；而“专项性演练”则更注重于某一类风险源的实际处

理方法；“突击演练”则是为了贴近实战环境，锻炼员工的

心理素质。三是演练形式可采取桌面推演、模拟操作、实地

演练等方式组合运用，但须保证其比例不低于 40%且能真

实反映应急处置过程中的各个细节步骤。 

结束语 

铁路车站调车作业安全管理是一项系统性、动态性的长

期任务，涉及人员、设备、环境和管理等多个维度的协同优

化。随着铁路运输需求的持续增长和智能化技术的快速发

展，调车作业的安全管理既面临新的挑战，也迎来转型升级

的机遇。通过强化人员培训、优化作业流程、完善技术保障、

健全应急预案等措施，可以有效降低安全风险，提升作业效

率。只有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原则，才

能确保调车作业在铁路运输中的高效、安全运行，为铁路高

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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