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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时期，我国铁路事业蓬勃发展，促进铁路运营里程不断增加。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铁路车辆运输强度的加大

及运行时间的延长，各种安全隐患也层出不穷。车站值班员作为保障铁路列车有序运行的重要主体，必须充分

认识到列车运行在环境变化、设备老化等方面可能出现的突发问题，并结合实际情况做出正确应急决策，尽可

能将突发事故的发生率降到最低。这也意味着，提升铁路列车值班员的应急处理能力至关重要。而构建完备的

应急处置能力评价体系，能够真实反映列车值班员在不同应急处置场景中的现场处理、资源协调等能力，便于

值班员及时了解自身不足并改进。所以，本文将深入探索铁路车站值班员应急处置能力评价体系构建的有效策

略，旨在为铁路列车稳定运行贡献一己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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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emergency response capacity evaluation system for railway station attend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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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new era，China's railway industry is thriving，driving an increase in operational mileage. However，it is noteworthy 

that with the intensification of railway vehicle transportation and extended operating hours，various safety hazards have 

emerged one after another. As key personnel ensuring the orderly operation of railway trains，station attendants must 

fully recognize potential sudden issues arising from environmental changes and equipment aging，and make correct 

emergency decisions based on actual conditions to minimize the occurrence of emergencies as much as possible. This 
also means that enhancing the emergency response capabilities of railway train attendants is crucial. Establishing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system for emergency response capabilities can truly reflect the on-site handling and resource 

coordination abilities of train attendants in different emergency scenarios，helping them promptly identify their 

shortcomings and improve. Therefore，this paper will delve into effective strategies for constructing an evaluation 

system for the emergency response capabilities of railway station attendants，aiming to contribute to the stable operation 

of railway tr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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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前，铁路运输已经成为我国货物运输的主要方式，但

由于运输过程环境复杂，加上设备磨损、老化等问题层出不

穷，所以难免发生安全隐患。作为车站值班员，必须肩负起

应急处置重任，尽可能规避突发问题引发的安全事故。但结

合实际情况来看，传统凭借常规培训和经验判断的管理模

式，已经难以有效应对铁路列车在复杂场景下遇到的突发状

况。这就需要构建健全完善的值班员应急处置能力评价体

系，一方面对值班员工作过程各环节的能力表现准确呈现，

另一方面通过量化评估促进应急培训体系迭代升级，进而在

提高铁路车站值班员综合素质的同时，为铁路列车安全运行

夯实基础。 

一、铁路车站值班员应急处置工作分析 

（一）车站值班员职责 

在铁路运输体系中，车站值班员作为至关重要的角色，

不仅是行车组织的中枢，还是安全防线的守护者与信息交互

的枢纽。其需要严格遵循列车运行图规划与调度指令，借助

车站联锁系统、闭塞装置以及列车调度指挥系统，主导接发

列车、调车作业的全流程指挥与动态监管，精准规划列车行

进路径、适时开放行车信号，保障列车安全高效通行；同时，

积极协调车务、机务、工务等多部门，整合资源推进列车运

行计划[1]。在安全管控上，值班员时刻处于监控一线，密切

关注列车运行、设备设施及作业安全，实时监测列车速度、

区间占用、道岔位置等关键要素，重点盯控特殊列车，严格

落实标准化作业规范，杜绝违规操作。而在信息传递方面，

值班员作为关键枢纽，及时准确地上报列车运行状态、设备

故障及突发事件信息，迅速有效地下达调度命令与安全警

示，构建起高效协同的信息网络，确保各环节沟通顺畅，以

便在突发情况时快速响应、协同处置。 

（二）常见突发事件类型 

铁路运营面临多种风险事件：设备故障类中，信号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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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如信号机显示错乱、联锁控制模块失效等，会导致列车

调度瘫痪；通信链路中断使信息传递停滞，应急响应受阻；

电力供应中断直接切断电力机车动力，造成列车停运。自然

灾害类里，气象灾害侵袭如暴雨、强风、暴雪冰冻等，威胁

列车运行安全，地质灾害如山体滑坡、泥石流则可能中断列

车通行，甚至引发脱轨等重大事故。行车事故类中，列车运

行事故因超速、信号误判等原因导致碰撞、脱轨，车厢内突

发险情如火灾、爆炸会危及乘客生命，使铁路运输停滞。公

共安全类事件方面，客流骤增易引发秩序混乱和踩踏事故，

干扰列车作业；治安突发事件如恐怖袭击、聚众闹事等，需

值班人员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协同公安部门保障公众安全。 

（三）应急处置流程剖析 

铁路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中，值班员在事件发生瞬间，借

助高清监控系统、现场人员反馈及设备智能报警装置构建多

维信息网络，精准采集事件时间、地点、属性及影响范围等

核心要素，依据应急预案与处置经验深度剖析信息，快速评

估风险并确定应急响应等级；一旦确认启动应急响应，即刻

向列车调度员、车站站长等通报事件详情，激活预案并通过

站内广播、专用电话传达处置要求，同时化身协调枢纽，组

织工务、电务等专业团队抢修，调配救援资源，疏散安抚旅

客；作为现场核心指挥者，值班员依据事件特性制定方案，

指挥故障修复、列车救援等工作，实时监控处置进展并灵活

调整策略，与调度、公安、医疗等部门高频沟通，协同各方

形成处置合力[2]；待事件处置完毕，协同专业人员检查设备

设施，确保符合行车条件后，依调度指令恢复列车运行，随

后牵头复盘处置全程，分析经验不足形成书面报告，对应急

预案、培训内容及作业流程进行优化，提升应急处置综合能

力。 

二、应急处置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一）指标选取原则 

构建铁路车站值班员应急处置能力评价指标体系，需要

以科学性为基石，将指标深植于铁路运输安全理论与应急管

理科学，确保定义、计算和统计规范统一，实现客观公正评

价；同时遵循全面性原则，覆盖信息捕捉、应急响应、现场

处置及后期恢复全流程，兼顾专业硬实力与综合软实力，杜绝

评价盲区；可操作性是落地关键，要求指标内涵清晰、数据获

取便捷、体系架构简洁，适配日常运营评价场景；鉴于铁路行

业技术与环境的动态变化，还需秉持动态性原则，定期评估指

标体系，及时纳入新技术、新设备、新管理模式下的能力要求，

淘汰过时指标，使其与应急管理前沿趋势同步，从而构建起兼

具严谨性、完整性、实用性与时效性的评价体系。 

（二）具体指标确定 

铁路车站值班员应急处置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涵盖专业

知识储备、应急操作技能与综合素质三大维度：在专业知识

储备方面，应急知识精通度考查值班员对应急预案、安全法

规及设备故障处理流程的熟悉程度，要求其掌握各类突发事

件处置原则与方法，以便紧急时刻快速判断；铁路业务素养

深度则评估值班员对列车运行组织、信号系统等铁路业务知

识的钻研程度，确保其能剖析突发事件对运输环节的影响，

为应急策略提供理论支撑。应急操作技能维度中，信息捕捉

与研判力衡量值班员利用多元渠道快速采集、分析事件信

息，提取关键要素辅助决策的能力；应急响应执行力关注值

班员接令后启动预案、传达要求、调配资源，组织各方力量

推进应急处置的效率[3]；现场指挥实操性考查值班员在现场

制定方案、指挥作业并依据动态调整策略，恢复运输秩序的

能力。综合素质指标里，心理抗压与应变力要求值班员在高

压下保持冷静、灵活应变，正确决策化解危机；沟通协调整

合力评估值班员与多部门沟通协作，整合资源形成处置合力

的水平；学习创新驱动力则聚焦值班员主动学习新知识、新

技术，结合实践创新处置方式，提升应急效率的能力。 

（三）指标内涵阐释 

铁路车站值班员应急处置能力评价指标内涵丰富多元：

在专业知识储备方面，应急知识掌握程度作为衡量值班员专

业素养的关键，体现其对铁路应急体系知识的内化与应用，

能在突发事件发生时，依据预案和法规迅速识别事件类别，

如遇信号设备故障可快速协调抢修，降低对列车运行干扰；

铁路业务知识水平则彰显值班员对铁路系统运行机理的洞

悉，使其能剖析突发事件对各环节的连锁影响，为应急方案

制定提供支撑。应急操作技能层面，信息采集与分析能力能

助力值班员在紧急关头通过多元渠道捕获信息并提炼关键

要素，为决策提供依据；应急响应执行能力要求值班员在指

令下达后迅速启动预案，精准传达要求、调配资源，高效推

进应急处置；现场处置操作能力作为核心实战能力，促使值

班员依据实际制定方案，实时监控并灵活调整策略，恢复运

输秩序。综合素质维度中，心理素质与应变能力，可以保障

值班员在高压下冷静决策、灵活应对；沟通协调能力能助力

值班员与多部门协作，整合资源提升处置效率；学习创新能

力则推动值班员学习新技术、创新处置方式，从容应对复杂

挑战。 

三、评价方法选择与模型构建 

（一）层次分析法确定权重 

在构建铁路车站值班员应急处置能力评价体系权重的

过程中，首先以分层建模为手段，构建起层级分明的评价架

构。将整个体系拆解为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三个有机部

分：目标层作为核心导向，聚焦于值班员应急处置能力的综

合评价；准则层包含专业知识储备、应急操作技能、综合素

质三大核心维度，如同撑起体系的支柱；指标层则进一步细

化，将各维度拆解为应急知识掌握程度、信息采集与分析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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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等多项二级指标，三者共同构成稳固的金字塔结构，清晰

梳理出各评价要素的逻辑层次，为后续权重计算筑牢根基[4]。

随后，组建由铁路运输领域权威专家、具备丰富实践经验的

资深值班员构成的专业评估团队。依据 1-9 标度法，团队成

员围绕同一层级元素相对上一层级准则的重要性，开展细致

的两两对比评估。通过多轮深入研讨与严谨打分，将主观经

验转化为可量化的判断矩阵，实现从定性认知到定量分析的

关键跨越。接下来，运用方根法或和积法等数学方法，对判

断矩阵进行特征值与特征向量求解，得出各元素相对于准则

层的局部权重，完成层次单排序。为确保权重分配的科学性，

引入一致性指标 CI 和随机一致性比率 CR 进行检验。当 CR

＜0.1 时，认定判断矩阵一致性良好；若不满足该条件，则

回溯调整判断矩阵，重新计算，直至通过检验，保障权重的

合理性与可靠性。最后，基于层次单排序结果，通过矩阵运

算逐层合成指标层元素相对于目标层的权重，得到层次总排

序。该结果精准明确各二级指标在整个评价体系中的权重占

比，为后续综合评价提供精确、可信的权重依据，显著提升

评价结果的权威性与说服力，使评价体系更具实践指导价

值。 

（二）模糊综合评价法原理 

模糊综合评价法以模糊集合理论为基石，突破传统数学

的绝对化认知，引入“模糊边界”概念，将评价范畴延伸至

亦此亦彼的过渡状态，在铁路车站值班员应急处置能力评价

中，通过隶属度函数将“沟通协调能力良好”“学习创新能

力优异”等模糊表述，转化为[0，1]区间的量化数值，为科

学评价筑牢数据根基。基于值班员应急处置能力受专业知

识、操作技能、心理素质等多元模糊因素交织影响的特性，

该方法构建起系统化的多维度综合评判体系，通过设定因素

集、评语集，结合层次分析法确定权重集，运用模糊变换原

理深度融合多源信息。而在评价流程的关键环节，模糊算子

发挥着核心作用，主因素突出型、加权平均型等不同类型的

模糊算子如同功能各异的“信息处理器”，前者侧重凸显关

键因素主导地位，适用于强调核心能力的场景，后者秉持均

衡考量原则，全面权衡各因素影响，根据实际评价需求合理

选用，可精准调控评价结果侧重点，提升评价模型的适用性

与灵活性，最终实现对值班员应急处置能力客观、全面且贴

合实际的综合评判。 

（三）评价模型构建步骤 

铁路车站值班员应急处置能力评价模型构建流程包含

多个紧密相连的环节：首先锚定评价基准，以前期研究确定

的专业知识储备、应急操作技能、综合素质为框架，细化二

级指标并整合为因素集  n21 u,u,uU ， ，明确评价对象

与边界；接着设立评价标尺，结合行业需求与评估惯例，构

建 如 { 卓 越 ， 优 良 ， 合 格 ， 待 改 进 ， 不 合 格 } 的 评 语 集

 m21 ,,V vvv  ，提供统一的等级划分标准；随后运用

层次分析法，组建专业团队剖析指标重要性，经构建判断矩

阵、计算特征向量与一致性检验等步骤，确定权重集

 na,a,aA 21 ， ，确保权重科学合理；再通过专家打

分、实地调研等多渠道收集信息，依据模糊集合理论判定指

标隶属程度，构建模糊关系矩阵 mij  nrR ）（ ，反映指标与

评语等级的关联[5]；之后根据实际需求选取合适模糊算子，

对权重集 A 和模糊关系矩阵 R 进行合成运算，生成综合评

价向量 ），，，（ mbb bRAB 21  ，实现多指标综合评

价；最后对综合评价向量 B 归一化处理，依据最大隶属度

或加权平均原则确定评价等级，通过对比不同值班员结果挖

掘能力差异，为铁路部门的人员管理决策提供数据支撑，实

现评价结果的实践应用。 

结束语： 

综上所述，铁路车站值班员应急处置能力评价体系的搭

建，为客观衡量值班员应急素养打造了标准化平台。该体系

依托严谨的指标框架、科学的权重分配机制与精确的评价模

型，将复杂的应急能力具象化为清晰的量化指标。这不仅能

精准定位值班员的能力薄弱环节，为定制化培养方案与人才

梯队建设筑牢根基，还能驱动铁路应急管理体系迭代升级，

让铁路运输在突发状况下保持高效运转、安全无虞，为铁路

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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