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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截止到 2022 年年底，中国内地累计有 50 余个

城市开通轨道交通运营线路，涵盖地铁、轻轨等多

种制式。而地铁则成为解决城市交通拥挤的突出手

段，因此，提高地铁运营突发事件抢修应急组织水平，

降低事件人为扩大化影响程度，成为地铁运营单位

需要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

地铁在运营期间，若出现地铁重大设备、设施

故障，OCC 调度尤其是行车调度必须利用自身资

源，在确保最低限度影响运营的同时，组织各专业

及时参与抢修，使线路尽最快恢复运营。本文从行

车调度员（以下简称行调）这一工作岗位出发，着

重讲解运营期间设备故障的抢修组织及行车调整 
方法。

1    运营中断存在问题及隐患分析

地铁运营正常情况下，通过信号、联锁、闭塞设

备及列车组织方式保障列车正常运营。当遇设备故

障或施工、维修作业等非正常情况，导致基本闭塞

设备不能使用时，运营管理部门需要采取的非正常

行车组织办法。非正常行车时，部分区间设备已中

断，该区间设备已经无法保证列车运行间隔和保障

进路安全。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持运营、保障乘客出

行，需要采用人工组织的方式进行组织。但往往现

在地铁设备自动化程度较高，一旦出现重大设备问

题，可能无法按照预期结果顺利进行相关抢修作业，

延误较长时间。

地铁运营中断下的调度专业抢修组织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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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今国内开通地铁的城市不断增加，且随着运营开通时间的延长，各类突发事件屡见不鲜。若因事故事件中断

地铁线路运营时间过长，会造成一系列的影响后果。本文通过分析地铁运营中断存在的问题及隐患，对调度专业面临

抢修组织时的处置难点和应急指挥等方面进行分析，为应急处置下的抢修组织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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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故障中断点外的抢修方法和行车调整方法

2.1    抢修组织方法

在故障发生后，行调根据故障的类型，原则上按

照“临时处理－边运营、边抢修－中断运营”的方

式逐步开展抢修组织，可根据抢修的影响，及时组

织小交路运行或启动公交接驳等方法疏散客流 [1]。

2.2    行车调整方法

根据突发事件发生位置、性质和影响，选择扣车、

跳停、列车加开或退出服务、小交路运行、列车降

级运行、列车限速运行、故障救援连挂、组织边运

营边抢修、关站、停运等相应的应对措施 [2]。

（1）人为因素抢上抢下造成夹人夹物、站台乘客

跌落或站台门故障，可采取扣车、后续列车限速等

措施。

（2）一般社会治安类事件、公共卫生事件、运营

突发事件，可选择跳停、关站、列车退出服务等措施。

（3）列车故障类可采用列车降级运行、清客退出

服务、救援等措施。

（4）局部通信信号供电类故障、线路积水等可采

用降级运行、限速运行、边运营边抢修等措施。

（5）异物侵线、脱轨、火灾等可采取中断抢修、

关站、小交路运行等措施。

（6）突发大客流可采取加开列车、小交路运行等

措施。

（7）严重自然灾害或大面积疫情可采用关站、停

运等措施。

地铁线路示意图模型如图 1 所示，若 D、E 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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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出现中断，则行调组织 A 至 C 站采用小交路运行，

F 站至 H 站采用小交路运行，与公交公司对接，组

织 C 到 F 站采用“公交接驳的方式”保证乘客出行

顺利。同时若需要组织抢修人员、物料、工器具甚

至抢修车进出抢修区域，则需要行调按照工作组织

原则进行组织。

3    抢修负责人应具备的职责

抢修负责人负责指挥抢修过程中人员、工器具与

物料进出封锁区域及抢修列车在封锁区域内的运行

等工作。如抢修作业需外单位参与时，抢修负责人

负责各抢修作业人员的组织、协调。抢修负责人变

更时需及时报告行调，由行调通知车站。若发生的

故障已达到运营公司相关预案启动要求，由现场处

置组长本人或指定一名能胜任人员作为抢修负责人，

负责现场组织、协调及与 OCC 沟通对接 [3]。

4    调度专业抢修过程中应具备的总体工作内容

（1）维调发布抢修令后，行调及时记录抢修负责

人的联系方式（手机号、对讲机）。抢修过程中行调

与现场抢修负责人直接联系，抢修负责人必须及时

向行调反馈现场抢修进度等情况。

（2）OCC 各调、抢修负责人、配合开关端门的

站务人员及各专业救援队队长提前确认，并应统一

将对讲机组别置并通过应急组进行联系。当抢修需

各部门之间配合时，各专业救援队队长应经过抢修

负责人同意后，再通知本专业相关抢修队员将对讲

机手持台转换至“专用组别”进行跨部门之间的抢

修沟通。沟通配合完毕对讲机应恢复至原组别。

（3）现场故障抢修遵循“先通后复”的原则，抢

修负责人根据故障情况组织制定抢修方案，若需要停

电防护及时向行调申请，行调通知值班主任及电调。

若抢修负责人已到达车站，行调确认具备抢修条件，

通知抢修负责人可尽快进入抢修区域开展抢修工作，

站务人员配合开关端门做好引导。抢修负责人未到

现场前，如需车站配合，抢修负责人须提前联系行

调说明配合事项，行调及时通知相关车站做好准备。

（4）行调根据初判的事件影响，与值班主任、各

调协商后，视情况设置封锁区域，向相关车站发布

封锁命令，指定车站将封锁命令提交抢修负责人，

并通过无线调度台通知正线司机。

（5）抢修作业完毕，抢修负责人确认各专业抢修

人员、工器具与物料均出清轨行区后，向行调汇报

线路出清、具备行车条件及限速要求。

（6）行调先向车站发布线路开通命令（口头），

并通过无线调度台通知全线司机，根据行车条件组

织恢复行车。

（7）抢修负责人前往车控室销点，补填相关手续

后，行调再向车站补发线路开通命令（书面）。

（8）封锁区域因抢修组织需要，原则上无须设置

红闪灯。

抢修组织整体流程如图 2 所示。

5    人员、工器具与物料进出封锁区域（抢修
车未开行）的组织

（1）OCC（运营控制中心“行调、设备调、值班

调度长”等岗位，不同地铁可能会有不同叫法，下同）

确认满足条件后可提前与车站办理好下轨行区的手

续，行调通知抢修负责人到达车站后带领抢修人员

至相应站台端门内侍令，站务人员做好接应。

（2） 抢修负责人应到达相应站台端门内与站务

人员（值班员及以上人员）对接，站务人员向抢修

负责人交接封锁命令。抢修负责人通过“应急组”

向行调申请下轨行区进入封锁区域。行调确认现场

已采取安全防护措施，具备人员进入封锁区域的条

件，令抢修负责人凭封锁命令组织抢修人员、工器

具与物料下轨行区。抢修队员沿指定路线进入封锁

区域到达抢修地点。站务人员配合开关端门并做好 
引导。

（3）后续因抢修作业需要，抢修负责人组织人

员、工器具及物料多次往返进出封锁区域时，各救

援队应配合站务人员查验身份，确认做好安全防护

后，组队进入轨行区，站务人员配合开关端门并做

好引导。OCC调度不作特殊要求，也不进行过多干涉。

（4）抢修作业完毕，抢修负责人沿指定路线返回

车站站台端门内后通过“应急组”将设备设施、行

车条件恢复情况及所有人员、工器具与物料出清情

图 1    地铁线路示意图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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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报行调。行调与抢修负责人确认现场设置的安全

防护措施已撤除，线路出清、具备行车条件及限速

要求，进行后续组织工作。抢修负责人至车站车控

室行值处补办请销点相关手续。

6    开行抢修车进出封锁区域的组织

6.1    抢修车到达封锁区域前的组织

（1）正线现场需开行工程车或电客车（以

下统称抢修车）抢修时，由抢修负责人向行

调提出申请，并说明开行计划，包括抢修车

的编组方式、运行方式（推进 / 牵引）、是

否需承载工器具物料、供电要求，以及抢修

车运行至封锁区域内停车位置的公里标等情

况，行调通知场调组织抢修车发往转换轨。

（2）待车辆段 / 停车场发出的抢修车在

转换轨停稳后，行调指定封锁区域外的第一

个车站作为接口站，排列抢修车运行至接口

站的进路，向抢修车司机发布临时加开的口

头命令，组织抢修车动车运行至接口站。

（3）抢修列车运行过程中，行调做好把

控并提前通知沿途及接口车站加强监控。

（4）非运营期间组织抢修车抢修作业时，

行调须终止抢修车的运行路径上及封锁区域

内未完成的施工并确认销点，再组织列车动

车。

6.2    抢修车进入封锁区域的组织

（1）行调提前向接口站行值发布向封锁

区域加开抢修车的书面调度命令，由接口站

交抢修车司机。待抢修车运行至接口站停稳，

抢修车司机接收车站转交的向封锁区域加开

书面调度命令。

（2）行调确认抢修车司机已接收书面调

度命令，并与抢修负责人确认抢修车进入封

锁区域内的所需停车位置是否具备接车条

件。

（3）行调与抢修负责人确认具备接车条

件后，行调通过 ATS 工作站确认接口站至

封锁区域线路空闲并与沿途车站行值核对，

准备抢修车停车位置到封锁区域内抢修车所

需停车位置的进路。

（4）若车辆段 / 停车场至封锁区域的线

路内无接口站，行调向场调发布向封锁区域

加开书面调度命令由场调交抢修车司机。待抢修车

发往转换轨停稳后，抢修车司机报行调已接收书面

调度命令，行调确认转换轨股道至封锁区域线路空

闲，准备转换轨股道到封锁区域内抢修车所需停车

 图 2    抢修组织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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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的进路。

（5）当信号系统满足抢修车正常模式运行时，行

调准备好抢修车运行进路，并向抢修车司机发布口

头命令组织抢修车动车；当信号系统故障或其他原因

需要组织电客车越禁止信号时，行调按照“越红灯

要求”（各家地铁线路有不同的细化要求，此处不统

一赘述）执行，涉及需要确认封锁区域边界至封锁

区域内抢修车所需停车位置公里标线路之间的道岔

位置状态时，行调应提前安排道岔所属车站的站务

人员进入封锁区域，站务人员及时汇报现场道岔位

置正确且出清至安全避让区域。上述线路空闲、道

岔位置正确等条件均确认完毕后，行调组织抢修车

越过目的地前的最后一个禁止信号停车，再向抢修

车司机发布口头命令组织抢修车动车。

（6）抢修车司机动车后须运行至封锁区域外一度

停车，确认安全进入封锁区域，并继续运行至指定

公里标前 100m 处再次一度停车鸣笛示意，通过对讲

机与抢修负责人确认前方线路空闲，具备接车条件

后，再限速 25km/h 动车运行至指定公里标处停车。

6.3    抢修车离开封锁区域的组织

（1）抢修车使用完毕，抢修负责人确认抢修车所

在停车位置公里标，抢修车停车位置到封锁区域边

界线路上所有人员、工器具已出清，具备行车条件，

再向行调提出上交行车指挥权，申请行调组织抢修

车离开封锁区域。

（2）行调提前在 ATS 工作站设置安全防护，防

止列车冲突，并与接口站行值确认接口站具备接车

条件，行调通过 ATS 工作站确认接口站至封锁区域

线路空闲并与沿途车站行值核对，准备抢修车停车

位置到接口站之间的进路。

（3）若封锁区域至车辆段 / 停车场的线路内无接

口站，行调与场调确认车辆段 / 停车场转换轨股道具

备接车条件，行调确认封锁区域至转换轨股道线路

空闲，准备封锁区域内抢修车停车位置到转换轨股

道之间的进路。

（4）抢修车出清封锁区域运行至接口站 / 转换轨

股道后，行调及时通知抢修负责人继续开展抢修工

作。

7    结语

地铁运营中断时，行调均应按照“先通后复”的

大原则，快报快处理、保运营保开通。在抢修组织

过程中，行调应根据故障类型及故障影响大小，采

用不同的抢修组织方式，尽力将故障又快又好地处

理好，同时行调需采用小交路折返、终点站退车、

多停限速等多种行车调整手段，维持最大限度多车

站的载客运营，降低故障导致的社会舆论及给乘客

带来的不好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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