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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铁路行车安全的因素及防范措施分析

◎王世军　王恒　阎善俊
摘要：近年来铁路运输行业发展迅速，尤其在相关技术的支持下基本实现了高速化和自动化。但铁路行车安全

一直都是影响铁路运输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对此这就需要全面开展风险识别，建立防范措施。基于此，文章就

将从其影响因素入手，探究其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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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我国都极为重视铁路基础设

施建设，也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

目前中国铁路建设长度已经达到了世界最

高水准，然而在其行车安全方面还存在一

些问题。铁路行车安全是保障国民经济发

展和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工作措施，

对此及时找到相关影响因素，采取针对性

的解决措施具有极大现实意义。

一、影响行车安全的主要因素

（一）设备故障与缺陷

对于铁路交通而言，运输设备是非常

重要的内容之一，其技术质量的优劣程度

直接影响着行车安全。从以往发生的各项

事故来看，影响铁路行车安全最主要的一

项因素就是设备故障和缺陷。在线路方面，

钢轨或鱼尾板易被折断；在车辆方面，制

动装置容易失灵；在机车方面，时常发生

主动系统故障；在通信设备和信号方面，

信号灯易发生故障，电线易短路和老化。

（二）环境影响

1. 自然环境

第一，在设备方面。铁路设备长期处

在露天状态下，极易受到腐蚀进而给实际

应用期限带来影响，或者直接将其损坏。

比如泥石流、洪水和地震等自然灾害都可

能会损坏线路；暴雪风沙会直接掩埋线路；

冰冻灾害会导致铁轨断裂等。

第二，在人员方面。无论是高温还是

寒冷天气都会导致作业人员出现烦躁、疲

劳等情况，进而影响到正常操作。有时候

过于吵杂的声音也会导致作业人员无法集

中注意力，不能及时发现异常声响或者报

警信号。

2. 社会环境

第一，在人员方面。作业人员可能会

因为自身家庭情况、人际关系、劳动组织

分配及社会风气等原因对工作热情下降，

经常在操作过程中出现失误。有时乘客携

带的危险物品也会给铁路行车安全带来不

良影响。

第二，在设备方面。铁路沿线经常会

有人受金钱诱惑而破坏铁路设备，比如将

钢轨连接处拆除、割断发射信号的通讯电

缆等。

二、优化行车安全的主要措施

（一）在风险识别原则下充分把握风

险管理

一是注重系统性把握。风险识别本身

就是一项极为系统化的工程，各项风险完

全隐藏于铁路安全管理的制度、理念、方

针、程序等方面，因此必须对其实施系统

分析，从人员、设备、制度和环境等多个

方面进行风险排查，将风险管理全面落实

到各个岗位上，实现全面管理。二是注重

有效性把握。注重铁路安全生产的客观规

律，在安全风险方法和理念之下进一步规

范现行安全管理，提升管理有效性和合理

性。三是注重全面性把握。铁路运输本身

就是一个环环相扣的过程，安全风险处在

各个环节中，因此这就就需要对整个运行

过程的安全风险实施严密分析和控制。四

是注重实践性把握。铁路运输外部环境复

杂多变，内部因素影响较大，安全风险极

易产生变化，对此在安全风险识别时必须

要充分把握实践性，要跟随环境的变化实

施动态识别。

（二）充分把握风险识别内容

1. 设备故障和缺陷防范

在设备方面有关单位在进行检修的时

候必须要将设备特性和检修规程结合在一

起，充分落实设备维修，做好检修工作记

录检查，了解设备日常应用当中可能会出

现的各项风险点。对各项新技术新设备的

应用情况实施风险分析，安装故障自动爆

浆装置，进而自动监测和识别故障，及时

消除安全隐患。

2. 人为因素防范

相关作业人员应当充分了解各项管理

控制措施及安全制度，全面了解具体的作

业内容，对于可能会出现的各项安全因素

进行全面排查。在作业过程中始终遵守纪

律，全面落实具体的岗位职责，加强自身

的控制力，建立起自控与互控机制，确保

各班组和各工种之间能够实现相互制约和

监督，及时发现其中存在的各项不安全行

为，在最大程度上降低事故风险。

3. 环境因素防范

将铁路沿线安全管理力度加大，尤其

注重行车外部风险控制。由于自然环境风

险较多，一定要将历史数据和实际检测相

互结合在一起开展，从而全面提升铁路自

然灾害的防范能力。

三、结语

总的来说，影响铁路行车安全的因素

较多，不但包含设备和人员，还有环境等

方面的因素，极大地增加了行车安全管理

难度。对此这就需要遵循相应的风险管控

原则，明确具体的风险管控内容，采取针

对性防范措施，从而进一步提升管控水平，

保障行车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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