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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多部门应急联动机制效能提升路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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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面对突发状况，城市轨道交通多部门应急联动机制，反应的速度以及协调的效率对交通安全意义重大，依靠构建起标准

化管理流程，实现智能化联动平台健全，对应急培训机制进行优化，增强部门协同，实现高效联动机制的搭建，做到应急响

应的精准实战化，采用数智化手段增进信息共享效率，强化各部门职责分工及迅速反应能力，建成规范成序、系统集成的应

急联动体系，全面增进轨道交通突发事件的处置本领，为轨道交通的安全稳定运营筑牢坚实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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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face of emergencies, the emergency linkage mechanism of multiple departments in urban rail trans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raffic safety in terms of response speed and coordination efficiency. By building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processes, 

achieving a sound intelligent linkage platform, optimizing emergency training mechanisms, enhancing departmental collaboration, and 

building efficient linkage mechanisms, we can achieve precise and practical emergency response. We will use digital means to enhance 

information sharing efficiency, strengthen the division of responsibilities and rapid response capabilities of various departments, 

establish a standardized and systematic emergency linkage system, comprehensively enhance the ability to handle rail transit 

emergencies, and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safe and stable operation of rail transit. 

Keywords: urban rail transit; multi departmental collaboration; emergency management; digitized platform; optimization of linkage 

mechanism 

 

引言 

伴随城市轨道交通网络规模持续拓展，突发事件应急

管理已成为运营安全面临的核心挑战，作为应对突发事件

快速响应的关键举措，多部门联动机制，直接关乎应急处

置的效能与成效，现存联动机制暴露出指挥协调欠佳、信息

流通受阻、应急能力参差不齐等状况，妨碍了整体应急效能

的施展，凭借优化标准化管理体系、推进智能化平台的打造、

完善培训机制及增强部门协同合力，可促进形成高效又灵活

的应急联动体系，全面拔高轨道交通运营的安全级别。 

1 城市轨道交通多部门应急联动机制现状分析 

1.1 机制构建情况 

城市轨道交通身为现代化城市基础设施的关键组成，

保障其运营安全与做好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极为关键，就目

前而言，轨道交通的应急联动机制主要由运营公司、调度

中心、安全技术部（安技部）与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共同打

造，调度中心成为运营调控的核心主体，掌管行车组织以

及突发事件的初步处理；运营公司对调度、维护工作和人

员进行全面统筹管理；安技部针对设备故障及安全隐患开

展专项处置事宜，若重大事件或自然灾害发生了，政府应

急管理部门，实行统一管控与综合调配。 

为实现城市轨道交通安全平稳运作，各部门已规划了

一系列应急管控预案，形成以综合预案、专项预案和现场

处置方案为核心的三级应急处理机制，运作模式要求机制

进行分级响应、逐级报告，保证突发事件可在最短时间里

获得处置，由于机制构建的复杂性以及执行的差异性限制，

现有机制在实际运行当中依旧存在一些短板。 

1.2 现存问题及成因分析 

1.2.1 指挥协调不足 

实际操作中，多部门联动机制暴露出指挥协调方面的

欠缺，因部门分工界定模糊，缺少一套统一的职责界定，

引发在处置突发情形的时候，多个部门容易出现职责交叉、

响应缓慢的现象，协调流程错综，成效有限。 

1.2.2 信息流通不畅 

在突发事件应对进程里，信息既及时又准确十分关键，

当前多部门应急联合工作中，信息传送的效率欠佳，存在

信息流转滞后及内容失实现象，影响应急处置快速决策的

形成，信息共享平台健全性欠佳，欠缺一体化信息处理的

体系，造成现场情况无法迅速汇总与更新。 

1.2.3 应急能力不均衡 

各部门在应急反应能力上存在显著落差，部分部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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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事件处理方面经验丰富，能即刻组织起响应活动，而

部分部门在应急处置上实战经验不足，不易达成有效的协

同联动，该种能力差异直接引起协同效率的降低，影响整

体应急的效能水平。 

1.2.4 实战演练不足 

即便存在多部门的应急预案，然而实战化演练未达要求，

让应急预案徒有形式之虚，未实施真实环境下的应急演练，

难以有效检验联动机制的科学及实效程度，尤在复杂突发事

件所形成的场景里，各部门配合未达默契，短时间中难以汇

聚起高效的合力，对应急响应实战效果造成严重掣肘。 

2 城市轨道交通多部门应急联动机制提升路径 

2.1 标准化管理路径 

在城市轨道交通多部门应急联动开展期间，机制效能

的提升离不开标准化管理这个基础，构建标准化的联动流

程十分关键，依靠统一化的调度、应急响应及处置流程，

保障各部门在突发事件出现时可依照既定规范开展操作，

防止因流程不明或操作失误造成应急效率下降，把标准化

管理流程融入日常工作里，形成长久规制，有利于在实际

处理时迅速作出响应。 

搭建联动机制考核体系是保证标准化实施的关键手

段，采用定时的考核与绩效评估，把应急响应效率嵌入部

门业绩考核体系内，推动各部门在日常管理实践里落实标

准化操作，将岗位职责与实际操作表现结合，开展综合评

价与动态修正，保证标准化流程既具可操作性又有科学性，

最终打造出高效稳定的应急联动管理模式。 

2.2 智能化平台建设路径 

搭建应急联动的指挥平台，实现信息共享、指挥调度

和任务派发功能的集成，达成多部门联合行动、信息互通

共享及指挥调度集成模式，该平台要具备实时更新数据、

把控应急状态与分派任务的功能，保障面对突发事件可及

时响应与协同调配。 

以数据驱动的决策机制是提升联动科学性的关键一

环，经由物联网设备采集现场现刻的实时数据，整合大数

据分析技艺，为突发状况开展风险预警及局势研判，实时

递送至联动平台，依靠预案智能匹配与动态更新，实现对

突发危机的精准判别与高效指挥，保证联动机制面对突发

状况时依旧迅速稳定运行。 

2.3 培训与演练机制优化路径 

为强化多部门联合工作的实战实力，一定要构建常态

化培训机制，结合不同部门的职责特性，制定贴合不同部

门的应急技能提升规划，涉及调度、设备维护、安全保障

跟综合协调等维度，保障每位工作人员均掌握应急处置的

基础能力，采取线上线下交融的培训模式，定期安排培训

课程，开展技能考核，建立长久稳固的技能提升模式。 

实战化演练作为检验培训成效、提升实战能力的关键

一环，凭借定期举办的跨部门综合应急演练，将演练与真

实场景紧密嵌合，检测各部门于实际突发状况中的反应速

度及协同水平。 

2.4 多部门协同优化路径 

处于应急联动的情境里，提升协同效率，首当其冲要

明确部门职责，结合应急响应程度与突发事件属性，合理

界定各部门职责边界，塑造功能清晰、分工恰当的应急配

合体系，保障调度中心、运营公司、安技部和政府应急管

理部门在事件处置时责任既无重叠又无缺位，实现多部门

高效协同运作。 

构建快速响应机制可为协同效率提升提供有力支撑，

采用优化指挥链条手段，按级序把决策权下放给基层操作

层，精简信息传递与决策链条中的冗余节点，重大突发事

件发生的时刻，采用简化指挥流程和实施扁平化管理手段，

缩减决策时长，经由创建应急指挥群组及实时交流平台，

各部门可实现快速沟通与协同决策，凝聚应急联动的强大

合力，增进突发事件应对的灵活及准确水平。 

3 案例分析：杭海城际铁路应急联动实践 

3.1 背景介绍 

2021 年，杭海城际铁路圆满完成了一次综合应急演

练，是为了检验多部门应急联动机制科学性及实战成效，

此次演练由杭海城际铁路运营公司牵头主办，联合调度中

心、安全技术部、运营管理部和地方应急管理部门共同介

入，演练背景源自轨道交通迅猛发展引发的安全管理难题，

尤其是遭遇突发状况之际，多部门联动机制协调性欠佳，

应对效率存在薄弱点。 

3.2 应急联动机制实施过程 

3.2.1 准备阶段 

正式演练筹备阶段前，各部门共同编订了综合应急预

案，明确应急响应的程序、信息通报机制与各部门工作职

责，演练动员这一阶段，开展多轮专题会议，对任务与注

意事项展开细致部署，针对诸如设备故障、乘客疏散、突

发自然灾害等可能出现的情境，筹备全面的处置对策，依

靠联合培训途径，推动各部门掌握预案内容与操作流程，

试图在实战中做到快速回应、精准应对。 

3.2.2 实施阶段 

演练当天模拟了突发性设备故障所引发的那起乘客

疏散事件，自事故发生起，调度中心马上启动一级响应预

案，向运营公司、安技部和地方应急管理部门发出通知，

各部门快速完成聚集，应急指挥部依据既定流程做指挥调

度安排，运营公司担当乘客安置及疏散的工作，安技部迅

速对设备故障展开排查，地方应急管理部门对现场进行安

全警戒及秩序维护，于整个演练开展期间，各部门联动成

效斐然，指挥中心实施实时动态监控，现场处置按部就班

有序开展，基本上达成了预期成效。 

3.2.3 评估与改进 

演练活动告一段落时，邀集专家及各部门代表实施效

果评估，借助对现场视频监控回放和参演人员反馈意见的

综合分析，综合分析表明多部门协同效率明显上扬，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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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共享以及应急指挥事宜上表现良好，演练切实证明

了标准化流程兼具实用性与科学性，但也找出了一些方面

的欠缺，信息传递环节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滞后，某些部门

在指挥权限上存在着交叉，引发局部反应呈现迟缓，部分

部门应对突发状况时的协调机制存在欠缺，演练里数次出

现信息重复汇报的现象。 

3.2.4 效果及经验总结 

杭海城际铁路综合应急演练着实强化了多部门应急联

动机制的协同效率，证明了联动机制实际可操作性与标准化

流程的科学合理性，尤其调度中心和安技部、运营公司联动

响应迅速，应急指挥体系的运作十分顺畅，面对信息流通不

顺畅及指挥权限交叉状况，随后针对情况提出多项改进意见：

一需对信息共享平台开展优化工作，去除信息传递的中间关

卡，增强信息的精准度与及时性；二是进一步厘清各部门指

挥权限，避免在突发事件期间出现多头指挥及责任推诿现象。 

4 对策与建议 

4.1 强化应急预案体系 

为使城市轨道交通多部门应急联动机制效能再上一

个台阶，首先要对应急预案体系加以强化，部门职责细化

是提高预案操作性的关键部分，当进行应急预案制定的阶

段，应依照突发事件的不同等级及类型，把各部门的职责

进行清晰界定，做到指挥架构清晰、响应流程合理，杜绝

实际操作时出现职责交错或推诿扯皮现象。 

凭借搭建分级次、分阶段的预案格局，保证各类应急

场景里的响应措施有针对性，让应急预案跟日常管理制度

密切结合，实现预案内容的动态调整，提升应急预案在实

际操作中的实用性与可操作性。 

4.2 推进智能化管理 

加速推进数字化应急指挥平台搭建，可顺利集成各部门

应急数据与指挥调度的相关功能，依靠平台实时的监控及预

警功能，实现事故发生后信息的即时汇聚与决策的科学定夺。 

采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决策，属于提升指挥科学性的

关键方法，凭借大数据解析、物联网管控和预测模型采用，

提前发觉潜在会发生的风险，给出符合科学的应急处置意

见建议，在实际应急处理进程当中，利用平台实时把事件

动态予以更新，及时把信息分发给相关部门，杜绝信息滞

后、误报现象出现，拉动平台与现有的轨道交通运营系统

深度聚合，实现应急与日常管理相统一的一体化。 

4.3 提升培训实效性 

高效应急联动机制的达成离不开实战化培训的支撑，

增进培训的实际效果，应从常态化与实战化这两方面着力，

常态化培训要结合部门职责以及岗位特性，拟定针对性的应

急技能提升计划，保证所有工作人员都掌握基础应急处理能

力与岗位专属技能，采用集中培训和分散培训相配合方式，

可以系统化地提升能力水平，也能有目的地化解短板问题。 

实战化演练的频次及场景模拟难度要进一步增强，囊

括设备故障、自然灾害、公共安全事件等多样应急场景，

依靠跨部门联合开展的演练，增进协同理念，加强实战相

关水平，待演练结束，进行复盘反思，找出欠缺之处并马

上优化，保障培训成效转变为应急实战本领，真切做到借

训练带动实战成效。 

4.4 加强部门协调联动 

在多部门应急联动的进程里，协调联动机制是否构建

妥当直接关乎应急处置效率，设立多部门联席会议的相关机

制，可有力增进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同合作，依托定期举办

应急联动会议，各部门得以将经验分享、把问题汇报，并一

起探究升级联动机制的策略，形成统一认知与操作范式。 

在突发事件应对的阶段，快速响应机制的优化是实现

联动高效性的重点，利用简化信息流转流程及扁平化指挥

体系，缩短信息获取后到任务执行的时长，构建即时通讯

平台，各部门指挥人员可迅速传达决策并部署任务，保障

在最短时间内凝聚应急联动合力，减轻响应滞后。 

构建应急联动评价机制，开展多部门协同处置效果的

综合评判，同时把考核结果归入绩效管理范畴，引导各部

门积极加强协同意识与应急能力，保障城市轨道交通应急

管理体系高效、连贯地运行。 

5 结束语 

城市轨道交通多部门应急联动机制实施优化，是助力

突发事件高效应对的核心部分，凭借建立标准化管理流程、

推动智能化平台搭建、增进培训的实际效果和强化部门协

同联动，能切实提升应急响应的科学性与实战运用能力，

通过杭海城际铁路应急联动实践可知，机制优化直接提升

了协同工作效率，还成功处理了信息滞后和职责交叉的麻

烦，不断实施改进与创新，将为轨道交通安全运营提供有

效的支撑及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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