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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地铁运营线路的维修施工管理 

  

摘 要 介绍了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线路维修施工的特点。以天津地铁 1号线为例,通过对运营线路维修施工组织管理的研

究和优化,以期提高维修施工组织的科学性、合理性,保证维修施工作业能安全、高效和优质地完成,确保正常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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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线路的维修施工特点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线路行车设备的维修施工作业管理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具有点多、线长、施工作业时间短、各专

业交叉作业多、工作量大、施工地点集中、夜间运营结束后施工等特点。如何在十分有限的时间空间内计划、组织、指

挥、协调和控制好各项占用运营线路的施工作业,确保维修施工作业能安全、高效地完成,以满足实际运营的需要,是地铁

维修施工管理部门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2 天津地铁 1号线的维修施工管理 

      通过对天津地铁 1号线从 2005年 12月全线开通至 2007年 8月近两年时间里的运营线路施工维修作业的统计、调

查和分析,发现存在着一些问题, 如在施工计划管理、施工组织管理、施工安全管理以及紧急情况下运营线路施工组织管

理等方面均存在一些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及时解决,将直接影响地铁维修施工的安全、效率和质量,甚至有可能影响列

车的正常运行。 

      在天津地铁 1号线的运营中,与行车相关的设备由站台安全门、轨道线路、供电、机电、信号、通信、防淹门等十多

个专业组成。各专业都要按照本专业设备的检修周期与工作内容对其设备进行检修和维护。由于运营线路的维修施工作

业都集中在夜晚运营结束后至第二天首班车运营前 1小时内进行(目前天津地铁 1号线每天占用运营线路的维修施工时

间为 23:20至次日 05:00),在维修施工过程中,有的施工需要工程车配合,有的施工需要其它专业配合,有的施工是不同专

业交叉作业,有的施工需要封锁区间等,这就要求地铁施工管理部门必须制定一套严格的、行之有效的维修施工管理办法,

编制合理的、科学的施工组织计划。有了施工管理制度和施工计划后,还必须有一个施工组织管理机构。 

2.1 运营线路维修施工组织的管理部门 

      在天津地铁 1号线,行车管理部是维修施工组织的管理部门。其行车计划分析室负责受理运营线路施工作业申请,安

排各项运营线路施工计划;控制中心负责按施工计划统一组织、协调、指挥全线各项维修施工计划,并审批临时调整的运

营线路的施工计划,以确保施工作业做到安全、合理和高效。 

运营线路维修施工组织管理流程图见图 1。 

2.2 运营线路维修施工组织原则 

      1)运营线路维修施工组织管理必须以“安全第一”为中心,坚持高度集中、统一指挥、逐级负责的原则,高效、合理地安

排运营线路的各种施工计划,确保全线列车的正常运行。 

      2)由于天津地铁 1号线供电方式采用的是接触轨供电(又称“第三轨供电”),因此正常的运营线路施工必须在接触轨停

电之后,具备下路轨条件后才能进行;在特殊情况下,因行车设备故障或事故影响列车正常运行时所进行的各种抢修施工

作业,在做好各种安全防护的前提下,才可以在接触轨不停电的情况下进行。 

  3)为了保证地铁运营安全,任何人在任何时间内进入运营线路时,都必须向控制中心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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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运营线路维修施工计划安排 

      对于运营线路上的维修施工计划,施工部门必须在每周规定的时间之前,向行车计划分析室上报下周运营线路施工计

划申请。行车计划分析室根据“先重点后次要,先紧急后一般,先申请先安排”的原则,安排每周上报的运营线路维修施工作

业计划,并在每周规定的时间之前将《行车通告》送达相关各单位和部门。《行车通告》是一周的施工计划,包括运营线

路施工计划。其中运营线路施工计划主要编写内容有:施工申请部门,施工工程范围,施工内容,施工负责人,施工作业人数,

施工范围内的车站,施工作业有效期,施工作业注销日期,以及相关的说明。有工程车开行的施工计划还应包括:工程车车辆

编号,工程车的组成,所在的车辆段(或停车场),停车位置,工程车所配合的作业,工程车出发和到达时间,以及相对应的一些

规定和说明。 

2.4 确定运营线路维修施工开始和结束时间 

      一般当全线运营结束,全线接触轨停电完毕后,具备进行运营线路施工条件时,行调就全呼全线各车站,通知可以办理

施工作业的相关手续。此时,运营线路施工就正式开始。运营线路施工结束时间一般为首班车发车时间前 1小时。 

2.5 运营线维修施工计划的落实与执行 

      1)已经被批准维修施工计划的施工负责人,在每晚末班车开行前半小时与控制中心核实当天施工作业的具体安排和

相关注意事项。若在末班车发车前不与控制中心联系,则该项施工计划将自行取消, 控制中心当日将不再予以安排。 

      2)控制中心行调根据运营线路维修施工计划中的各项内容,划分相应的施工作业工程区域。 

      3)施工负责人根据维修施工计划安排,在正常运营结束之后,到指定的车站申请施工;施工计划核实无误后,控制中心

行调给以安排,下达施工特许证。若施工申请与施工计划不相符,则交由控制中心值班主任处理。 

      4)施工计划得到控制中心批准后,车站填写施工特许证(一式两份,分为正联和副联),并将正联交付给施工负责人,作

为施工队伍占用线路施工的惟一凭证。施工单位持施工特许证才可进入施工区域开始施工作业。施工特许证副联由车站

保存,作为存根。 

      5)由于每天运营线路的维修施工都比较多,为了方便施工作业申请和注销,施工特许证号码每月从 001开始,按序号递

增使用;次月施工特许证号码编号再从 001开始,按序号递增使用。 

      6)施工作业完毕后,施工负责人负责对所维修、维护的运营设备和相关设施进行检测、调试,确保运营设备能正常工

作。 

      7)施工作业全部结束后,施工人员要及时撤离施工现场;施工负责人应按规定要求清点进入现场人数、清点工具用品、

清理现场和检查限界,以确保列车的安全运行。检查结束、施工人员全部到达规定车站的站台后,施工负责人可以到车站

办理施工特许证注销手续。 

      8)车站核实相关内容无误后,与行调办理注销手续。注销手续完成后,车站要向施工负责人收回施工特许证,并在车站

保存三个月,以备查验。 

      运营线路维修施工作业流程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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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关于“异地注销”的维修施工组织 

      “异地注销”的施工是指施工登记车站与施工注销车站不一致的施工。一般情况下可以作如下安排: 

      1)施工登记车站在与行调办理完施工手续后,应及时用电话通知施工注销车站; 

      2)施工注销车站在接到施工登记车站通知后,应及时做好相应施工登记; 

      3)施工完毕,施工注销车站与行调办理完注销手续后,施工注销车站应及时用电话通知施工登记车站注销该项施工。 

2.7 关于运营线路维修施工组织的注意事项 

      1)在施工前,应要求施工负责人认真清点施工人数和各种工具、用品的种类及数量。 

      2)在施工过程中,施工负责人应全面负责该施工区域内的施工安全,并在所管辖的区域内做好各项安全防护措施。 

      3)在施工过程中若发生下列情况,施工负责人应立即向控制中心报告:①不能按施工计划规定的时间完工时;②造成

行车设备损坏时(含本专业范围内的设备);③影响临线列车运行时;④有可能影响第一列车运行时;⑤发生工伤事故时;⑥

认为有必要时。 

      控制中心接到报告后,应积极组织、协调处理,尽量减少对正常行车工作的影响。 

      4)在特殊情况下,行调可以直接向施工区域内的施工负责人作出相关的特别指示。 

      5)控制中心可以根据施工负责人的需求,有权利对施工区域的安排作出必要的、适当的调整。 

      6)施工因故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施工负责人应在施工规定结束时间前的 30 min与控制中心联系申请延长施工;

待控制中心审批同意后,对原施工作业手续进行注销,重新登记施工,才能延长施工时间。若施工作业时间延长申请未得到

审批同意(例如,延长施工作业时间会影响到当天的正常运营),则施工按原计划规定的时间结束并注销。 

2.8 紧急情况下所进行的各种抢修施工组织 

      对于紧急情况下(因行车设备故障或事故影响列车正常运行时)的运营线路施工安排是不能等同于一般情况下的运营

线路维修施工安排。如果按一般维修施工来看待,接触轨停电后才具备施工条件,不仅影响列车正常运行,还会浪费宝贵的

抢修时间,扩大事故影响。因此,对于紧急情况下的施工必须有一套单独的方案: 

      1) 紧急情况下的路轨抢修人员都必须事前经过培训,并取得安全部门颁发的带电下路轨资格证。抢修施工负责人在

接到抢修作业任务后提前做好带电下路轨的各种安全防护措施;做好下路轨抢修准备后,向抢修作业所在区域内的管辖车

站申请接触轨带电下路轨作业。 

      2)车站接到施工申请后,向行调申请带电下路轨作业。 

      3)行调在征得控制中心值班主任批准后,给予施工安排。 

      4)行调与车站办理施工特许证手续(具体手续同正常情况下的运营线路维修施工程序)。 

      5)抢修施工负责人在与车站办理完施工特许证手续后,持特许证在车站站台端墙处待命,具体下路轨时机由行调根据

实际运营情况指定。 

      6)抢修作业应本着安全、高效的原则来完成。在抢修作业过程中,当发生异常情况时抢修负责人应及时与控制中心联

系;抢修作业完成后,抢修负责人负责对所抢修的运营设备及相关设施进行检测和试运转,并把抢修作业结果及时报告行

调。 

      7)抢修作业完成后,抢修人员要立即撤离施工现场,到车站办理注销手续。具体注销手续同正常情况下的维修施工注

销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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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语 

      本文涉及的地铁运营线路的维修施工组织管理,主要是针对接触轨供电的运营线路。对于接触网供电的运营线路,其

维修施工组织管理会有所不同。 

      本文介绍的地铁运营线路施工组织管理通过在天津地铁 1号线 2年多时间的实践和应用,取得了不错的效果。2年多

来,天津地铁 1号线未发生一起因运营线路维修施工管理不善而造成的事件或事故,做到了有序、安全地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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