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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main	force	of	urban	traffic,	the	safety	problem	of	the	subway	has	been	widely	concerned.	Therefore,	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of	subway	safety	management	according	to	the	dual	prevention	mechanism	model.	First	of	all,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double	prevention	mechanism,	a	phased	double	prevention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is	established,	and	the	specific	
operation	process	 is	 introduced	 through	exampl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double	prevention	mechanism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subway	safety	level,	reduce	the	accident	rate,	and	carry	out	safety	management	in	a	more	efficient	way.	In	
addition,	the	problems	and	solutions	that	may	be	encountered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ual	prevention	mechanism	are	also	
emphasized	in	order	to	provide	more	comprehensive	preventive	measures	and	safety	guarantees.	Finally,	some	research	and	prospect	
are	further	studied	and	proposed.	In	short,	 the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of	subway	safety	management	based	on	double	prevention	
management	provide	new	ideas	and	methods	for	subway	safety	management.

Keywords
double	prevention	mechanism;	subway	safety	management;	accident	rate;	preventive	measures;	safety	guarantee

基于双预防管理的地铁安全管理实践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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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铁作为城市交通主力，其安全问题得到了广泛关注。为此，本研究根据双预防机制模式，探讨了地铁安全管理的实践和
探索。首先，根据双预防机制的理论，建立了一个阶段性双预防安全管理体系，并通过实例进行了具体的操作流程介绍。
结果显示，应用双预防机制可显著提高地铁安全水平，降低事故发生率，并以更高效的方式进行安全管理。此外，也强调
了双预防机制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和解决策略，以期提供更全面的预防措施和安全保障。最后，针对地铁安全管理
还需深入研究和实践的问题，提出了相关的建议和展望。总之，基于双预防管理的地铁安全管理实践与探索为地铁安全管
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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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地铁作为一种大众出行的交通手段，在大城市中发挥

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然而，伴随着其使用人数的激增，以及

运营环境的日益复杂，地铁安全问题也日益引起了社会的广

泛关注。双预防机制作为一种全新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

强调预防先于治理，系统性预防和特别预防并行。适用于各

类公共安全领域，其在地铁安全管理中的应用更是赢得了广

泛的教育工作者和社会的肯定。本研究根据双预防机制的理

论，旨在探讨其在地铁安全管理中的实践与探索。我们将通

过构建阶段性双预防安全管理体系，并通过实例阐述其具体

的操作流程，来揭示双预防机制在地铁安全管理中的作用和

效果。此外，我们还将强调阐述在双预防机制实施过程中可

能遇到的问题和应对策略，以期为地铁安全管理提供更全面

的预防措施和安全保障。

2 双预防机制及其理论基础

2.1 双预防机制概述
双预防机制是一种先进的安全管理方法，旨在通过事

先预防与事中控制相结合，全面提升系统的安全性 [1]。该机

制包含两个主要方面：危险源辨识与风险评估的前期预防，

以及安全隐患整改与过程控制的后期处置。通过对工作过程

中的风险进行评估和分级，双预防机制能够有效识别潜在的

安全隐患，提前采取措施进行预防，避免事故的发生。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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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发生的安全隐患，通过一系列的整改措施和风险控制技

术，确保安全管理的实效性和持续性。双预防机制的核心在

于其系统性和科学性，通过数据分析和现代技术手段，实现

对安全风险的全面掌控和动态管理。这种机制已在多种行业

中广泛应用，发挥了重要的安全保障作用，为地铁等高风险

行业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安全管理方案。

2.2 双预防机制理论形成和发展
双预防机制的理论形成和发展源于对事故预防的系统

化研究。该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50 年代的安全工程

学，其中的核心思想在于系统性的风险识别和控制。最初，

双预防机制的概念主要应用于工业制造领域，此后逐渐扩展

到更多行业。进入 21 世纪，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地铁

作为城市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安全管理需求急剧增加。

为了应对不断复杂化的安全管理挑战，双预防机制的应用范

围扩大到地铁安全领域。

双预防机制理论包括两个主要方面：一是风险源头控

制，致力于在潜在风险转化为现实危害之前进行预防；二是

过程监督管理，通过不断监控和修正实际运行中的风险因

素。这一理论强调风险的全生命周期管理，特别关注在源头

和过程中双重预防的有效实施。近年来，双预防机制在多个

地铁安全管理实践中得到验证，逐步形成了一套科学、严谨

且可操作的安全管理体系，为地铁安全提供了有力保障。地

铁安全管理的复杂性和重要性推动了双预防机制理论的不

断发展和创新。

2.3 双预防机制与地铁安全管理的关联性
双预防机制通过辨识风险和隐患、制定针对性防控措

施，提高了地铁安全管理的科学性和系统性。该机制利用信

息化和智能化手段实现对潜在风险的实时监控，有助于快速

响应和处理安全事件。机制强调预防为主，有效减少事故发

生率，提升安全管理效率及效果。其与地铁安全管理的融合，

能更全面地保障城市交通系统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为地铁运

营提供了坚实的安全保障。

3 阶段性双预防安全管理体系构建

3.1 阶段性双预防安全管理体系建立过程
阶段性双预防安全管理体系的建立过程结合了双预防

机制的核心理念，通过系统化的方法促进地铁安全管理。识

别地铁运行中的主要风险因素，包括设备故障、人员操作失

误、外界环境影响等，这些风险因素通过全面的风险评估工

具量化分析。将风险分为不同的优先级，根据其影响程度和

发生概率制定应对策略。依据风险优先级，设计并实施相应

的安全控制措施，如定期检修、安全培训和模拟演练等。为

确保体系的有效运行，建立了动态监控和反馈机制，定期更

新风险数据库，实时调整控制措施。为了增强实际操作的可

行性和有效性，制定了详细的操作流程和管理规定，结合实

际案例进行操作演练，并设立了独立的评估和审核环节，对

实施效果进行科学评估和持续改进。整个过程强调全员参与

和持续改进，通过引入信息化手段提高管理效率，确保每一

步都经过科学地论证和严格地执行，从而实现了地铁安全管

理水平的整体提升。

3.2 双预防机制在地铁安全管理的具体操作流程
双预防机制在地铁安全管理的具体操作流程包含以下

几个关键步骤：第一，进行风险辨识与评估，依据实际运营

情况筛选出潜在的安全隐患，并量化每个风险因素的危害程

度 [2]。第二，制定针对性预防措施，将识别出的风险进行分

级管理，并根据风险大小逐级制定相应的防控策略。第三，

落实安全责任制，明确各个岗位及部门的安全职责，建立自

上而下的全员参与机制，确保预防措施得以严格执行。第四，

建立风险监测与反馈系统，运用信息化手段实时监测地铁运

行状态，对异常情况进行及时预警和处理。第五，定期进行

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以增强员工的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理能

力。依据反馈不断优化和调整预防策略，确保管理体系始终

保持高效运行状态。

3.3 双预防机制实施效果评估
实施双预防机制后，通过对地铁安全数据的统计分析

表明，事故发生率显著下降。这种机制通过对风险进行提前

识别和主动防控，使安全管理更加高效。具体案例显示，应

用该机制后，操作规范性提升，地铁运行故障率减少，员工

安全意识和应急反应能力显著提高。地铁安全管理工作的系

统化和精细化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从而为地铁运营提供了

更可靠的安全保障。这些效果验证了双预防机制在地铁安全

管理中的实际应用价值。

4 双预防机制实施问题与解决策略

4.1 双预防机制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分析
在实施双预防机制的过程中，可能出现以下几个问题。

由于地铁运行环境复杂，隐患和风险因素多样化，难以全面

识别和评估所有潜在风险。这可能导致某些风险在实施双预

防机制时被忽视。地铁安全管理涉及多个部门和单位，部门

间的协调与信息共享存在困难，使双预防机制的有效实施受

到限制。再者，地铁系统的技术与设备更新较快，安全管理

体系需相应调整，工作负担增大。此时，双预防机制的实施

需要不断适应变化，增加了管理的复杂性和难度。员工培训

和认知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双预防机制需要基层员工具备

较高的安全意识和操作能力。员工的培训周期长且见效慢，

导致实施效果难以在短时间内显现。管理制度和政策的执行

力度参差不齐，某些单位可能对双预防机制的重视程度不

足，影响整体实施效果。这些问题不仅限制了双预防机制的

全面实施，还降低了其在地铁安全管理中的潜在效能。

4.2 针对问题提出的解决策略
应对双预防机制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需要采

取多种解决策略。针对员工安全意识不足的问题，应加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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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培训与教育，通过定期开展安全演习和知识竞赛，增强全

员安全意识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针对技术设备老化和维

护不足的问题，应加大资金投入，定期更新和维护设备，提

升技术装备的可靠性和先进性。对于数据管理和信息系统不

完善的问题，需建立健全的安全数据管理和信息共享系统，

确保数据的实时性和准确性，提升数据分析与决策支持能

力。针对管理流程不够科学的问题，应优化管理流程，提升

管理效率，通过引入先进的管理工具和方法，提高安全管理

的系统性和科学性 [3]。整体而言，解决策略应从人、技术、

数据和流程四个方面综合入手，系统地提升双预防机制的实

施效果。

4.3 阶段性双预防安全管理体系的优化与提升
阶段性双预防安全管理体系的优化与提升主要从以下

几个方面进行：加强对风险因素的全面识别与动态监控，以

实现风险的早期干预。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提升事

故数据分析能力，促进管理流程智能化。注重人员培训与管

理文化建设，增强全员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理能力。定期进行

安全评估与反馈，通过不断改进措施，优化安全管理流程，

确保体系的持续有效运作。综合多种手段，形成闭环管理，

不断提升地铁安全管理水平。

5 地铁安全管理的深入研究与实践建议

5.1 目前地铁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和挑战
目前地铁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和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一是基础设施老化和更新滞后。随着地铁运营年限的

增加，部分线路和设备逐渐老化，出现故障和隐患的概率增

加，给安全管理带来巨大压力。尤其是早期建设的地铁系统，

由于技术水平有限，设备的维护和更新难度较大。

二是应急响应能力不足。尽管地铁公司普遍建立了应

急预案，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缺乏系统的培训和演练，员

工在面对突发事件时的应对能力有所欠缺。特别是面对大

规模乘客疏散和紧急救援时，协调难度和执行力的不足成为

瓶颈。

三是信息化管理水平不高。地铁安全管理依赖大量的

数据和信息，目前信息化管理平台存在集成度不高、数据更

新不及时等问题，导致信息资源无法充分共享和有效利用，

影响了安全管理决策的准确性和及时性。

四是人员素质和培训不到位。安全管理需要高素质的

专业人才，但目前地铁运营企业在人员培训方面投入不足，

培训体系不完善，员工对安全管理的认识和操作技能有待

提升。

五是法律法规和标准不够完善。现有地铁安全管理的

相关法规和标准在某些方面仍有缺失和滞后，无法完全覆盖

新的安全问题和挑战，导致安全管理缺乏法律和标准的强有

力支持。

5.2 针对现状的深入研究方向和探索
在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深入研究方向应聚焦于以下几

个方面。第一，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研究如

何有效地应用此类技术进行地铁安全隐患的监测与预警，提

升系统的智能化与自动化水平。第二，进一步探讨地铁安全

管理中的人因工程，着重研究操作人员在应急情况下的行为

模式，以优化应急预案和培训机制，减少人为疏忽带来的安

全隐患。第三，结合现有的双预防机制，进行跨学科研究，

引入信息管理、系统工程等领域的先进理念与方法，构建

更加综合、科学的地铁安全管理体系。第四，关注新材料、

新工艺的应用研究，探索可以提升地铁安全设施耐久性与可

靠性的技术，以延长设备寿命，减少维护成本。最终目标是

通过多维度的研究与实践，进一步优化地铁整体安全管理水

平，为乘客提供更加可靠的出行环境。

6 结语

本研究通过构建阶段性双预防安全管理体系，深入研

究了地铁安全管理的实践与探索，提出了一个新颖且行之有

效的地铁安全管理模式。然而，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

首先，双预防安全管理体系的实施是一个复杂且针对性很强

的工作，需要与具体的管理场景结合起来，不能生搬硬套。

其次，本研究仅从理论角度进行探讨，未进行大规模实证研

究，因此理论指导的实效性还需进一步验证。未来的研究可

进一步拓展双预防管理的适用领域，探讨在特定场景下地铁

安全管理的具体实施策略，同时，也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实证

研究，以证实其在实践中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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