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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突发

事件应急演练管理办法》的通知 

（交运规〔2024〕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运输厅（委）： 

现将修订后的《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突发事件应急演练管理办

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交通运输部 

2024年 7月 31日 

 

（此件公开发布）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突发事件应急演练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突发事件（以下简称运营

突发事件）应急演练管理，提升应急处置能力，根据《中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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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生产安

全事故应急条例》《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保障城市轨道交通安全运行的意见》《国家城市轨道交通运

营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规定》等有关要

求，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因列车冲突、撞

击、脱轨，设施设备故障、损毁，以及突发大客流等情况造成人

员伤亡、行车中断、财产损失的突发事件应急演练工作适用本办

法。 

第三条  运营突发事件应急演练应遵循全面覆盖、总专结

合、协同联动、有效融合的原则。 

第四条  城市轨道交通所在地城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者

城市人民政府指定的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主管部门（以下统称城市

轨道交通运营主管部门）在本级人民政府领导下负责组织实施本

行政区域运营突发事件应急演练的监督管理工作。 

对跨城市运营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线路所在城市的城市轨

道交通运营主管部门应联合建立运营突发事件应急演练协调机

制。 

交通运输部、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依照职责指导运营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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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应急演练工作。 

第五条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主管部门应根据城市总体应急

预案、城市轨道交通专项应急预案和部门应急预案，组织完善运

营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体系，协调建立健全部门间应急处置联动机

制，并细化行业内部的职责分工和工作要求等。城市轨道交通运

营主管部门应指导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单位（以下简称运营单位）

强化与街道、社区间的应急协调联动。 

运营单位应建立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突发事件综合应急预案、

专项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运营单位综合应急预案、专项应

急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应报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主管部门备案。新

编制或修订的，应在预案生效 20 个工作日内报城市轨道交通运

营主管部门。 

第六条  运营单位综合应急预案应与政府层面的专项应急

预案相衔接，总体阐述本单位运营突发事件的应急工作原则、应

急组织机构及职责、专项应急预案体系、预警及信息报告、应急

响应及保障措施等内容。 

第七条  运营单位专项应急预案应针对重大风险、关键设施

设备故障等某一类型或某几种类型的运营突发事件，明确风险分

析、应急指挥机构及职责、处置程序和措施等内容。专项应急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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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应至少涵盖以下重点内容，并开展演练： 

（一）列车脱轨、撞击、冲突、挤岔。 

（二）结构病害和受损、轨道线路故障。 

（三）异物侵限、淹水倒灌。 

（四）车辆故障、供电中断、通信中断、信号系统故障。 

（五）突发大客流、客伤、区间疏散。 

（六）列车、车站公共区、区间及主要设备房等区域火灾。 

（七）网络安全事件。 

第八条  运营单位现场处置方案应根据不同运营突发事件

类型，针对具体的场所、岗位、设施设备、应急场景等明确现场

作业人员的应急处置流程、处置措施、安全注意事项等内容。关

键岗位的现场处置方案应至少涵盖以下重点内容，并开展经常性

演练： 

（一）行车调度员：列车事故/故障、列车降级运行、列车

区间阻塞、设施设备故障清客、火灾、区间积水、车站淹水倒灌、

列车打滑、临时调整行车交路、线路运营调整及故障抢修、道岔

失表、乘客疏散等。 

（二）电力调度员：大面积停电、供电区段失电、电力监控

系统离线、火灾、区间积水、车站淹水倒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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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环控调度员：火灾、区间积水、车站淹水倒灌等。 

（四）列车驾驶员：列车事故/故障、列车降级运行、乘客

疏散、列车连挂救援、非正常交路行车、区间积水、车站淹水倒

灌、列车打滑、列车挤岔、车门和站台门故障等。 

（五）行车值班员：信号故障等非正常情况下的行车进路办

理和列车接发作业、道岔失表、乘客疏散、抢修作业办理、火灾、

区间积水、车站淹水倒灌、客伤等。 

（六）车站服务人员：大客流组织、乘客疏散、区间积水、

车站淹水倒灌、火灾、客伤、车门和站台门故障等。 

（七）设施设备维护人员：土建结构、轨道线路、车辆、供

电、通信、信号等关键设施设备故障抢修。 

第九条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主管部门应在城市人民政府领

导下，会同公安、应急管理、卫生健康、消防救援机构等部门及

单位开展专项应急预案演练、部门应急预案演练。演练应设置具

体场景，每年至少组织一次实战演练，重点磨合和检验各单位和

部门间的协同联动机制等，专项应急预案演练与部门应急预案演

练可合并开展。 

对跨城市运营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线路所在城市的城市轨

道交通运营主管部门每 3 年至少组织一次联合实战应急预案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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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 

城市轨道交通车站与铁路客运站、机场等枢纽在同一综合体

内存在客流直接换乘衔接的，所在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推动

铁路客运站、机场等枢纽经营主体与运营单位定期开展联合实战

应急预案演练。 

第十条  运营单位综合应急预案演练应依托运营单位专项

应急预案，每半年至少组织一次实战演练，重点检验运营单位各

部门、应急救援组织及相关单位间的协同配合、信息报告和联动

机制。城市内有多家运营单位的，存在换乘线路的运营单位之间

应每年至少组织一次联合实战应急预案演练。 

运营单位每半年至少组织一次专项应急预案演练。每个专项

应急预案每 3年至少演练一次。鼓励采用事前不通知演练时间、

地点和内容的突击式演练，鼓励开展多点位多事件的复合性演

练。 

运营单位应结合线路特征、设备性能、应急能力、行业发生

的事故事件案例等因素，制定综合和专项年度应急演练计划，其

中实战演练比例不得低于 70%。运营单位综合和专项年度应急演

练计划应在确定后的 20 个工作日内报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主管部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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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运营单位应根据岗位特点和运营需要，有针对性

地加强重点岗位、重点内容的演练，磨合和检验作业人员现场处

置能力。现场处置方案演练应纳入日常工作常态化开展，每个班

组每年应将有关的现场处置方案至少全部演练一次，不同现场处

置方案的演练可合并开展。 

鼓励在收车阶段开展列车降级运行演练；在运营结束后开展

列车区间阻塞、列车故障救援、列车火灾、车站火灾、站台门及

车门故障等演练。 

全自动运行系统线路还应结合系统联动功能调整、控制模式

变化等开展针对性应急演练。 

第十二条  运营单位应根据演练计划统筹安排应急演练经

费，并纳入本单位安全生产费用，做好人员、场地、物资器材的

筹备保障和有关沟通协调工作，确保应急演练工作安全有序开

展。 

涉及可能对社会公众和正常运营造成影响的演练，运营单位

要提前评估，落实安全防护措施，并提前对外发布宣传告知信息。 

第十三条  在演练过程中，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主管部门和运

营单位（以下统称演练组织部门）应注重发挥智能管理系统应急

指挥协同作用，加强信息获取和传递的时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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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邀请“常乘客”、志愿者等社会公众参与应急演练，对

参与应急演练的社会公众，应提供必要的培训和安全防护。 

第十四条  交通运输部在具备条件的运营单位、科研院所、

职业院校等单位，分区域组织设立国家级城市轨道交通应急演练

中心。 

国家级城市轨道交通应急演练中心应具备开展运营突发事

件应急演练的线路、站场、相关专业设施设备系统、应急物资和

安全防护设施等基础条件，具有采用三维场景构建、虚拟现实技

术等建立的应急演练专用仿真系统。 

第十五条  鼓励运营单位在国家级城市轨道交通应急演练

中心组织开展拉练式实战演练，特别是针对列车脱轨、列车冲突、

列车撞击、接触网事故、列车火灾、淹水倒灌、雨雪冰冻等具有

破坏性的、巨灾情景的、运营单位不具备开展实战演练条件的专

项演练项目。 

交通运输部适时组织区域内不同运营单位开展运营突发事

件应急演练交流。 

第十六条  演练组织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应急演练评估工作

机制，全面评估应急演练工作，及时总结经验教训。 

政府专项、部门应急预案演练和运营单位综合、专项应急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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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演练应形成演练评估报告。运营单位现场处置方案演练可通过

现场总结和点评的方式开展评估。 

鼓励邀请行业专家或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演练评估工作。运

营单位应对行业专家或第三方机构评估人员开展工作提供便利

及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 

第十七条  评估人员应当具备相应专业技能和工作经验，提

前熟悉相关应急预案、演练实施方案和管理制度，全程观察研判

应急演练开展情况，独立、客观地开展评估工作。 

第十八条  演练评估内容应包括演练准备、组织与实施的效

果、演练主要经验、演练中发现的问题和意见建议等，重点包括

应急预案是否科学、联动组织是否高效、人员操作是否熟练、应

急保障是否充分等。 

第十九条  演练组织部门应将评估报告向参演人员和相关

单位公布，反馈演练中发现的问题并及时整改。涉及应急处置机

制、作业标准、操作规程和管理规定等有缺陷的，城市轨道交通

运营主管部门和运营单位应在 3 个月内修订完善相关预案和制

度。 

评估报告中涉及其他单位、部门的应急预案及应急准备完善

建议，应及时反馈相关单位和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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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  演练组织部门应当建立应急演练档案库，以电子

文档等方式妥善保存演练工作计划、实施方案、记录材料、评估

报告等资料。 

第二十一条  运营单位应在年度演练计划周期结束后 20 个

工作日内，将演练总结报告报送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主管部门。演

练总结报告应包括演练计划完成情况、演练总体评估情况及整改

情况等内容。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主管部门应对运营单位应急演练工作情

况开展监督，重点检查运营单位演练计划落实情况、演练记录、

演练评估和整改情况等，对于未按规定开展应急演练、演练流于

形式或弄虚作假的，要及时督促整改并纳入相关考核。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交通运输部关于

印发〈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突发事件应急演练管理办法〉的通知》

（交运规〔2019〕9号）同时废止。 

 

抄送：太原、呼和浩特、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南京、

无锡、徐州、常州、苏州、南通、淮安、镇江、杭州、宁波、温

州、嘉兴、绍兴、合肥、芜湖、福州、厦门、南昌、济南、青岛、

郑州、洛阳、武汉、黄石、长沙、广州、深圳、南宁、三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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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贵阳、昆明、红河、文山、西安、咸阳、兰州市（州）交通

运输局（委），石家庄市轨道办，东莞、佛山市轨道交通局，天

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乌鲁木齐市建设局，部科学研究院，部

法制司、运输服务司、安全与质量监督管理司、科技司、应急办，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交通运输部纪检监察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