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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的关键是环境健康安全运输一体化管理系统。1981年7

月9日晚，四川省甘洛县成昆铁路利子依达沟在暴雨形成的泥

石流中被冲毁，运行中的442次客车至此遇难2台机车、1节邮

车和1节硬座车厢冲入大渡河，致使旅客伤亡273人。由于缺

乏先进信息技术手段对运输管理的支持，难以实现对环境和

灾害的监测、警示和预防，上述惨痛事故在我国铁路运营史

上并非少数。而青藏铁路所面临的环境灾害更为恶劣：高寒

缺氧、多年冻土、气候恶劣和灾害频繁这些对运输的安全、

稳定、效能、质量的影响和制约尤为突出。在如此背景下，

如何保证青藏铁路安全高效的运营？铁道部副部长、青藏铁

路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孙永福说，关键是围绕人员健康、运

输安全、环境保护和运输组织四个方面，研究建设青藏铁路

环境健康安全运输一体化管理系统。具有融沉冻胀特点的多

年冻土问题是青藏铁路运营环境的第一个特殊性，在冻土层

每年长达数月的不稳定期，由于致使路基变形而产生的病害

将增大铁路维修和养护难度，导致列车限速和减重，甚至危

及行车安全。尽管在长期研究基础上，青藏铁路建设制定的

“主动降温、冷却路基、保护冻土”的设计思想以及采用了

一整套工程技术措施，包括气冷路基、通风管路基、碎石护

坡等等，其有效性尚有待于今后运营实践继续验证。其次，

环境对人力资源的危害是青藏铁路运营环境的另一个特殊性

。人力资源是运输生产的首要资源，高寒缺氧对人体健康和



劳动能力的影响，对运输劳动组织和人力资源配置的制约，

都是管理者必须考虑的首要问题。为保证青藏铁路运营职工

身体健康、队伍稳定，需将卫生保障系统作为铁路稳定、持

续、安全运营的首要保障条件。方法之一是研究和制定适合

高原工作特点的劳动组织形式、工时标准和作息制度。如与

机车长交路运用制度相结合的“随乘制”乘务制度；考虑与

“少用人”、“少维修”，淡季无人区封站措施相结合。另

外，青藏沿线的恶劣气候和严重的自然灾害，是运输管理必

须经常应对的影响和干扰。因此，环境监测与灾害预警系统

是青藏铁路信息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运输安全性和可

靠性要求，运用人工智能和专家系统技术分析处理环境和灾

害检测数据，预测所面临灾害风险水平，确定预警等级和报

警程序，制定防范和应对措施。为适应沿线的自然环境和运

输特点，青藏铁路在建设时就大力采用了先进工程技术和设

备。比如沿线34个车站中，无人值守车站达23个，沿线少用

人，设备高可靠、少维修。这要求通过车地无线通信，通过

调度中心与各站段、与各环境和安全信息监测点的联网，实

现列车运行控制自动化、运动化和调度指挥智能化，实现运

营管理和设备维修的集中化。据了解，华为3Com承建的青藏

铁路信息系统骨干网将在青藏线开通后正式运营。这是全国

第一个铁路局骨干网采用MPLS VPN技术进行建设，实现了

数据、视频和IP语音于一体的多业务的融合。整个信息系统

骨干网还采用运营管理模式，实现“免维护，基本无人化管

理，全线运行时间最短”的目标，能够满足青藏铁路公司在

数据共享、集中的需求，及时有效的调用和管理各个车站的

业务情况。同时，新型的生产力布局要求建立“快速通过高



原”的列车运行组织制度。在青藏铁路列车密度不大、高寒

缺氧的条件下，实行“速度优先”，科学制定列车开行方案

和组织办法，努力提高列车运行速度，尽量缩短旅客列车在

高寒无人区的旅行时间；优化牵引动力配置和乘务工作组织

，实行机车长交路和随乘制，防止乘务人员超劳作业。青藏

高原素有“世界屋脊”、“地球第三极”之称，是世界上最

年轻、海拔最高、对生态环境影响作用最大的高原，是中国

和南亚地区的“江河源”、“生态源”，具有高原生态独特

、珍稀物种丰富、自然景观多样、生态环境脆弱、一旦破坏

很难恢复的特点。北方交通大学教授杨浩认为，不仅在建设

期间需要切实搞好沿线的生态环境保护，而且在长期的运营

期间，更要高度关注铁路运输活动及其污染物排放对沿线生

态的影响。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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