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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地铁列车 6364 车紧急制动故障的深入分析，探讨了该故障的具体原因、影响及后续

的整改措施。通过对事件的详细回顾，本文揭示了地铁系统紧急制动故障的内在机理，并对如何提高员工

应对紧急情况的能力、如何完善故障预防和处理机制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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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conduct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emergency braking fault of subway

train 6364，and explores the specific causes，impacts，and subsequent corrective measures of

the fault. Through a detailed review of the incident，this article reveals the underlying me

chanism of emergency braking faults in the subway system，and proposes suggestions on how to

improve employees' ability to respond to emergency situations and how to improve fault preve

ntion and handling mech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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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事件概述

1.1 故障发生的时间与地点

在 1月 13日 10：32 分，通号值班人员接车控室电话报

地铁 2号线青莲街站下行紧停触发，在同一时间，一列编号

为 6364 的列车在青莲街站下行出站时发生了紧急制动故障。

这一事件在地铁运营的高峰时段发生，对日常通勤造成了显

著影响。青莲街站作为一个重要的交通节点，其下行方向的

紧急制动直接影响了该线路的运行效率和乘客的出行计划。

1.2 事件经过

事件发生时，值班人员迅速响应，立即前往相关设备房

进行检查，并与车控室保持紧密沟通，同时在中央监控台查

看报警记录显示“S31：违反 POP：OBCU_MAL：CTC：RAUZ 限

制”，查看 LOW 机上显示青莲街下行站台有紧停触发图标。

通过这些监控信息的反馈，通号人员在设备房发现紧停继电

器存在失磁现象，并伴有明显的松动迹象，紧急处理措施包

括紧固继电器接口，并在控制盘上操作取消紧停状态，使继

电器重新通电吸合，恢复了列车的正常运行。此次事件的处

理过程不仅考验了现场人员的应急处理能力，也反映了地铁

系统在紧急情况下的响应机制。

1.3 故障影响的初步评估

故障的直接后果是 6364 车在终到鱼嘴站时晚点了 240

秒，这个延误不仅影响了后续列车的运行时刻，还可能导致

乘客的普遍不满和信任度下降。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此次

故障暴露了地铁系统在应急响应、设备维护和员工培训方面

存在的缺陷。尽管最终通过信号人员的及时响应和处理，故

障得以恢复，列车重新正常运行，但此事件对南京地铁公司

的形象和运营安全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此外，对于乘客而

言，安全性的担忧和对准时到达目的地的期待受到了影响，

这要求运营方必须采取更为有效的措施来提升系统的可靠性

和响应能力。

2 故障原因分析

2.1 紧停电路的设计与工作原理

紧停电路是地铁安全系统中的关键组成部分，其设计旨

在确保列车在紧急情况下能够迅速停止。紧停电路在常态下

由紧停继电器 JTGJ_X 控制，其线圈通电时，继电器吸起并接

通前接点 11-12、21-22、31-32，构成紧停检测电路。当紧

停继电器因插接松动而失电，继电器落下，会断开原有接点

并接通 11-13、21-23、31-33 接点，触发紧停触发电路和警

铃报警电路，从而实现紧急制动。这一设计确保了在继电器

失效时能够立即采取措施，故障导向安全，防止列车继续运

行可能带来的风险。

2.2 故障发生的直接原因

在此次地铁 2号线的故障案例中，紧停继电器的失效成

为直接的故障源头。继电器的设计是为了在检测到异常时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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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切断电路，触发紧急制动，以保障乘客安全。然而，继电

器的松动失电，导致了安全机制的误触发。这一故障的直接

原因在于紧停继电器 JTGJ_X 未能保持稳定的电连接状态，其

物理接触点因松动而失去正常功能，这种情况在地铁系统中

尤为危险，因为它直接关联到列车的制动系统。继电器失效

后，紧停检测电路被断开，紧停触发电路和警铃报警电路被

激活，导致列车在非预期的情况下紧急制动，这不仅影响运

营效率，更可能引起乘客的恐慌。

2.3 人员操作与管理因素分析

对于本次故障，人为因素的影响同样显著。从管理的角

度看，新员工对于紧急制动系统的认识不足，对于紧停继电

器的操作不够熟练，这直接影响了故障的及时发现与处理。

故障发生后，员工在紧急情况下的沟通和协调能力显得尤为

重要，但本次事件中的沟通处理显然不够及时和有效。这不

仅反映了个别员工在技能和经验上的不足，也暴露了在紧急

情况下，现场人员与控制中心之间的信息传递和处理流程可

能存在的漏洞。因此，加强员工对于关键安全设备的培训，

提高他们对故障诊断和应急处理的能力，以及优化管理层的

沟通协调机制，对于提升整个地铁系统的安全运营至关重要。

3 故障影响评估

3.1 对运营时刻表的影响

紧急制动故障对地铁 2号线的运营时刻表产生了直接且

深远的影响。6364 车在青莲街站发生故障后，终到鱼嘴站晚

点了 240 秒。这个看似短暂的时间延误实际上触发了一系列

的连锁反应。在地铁系统中，每一列车的准时运行都是精心

调度的结果，任何小的偏差都可能导致后续列车的延误，进

而影响整个网络的运营效率。在高峰时段，每一分钟的延误

都可能导致乘客流量的堆积，增加站台和车厢的拥挤度，进

一步影响乘客的出行体验。此次事件的发生不仅暴露了单一

故障对时刻表的影响，也凸显了在紧急情况下快速恢复系统

运行的重要性。

3.2 对乘客心理与安全感的影响

紧急制动不仅是一种物理上的制动，同样也对乘客的心

理状态和安全感产生冲击。当列车突然紧急制动时，乘客可

能会感到惊慌失措，尤其是在没有明确通知的情况下。此次

故障虽然被迅速处理并未造成人员伤害，但对于那些经历过

此事件的乘客来说，他们可能会对地铁的安全性产生疑虑。

长期来看，这种负面体验可能会影响他们选择地铁作为日常

出行方式的决定。因此，除了物理安全的保障，地铁公司还

需要考虑如何在紧急情况下维护乘客的心理安全感，比如通

过及时的信息通告和后续的心理辅导服务。

3.3 对地铁运营安全的长期影响

此次紧急制动故障虽然被及时处理，但它对地铁运营安

全管理体系提出了挑战。长期来看，此类故障如果不能得到

根本的解决和预防，可能会降低乘客对地铁系统可靠性的信

心，影响地铁品牌的形象。此外，频繁地故障和停运不仅会

增加运营成本，还可能导致对地铁系统的投资和维护资金需

求增加。因此，地铁公司需要从根本上提高设备的可靠性，

加强员工培训，优化故障响应流程，以确保地铁系统的长期

安全运营。

4 整改措施与建议

4.1 员工培训与技能提升

地铁系统的安全运营依赖于员工的专业技能和快速反应

能力。因此，加强员工培训和技能提升是提高整个系统应急

处理能力的关键。首先，应制定全面的培训计划，覆盖从基

础操作到高级故障排除的各个方面，确保员工对紧急制动系

统的每个组成部分都有深入了解。其次，通过模拟故障演练，

让员工在模拟的紧急情况下进行实际操作，这样可以提高他

们在真实情况下的应变能力。此外，还应该鼓励员工进行交

叉培训，了解不同岗位的工作流程，以便在需要时能够相互

支持。定期的技能评估和反馈也是必要的，它可以帮助员工

识别和弥补知识或技能上的不足，持续提升个人和团队的整

体应急处理能力。

4.2 紧急制动系统的优化

针对紧急制动系统本身，需要进行全面的排查和优化。

这包括对所有紧停继电器的性能进行检查，确保继电器与插

座的连接稳固可靠。同时，应该对紧停电路进行技术升级，

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这可能涉及到更换更先进的继

电器，或者增加额外的监测设备，以实时监控紧停电路的状

态，及时发现并预防潜在的故障。

4.3 故障预防与应急响应机制的建立

建立一个有效的故障预防和应急响应机制，对于确保地

铁系统的稳定运行至关重要。这需要从制度和技术两个层面

来进行。在制度层面，应当制定一套完整的故障预防策略，

包括定期的系统检查、风险评估和维护计划。同时，还需要

建立一个全面的应急响应流程，明确在不同类型的故障情况

下各个部门和个人的责任和行动步骤。在技术层面，可以利

用先进的监控技术和数据分析工具，对系统进行实时监控，

及时发现异常信号，预防故障的发生。此外，通过建立一个

故障数据库，记录和分析每一次故障的详细信息，可以帮助

管理层不断优化预防措施和应急流程，提高地铁系统的整体

安全性和可靠性。

5 结语

笔者分析了一起地铁紧急制动故障事件，分析了事故发

生的时间、地点及其经过，深入探讨了紧停电路的设计不足、

故障直接原因，以及人为操作与管理上的失误。故障对地铁

运营时刻、乘客心理及运营安全产生的负面影响被细致评估。

本文进而提出对员工进行系统培训、优化紧急制动系统以及

建立故障预防和应急响应机制的整改建议，以增强应对突发

事件的能力，提升系统整体安全性，并恢复乘客的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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