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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地铁已成为大中型城市的重要交通工具，其客流组织和安全管理对日常

运营至关重要。合理的客流组织能够提高地铁运力，保障乘客的出行效率和安全。而面对日益增长的客流

压力，如何在正常、紧急及大客流等不同情况下有效组织乘客，成为地铁运营管理中的重点问题。本文通

过分析地铁不同场景下的客运组织方式，提出了从出入口、扶梯、闸机、站厅、站台及换乘区域等多个方

面的安全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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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铁客流组织的原则 

首先，以乘客为中心是地铁客流组织的首要原则。客流

组织的设计应根据乘客需求进行优化，如高峰时段的客流密

度及平峰时段的流量变化。通过动态调节运营计划，合理分

配运力，确保乘客的出行体验和时间效率。 

第二，安全性优先。地铁站作为公共交通枢纽，其设计

和运营必须高度重视乘客安全。客流疏导过程中，必须确保

通道、设备设施的安全性，如站台边缘的安全防护、疏散通

道的畅通性等，同时要为突发事件预设应急预案，避免拥堵、

踩踏等安全事故。 

第三，高效有序。地铁客流组织应保证运营过程的高效

性，避免乘客因拥挤而导致出行不便。通过精准的客流引导

系统，如标识、广播等方式引导乘客有序进出站，优化换乘

路径，减少乘客的等待时间与不必要的滞留，确保运营的流

畅与效率。 

二、客运组织方式 

1.正常情况下的客流组织方式 

在日常运营中，地铁客流组织的主要目标是保持各环节

的顺畅和高效。首先，通过合理安排列车发车频率和间隔时

间，确保列车在不同时间段能够满足客流需求，尤其是早晚

高峰期需要适当增加班次。此外，车站内应设立清晰的指示

标志，帮助乘客快速找到进站、出站和换乘的通道。通道设

计应避免瓶颈效应，宽敞的出入口和流线型的路径设计可以

减少乘客在车站内滞留时间。站台和站厅区域内的乘客引导

也十分重要，通过广播系统和电子显示屏提供列车到达时间

和换乘信息，减少乘客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滞留和迷路情况。

工作人员的合理调配也是保障乘客有序通行的必要条件，通

过人工引导和现场秩序维护，使乘客能够在高峰时段快速通

过各类闸机和通道，避免出现过度拥挤现象。 

2.紧急情况下的客流组织 

在紧急情况中，例如设备故障或火灾等突发事件发生时，

地铁客流组织应立刻进入应急状态。应急措施首先应通过车

站的广播系统向乘客传达详细的疏散信息，引导他们按照既

定的疏散路线迅速撤离。地铁站内的应急疏散通道和出口必

须时刻保持畅通无阻，确保乘客可以及时、安全地撤离危险

区域。工作人员应迅速到位，直接参与疏散指挥，组织乘客

有序撤离。对于电梯、扶梯等机械设备，在紧急情况下应根

据情况迅速停用，防止机械故障导致的进一步危险。另外，

应急灯和引导标志应在紧急情况下自动启用，为乘客提供清

晰的逃生路线。地铁系统还需要通过预定的应急预案协调各

部门的合作，例如与消防、医疗等部门联动，以确保突发事

件能够快速、有效地处理，减少乘客滞留或安全隐患。 

3.大客流组织策略 

在节假日或大型活动期间，地铁往往会面对突然增加的

客流。为了应对这种特殊情况，地铁站需要提前制定客流应

对策略。首先，站点应适当增加列车发车频次，延长服务时

间，以应对高峰时段的集中出行需求。在车站内，管理人员

应设置临时隔离护栏，引导乘客按照预定路线进站和出站，

避免大客流带来的无序现象。同时，在大客流情况下，可以

启用临时封闭措施，控制车站内客流密度，防止过多乘客在

站台或站厅区域积压。在进站和出站闸机处，地铁管理方应

增加人员配置，确保乘客快速通过，以减少进出站口的拥堵。

此外，信息发布系统应持续提供实时客流信息，乘客可以根

据此信息合理规划出行时间，避开高峰时段，分散客流压力。

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有效应对大客流压力，维持车站内的运

营秩序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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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铁客运组织安全管理的具体策略 

1.出入口区域安全管理策略 

地铁站出入口是客流进出的主要通道，合理管理有助于

避免拥堵和混乱。出入口的设计应保证乘客通行的便捷，车

站管理人员可以根据乘客数量调节出入口的开放或关闭状

态，以便控制进出流量。出入口区域应配备高清监控设备，

实时监控客流情况，帮助管理人员快速发现异常。出入口附

近应避免有障碍物，如摊贩和其他临时设施，以确保通道畅

通。地铁管理人员可以安排工作人员在高峰时段进行现场引

导，帮助乘客快速进出车站。通过设置明确的标志和指引信

息，乘客能够快速识别通道方向，减少停留时间，降低拥堵

风险。地铁站在设计时还应考虑雨雪天气对出入口的影响，

避免出现湿滑路面，保障乘客安全。 

2.扶梯区域安全管理策略 

扶梯区域的管理直接影响乘客的通行安全。为了避免事

故发生，地铁管理人员应定期检查和维护扶梯设备，确保其

正常运作。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巡视和广播系统提醒乘客正确

使用扶梯，如靠右站立、握住扶手等。在扶梯两端设置醒目

的安全提示标语，有助于乘客养成安全使用扶梯的习惯。对

于携带大件行李或推婴儿车的乘客，工作人员可以引导其使

用电梯而非扶梯，避免因物品阻碍导致的事故。应急按钮也

必须设置在显眼的位置，乘客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快速触发扶

梯停止。此外，扶梯附近应设置防滑地垫，减少乘客滑倒的

风险。合理的管理能够让乘客在高峰时段也能安全顺畅地通

过扶梯区域。 

3.入闸机区域安全管理策略 

入闸机区域是乘客集中通过的地方，流量大、速度快，

容易出现拥挤和滞留现象。为了保持通行效率，地铁站需要

根据客流量合理设置闸机数量，避免因闸机数量不足而产生

拥堵。在入闸机处，应配备指引标志，帮助乘客选择正确的

通道，尤其是在不同卡种和票种的乘客需要使用特定闸机时，

标识的清晰度至关重要。管理人员可以安排工作人员在高峰

时段引导乘客快速进出闸机，减少排队和拥挤现象。入闸机

设备应定期维护，避免因机器故障导致乘客滞留或出现长时

间排队。增加无接触式闸机和智能系统，也能加快乘客通行

速度，减少人流密集造成的安全隐患。 

4.站厅区域安全管理策略 

站厅区域连接出入口、闸机、扶梯等多个通道，是客流

集中的场所。为了避免站厅区域过度拥挤，地铁管理人员可

以利用实时监控系统，随时掌握客流情况，并在必要时启动

限流措施。清晰的标识系统有助于乘客快速找到通行方向，

减少在站厅内的滞留时间。管理人员应在高峰时段增加现场

引导，安排工作人员指挥客流流向，防止人群聚集在扶梯、

闸机或其他狭窄区域。站厅的清洁和维护也不容忽视，湿滑

地面或堆积的垃圾可能造成安全隐患，因此应安排专人定时

巡查，及时清理。 

5.站台区域安全管理策略 

站台作为乘客等候列车的区域，安全管理直接关系到乘

客的出行安全。为了减少乘客跌落轨道的风险，地铁站可以

安装站台屏蔽门，并在站台边缘设置醒目的安全线，提示乘

客不要越线等候列车。管理人员应通过广播系统提醒乘客有

序候车，不要拥挤、推搡或站在车门前阻碍其他乘客上下车。

在列车到站时，工作人员可以协助指挥乘客有序上车，减少

因拥挤而造成的事故。定期检查站台上的照明和设备，有助

于避免因设备故障导致的安全问题，确保乘客的候车体验更

加安全和舒适。 

6.换乘区域客流组织安全管理策略 

换乘区域因乘客换乘线路多，容易形成客流交叉。为了

提高通行效率，地铁站需要优化换乘路径，避免不同方向的

客流在狭窄空间交汇。通过设置单向通道或隔离栏，可以有

效分流乘客，减少碰撞或拥挤现象。清晰的换乘指引标识帮

助乘客快速找到换乘路线，减少迷失和滞留。管理人员应根

据实时客流情况，安排巡逻人员在高峰时段协助引导，防止

出现拥堵。换乘区域的通道设计应保证足够的宽度，确保大

客流时乘客能够顺畅通过 

四、结语 

通过对地铁客运组织方式的分析和讨论，我们可以看出，

科学合理的客流管理对于地铁的平稳运营和乘客的安全出行

有着直接影响。无论是在正常情况下，还是在紧急状况及大

客流时，精细化的管理都能够有效疏导人流，降低安全风险。

笔者认为，从出入口、扶梯、闸机、站厅、站台到换乘区域

的全方位安全管理措施是保障运营秩序的必要手段。随着技

术进步和客流的变化，地铁运营方应持续优化管理措施，以

应对更加复杂的交通需求，并为乘客提供更加安全、快捷的

出行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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