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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风险
技术管理体系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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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探讨安全风险技术管理体系的内涵�体系建
立的原则、程序�体系的组成及内容�体系建立和运行
中需注意的问题�并用北京安全风险管理的典型案例
说明体系建立和运行的过程。通过研究�旨在促进国
内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安全风险管理的规范化�为其他
地区安全风险管理体系的建立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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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及意义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多处于繁华的城市中心地带�建

筑林立、管线纵横�城市环境条件十分复杂�加上复杂的
城市地质条件�工程建设面临重大风险�工程安全事故
频频发生。上海城市轨道交通4号线事故、杭州风情大
道塌陷事故�这些重大安全风险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惨
重�社会影响极大�因此必须坚决杜绝类似事件的发生。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政治敏感性强、公共安全要求
高�安全风险管理水平的提高可以有效防范、降低乃至
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因此必须注重建设过程中的安
全风险管理工作。目前�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安全风险
管理在各大城市逐步开展起来�建设经验表明：完善的
安全风险技术管理体系可以促进工程建设安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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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开展。国内轨道交通建设任务繁重�为保证工程安
全建设�建立一套完善的安全风险技术管理体系十分
必要�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体系的内涵、建立原则和程序

安全风险技术管理需要全面的技术和系统的管理

来支持。规定城市轨道交通参建各方的风险管理职
责�明确各项技术要求�以提高风险管理和控制水平。
安全风险技术管理体系主要包括体系文件、相关管理
办法和技术支持性文件�具体内容为安全风险技术管
理组织体系和岗位管理职责、各阶段风险管理内容及
基本要求、各项技术内容要求等。

安全风险技术管理体系的建立是一项系统工程�
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是：①结合建设管理单位 （建设单
位 ）的管理特点、组织形式；②符合城市轨道交通建设
的基本程序；③符合本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及风险特点；
④结合本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现状和技术水平；⑤与体
系在执行期的实际或可能的组织形式相结合；⑥体系
运行过程中应不断检查、修改和完善。

安全风险技术管理体系的建立程序见图1。
3　体系的组成及内容
3．1　体系文件
3．1．1　安全风险技术管理模式组成

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风险技术管理模式是指技术管

理组织形式及相关单位在组织中的关系�具体内容一
般包括政府相关部门、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第
三方监测、环境调查、咨询等参建单位的组织模式�群

34



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风险技术管理体系的建立

图1　安全风险技术管理体系建立程序
众和社会监督组织模式及岗位要求。
3．1．2　各阶段的工作任务和管理要求

安全风险技术管理体系应包括工程建设各阶段的

相关工作�明确安全风险技术管理的相关成果文件�提
出对各个单位的风险管理工作要求。
3．1．2．1　可行性研究阶段

业主专门委托或组织进行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时�应
考虑城市轨道交通线位、站位选择与不良地质、重大环境
的位置关系及工法设备选择�在经济和技术可行的情况
下降低后续设计和施工及运营的风险。尽量在可行性
研究报告申报前经过安全预评价�针对各专业从技术上
专门分析后续可能的风险�提出风险防范措施和建议。
3．1．2．2　勘察阶段

勘察单位应采用技术和管理手段确保勘察施工安

全�提供的技术资料准确。有条件和能力的勘察单位针
对初步勘察、详细勘察、施工勘察、补充勘察、空洞普查各
种工作的目的和工作要求�识别分析不良地质条件�在
相关报告中提出工法选择建议、技术工艺方案建议、工
程施工中应注意的问题及风险处理的措施建议�必要时
分析可能的风险�并提出管控建议�也可委托勘察监理
对勘察工作存在的安全风险提出意见和评价。建设管
理单位 （建设单位 ）组织对技术成果进行评审或验收。
3．1．2．3　环境调查阶段

环境调查或环境评估单位针对环境调查、环境专

项调查和管线详查等工作的目的�分析环境条件与工
程施工的相互影响�分析不同环境条件 （如建筑物、桥
梁、管线、既有线、水体、古树 ）的特点�在环境调查报告
中提出环境风险处理的措施及对设计、施工工作的建
议�必要时分析可能的风险并提出管控建议�也可委托
环境调查监理单位或环境产权单位对环境调查工作存

在的安全风险提出意见和评价。建设管理单位 （建设
单位 ）组织对技术成果进行评审或验收。
3．1．2．4　设计阶段

在设计工作中�设计单位应根据设计深度识别地
质、环境风险因素和风险事件�考虑城市轨道交通车
站、区间工法、结构形式、各工程部位和关键风险部位
的施工对地质、环境的适应性�分析风险的大小�进行
多方案比较�结合设计规范、地方规定与标准和经济技
术水平�采取合理的设计控制措施�必要时在每阶段设
计工作完成后提出下一阶段风险控制的措施。设计单
位也可委托咨询单位对设计文件中执行规范情况、风
险识别情况、所采取的设计措施对风险的控制情况进
行分析�对设计确定的工程风险�提出相关的措施和注
意事项�对风险进行定级�以实现风险的动态和重点控
制。建设管理单位 （建设单位 ）组织对技术成果进行评
审或验收�并加强过程的检查监督。
3．1．2．5　施工准备期

施工单位、监理单位针对设计文件和设计技术交
底�结合施工方案和施工设备等条件�对施工工艺、设
备、设计文件和关键工程部位风险进行施工前的检查
与核对�针对在执行设计文件和施工方案中可能发生
的各种风险�提出应对方案或处理措施�制订相应的专
项方案或应急预案。施工单位也可委托咨询单位在施
工前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提出专业风险防控及施工
阶段的风险管控建议。建设管理单位 （建设单位 ）组织
对技术成果进行评审或验收�并加强过程的检查监督。
3．1．2．6　施工过程中

在施工过程中�对现场施工作业队伍、施工组织管
理状况、施工对设计和施工组织文件的执行情况、现场
施工状况及现场问题的处理情况等进行分析�结合施
工前的风险分析�判断施工中的风险事件及风险发生
的可能性或隐患大小�提出处理措施�同时进行风险管
理方面的预警�必要时组织专家讨论�及时处理相关风
险�需设计变更时履行相关手续并重新识别分析风险�
提出相关建议。从现场风险管理组织体系方面规范相
关单位责任�各相关单位包括业主、施工、监理、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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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咨询单位履行风险管理执行、监督和检查工作。建
设管理单位 （建设单位 ）组织对技术成果进行评审或验
收�并加强过程的检查监督。
3．1．2．7　第三方监测阶段

第三方监测单位根据风险管理要求�制订监测方
案、风险管理计划与保证措施。在实施基本监测工作
时�加强对监测数据的分析�并进行巡视和必要的风险
判断和预警�对技术管理体系的相关文件深刻理解、执
行；在风险管理中及时对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专业性建
议。建设管理单位 （建设单位 ）组织对技术成果进行评
审或验收�并加强过程的检查监督。
3．1．2．8　风险管理咨询阶段

根据需要咨询的工作范围、任务及目标�优选有相
关经验的咨询单位实施专业性咨询�对各项工作的具
体成果进行明确要求�提出针对性意见�并形成专业性
方案或风险管理建议。建设管理单位 （建设单位 ）组织
对技术成果进行评审或验收�并加强过程的检查监督。
3．1．2．9　评标与招标阶段

针对设计、施工中所要进行的有关风险管理工作�
制定针对性的评标办法�选择对风险管理工作熟悉和
技术力量强的单位参加设计、施工、监理、第三方监测
等安全风险技术管理相关工作�在合同中进一步明确
风险管理工作的要求和费用及责任。
3．1．2．10　评价与评估阶段

针对某阶段的工作�从安全风险角度进行评价�如
可行性研究阶段预评价、环境条件现状评估及施工影
响预测评估等�都应进行专项分析�提出安全风险评价
的结果和建议。建设管理单位 （建设单位 ）组织对技术
成果进行评审或验收�并加强过程的检查监督。
3．2　相关管理办法

为便于安全风险技术管理体系的贯彻实施�应制
定相关管理办法�包括安全与评价工作实施管理办法
和建设管理单位 （建设单位 ）安全风险管理工作实施管
理办法。管理办法的组成内容有：勘察、环境调查、设
计、监理单位的安全风险管理工作管理办法；参建单位
招投标管理办法；监测工作管理办法；施工、监理单位
的安全风险管理组织机构建立管理办法；风险管理信
息管理办法�一般包括日报、周报、月报、年报、总结报
告的组成与报送及相应的处理管理办法�专项分析报
告深度要求及编制管理办法；预警快报的深度要求与
报送及相应处理管理办法；预警、消警管理办法；单项
预警、综合预警响应管理办法；实施风险管理信息化管

理办法�包括信息平台硬件和软件建设及使用管理办
法；施工突发事故应急机制及应急救援管理办法等。
3．3　技术支持性文件

应根据工程建设各阶段工作的内容及风险管理方

面的要求�制定技术指导文件。风险管理技术支持性
文件组成内容有：可行性研究工作指导书�安全预评价
工作指导书�岩土工程勘察指导书�工程环境调查指导
书�风险分级与评估及风险控制设计指导书�环境现状
调查、施工对环境的影响评价与预测指导书�监测设计
方案及监控量测指标编制指导书�施工中安全风险监
控、风险评估与预警预报指导书�施工突发风险事件预
防及应急措施指导书等。
4　体系建立和运行中的注意事项

安全风险技术管理体系包含的内容可根据实际地

区的城市轨道交通管理需要进行筛选。
4．1　建立体系的注意事项

一定要有领导决策�得到领导的支持和允许�并在
制定过程中持续向领导汇报或进行沟通；明确负责安全
风险技术管理体系制定工作的部门、组织机构及人员；
前期要进行充分的调研、相关人员的培训�明确建立安
全风险技术管理体系的工作目的和方法；进行风险管理
体系的设计；深入调研风险管理体系建立的基础�包括
组织管理形式、工程建设特点和技术现状等�分析需求并
编制相关内容；阶段性地向各有关单位人员征求意见；进
行必要的内部评审与审核；进行外部评审与审批等。
4．2　运行体系的注意事项

建立运行保证体系�包括组织体系和硬件手段；由
领导审批试运行；建立相关的运行组织机构�并明确职
责和考核办法；进行体系及相关文件培训；在合同和具
体管理工作中严格落实风险管理体系工作的要求�发
现问题及时记录和调整；集中查找问题�广泛征求体系
使用者的意见；完善体系�不断进行检查和改进�以适
应本地区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工作实际和风险管理的需

求；适时对体系文件进行修订。
5　典型案例

北京市轨道交通工程安全风险技术管理体系是在

2005年《北京地铁建设工程环境安全风险技术管理体
系 （试行 ）》的基础上重新建立的。2007年初�经北京
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批准�总工办牵
头建立了以主管总工办的公司领导为组长、各部室领
导 （包括前期部、设计部、工程部、合同部、安监室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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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 ）和工程咨询公司为组员的安全风险管理体系编制
小组�建立了以公司总经理为组长、公司层领导为成员
的安全风险管理体系指导小组�形成了编制组、指导组
独立工作�各部门、单位广泛参与的组织模式�积极开
展了管理体系的建立工作。

在体系建立过程中�以城市轨道交通相关专家为
指导�收集分析有关安全风险技术管理的资料�经过工
程调研、资料分析、专家咨询、研究讨论、专家审查等形
成试行稿�2008年9月正式签发�开始在各线试运行。

研究成果新增了对现场实施层的风险管理组织机

构要求、视频管理办法、信息报送内容及预警消警流程
等内容�加强了可操作性和具体指导性。风险管理与
远程监控系统有效结合�可达到资料共享、对问题追踪
处理、实时掌控工程建设安全现状的效果�提高了北京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的安全风险管理水平�有效促进了
工程建设安全、顺利地开展。安全风险技术管理体系
的应用效果显著�可发挥的空间广阔�在工程安全建设
方面有重大的实际应用价值。

2009年6月以来进入正式运行和收集问题、解决
运行中出现的问题阶段�2009年11月进行了阶段性总
结�并计划进行修编体系文件�对监测预警、巡视预警
和综合预警开展深入的研究�对事故原因进行系统的
分析�进一步完善体系�必要时对体系运行的组织机构
进行调整�完善支持体系运行的平台、视频监控系统�
真正实现北京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风险技术管理体系的

ＰＤＣＡ（计划�执行�检查�纠正 ）循环�不断改进、完善�
从技术和管理两方面丰富内容。
6　结论

在大规模建设城市轨道交通的形势下�为了最大
程度地控制工程风险�建立贯穿工程建设各阶段的安
全风险技术管理体系十分必要。

安全风险技术管理体系的建立应遵循其建立的原

则和程序�针对当地轨道交通管理组织模式和工程建

设特点�构建安全风险管理内容和运行体系组织机构。
北京市轨道交通工程建设安全风险技术管理体系

的成功编制和有效实施�为工程安全风险的规避、消除
提供了管理和技术保障�其成功经验值得借鉴。

为了保证安全风险技术管理体系适应建设形势和

工程实际的需要�不断调整或修订升级是实现安全风
险技术管理体系持续完善、管理内容和方法不断改进
的重要途径�在体系编制和实施中�建立合理的组织机
构�并广泛征求工程参建各方的使用建议�是体系运行
达到预期效果的关键。安全风险技术管理体系应不断
调整�与时俱进�以更好地服务于工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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