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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整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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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地铁，始建于1965年7月1日，1969年10月1日第一条地铁

线路建成通车，使北京成为中国第一个拥有地铁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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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
4条线路，总长114公里，共70座车站

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整体情况



一、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整体情况
2018年

22条线路，总长637公里，共391座车站，世界排名第二



2018年北京全年累计完成客运量38.5亿人次，日均客流量1054万人次，全

国排名第一。其中工作日日均1197万人次，最高日客运量1349万人次，

发生在8月17日。

一、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整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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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系构建背景



• 轨道交通工程规模大，系统性强。截止目前，共有13条线段，以及宣武门、双井车站改造等单项工程，

共计227公里同时在施。轨道交通工程系统性强，施工工法多，本市在施工法涵盖了包括明挖、矿山、

盾构、高架等多种工法，设备安装工程更涵括通信、信号、综合监控、供电、FAS、BAS、AFC、铺

轨、车辆等专业。

一、体系构建背景
（一）轨道交通建设规模大，系统性强，工法复杂



• 在施线路大多数位于城区或繁华地带，地下建（构）筑物复杂，地下管线众多，工程地质及水文地质

条件复杂，在施线路大多数位于城区或繁华地带，工程地质及水文地质条件复杂，在施线路辨识出的

各类安全风险达11000余处。对轨道交通工程施工产生极大影响。为响应环保要求，采取不降水、少

降水施工工艺后，近一半的地下工程将采用地下水控制技术，安全风险显著增大。

一、体系构建背景
（二）轨道交通工程施工环境复杂，安全风险高，安全责任重大



稍有不慎→较大生产安全事故

近年多个城市地铁建设中，发生了多起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
事故（地表塌陷、建筑物倒塌、管线断裂…….）

北京市轨道交通工程建设的特点



• 1. 住建系统：

•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2019修正)(主席令第29号)、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93号)、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安全质量管理暂行办法（建质[2010]5号）、城市轨道交通工程

质量安全检查指南（建质[2016]173号）、北京市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安全质量管理办法（编

制中）；

• 2. 应急系统（原安监系统）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14修正)（主席令第13号）、北京市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规定（市政府第285号令）

一、体系构建背景
（三）国家、行业及地方各层级安全管理要求高



二、体系构建内涵



二、体系构建内涵
（一）“1+3”安全管理体系基本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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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体系构建内涵
（二）“3”专项—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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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体系构建实施



三、体系构建实施
（一）安全生产管理体系构建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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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体系构建实施
（二）安全生产基础管理体系实施

1、组织机构

三级管理架构



2、规章制度

（二）安全生产基础管理体系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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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安全生产基础管理信息系统

（二）安全生产基础管理体系实施



（三）安全风险管控体系

1、管控对象



（三）安全风险管控体系

2、风险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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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全风险管控体系

2、风险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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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全风险管控体系

3、安全风险监控系统—主界面



（三）安全风险管控体系

3、安全风险监控系统

  监测数据即时上传、巡视信息即时上报、视频图像即时查看、盾构数据

即时传输、预警信息即时发布



• 隐患分级原则

• 隐患分类标准（属地化）

• 隐患排查要点

• 隐患排查清单

（四）隐患排查治理体系

三、体系构建实施



1、隐患分类标准

（四）隐患排查治理体系

序号
类别名称

序号
类别名称

大类 小类 大类 小类

1 管理 安全管理 13

起重设备与吊装

移动式起重机

2 通用 文明施工 14 桥式起重机

3

施工工法

明挖法施工 15 龙门吊

4 暗挖法施工 16 塔式起重机

5 盾构法施工 17 电动葫芦

6 高架施工 18 起重吊装

7 钻爆法施工 19 防护 三宝、四口及临边防护

8

模板支架

扣件式钢管脚手架 20 临电 临时用电

9 碗扣式钢管脚手架 21 消防 消防

10 满堂红模板支架 22 施工机具 施工机具

11 承插型盘扣式钢管支架 23 铺轨 轨道施工

12 特殊季节 汛期冬季 .... ....



 针对隐患产生的后果严重程度及社会影响程度，

将隐患分为一、二、三、四级进行管理，共编制出

39类1746项隐患排查要点。

2、隐患排查要点和清单

（四）隐患排查治理体系



3、隐患排查治理系统

（四）隐患排查治理体系



（五）事故应急管理体系

三、体系构建实施

• 应急准备：风险辨识→预案、组织、培训、演练

• 监测预警：→安全管理

• 应急救援：程序、指挥、处置

• 应急恢复：恢复生产、善后、评估

1、管理要素



（五）事故应急管理体系

三、体系构建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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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应急救援组织机构



（五）事故应急管理体系

3、应急管理信息系统



四、体系运行效果



四、体系运行效果
（一）安全风险管控体系运行效果

  自2008年12月至今，十余年来累计纳入体系

管控的轨道交通线、段26条，其中车站268座，区

间352条，累计管控里程502公里，全网发布监测

预警225655次（其中，红色8142项），巡视预警

7574次（其中，红色65项），安全风险管控效果

显著。



四、体系运行效果
（二）隐患排查治理体系运行效果

  2014年7月至今，六年多来累计纳入

体系管控的轨道交通线、段21条，其中车

站185座，区间215条，累计管控里程

383公里，全网排查安全隐患200484项，

其中，一级52项，二级10114项。



四、体系运行效果
（三）安全管理体系运行效果

央视《超级工程》第三季拍摄导演组 国家安监总局孙华山副局长调研 中国安全生产协会赵铁锤会长调研



五、发展趋势



五、发展趋势

1. 数据采集与传输：物联网、5G

2. 数据分析与判断：智能化隐患排查

3. 数据共享与状态评估：智能化评估



• 轨道交通建设工程规模大、风险高，基于体系化、信息化的

“1+3”模式安全管理体系，通过十年的实践证明，安全管

控效果显著，保障了北京市轨道交通工程建设安全管理形势

平稳、可控，为首都轨道交通事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结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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