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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基于科学发展观理念, 在分析青藏铁路建设和运营环境的特殊性以及生产力布局的特殊性的基础上,

论述了在青藏铁路建立环境- 健康- 安全- 运输一体化管理系统的必要性、基本设想和总体思路, 并阐述了一体

化管理系统实现的路径,即研究环境因素与灾害规律, 制定青藏铁路行车安全标准和规范; 研究沿线地区人文社会

环境及运输需求特点;保护沿线的生态环境; 建设环境监测与灾害预警系统; 加强铁路职工劳动保护与职业病防

治,发挥铁路的公益性等。通过一体化管理系统的研究和实践,达到建设和管理世界一流高原铁路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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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青藏铁路建设是我国 21 世纪开始以来的重大

工程建设项目。由于青藏铁路建设的特殊环境,

2001年开工以来, 它的建设遭遇了多年冻土、高寒

缺氧和生态脆弱三大世界性工程难题, 它们各自从

工程质量、建设人员健康和生态环境需要保护角度

挑战工程建设, 在这种情况下,青藏铁路建设的管理

问题就成为了一个突出的问题。因此, 创立质量-

健康- 环境一体化管理的新模式,保证了工程建设

的顺利推进,成为建设世界一流高原铁路必须奠定

的基础
[ 1]
。进一步讲, 在建设时期形成的一体化管

理系统,可以发展成为未来铁路运营管理的基础。

这个模式的确定,是在科学发展观 以人为本 的思

想指导下完成的。

20世纪 90 年代以来, 发达国家的交通运输业

发展了交通运输一体化管理的思想[ 2] [ 3]。她的基

本思想是,交通运输在建立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追求

各种运输方式协同配合和协调发展、实现整体系统

效率提高和管理改善的基础上, 逐步融入社会、经

济、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公平、协调和持续发展的总

体架构。在我国,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深入和先进信

息技术的应用, 使交通运输一体化管理理论的实现

产生了可能性从而发生了产业管理模式的变革。在

这一变革的影响和推动下,我国铁路运输也从传统

管理向现代化管理演进。传统的铁路运输管理关注

的焦点主要是客货运输服务和行车组织, 安全管理

长期局限于完善岗位责任制和遵章守纪等人的因素

的管控,而对人员健康, 环境、灾害的规律及其对运

输的影响,缺乏全面系统的认识和把握。此外, 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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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警和预防。成昆铁路

由于泥石流灾害破坏利子依达大桥, 造成列车颠覆

和旅客伤亡事故, 兰新铁路 百里风区 由于风沙灾

害造成车辆倾覆和运输中断等惨痛教训, 从反面揭

示出以信息技术改造传统的铁路运输产业,从而实

现一体化管理的必要性。

这一管理创新进一步启迪我们研究和探索青藏

铁路未来的运营管理模式。由于高寒缺氧、多年冻

土、气候恶劣和灾害频繁对运输安全、稳定、效能和

质量的影响和制约特别突出,青藏铁路的运营管理

必须从环境的特殊性以及生产力布局的特殊性出

发,借鉴先进的一体化运输管理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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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 一体化管理系统 )。

关于一体化管理的思想,在国内尚少报道, 在国

际上由于管理复杂性的兴起而活跃[ 4] , 一体化管理

被认为是管理复杂系统的一种主要方法。但是,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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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为止, 它主要用在工程与资源、环境协调的领

域[ 5, 6] ,对于类似青藏铁路修建与运营工程, 涉及的

环境、工程外还涉及健康、安全、运输的问题还未见

讨论。

2 建设与运营环境和生产力布局分析

2. 1 建设与运营环境的特殊性

青藏铁路建设与运营环境的第一个特殊性是具

有热融喀斯特特点多年冻土问题。青藏铁路格尔木

- 拉萨段(简称格拉段)全长 1142公里,线路通过多

年冻土区长达 550公里。与俄国和北美冻土铁路相

比,具有热稳定性差、高含冰冻土比重大(累计长度

300公里)、对气候变暖反映敏感、太阳辐射强烈等

特点。冻土路基由于气温的周期性变化, 产生高温

季节的融沉和低温季节的冻胀。其融冻性质在一年

内可分为稳定冻结期、不稳定融化期、稳定融化期和

不稳定冻结期四个阶段[ 7]。只有在稳定冻结期能

保持相对稳定状态, 其他各期由于路基变形产生病

害,将增大铁路选线、施工和养护难度, 导致列车限

速和减重,甚至危及行车安全。例如,青藏铁路沱沱

河地段的季节气温变化和路基融冻阶段,如图 1所

示,在一年中,该地段冻土路基有 7个半月处于不稳

定状态,对运输安全、运输能力和运输效率的影响相

当显著。

青藏铁路建设与运营环境的第二个特殊性是环

境人力资源的危害。人力资源是运输生产的首要资

源。青藏铁路沿线属于大气压 51. 6- 92. 0kpa 地

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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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青藏铁路沱沱河地段年气温变化及冻土融化、冻结期(根据[ 7] )

青藏格拉段有 960公里在海拔 4000米以上, 占

线路总长的 84%。沿线气压低(大气压和氧分压只

有海平面的 50%- 60% )、寒冷(大部分路段年平均

气温在 0 , 最低气温为- 41 , 昼夜温差可达 15-

30 )、干燥(年平均湿度仅为 0. 5左右)、风速大(沱

沱河地区 8级以上大风日年均高达 178天)、紫外线

辐射强烈(强度为海平面的 1. 5- 2. 5倍) ,且处于鼠

疫自然疫源地, 不少地段可饮用水缺乏,是无人居住

的 生命禁区 。高寒缺氧对人的劳动能力影响显

著,与平面地区相比,在海拔 3000米处,人的劳动能

力下降 29. 2%,在海拔 4000米处,下降 39. 7%。根

据有关生理实验, 当海拔高度达到或超过 3000米,

肺泡气氧分压的轻度变化, 即可引起动脉血氧含量

显著降低, 使机体出现一系列缺氧反应, 而海拔

4500米以上则是人体对氧分压降低而不补充氧气

作较长时间停留的极限高度。青藏沿线常见的高原

病有急性轻型高原病 (发病率在海拔 3000 米为

56%,海拔 3900米为 87%)、高原肺水肿(发病率 0.

5- 1% )和高原脑水肿(发病率 0. 05- 2% ) , 在不同

环境和治疗条件下均有一定的病亡率[ 8]。人体在

不同气压下的症状和后果见表 1。表 2 为大气压、

氧分压、气温、绝对湿度、太阳直接辐射最大强度、紫

外线强度对海拔升高的变化情况[ 9]。这些情况使

我们需要把健康问题列入一体化管理的核心,在其

它地区的铁路建设与运营中,健康问题一般不是核

心问题。这是本区域的特殊性。
表 1 不同气压下的症状和后果

大气压 kPa 症状

72. 0- 92. 0
工作耐力下降,可引发冠状、肺状及循环系统问

题的早期病变。

58. 0- 72. 0 呼吸急促,脉搏加快,损坏平衡系统及判断能力。

51. 6- 58. 0 呼吸进一步加快,判断能力很差,嘴唇发青。

38. 6- 51. 6
精神恍忽、晕厥,意识丧失, 脸红, 嘴唇发青,恶

心,呕吐。

30. 0- 38. 6 八分钟致死, 4~ 5分钟经治疗可恢复。

根据[6]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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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大气压、氧分压、气温、绝对湿度、太阳辐射

强度、紫外线强度与海拔的关系

海拔

高度

( m)

大气压

( mmHg)

氧分压

( mmHg)

年平均

温度

( )

绝对

湿度

( g/ m3)

太阳直接辐射

最大强度

( W / m2)

紫外线辐

射强度

0 760 159 11

1000 680 140 20 7. 64 1011

1500 640 134 6. 37

2000 600 125 15 5. 33 1064

2500 565 117 4. 42

3000 530 110 10 3. 68 1118

3500 495 103 3. 08

4000 460 98 5 1171

5000 405 85 0 1225

6000 355 74

7000 310 65

8000 270 56

9000 230 48

海拔每升

高 100米,

强度增加

1. 3%

注:表格数据摘自文华等[ 9]

青藏铁路沿线是气候恶劣、灾害频繁的地区, 这

就构成了青藏铁路运营环境的第三个特殊性。青藏

铁路主要灾害有大风引起的风沙灾害、雪害(雪崩和

风吹雪)、雷暴、冰雹、暴雨引起的泥石流灾害以及地

震灾害等[ 9]。青藏线恶劣气候和主要灾害发生的

时间谱见图 2。从图 2可见,在青藏沿线,恶劣气候

和自然灾害的确不再是一般意义的小概率事件, 而

是运输管理必须经常应对的影响和干扰。这是一体

化管理面临的第三个特殊性。

图 2 青藏线恶劣气候和灾害发生的时间谱

青藏高原素有 世界屋脊 、地球第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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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世界上仅有的独特生态环境系统和世界山

地生物物种一个重要的起源和分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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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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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由于青藏铁路沿线环境的特殊性, 形成了

其它铁路所没有的环境、健康、安全和运输问题, 而

且这些问题存在超常的强关联性, 必须给予高度重

视,实行一体化管理。

2. 2 生产力布局的特殊性

为适应沿线的环境特点,青藏铁路建设中, 本文

第一作者在制定为了运营模式时, 按一体化管理的

要求,要求设计部门充分考虑采用现代高新技术和

信息技术。这一线路的设计中为维护人体健康, 最

后沿线 34 个新建车站中布局了无人值守车站 23

个,沿线少用人;设备高可靠、少维修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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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化和调度指标智能化,实现运营管理和设备

维修的集中化。同时, 为适应这种新的生产力布局

特点,对青藏铁路的管理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首先, 新型的生产力布局要求建立新的高原运

营管理人员卫生保障制度。要保证青藏铁路运营职

工队伍的稳定性、高素质和战斗力,必须把建设卫生

保障系统作为保证青藏铁路稳定、持续、安全运营的

首要支撑条件,通过制度建设,制定相关卫生保障规

定,切实落实加强劳动保护和职业病防治的各项措

施,保障运营管理人员的身体健康。

其次, 新型的生产力布局要求建立新的高原运

营管理人员劳动组织管理制度。根据历史经验, 需

要认真研究和制定适应生产力布局特点和适合高原

工作特点的劳动时间定额标准、劳动组织形式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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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作为一体化管理的一部分, 无人

化车站 和 设备少维修 相结合是一个基本要求。

为此,需要实行工时压缩和集中使用、间休集攒、按

时轮换、集中休整、定期疗养的制度。另外, 依据以

人为本的思想,一体化管理需要立足高新技术保证

安全、提高效率、压缩定员,实行一专多能的技能培

训和岗位设置制度等。

再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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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13]。 快速通过高原 是

青藏铁路生产力布局及其工程设计的重要原则, 也

是坚持 以人为本 ,适应高原环境特点,优化运输组

织的基本原则。 快速通过高原 要求优化列车质

量、速度和密度的组配
[ 14,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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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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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随乘制,防止乘务人员超劳作业。

此外,作为一体化管理,还要建立灾害预警[ 16]、

应急救援、处置突发事件、环境保护、治安保卫、路地

联防等一系列管理制度。我们认为,所有这些管理

制度的建设,都要将环境、健康、安全和运输纳入统

一的体系,实行一体化管理。

3 一体化管理系统及其基本架构

青藏铁路的建设以运营环境和生产力布局的特

殊性,对管理上提出了特殊的要求,要求我们以可持

续的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尊重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

社会规律,实施对青藏铁路建设与运营的 环境- 健

康- 安全- 运输一体化管理 。

青藏铁路建设与运营的 环境- 健康- 安全-

运输一体化管理 首先应该是个质量保证系统,因为

设计和建设世界一流的 环境- 健康- 安全- 运输

一体化管理系统 ,质量是最基本的保证。因此, 我

们依据质量管理中 ISO9000的思想,首先确定质量

管理方针。在总结前一阶段青藏铁路工程建设管理

经验的基础上, 本文确定青藏铁路建设提出的质量

发展也是为了运营管理的质量方针: 观念创新为前

提,体制创新为先导, 以人为本是保障、科学方法是

关键、持续发展为重点、和谐管理为突破 。这个质

量方针,不仅考虑了工程的建设, 而且从一体化角

度,突出了以人为本的管理目标和建设铁路中以科

学创新作为关键,避免其他地区铁路建设的经验的

误用。这里强调 持续发展为重点 , 考虑了充分适

应快速通过高原和 无人化 、免维修 等生产力布

局要求,优化运输组织管理,切实保证运营活动的安

全、优质、高效、有序。从质量管理的内容看,一体化

管理,即管理了工程质量,也管理了服务质量。从而

实现运输与社会经济和生态系统的持续协调发展,

建设和管理世界一流的高原铁路。

一体化管理思想与其他铁路工程建设与运营的

差别,还在于通过建设青藏铁路环境- 健康- 安全

- 运输一体化管理系统 的建设,目标上实现环境影

响的可测、可知, 保障铁路职工的身体健康、队伍稳

定,运输安全的可靠、可控,有效降低运输活动所面

临的环境风险和所产生的环境影响, 努力提高对环

境灾害的预警、防范和治理能力,从而既发挥青藏铁

路在我国综合交通运输系统中的政治、国防、经济和

交通等作用, 同时注意到人健康的重要性。这是一

个明确的目标管理系统。

根据上述原则, 我们提出一体化管理系统的体

系结构见图 3。在这个体系中, 我们划分管理体系

为功能系统和组织系统, 功能系统确定了管理任务

与目标, 管理组织系统确定了保证这些任务与目标

实现的可能性。在注意到青藏铁路环境的特殊性

后,广泛采用了现代信息技术。信息技术的应用使

得一体化管理系统中增加了信息系统单元,这个单

元需要实行的功能也给出在图 3中。

分析图 3的结构,我们可以注意到,这里讨论的

不是一般一体化管理,而是内容特色突出的 环境-

健康- 安全- 运输一体化管理 。根据这些内容特

征,这里的管理系统功能需求要进一步展开, 这个功

能需求体系,见图 4。在图 4中,我们按图 3的功能

系统结构划分了 4个单元,通过它们去实现环境、健

康、安全、运输系统的管理体制和运作方式。在图 4

中,各功能单元的定位目标不同。对环境单元来说,

关键的是环境灾害的预警,对于健康子系统来说, 劳

动保护是其中的中心环节,而更改劳动环境的劳动

疗养成为了一个新的内容。在安全之系统中,除一

般行车安全的防灾, 冻土环境的行车问题被突出出

来。在运输子系统中, 我们考虑了当地的特殊环境,

提出了为公益目标的延伸服务的要求。这些新的功

能,显然提高了管理的一体化要求。

必须指出的是, 按照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思

想,青藏铁路建设与运营的一体化管理要充分注意

它的铁路的公益性,而不是片面追求企业利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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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地区商品经济落后、市场发育水平低,自我发展

能力弱的现实环境下,铁路管理应更重视服务社会、

服务大众, 更多地为可持续发展政策和政府的宏观

调控功能服务。青藏铁路结束了西藏地区不通铁路

的历史,是完善我国西部地区综合交通运输结构的

重要标志。青藏铁路建成并投入运营后, 铁路管理

表明需要将引导产业布局和人口积聚, 加快沿线城

镇化进程列入自己运营管理的原则体系中, 充分为

地方考虑发展需要。为了铁路建设的细化应密切配

合沿线区域和城镇发展规划, 促进产业布局向铁路

沿线靠拢,促进地区和城镇物流中心建设,逐步形成

产品、原材料和能源供需互补的产业带和经济带, 密

切城乡联系,加快人口向沿线城镇的流动、中转和积

聚,促进沿线城镇第三产业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站

点设立和停靠时间需要与开发旅游资源, 建设精品

旅游线和黄金旅游线统筹规划。为增加铁路效益,

一体化管理强调铁路部门应该寻求地方政府合作,

开发整合青藏沿线旅游资源, 发展配套的服务设施

和后勤保障,在某些特别的地段, 人员稀少, 旅游业

发展与管理,可以依靠铁路站点来展开,因此满足旅

游者 吃、住、行、游、购、误 全方位需求是一体化管

理的重要内容。显然发展协助发展旅游业, 既是以

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思想的要求, 也是寻求青藏铁路

经济效用与公共效益统筹的重要途径。

4 一体化管理系统的实现路径

4. 1 研究环境因素与灾害发生规律

攻克多年冻土技术难关, 满足铁路运营对高原

多年冻土区建筑物稳定性的要求,是青藏铁路建设

工程的关键技术。在长期实验研究的基础上, 青藏

铁路建设工程所采用的一整套设计和施工技术, 已

取得显著成效, 并赢得国内外专家普遍赞誉。但其

有效性尚有待于今后长期运营实践的验证。鉴于冻

土病害是世界性的工程难题,其内在机理的探索研

究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应全面考虑地温、含冰量、

岩土性质、地形、气候、水文以及大气升温和人为活

动对冻土的影响, 在长期的运营条件下,通过对冻土

病害影响的跟踪观测和研究,进一步探索发现在列

车动力作用下, 季节性发生的融沉冻涨变化规律。

在上述研究基础上, 确定不同病害类型和程度下相

应的列车限速和减轴标准,制定相应的维修和补强

措施。

青藏铁路沿线地区是气候恶劣,灾害频繁发生

的地区,恶劣气候对运输安全构成较大威胁,对运输

效能也产生很大影响。深入研究沿线恶劣气候和灾

害(大风、雪害、冰雹、雷暴、泥石流、地震等)发生的

规律,研究恶劣气候和灾害对运输活动的危害和制

约(包括运输规模和频度, 列车密度、质量和速度) ,

是确定运营管理模式和组织运输活动的基本依

据[ 15, 16]。

在上述研究基础上,针对具体灾害程度确定相

应的行车安全标准和规范,是青藏铁路运营组织管

理的基础性工作。例如, 确定风灾时曲线地段的临

界翻车风速和不同风速条件下的列车限速条件; 确

定雪崩发生危险度和规定相应的列车禁行条件; 确

定降雨量与桥下泥石流沟的流速和流位的动态变化

关系,规定列车过桥安全措施,根据地震烈度规定相

应的列车禁行措施和办法等等。

4. 2 研究沿线地区人文社会环境及运输需求特点

青藏高原的人文社会环境, 既是影响交通运输

发展的特殊环境, 又是促进其成长崛起的基本发展

条件。一方面,青藏高原区位偏远, 地广人稀,以藏

族为主体的多民族人口结构,宗教信仰、语言文字和

民族习惯相对隔离, 经济基础薄弱, 人口流动少, 城

镇化水平低,影响制约交通运输的发展规模;另一方

面,青藏高原拥有丰富的能源、矿产资源, 多种动植

135第 3 期 孙永福等: 青藏铁路环境- 健康- 安全- 运输一体化管理系统探索



物资源,独特的自然景观、民族风情和藏传佛教文化

等旅游资源,不断发展的边境贸易和迅速增长的经

济等,都表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同时也是依赖交通

支撑和促进交通运输发展的重要因素。青藏铁路具

有典型的公益性,所以需要强化政府的主导作用, 但

在发挥强大的政治、国防功能的同时,应充分关注和

研究沿线地区人文社会环境特点和需求特点。

4. 3 保护沿线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

青藏铁路投入运营以后, 沿线环境将面临比建

设期间更为长期的运营活动的影响。为此, 必须继

续全面贯彻落实环境保护的有关法律法规, 按照环

境保护法、水土保持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

及全国生态环境建设 规划 和 纲要 的要求, 确保

江河源水质不受运输污染, 多年冻土环境基本不因

运输改变、野生动物生存环境继续得到保护, 有效防

止草地、湿地退化, 铁路两侧景观不受破坏, 努力建

设和维护具有高原特色的生态环保型铁路。在继续

跟踪监测铁路建设工程地沿线生态环境影响的同

时,高度关注铁路运输过程的污染物排放对沿线生

态脆弱地区和铁路穿越国家自然环境保护区的影

响,定期进行环境影响分析评价,采取有效的环境保

护措施,综合治理。继续宣传国家环保法律、法规,

增强环境保护意识。制定并实施 青藏铁路运营期

环境保护管理办法 , 落实环境保护责任制, 运输企

业要对保护植被、保护水土、保护自然景观、保护野

生动物等制定具体措施。

4. 4 建设环境监测与灾害预警系统

环境监测与灾害预警系统包括: 冻土病害监测

和预警;恶劣气候和灾害(风灾、雪灾、泥石流灾害、

地震灾害、雷暴、冰雹等)的监测和预警;铁路建设工

程对沿线生态环境影响的跟踪监测(包括: 生态环

境、地面径流改变与水土流失、地质灾害等)与预警;

铁路运营活动(包括固定锅炉)及其污染物排放对沿

线生态环境影响(包括资源消耗、土壤质量、地表与

地下水资源质量、大气质量、噪声、固体废弃物排放

等)的监测与预警。

环境监测应选择采用先进监测设备和监测技

术,实现环境信息采集、传输和处理的科学化、网络

化。监测机构实行专职人员和项目委托形式的兼职

队伍相结合,监测方法采取人工测试与自动测试相

结合,建立自动数据测试站点,铁路监测站点与地方

气象、地震台站联网测试, 利用资源卫星照片判识,

或人工定期取样测试等多种方式。进行环境管理数

据库和环境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

环境和灾害预警系统,要在把握环境影响和灾

害规律的基础上, 预测环境质量演化的基本趋势,识

别环境安全的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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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加强铁路职工劳动保护与职业病防治

青藏铁路沿线高寒缺氧,干燥风大, 紫外线强,

自然疫源多。人的生存和工作环境严酷恶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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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首先要对铁路职工的高原代谢特点、体

能及职业适应性进行研究。在充分吸收国内外高原

医学研究成果,借鉴各方面高原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制定相关卫生保障规定, 编制卫生防病健康教育手

册。对运营人员普遍进行高原疾病防治教育和采取

阶梯式适应措施。其次,要加强劳动保护,定期进行

职工健康检查。使职工健康检测和体能水平分析工

作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要普及供氧设施,在健

全三级医疗体系的基础上, 格尔木、拉萨和沿线各中

心站都应配备包括大型制氧站、高压氧舱在内的配

套医疗设备和医务人员,使运输一线职工普遍受惠。

再次,要加强职业病综合防治,注重铁路沿线地区卫

生与防疫。组织路内外医学专家开展防治高原疾病

和鼠疫以及高原劳动保护科研攻关, 强化对医务人

员的业务检查指导,组织开展经验交流活动,提高预

防高原病和各种疫病的整体水平。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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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行工时压缩和集中使用、间

休集攒集中休假、按时轮换、集中休整、定期疗养的

制度;实行一专多能的技能培训和岗位设置;大力培

养本地人员, 争取早日实现工作人员本地化等等。

此外,还要关心职工生活, 提高饮食标准, 改善住宿

条件。

为了有效保护沿线铁路职工的健康, 目前需要

研究职工离开车站到非缺氧环境疗养的可能性和可

行性。

5 结论

( 1)本文研究表明,青藏铁路的建设与运营环境

和生产力布局性的特殊性, 其环境、健康、安全和运

输之间呈现出超常的强关联性和耦合性, 对青藏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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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的管理上提出了特殊要求, 因此建设环境- 健康

- 安全- 运输一体化管理系统是必要的。

( 2)实现青藏铁路建设与运营的一体化管理系

统的路径包括: 研究环境因素与灾害规律,制定青藏

铁路行车安全标准和规范; 研究沿线地区人文社会

环境及运输需求特点;保护沿线的生态环境; 建设环

境监测与灾害预警系统; 加强铁路职工劳动保护与

职业病防治等。

( 3)本文提出青藏铁路为公益性铁路,它的建设

与运营管理要坚持 以人为本 的科学非最高, 引导

产业布局和人口聚集,加快沿线城镇化进程, 推动旅

游资源开发,建设精品旅游线和黄金旅游线。

( 4)铁路建设与营运 环境- 健康- 安全- 运输

一体化管理 ,是本文首次提出的,它主要根据青藏

铁路的建设经验提出, 它的科学性还有经过铁路运

行的进一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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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idea of development w ith science and the analysis abou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n-

st ruct ional and operat ional environment and the layout of product ivity of Qingha-i T ibet railw a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necessity, the basic assumpt ion and the general idea of set t ing up an integrat ive management system

of environment-health-safety- transportat ion in the Qingha-i T ibet railw ay. It also systematically explains the ap-

proach to realizing the integ rat ive management system, w hich includes the research on the environmental aspects

and the rule of disaster generation and the social environment and transport demands of the area along the line,

the ent ironment protect i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nspect ing environment and indicat ing disaster system , the

enhancem ent of the railw ay em ployees labor insurance and the prevent ion and cure of their occupational disease

etc. On the basis of the research and pract ice of the integrat ive management system, it aims to exert the common-

w eal of railw ay and build up and manage the top ranking plateau railw ay.

Key wrods: Qingha-i T ibet railw ay; transportation operation; integrat ive management system of environment-

health-safety- transpor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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