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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铁路运输事业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铁路运输过程当中，安全永远是最重
要的，而在整个铁路运输系统网络当中，铁路信号系统也是技术含量最高，安全风险最大的设备之一，所以加强铁路信号系

统运营与维修是至关重要的。论文主要从铁路信号系统维修差错管理来进行分析，提出维修差错管理的一些原则和方法。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social economy, China’s railway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has also developed 
rapidly. In the process of railway transportation, safety is alway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in the entire railway transportation system 
network, the railway signal system is also one of the equipment with the highest technical content and the greatest safety risk. 
Therefore, strengthening the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the railway signal system is of utmost importance.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maintenance error management of railway signal system, and puts forward some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maintenance 
error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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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铁路信号系统维修差错的分类以及原因
1.1 技能的差错

技能的差错主要指的是与人在处理信息之间存在着非常

密切的关系。通常来说，基于技能的差错，主要分为认知失

效、记忆失误和行为过失这三个层次方面的内容。认知失效

主要包括人对错误物体的识别以及物体所释放出的信息和

信号使人发生了错误的认识 [1]。记忆失误也是铁路信号系统

维修差错管理当中非常普遍的一种差错形式，在整个事故发

生过程当中占到了 20% 左右。行为过失一般发生在比较熟

悉的环境当中，如果面对着外部环境或行动计划有所改变的

时候，也是最容易出现行为过失的差错。

1.2 规则的差错
规则的差错主要包括错误的应用一个好规则和应用一个

坏规则。好规则是经过实践证明的，有价值的经验法则。但

是在好规则应用不当或者是不符合实际情况下也会造成相

应的差错出现。而坏规则主要是在工作当中的一些不良习

惯，在具体的工作应用中一直被人们沿用并没有去纠正它。 

各类差错的活动空间示意图如图 1 所示。

2 铁路信号系统维修差错的预防措施

2.1 人员要素
在整个铁路信号维修系统工作当中，人员要素是作为整

个维修工作的主体，也是作为铁路信号系统维修差错出现的

最重要原因所在。所以，维修人员普遍都会受过专业的培训，

相应的维修工作专业技术水平过硬，职业素养比较高，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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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程度上可以减少人为因素带来的铁路信号系统维修差

错。通过大量实践证明，人在开始一项工作之前，只有在心

理上做了充分的准备，并且注意力也高度集中才能够使事情

做得更加完美，所以为了能够尽可能地减少铁路信号系统维

修的差错，针对人员因素首先要做到工作人员有一个积极的

态度和想象。工作人员在工作开始之前，要通过自己的想象

可以提前将工作任务进行仔细思考，在脑海中可以预演一遍

工作的运作过程，并且要在心理上做好面临困难的准备。通

过对工作可能面临的问题预测出相应的对策。只有在心理上

做好工作的准备，才能够合理的去计划每一个程序和步骤。

并且工作人员要学会如何抗干扰以及应对分心的发生，从而

学会对自身注意力的控制。同时，工作人员在进行工作任务

的时候，如果有被打断的地方，必须要做好相应的工作标记，

以免在继续工作的时候有遗忘的步骤。工作人员为了减少疲

劳，尽量避免超时间的维修工作，减少差错的出现。 

2.2  任务要素
在铁路信号系统维修工作进行的过程当中，任务要素是

保证工作能否顺利进行的重要载体。铁路信号系统维修工作

是由不同的任务要素组合而成，其中任何一个任务要素出现

差错，都可能导致整个铁路信号系统维修工作出现偏差。尤

其是随着铁路事业的不断发展，相应的标准化工作流程已在

整个铁路信号系统维修工作当中形成了一套完善的标准化工

作流程体系。所以，要想减少铁路信号系统维修工作的差错，

就要使相应的任务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减少遗漏的步骤。

首先，要能够将工作任务当中比较容易遗漏的步骤识别

出来，要能够建立一个任务步骤检查清单，对每一步都要有

清晰的标准。特别是对那些比较容易遗漏的步骤，要特别加

以提示和说明。其次，对比较容易遗漏的步骤要设置相应的

提示。设置的提示要在内容以及前后关联性等方面具有连贯

性和紧密性。要能够凸显出内容的显著性和便捷性 [2]。最后，

要对任务要素进行统筹的安排。要针对铁路信号系统维修工

作中所涉及的各项任务建立相应的工作时间，使工作时间在

标准的范围之内。在安排任务的时候就以这个标准时间来进

行设计，从而避免由于时间原因而导致差错的出现。 

2.3 环境要素
在铁路信号系统维修工作当中，环境要素作为一项重要

的外在条件所涵盖的方面也是非常多的。包括铁路信号系统

室内外的设备，外部环境所涉及的温度光照、湿度、天气情

况以及在工作过程中所使用的工具和工作空间等。如果是在

外部环境条件比较恶劣的情况下，人在工作的时候行动必

然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从而也就增加了差错出现的可能性。

因此，这就需要从人要适应环境以及如何改变环境来进行着

手分析，从而尽量减少环境因素对维修人员的影响。首先，

可以在铁路信号系统设计阶段就充分的考虑到环境因素所

带来的影响，通过在外部增加温度以及湿度的调节器、照明

等补偿手段来努力改善外部的维修环境 [3]。其次，可以根据

任务的不同以及环境不同，为相应的维修人员配备相关的工

具、器材等装备，以此来提高维修人员在外部不利环境因素

下工作的便利性，从而减少环境差异对工作的影响程度。 

3 铁路信号系统维修差错的管理
第一，铁路信号系统的维修差错的管理，更多体现的是

一种对维修人员的管理。通过对维修人员各方面的管理，可

以减少铁路信号系统故障的发生概率。所以，要充分地认识

到在铁路信号系统维修过程当中，加强人为因素的管理是非

常重要的。人为差错在铁路信号系统维修管理过程中是不可

避免的。

第二，要充分的认识到人为差错只是会导致相应的结果，

而并不是导致差错的原因。由于每一个差错的发生都是由特

定因素产生的，所以引发铁路信号系统事故都是由不同的因

素相互交织而引起的复杂原因。对事故发生原因调查的时

候，首先就是要加强整个系统的防御，要明确人为差错的发

现只是调查的开始，要充分的认识到引发差错的环境以及原

因，才有可能降低差错发生的概率。

第三，在进行铁路信号系统维修差错管理的时候，要认

识到差错的发生并不是单一性的，很多差错都会出现重复发

生的现象，很多人为因素发生的维修差错都会出现多次发生

的情况。所以，对于铁路信号系统维修差错的管理，不仅要

在整个系统中各个层面进行应用，还要将铁路信号系统维

修过程中可能重复发生的差错类型确定为特定的解决目标，

这样才能够最大限度的利用有限的资源得到最有效的解决

方法。

第四，要充分的认识到对铁路信号系统维修差错的管理

永远不可能一劳永逸，必须要进行持久有效的连续监控，并

且要随着外部环境以及条件的变化及时地进行相应的调整。

因此，这就需要对铁路信号系统维修差错管理根据维修人员

的工作条件进行不断改造，进一步去增强和扩大系统的防御

能力。而且要对整个系统进行整体的改革，通过一系列连贯

的程序来减少差错的发生。

4 结语
要想推动中国铁路事业的发展，铁路信号系统的安全必

须要能够有所保障，必须要对铁路信号系统维修差错管理进

行有效跟踪，不断丰富和完善，差错管理，从而切实提高铁

路信号系统维修差错管理的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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