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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铁工发〔2011〕224号

关于重新公布《上海铁路局降雨量（洪水位）

警戒防范制度》的通知

各运输站段，各工程指挥部、筹备组，各公安处，各合资铁路公司：

根据《铁路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细则》（铁运〔2005〕182 号）、《关于

进一步健全雨量警戒制度的通知》（铁运电〔2010〕59 号）和《关于进一步强化防洪地点

安全管理的通知》（铁运电〔2010〕57 号）等文件有关规定，结合我局防洪工作特点，特

重 新 公 布 《 上 海 铁 路 局 降 雨 量 （ 洪 水 位 ） 警 戒 防 范 制 度 》 （ 技 术 规 章 编 号

SHG/GW126-2011），自公布之日起实行。

路局前发《关于明确各部门防洪职责和汛期“五位一体”防洪检查制度的通知》（上铁防

洪指〔2010〕1 号）、《关于公布暴雨天气列车临时限速、封锁运行办法（暂行）的通知》

（上铁防洪指〔2010〕2 号）、《关于公布上海铁路局防洪预警、警报及其响应管理办法的

通知》（上铁防洪指〔2010〕3 号）、《关于暴雨天气列车临时限速、封锁运行办法（暂行）

的补充通知》（上铁防洪指〔2010〕4 号）、《关于进一步重申防洪地点安全联控管理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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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上铁工函〔2010〕846 号）、《关于重新公布〈上海铁路局客运专线工务安全度汛措

施〉的通知》（上铁工函〔2010〕1357 号）、工务处前发《关于公布〈上海铁路局降雨量(洪

水位)警戒防范制度〉的通知》（工路桥函〔2009〕141 号）同时废止。各单位应结合实际，

制订细化措施，认真贯彻执行。

二○一一年七月二十三日



SHG/GW126-2011

上海铁路局降雨量（洪水位）警戒防范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 1 条  根据《铁路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细则》（铁运〔2005〕182 号）、《关

于进一步健全雨量警戒制度的通知》（铁运电〔2010〕59 号）和《关于进一步强化防洪地点安全

管理的通知》（铁运电〔2010〕57 号）等文件有关规定，为进一步规范我局汛期防洪预警、警报

及其响应程序，细化汛期冒雨检查措施，加强防洪地点管理，及时发现和处理水害隐患，确保汛

期行车安全，结合我局防洪工作特点,特制订《上海铁路局降雨量（洪水位）警戒防范制度》。

第 2 条  各部门、各单位应根据各自防洪职责，加强管理，细化措施，确保降雨量（洪水位）

警戒防范各项制度落到实处。

第二章  降雨量（洪水位）警戒值

第 3 条  降雨量（洪水位）警戒值，要在充分统计和分析历史上降雨量（洪水位）与铁路灾

害产生之间关系的基础上，结合各地区铁路的地质、水文、周边环境和设备质量等因素，慎重确

定动态调整，不断提高警戒值的科学性。

第 4条  我局设立三级降雨量警戒值，即出巡警戒值、限速

警戒值和封锁警戒值。

第 5 条  我局对影响铁路安全较大的河流实行二级洪水位

警戒值，即注意洪水位警戒值和危急洪水位警戒值。

第 6 条  降雨量（洪水位）警戒值的公布与修订

1．降雨量警戒值由各工务设备管理单位（以下统称为“工务段”）汛前根据历年水害与降雨关



系、线桥路设备状态和周边环境变化等因素提出修订意见，并报路局防洪办审定后由路局发文公

布（2011 年降雨量警戒再次修订值详见附件 1）。

2．洪水位警戒值：主要针对危害性较大的大江大河和行洪区，由各工务段在汛前结合桥梁路

基竣工资料，定期检查桥梁路基设备现状及桥梁上下游河道情况，评估不同洪水位值将对桥梁及

台后路基设备安全产生影响的程度后提出修订意见，并报路局防洪办审定后由路局发文公布。

3．降雨量（洪水位）警戒值原则上每年修订一次，必要时可适当调整修订周期。

第三章  “五位一体”冒雨检查制度

第 7 条  “五位一体”冒雨检查是指当管内提速、普速铁路沿线降雨达到出巡雨量警戒值及以

上时，相关车站应立即组织站区工务、供电、电务和公安人员按照专业分工对沿线设备实行冒雨

检查，必要时添乘单机（或路用车）检查，以及时发现和处理危及行车安全的水害隐患，确保行

车安全。高速铁路冒雨检查执行第八章规定。

1．接到强降雨等恶劣天气预报或防洪预警信息后，车站要

提早通知工务、电务、供电和公安部门做好冒雨检查准备，各单

位要指派胜任人员及时做好相关准备工作。

2．当降雨量（时降雨量、日降雨量或连续降雨量）达到出

巡警戒值时：工务工区或车间要立即将雨量信息通知车站，车站

立即组织站区工务、供电、电务工区人员进行冒雨巡查。冒雨巡

查人员发现危及行车安全的设备故障时，应立即按《铁路技术管

理规程》（铁道部令第 29号，以下简称“《技规》”）第 326～

329条规定，按照“先防护、后处理”原则，确保行车安全。检

查人员在完成检查任务返回后应执行“双汇报”制度，即分别向



车站和各自上级部门进行书面汇报，汇报的内容应包括巡查人员、

巡查区段（里程）、巡查时间（含出发时间和返回时间）、发现

问题及处理措施等。

3．当降雨继续，降雨量达到限速警戒值或封锁警戒值时：

车站应继续组织工务、电务、供电工区和公安（雨量达到封锁警

戒值时公安参加）立即安排人员进行“五位一体”冒雨地面巡查;

区间限速时，车站值班员应通过无线列调通知进入区间行驶的列

车司机按工务登记的速度运行并加强瞭望。同时工务部门要安排

人员及时登乘机车（必要时开行路用车）进行添乘检查。检查完

毕执行“双汇报”制度。

4．结束巡守的条件：一般检查地段降雨结束后 2 小时，且

经检查设备无异常。Ⅲ级防洪地点（含比照Ⅲ级防洪地点管理的

未有效复旧的新生水害地段）按巡回图巡查，当时、日、连续降

雨量达到出巡警戒值及以上时，巡查时间分别为降雨结束后 3、

12、24 小时，且均应经检查设备无异常。Ⅱ级防洪地点（含比

照Ⅱ级防洪地点管理的未有效复旧的新生水害地段）实行看守，

当时、日、连续降雨量达到出巡警戒值及以上时，看守时间分别

为降雨结束后 48、48、72 小时，且均经检查设备无异常，并可

视设备状况、周边环境变化情况及雨水影响程度，延长看守时间。

5．冒雨巡查期间，各单位应做好驻站联络，加强雨量信息、

巡查信息的相互沟通。

6．暴风雨天气，电务、供电和通信等单位要加强对通信、



信号和供电设备的巡检，发生水害时要优先保证水害抢修地段的

供电和通信，保证车站、机车以及水害地段和防洪看守地点的电

台、电话通话良好；机务运用部门，要提前对司机出乘答示予以

指导，对主要干线或重点区段，应加强添乘旅客列车。运行途中，

机车乘务人员出乘时要加强瞭望，密切注意线路情况，严格按规

定速度行驶，遇到前方情况不明时，应立即采取减速或停车措施，

严禁臆测行车。一旦发生水害，应迅速投入抢险，险情排除后，

在限速运行条件下，第一趟禁止放行旅客列车。

7．地面检查人员两人一组，应携带防洪备品，防洪备品主要包括防洪专用电台、防护信号备

品（信号旗、信号灯、火炬、响墩、自动闭塞区间包括磁铁式短路铜线）、清淤工具、雨具等。

地面检查人员应严格执行铁道部、路局有关安全规定，一般情况下必须在路肩上或路肩以外

进行检查，并保证来车时的安全距离。特殊情况下必须上道检查时，应按有关规定做好防护，确

认安全时方可进行，并及时下道避车，确保检查过程中的人身安全。

第 8条  “五位一体”冒雨检查的重点内容：

1．路堑地段

线路上是否有落石、坍体、泥石流等障碍物，线路几何尺寸是否有明显变化；堑坡、山坡坡

面及支护设施否有崩塌、溜坍、严重冲沟等现象，是否有开裂、错台等变形迹象；侧沟、天沟、

截水沟、吊沟是否有开裂、断裂、拱起等变形，排水是否通畅。

2．路堤地段

线路几何尺寸是否有明显异常，道床是否有沉陷迹象；路肩、路基边坡及支护设备是否有沉

陷、溜坍、开裂、错台、严重冲沟等变形迹象和现象；沿河路堤坡脚冲刷淘刷是否严重；排水沟

排水是否畅通。



3．涵洞

涵洞排水是否顺畅，涵附设施是否完好；涵洞上游是否有泥石流，沟内是否淤积严重；涵洞

附近路堤是否有变化；涵洞是否损坏并影响线路稳定。

4．桥梁

与桥台联结路基部分是否变形、下沉；桥台护锥是否变形、损坏；桥梁墩台基础是否被冲刷

影响桥基稳定；河床是否损坏并影响桥基稳定；是否有危岩落石或溜坍威胁墩台或梁体安全；桥

梁墩台所处山体是否有滑坡现象并引起墩台滑移、变形，梁体线形是否发生变化；下穿立交泵房

及其排水设施是否有砂土流失情况。

5．隧道

是否有排水不良、水淹道床；侧沟是否损坏、线路高低方向是否发生变化；是否发生严重漏

水、射水现象，是否影响接触网；衬砌是否有变形、开裂、掉块、剥落、错台等现象；基底是否

有涌水、涌砂现象。

6．其它

沿线是否有危树，是否侵限或影响电气化供电设备安全；接触网立柱及其基础是否稳固，是

否有倒塌、变形迹象；栅栏网立柱及其基础是否稳固，是否有倒塌、变形迹象；电务设备、光电

缆铺设保护装置是否稳固，是否被水淹没；周边环境是否有明显变化，是否对铁路设备安全形成

威胁或潜在威胁，等等。

第 9 条  工务、电务、供电等单位均应在每年汛期来临前组织进行防洪检查，全面排查和评

估设备抗洪能力，据此确定汛期冒雨检查的重点区段、重点内容和应急防范措施；工务部门还应

根据汛期正线全区段包保、责任到人、不间断冒雨巡查的要求，制定汛期检查巡回图，安排足够

人员严格按巡回图进行冒雨巡回检查。

第 10条  检查信息汇报：



1．发现灾情，各单位调度应立即向路局防洪办汇报，值班

电话 041-26975。

2．每次发生雨量出巡、限速、封锁警戒的降雨过程，工务、

电务、供电等运输站段应分别将冒雨设备检查情况（格式详见附

件 2）、车站将“五位一体”冒雨检查的组织实施情况，于第二

天 6:00时前向路局防洪办报告。

第四章  降雨量临时限速、封锁办法

第 11 条  降雨量临时限速、封锁是指当管内铁路沿线降雨

量达到限速警戒值或封锁警戒值时，应及时对相关区段线路实行

临时限速或封锁，以确保汛期行车安全。已安装防灾安全监控系

统的高速铁路执行路局有关防灾安全监控系统运用管理办法的

相关规定。

第 12 条  当车站雨量监测点降雨量达到限速或封锁警戒值

时，临时限速或封锁地段范围为雨量计所在车站相邻的两个区间

（以车站中心里程为界），并以公布的限速或封锁区段为界；当

区间雨量监测点降雨量达到限速或封锁警戒值时，临时限速或封

锁地段范围为雨量计所在区间（以车站中心里程为界）。

第 13 条  降雨量临时限速规定（无工区的车站雨量报警点

及无车站有工区的区间雨量报警点执行第 15条规定）：

1．当降雨量达到限速警戒值时:雨量报警点所在的工务车间

或工区必须立即派员赶到车站，按规定填写《行车设备检查登记



簿》（运统-46），申请相邻两个区间限速，登记格式为：“××站×时

×分，时降雨量（或连续降雨量+时降雨量或连续降雨量）已达

到限速警戒值，××站至××站间 上（下）行线×× Km ××m

至×× Km ××m列车应限速××km/h”。车站值班员应立即报

告列车调度员，由列车调度员按规定发布限速运行的调度命令，

车站值班员在接到工务在运统-46上登记限速后应及时通知已经

进入和即将进入限速区段列车的机车乘务员，待接到列车调度员

的限速调度命令后再补交。进入限速区间列车的机车乘务员接到

通知后要加强瞭望，严格按规定速度运行，发现险情及时停车。

工务、供电、电务工区仍然执行冒雨出巡检查，同时工务部

门要安排人员及时登乘机车（路用车）添乘检查，检查完毕执行

“双汇报”制度。尤其是工务部门必须按防洪责任公里继续对工

务设备进行不间断巡查，当发现影响线路稳定及正常行车的水害

按相关规定另行申请水害限速；当发现危及行车安全的水害立即

拦停列车或通知车站扣车。

2．当降雨趋缓，降雨量限速条件消失（因时降雨量达到警

戒值限速和因连续降雨量+时降雨量达到警戒值限速的，为时降

雨量小于 10mm；因连续降雨量达到警戒值限速的，为 24小时内

无降雨。），且经检查确认设备安全时，工务部门应及时到车站

登记提速或取消限速；但若为山区铁路，对限速区间内的高堤深

堑等汛期防洪地点区段，工务部门根据设备情况，可继续登记限

速 24 小时，同时加强巡查和添乘，经检查确认设备安全后到车



站登记提速或取消限速。

3．限速警戒值，只要时降雨量、连续降雨量+时降雨量和连

续降雨量三个条件满足其一就可，多个条件均满足时，限速值应

取较小者。工务部门应及时根据前述三种不同降雨量警戒值所对

应的限速值在车站《行车设备检查登记簿》（运统-46）进行登

销记。

第 14 条  降雨量临时封锁规定（无工区的车站雨量报警点

及无车站有工区的区间雨量报警点执行第 15条规定）：

1．当降雨量达到封锁警戒值时：工务车间或工区必须立即

赶到车站，按规定填写《行车设备检查登记簿》（运统-46），

登记格式为：“××站×时×分降雨量已达到封锁警戒值，区间

线路情况不明，××站至××站间上（下）行线扣发列车”，并

申请开行单机或路用车。车站值班员应立即报告列车调度员，并

根据列车调度员指示迅速组织工务、电务、供电和公安人员登乘

机车（或路用车）进入区间进行“五位一体”行车设备检查。列

车调度员应及时发布封锁区间和要求相关人员登乘单机或路用

车检查区间的调度命令；站区防洪责任单位要根据调度命令指派

胜任人员执行登乘检查任务，途中遇到险情按《技规》第 326～

329 条办理。到达邻站（或前方站）后，若经检查设备无异常，

工务部门应视降雨情况及时在《行车设备检查登记簿》（运统-46）

上销记：若此时雨势明显减弱，可常速开通线路，但若仍超限速

警戒值，应按限速警戒值对应的限速值登记开通线路，雨势继续



减弱，按照第 13条规定提速或恢复常速。

2．列车调度员发布封锁区间命令前，如果区间内已进入列

车时，车站值班员应立即呼叫关系区间的列车减速运行并加强瞭

望，到达本站或邻站后再封锁区间检查，在此期间应禁止其它列

车进入该区间。若本站无单机或路用车，则站区防洪第一负责人

应组织防洪责任单位相关人员徒步检查区间，并根据徒步检查人

员从区间反馈回来的信息确定放行列车条件，及时销记并详细填

写检查处理记录。

经检查确认无危及行车安全的水害后，工务部门到车站登记

开通线路，原则上开通后第一趟列车不得为旅客列车，并按工务

部门确定的速度运行。

3．列车调度员在接到车站值班员、机车乘务员或工务人员

的报告后，应及时发出调度命令，指示列车停运或限速运行。机

车乘务员按规定加强瞭望，车站值班员要认真配合工务执行降雨

警戒时在《行车设备检查登记簿》上登、销记。

第 15 条  对于无工区的车站报警点及无车站有工区的区间

报警点，由工务段调度填写“暴雨天气列车临时限速申请书”

（格式详见附件 3）或“暴雨天气列车临时封锁申请书”（格式

详见附件 4），直接传真至调度所工务调度，工务调度立即向值

班主任汇报，值班主任布置列车调度员发布限速、封锁的调度命

令，车站值班员按规定向机车乘务员转达或交付限速命令。根据

工务人员现场确认符合取消限速、封锁或提速条件，工务段调度



填写“取消限速或提高临时限速申请书”（格式详见附件 5）或

“取消临时封锁申请书”（格式详见附件 6），直接传真至调度

所工务调度，并经双方电话确认，工务调度立即向值班主任汇报，

值班主任布置列车调度员发布取消限速、封锁或提速的调度命令。

第 16 条  工务工区在车站登记限速、封锁及取消限速、封

锁或提速前后均应立即向工务段调度汇报；工务段调度应实时监

控降雨量限速、封锁报警信息，及时督促相关工区办理登记限速、

封锁手续。取消限速、封锁或提速后工务段调度应立即将限速、

封锁反馈表（格式详见附件 7）经段领导签字或加盖单位公章传

后真至路局防洪办（041-27845），并电话确认。

第 17 条  车站接到线路水害情况报告后，应及时通知并积

极组织相关部门赶赴现场进行检查处理，当区间情况不明时，严

禁盲目放行列车，并及时通知相关车间主任或工长到站，查明水

害情况，商定向区间放行列车的条件和方法。

第五章  洪水位警戒制度

第 18 条  工务段应在受大江大河或行洪区洪水影响程度较大的桥梁、路基等设备适当位置对

洪水位警戒值做好醒目标识，便于巡查人员、看守人员随时掌握。

第 19 条　当水位达到注意警戒水位值时：

1．工务段巡查人员应每隔 2 小时测量一次水位，做好记录并立即向工务段调度汇报，工务段

调度立即将观测数据报路局调度所工务调度。

2．当洪水位超过设计洪水位，虽然尚未淹没支座、梁体，但桥墩已受到较大的洪水冲击力时，



工务段应派人看守巡查，加强对墩台、梁体、线路的监视。当洪水下降趋势明显，水位明显下降，

并经检查确认设备正常后后方可撤消，并及时向路局调度所工务调度汇报。

第 20 条  当水位达到危急警戒水位值时

1．工务段分管段长应立即赶赴现场，工务工区（或车间）派人至相关车站驻站联络。看守巡

查人员应每隔 1 小时测量一次洪水位，做好记录后立即向工务段调度汇报，工务段调度立即将观

测数据报路局调度所工务调度。

2．当洪水位继续上涨，淹没支座底部时，工务段应立即在车站《行车设备检查登记簿》（运

统-46）做好登记，要求对列车进行限速，登记格式为：“××桥×时×分洪水位淹没×号支座底部，××站

至××站间 上（下）行线×× Km ××m 至×× Km ××m 列车应限速××km/h”。并派人疏导、打捞河

槽内漂浮物，防止撞击桥墩。当水位下降趋势明显，不再淹没支座，并经检查设备正常后，应当

及时提速或恢复常速，并在车站做好销记；当洪水继续上涨，淹没支座并接近（或淹没）梁体底

部，根据河槽内漂浮物情况可采取封锁措施，工务段应立即在车站《行车设备检查登记簿》（运

统-46）做好登记，要求对区间进行封锁，登记格式为：“××桥×时×分洪水位淹没（接近）×号梁体底

部，××站至××站间 上（下）行线扣发列车”，当水位下降后，应根据水面至梁底高度和河槽内漂

浮物情况，并经检查设备正常后，及时限速开通区间线路，水位继续下降不再淹没支座并经检查

设备正常后，应及时办理恢复常速手续。

3．工务段调度应及时将洪水位观测数据、限速、封锁线路等信息报路局防洪办。

第六章  防洪地点管理制度

第 21条  防洪地点按Ⅰ级、Ⅱ级和Ⅲ级进行划分：

1．Ⅰ级防洪地点：一年四季均可能发生灾害，但汛期发生

的可能性更大，一旦发生将严重危及行车安全的隐患地点，如重



度危岩、严重陷穴、大型滑坡等地段。

2．Ⅱ级防洪地点：设备质量存在一定程度的病害，或周边

环境影响比较恶劣，在汛期降雨过程中及降雨后一段时间内均可

能发生水害，一旦发生将危及行车安全的隐患地点，如排水不良、

边坡支护不足以及边坡支挡设施质量存在隐患等地段。

3．Ⅲ级防洪地点：虽无明显病害特征，但雨季在较强降雨

等诱发下仍可能产生水害的隐患地点。

4．防洪地点由工务段负责在当年汛前进行全面调查，汛期

根据检查结果动态调整，Ⅰ、Ⅱ级防洪地点应逐处制定应急抢险

专项方案。

5．工务段应将汛前防洪地点调查报表和汛期动态调整建议

报路局防洪办，由路局防洪办组织审核后发文公布。

第 22条  防洪地点安全监控要求

1．工务部门：

（1）Ⅰ级防洪地点

①由工务段选派经培训合格的职工对Ⅰ级防洪地点进行常年

看守或汛期昼夜看守，并制定有针对性的看守制度和岗位职责，

绘制详细设备巡回图，并在看守点进行揭挂；汛前及时设置“防

洪呼叫标”以及“防洪重点地段”标志牌；按规定配齐防洪对讲

机、铁路固定电话、信号旗、信号灯、火炬、响墩、磁铁式短路

铜线（用于自动闭塞区间的应急防护，下同）等应急防护备品。

②看守人员应严格执行下列制度：



按图巡回制度：看守人员应严格按照工务段制定的巡回图进

行巡守，执行规定的检查观测制度。做到坚守岗位、勤检细查，

不得擅离职守。

迎送列车制度：看守人员值班时要佩戴臂章，当列车通过巡

守地段时，应按有关规定站在安全地点手持规定信号迎送列车

（上山、下河检查时除外），并将列车通过时间记入登记薄内备

查。

交接班制度：交接班时应将值班时的检查情况、存在问题和

处理措施交接清楚，清点信号、工具备品，正确填写交接班记录。

联合检查制度：巡守人员除岗内检查外，还应配合工长、车

间主任对防洪地点进行定期联合检查，参与研究防洪地点设备变

化情况，并将检查结果记入病害观测记录薄内。

与机车、车站的联控制度：正常情况下回应机车与看守点之

间的联控（以下统称为“机守联控”），遇险情及时进行看守点

与机车之间的联控（以下统称为“守机联控”）以及看守点与车

站之间的联控（以下统称为“守车联控”），同时做好现场防护，

以最快速度拦停列车。

（2）Ⅱ级防洪地点

汛前设置好“防洪重点地段”标志牌，明确汛期临时监护负

责人，划好责任区段，制定临时监护办法和监护制度，备齐防洪

对讲机、信号旗、信号灯、火炬、响墩、磁铁式短路铜线等应急

防护用品。遇有大雨或有大雨预报时，临时监护人员应及时到位



进行雨中及雨后一段时间的临时看守，连续降雨或强降雨时，一

般情况下应继续看守 2～3 天（详见第 7 条规定），设备正常后

方可取消临时看守。看守期间应及时做好守车联控，遇险情按规

定做好守机、守车联控，做好现场防护，以最快速度拦停列车。

（3）Ⅲ级防洪地点

当降雨量达到出巡警戒值后，工务段安排职工携带防洪对讲

机、信号旗、信号灯、火炬、响墩、磁铁式短路铜线等应急防护

用品，严格按照巡回图分批次对Ⅲ级防洪地点进行不间断冒雨巡

查。

（4）对于地质条件复杂、瞭望距离短、看守设备长的Ⅰ级、Ⅱ

级防洪地点，工务段应根据现场实际，合理安排多个看守点，确

保看守范围通视良好，原则上看守长度不宜超过 300米。看守房

的位置应慎重选定，满足看守人员防护和避险需要。

（5）“防洪重点地段”标志牌设置位置：①标志牌内侧至线

路中心的距离，不得小于 3 米，基础牢固。②当线路为单线时，

起点标志牌设在线路左侧，正面朝向列车运行方向。终点标志牌

设在线路右侧，背面朝向列车运行方向。当线路为双线或多线时，

应分别按线别设置。起点和终点标志牌均设在列车运行方向的左

侧。起点标志牌正面朝向列车运行方向，终点标志牌背面朝向列

车运行方向。③标志牌至防洪重点地段两端距离，列车时速 120

公里及以下区段，不小于 800米；列车时速 120公里以上至 160

公里及以下区段，不小于 1400 米；列车时速 160 公里以上区段，



不小于 2000米（具体图示见附件 8）。

“防洪重点地段”标志牌由各工务段按路局每年公布的“防

洪地点一览表”的处所于每年汛期开始前安设完毕；每年汛期结

束后由工务段拆回维修、保管待用。由施工单位负责安全的汛期

临时危险地段可比照上述规定办理。

（6）防洪呼叫标在距离防洪地点 3 公里的来车方向处设置，

其正面朝来车方向，防洪呼叫标内侧距线路中心不得少于 3 米，

基础牢固。标志牌正面白底黑字，标注“防洪呼叫标”，背面白

底，正面、背面均具有反光效果。标志牌长 1.0 米，宽 0.24 米，

下端距地面 1.1米，立柱埋深不小于 1m（具体图式见附件 8）。

2．机务部门

（1）根据路局每次公布的防洪地点，将Ⅱ级防洪地点写入

机车 IC 卡进行运行安全提示。配合电务部门将Ⅰ级防洪地点纳

入 LKJ基础数据进行语音提示。

（2）组织机车乘务员进行专题培训和考试，将担当区段防

洪地点发至所有机车乘务员，出勤携带。

（3）在接到大雨及以上雨情预报后，由运用干部对出勤机

车乘务员进行传达，对雨中及雨后3天的重点列车安排添乘指导。

（4）机车司机汛期在列车头部接近Ⅰ级防洪地点设置的“防

洪呼叫标”后立即呼叫防洪看守点，与防洪看守点进行联控。

3．电务部门

（1）根据路局公布的防洪地点，及时将Ⅰ级防洪地点纳入LKJ



基础数据进行语音提示。

（2）上海通信段要根据路局公布的防洪地点，及时将所有Ⅰ

级防洪地点长期看守所需的固定电话安装到位。

4．供电部门

根据路局公布的防洪地点，及时将Ⅰ级防洪地点看守房及病

害处所的照明安装到位，并负责提供照明、对讲机充电电源。

5．车务部门

做好与机车乘务员及看守地点的联控以及信息交换工作。

6．各部门和单位要比照机车乘务员标准对管内路用车司机

进行专题培训和考试，并编制提示卡，出勤携带。

7．机车乘务员在运行中必须加强车机、机守（守机）联控，

按规定速度运行。遇危及行车安全情况，果断采取减速或停车措

施，宁可错停，绝不盲行，并及时报告列车调度员或就近车站值

班员。

8．各单位要根据现场情况，对每处Ⅰ、Ⅱ级防洪地点编制

专项应急预案，并根据预案认真开展防洪演练，提高应急管理水

平。

第 23条  防洪地点汛期机守、守机、守车联控规定

1．Ⅰ级防洪地点情况正常时执行机守联控，联控用语如下：

列车头部接近防洪呼叫标后，列车司机：“K××（看守点）,

××（次）接近”；

看守人员：“××（次）, ××行别 K××（看守点）正常



通过（或停车）”；

列车司机：“××（次）正常通过（或停车），司机明白”。

列车司机三次呼叫无应答，应采取减速或停车措施。

2．Ⅱ级防洪地点临时看守期间设备正常时执行守车联控，

即看守人员主动定时（看守期间每 6小时左右 1次，看守开始及

结束时均应呼叫一次）呼叫车站值班员，车站值班员接到看守人

员的呼叫信息后，应及时应答。联控用语如下：

（1）看守开始（或结束）设备情况正常时：

看守人员：“××（车站）, ××行别 K××（临时看守点）

开始（或结束）临时看守，情况正常”。

车站值班员：“××行别 K××（临时看守点）开始（或结

束）临时看守，情况正常，××（车站）明白”。

（2）看守期间设备情况正常时：

看守人员：“××（车站）, ××行别 K××（临时看守点）

情况正常”。

车站值班员：“××行别 K××（临时看守点）情况正常，×

×（车站）明白”。

3．发现Ⅰ级、Ⅱ级防洪地点设备情况异常且危及行车安全

时，看守人员应执行守机和守车联控：立即使用防洪对讲机通知

车站值班员或列车司机紧急停车，同时还应按《技规》第 326~329

条要求在故障地点设置停车信号，自动闭塞区间应首先用磁铁式

短路铜线对轨道电路进行短路。



（1）看守人员与机车司机联控，联控用语如下：

看守人员：“××行别 K××（看守点或临时看守点）危及

行车安全，请立即停车”。

列车司机：“××（次）, ××行别 K××（看守点或临时

看守点）危及行车安全，立即停车，司机明白”。

（2）看守人员与车站值班员联控，联控用语如下：

看守人员：“××（车站）, ××行别 K××（看守点或临

时看守点）危及行车安全，请立即扣车”。

车站值班员：“××（车站）, ××行别 K××（看守点或

临时看守点）危及行车安全，××（车站）明白”。

（3）车站接到报告后，必须立即扣停临线运行列车。

第七章  防洪预警、警报及其响应

第 24 条  根据铁路沿线灾害性天气过程的逼近时间、影响强度和危险程度，防洪预报等级用

语依次为防洪预警、防洪警报（分出巡警报、限速警报和封锁警报）。

第 25 条  路局防洪办负责发布防洪预警及警报，各单位接到预警、警报信息后必须立即履行

相应职责，路局机关相关部门做好监督和指导工作。

第 26 条  防洪预警及警报的发布

1．防洪预警：包括降雨量和洪水位预警，发布防洪预警的条件是：区域内因强对流天气（台

风、强降雨）可能产生水害影响行车安全时；因区域性强降雨、水库泄洪、水库溃坝等导致长江、

淮河、太湖等大江河流域的水位上涨，出现流域性大洪水，以及因泄洪需动用行洪区等原因，对

沿江沿河及行洪区铁路的路基桥梁等设备安全可能构成严重威胁时。



2．防洪预警发布：由路局防洪办根据天气预报、设备特点等因素经认真研究后，及时在路局

办公局域网通知栏发布上海铁路局防洪预警通知。

3．防洪警报的分类

根据灾害性天气严重程度和临险状态，将防洪警报分为出巡警报、限速警报和封锁警报三种。

（1）出巡警报：当雨量达出巡警戒标准时，预计降雨可能引发铁路干线沿线侧沟积水、路堤

（堑）边坡溜坍、水淹路基及小型溜坍、泥石流等水害，对铁路设备有一定影响，发布“出巡警

报”。

（2）限速警报：当雨量达限速警戒标准时，预计降雨可能引发铁路干线沿线路堤（堑）边坡

溜坍、水冲道床、崩坍落石、泥石流等水害，对铁路行车及铁路设备安全有较大影响，发布“限速

警报”。

（3）封锁警报：当雨量达封锁警戒标准时，预计降雨可能引发铁路沿线严重水害或地质灾害，

危及行车安全，发布“封锁警报”。

第 27 条  防洪警报发布的方式和范围

1．防洪警报发布方式

（1）合宁、合武高铁（在安装和启用防灾安全监控系统前）和普速、提速线路由路局防洪办

设在防洪办和各工务段安全生产指挥中心（调度室）的“上海铁路局雨量监测系统”监控终端自动

报警，杭深线、沪宁城际、沪杭客专及京沪高铁等设置了防灾安全监控系统的高速铁路，通过设

在调度所、工务段安全生产指挥中心（调度室）的防灾安全监控系统监控终端自动报警（以下统

称“监控终端自动警报”）。

（2）由路局防洪办通过“上海铁路局雨量监测系统”（含各工务段）平台向有关人员发送手机

短信进行雨量警报信息发布（限合宁、合武高铁和普速、提速线路，以下简称“手机短信警报”）。

（3）向路局调度所通报雨情：当发生出巡雨量警戒及以上降雨时，由路局防洪办将铁路沿线



（设有防灾安全监控系统的高速铁路除外）各测点降雨影响的范围制表，及时报送路局调度所工

务调度,由工务调度传调度所值班主任。

二、防洪警报发布范围

1．终端自动警报：路局防洪办、各工务段安全生产指挥中心、上海客专维修基地高铁部安全

生产指挥中心，路局调度所。

2．手机短信警报：

（1）出巡警报：路局防洪办，相关工务、机务、车务（直属站）、供电、电务段主管防洪副

段长（副站长）及公安处副处长，相关车站站长，相关工务、机务、供电、电务车间主任及副主

任、工区工长及班长，工务段防洪办相关人员。

（2）限速警报：路局工务、运输、机务、电务处处长，安监室主任，路局调度所副主任，上

铁公安局公安处长，局防洪办有关成员，相关工务、机务、车务（直属站）、供电、电务段段长

和主管防洪副段长（副站长）及公安处副处长，相关车站站长，相关工务、机务、供电、电务车

间主任及副主任、工区工长及班长，相关派出所副所长，工务段防洪办相关人员。

（3）封锁警报：路局有关领导，工务、运输、机务、电务处处长，安监室主任，调度所主任、

副主任，上铁公安局副局长，路局防洪办有关成员，相关工务、机务、车务（直属站）、供电、

电务段段长和主管防洪副段长（副站长）及公安处处长，相关车站站长，相关工务、机务、供电、

电务车间主任及副主任、工区工长及班长，相关派出所所长，工务段防洪办相关人员。

（4）每年汛前，各相部门和单位要根据手机短信警报发布

范围及时提报接受手机短信警报信息相关人员的手机号码（格式

详见附件 9），路局机关部门报路局防洪办，运输站段报各相关

工务段（并同时报路局防洪办备案），汛期遇人员变动和手机号

码变更时，均应及时盖单位公章后报相关工务段和路局防洪办，



以便及时更新，各单位应指定专人负责手机号码的提报和动态管

理，各工务段要加强手机短信警报发布平台的管理，确保汛期手

机短信警报发布迅速准确。

第 28 条  防洪预警及警报响应

1．防洪预警响应

（1）路局防洪办

①组织相关业务处室人员待命，随时赶赴现场组织抢险。

②在台风登陆前，安排防洪办成员到受台风影响的铁路前沿，组织工务等站段的防台工作。

③加强防洪值班，密切掌握雨情、水情及台风发展动向，及时向有关单位通报信息。

④接到水害报告，及时向路局防洪指挥部汇报，并根据路局防洪指挥部指令启动防洪抢险应

急响应。

（2）相关业务处室

①安监室，运输、机务、电务、建设、车辆等业务处落实相关专业人员随时参加抢险，检查

督促各基层站段和施工单位做好应急防范准备。

②路局调度所即时掌握管内空车停留情况以备抢险急需。

（3）各运输站段（工程建设指挥部）

①主要领导亲自布置防洪相关工作，大雨及以上时应亲自值班。

②及时将防洪预警传达到相关车间（车站）、班组和施工单位。

③检查督促抢险人员、机具、材料准备情况，确保能够随时投入抢险。

④包保干部及时赶赴包保责任区段指导落实防洪工作。

⑤工务段布置对水库泄洪、大江河水位上涨影响路桥设备的监控措施；检查大型抢修机械准

备情况，并及时装平板车待命；检查并确保雨量计使用正常和雨量实时监测数据传递通畅；督促



检查采石场做好抢险石料的装车准备。 

2．防洪警报响应

（1）出巡警报响应

①车务段（直属站）：主管防洪领导亲自督促相关车站立即

组织站区相关部门人员按“五位一体”汛期设备检查制度进行设

备冒雨检查，发现险情及时处理和上报；冒雨检查完毕及时向路

局防洪办反馈冒雨出巡信息。

②工务、机务、电务段：主管防洪领导亲自检查督促相关车

间、工区执行汛期设备冒雨检查规定；工务段根据雨量警戒相关

规定，督促车间（工区）对汛期Ⅱ级（客运专线 II、III级）防

洪地点进行临时看守和对防洪重点地段的巡查，及时派员进行机

车添乘检查；机务段及时向出勤的机车乘务员传达雨情，对雨中

雨后 3天内的重点列车安排添乘指导。

③路局防洪办：督促检查各站段执行“五位一体”汛期设备

检查制度落实情况和临时看守情况，分析灾情，指导水害抢险。

④路局运输、机务、电务处：检查督促各系统站段执行“五

位一体”汛期设备检查制度落实情况，及时处理检查发现的问题。

（2）限速警报响应

①路局防洪办：立即向路局分管工务局长、工务处长、调度

所值班主任汇报因降雨需限速的区间；督促检查各站段执行“五

位一体”设备检查制度落实情况，掌握灾情，指导水害抢险。

②工务段：段长或分管防洪副段长立即督促相关车间或工区



到车站进行限速登记，并立即到本单位安全生产指挥中心（调度

室）就位进行防洪指挥，继续掌握和督促工务职工冒雨巡查情况；

继续掌握对汛期Ⅱ级（客运专线Ⅲ级及以上）防洪地点看守情况，

及时派员进行机车添乘检查；按规定及时反馈看守巡查信息；发

现险情及时处理和上报。

③车务段（直属站）：主管防洪副职立即检查相应车站执行

限速情况；督促相关车站站长组织站区的工务、供电、电务工区、

派出所继续按“五位一体”设备检查制度进行设备冒雨检查；组

织做好线路封锁后开行单机或路用车进行区间添乘检查相关准

备工作。

④机务、电务、供电段：单位主管防洪副职必须在 15 分钟内到本单位安全生产指挥中心值

岗并指导本单位防洪工作；检查和督促设备冒雨检查执行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处理；按规定及时

向路局防洪办反馈冒雨检查信息。

⑤机务段：及时向出勤的机车乘务员传达雨情，对雨中雨后 3 天内的重点列车安排人员添乘

指导。

⑥路局运输、机务、电务处，调度所：检查督促各系统站段

执行“五位一体”汛期设备检查制度落实情况，及时处理检查发

现的问题，调度所及时发布线路临时限速调度命令。

（3）封锁警报响应

①路局防洪办：立即向铁道部防洪办、分管工务副局长、工

务处长、调度所值班主任汇报因降雨需封锁的区间；督促检查各

站段执行“五位一体”设备检查制度和添乘检查情况，掌握灾情，



指导水害抢险。

②车务段（直属站）：段长（直属站站长）立即亲自检查相

应车站执行封锁情况；督促相关车站组织站区的工务、供电、电

务工区、公安派出所继续按“五位一体”设备检查制度进行设备

冒雨检查，并及时安排单机或路用车组织相关部门人员进行添乘

检查。

③工务段：段长立即督促相关车间或工区到车站进行封锁登

记，做好区间添乘检查准备，并立即到本单位安全生产指挥中心

（调度室）就位进行防洪指挥，继续掌握和督促工务职工冒雨巡

查情况；继续掌握对汛期Ⅱ级（高速铁路Ⅲ级及以上）防洪地点

看守情况；调度部门按规定及时反馈看守巡查信息，发现险情及

时处理和上报。

④机务、电务、供电段，公安处：单位主要领导或主管防洪副职必须在 10 分钟内赶到本单

位安全生产指挥中心值岗并指导本单位防洪工作；检查和督促各系统人员设备暴雨检查执行情况，

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及时向路局防洪办反馈防洪检查紧急信息。

⑤路局运输、机务、电务处，调度所，公安局：检查督促各

系统站段执行“五位一体”汛期设备检查制度落实情况，及时处

理检查发现的问题，调度所及时发布相关封锁线路和开行单机

（或路用车）进行检查的调度命令。

第八章  高速铁路有关补充规定

第 29 条  关于降雨量警戒值：高速铁路设出巡警戒值和限



速警戒值，不设封锁警戒值。

第 30条  高速铁路冒雨出巡：

1．冒雨地面巡查

工务、电务、供电、公安等设备管理单位应根据每年汛前检

查情况，确定和公布汛期冒雨检查重点地段、重点设备和重点内

容，当降雨量达到出巡警戒值后，应立即派员对重点区段和设备

在栅栏网外进行巡查，不得在天窗时间外进入路肩和桥面范围，

必要时应在封锁或限速，并设好防护后再检查。发现影响行车安

全时，须及时通知列车调度员限速运行或封锁线路。

行车人员发现危及行车安全时，应立即通知司机停车，通知

不到时，立即报告列车调度员，列车调度员立即通知司机停车和

相关专业调度台，并报告值班主任。

检查结束，检查人员应及时向各站段调度进行书面汇报，各

站段调度汇总后及时向路局防洪办汇报。

2．添乘检查

（1）添乘机车检查

工务段应派人携带添乘仪登乘机车进行冒雨检查，遇暴雨时

应加大添乘密度，并高度重视雨后添乘检查。添乘检查人员应密

切注意线路及其附属设备的情况，及时发现水害，并查明添乘仪

报警是否因路基下沉等水害产生。

添乘机车检查应严格执行铁道部、路局关于登乘动车组司机

室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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