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上海地铁 !"号线，是国内首条
最高自动化等级的地铁线路。在建的
!#、!$和 !%号线，也将采用同等级
全自动驾驶技术。这个月，!"号线全
自动运营满 $周年。在技术上，无需
人工操作，但司机并没离开列车，他
们在车里忙些啥？

$年来，!"号线涌现了大批一岗
多能的复合型人才，运维成本降低，
劳动生产率提高，运营可靠度也明显
提升———今年每开行 !"%%万车公里
出现一次 $分钟晚点，其他线路是
&#$万车公里出现一次。

清晨 $时 $'分，一列 !"号线空
车缓缓驶入新江湾城站，驾驶室内空
无一人。车门打开，黄斌乾与零星乘
客一起上车，他是这班车的司机。和
其他线路不同，!" 号线驾驶室边门
紧锁，司机都从 !号车厢进出。

(时 "!分，这列车准时发车，开
始一天的运营。

!个多小时前，它还在 !"号线
吴中路停车场，从休眠状态自动唤
醒，自动完成自检，再自动出库，自动
开往始发站新江湾城。全过程“自
动”，无需司机上车操作。孩提时代，
遥控列车自由驰骋的梦想，照进了现
实中的地铁轨道上。

!多点值乘"

告别集体宿舍
自从 $年前实行全自动运营以

来，!" 号线一直保持最高自动化等
级。从技术角度考虑，可以不要司机；
但从安全角度考虑，司机依然坚守在
车上———高峰时段，在驾驶室监护列
车运行，投入应急处置；低谷时段，在
车厢内来回巡视，解答询问、维持秩
序、检查设备。

本月初，!" 号线迈出了一小
步———全线每天 )&列运营车辆中的
#列，在早晚出入库的非载客时段，
空车自动往返于停车场和车站；司机
值乘方式也改为“多点值乘”。黄斌乾
等 !%人最早吃螃蟹，告别“夜出班”。

先普及一条基本知识：地铁和公
交类似，夜间需返回停车场休息维
护，次日早晨再出库开往起点站。此
前，!" 号线司机每个月都有七八次
“夜出班”———傍晚五点左右统一到
陕西南路站上岗，结束运营后随车回
到吴中路停车场，此时通常已过零
点，再去附近的集体宿舍睡一觉；第

二天早晨四五点起床，随车出库，忙
到上午八点左右下班。

黄斌乾坦言，“夜出班”的日子
往往只能睡 #个小时，晚上也没法
顾家。这是之前全上海所有地铁司
机的常态。

*班本月成立，))岁的黄斌乾报
名入选，特别开心。开了 !+年地铁，
他上了 !+年“夜出班”。儿子半年前
出生，现在他可以每天回家睡个整
觉，多陪陪宝贝儿子了。更令他高兴
的是，以前上下班，要到陕西南路站
报到，而根据新排班表，他可以直接
去新江湾城站出勤退勤，通勤时间大
大缩短。“从我家走过去，只要十来分
钟。”这便有了 $时 $'分黄斌乾在站
台等车的那一幕。

!通勤列车"

本月首次发车
*班的最大特色，是在非载客时

段解放司机，提高了生产率。司机可
自行到新江湾城站、航中路站、宋园
路站或新天地站上岗，等待列车自动
开到自己面前。

不过，像黄斌乾这样家住值乘点
附近的，毕竟不多。同为 *班司机的
吴必成，住在普陀区宜川路沪太路，
要在 $时 )"分左右赶到新江湾城，
必须首先解决交通问题。

于是，上海地铁本月第一次开出
了“职工通勤列车”。每天早晨从龙柏
新村站开往新江湾城站，沿途停靠七
站，将 *班司机送往值乘点。吴必成
一般 #时 )"分出门，骑电动自行车
到南京东路站，$ 时 !) 分坐上通勤
车，半小时后到达新江湾城站。

* 班 !% 名司机的挑选过程，与
大数据有关。!"号线运维管理部副
经理陈钧介绍，全线司机共 +")名，
“常住地址距通勤列车停靠站点 $公
里的，占 )",；$公里到 !"公里的，
占 #",。路程越近，对 *班的兴趣往
往越大。”
“试点 *班和‘多点值乘’，司机

告别集体宿舍，回家睡得更香，有更
多时间照顾家庭，感受度改善，工作
干劲也更足了，还有利于提高工时利
用率。”*班的班组长王子伟解释，以
往，+")名司机分成 #个班组，每个
班组约 $"人一起出勤，排队登上各
自列车，轮流上岗，等待值乘的时间
相对较长。“*班加强了排班的灵活

性和针对性，根据行车任务，有计划
地安排司机值乘，等待时间缩短，生
产率相应提高。”

陈钧强调，目前，试点仅限 !"号
线少数列车的非载客时段。“需要循
序渐进，发现问题、搜集数据、及时调
整，为今后更大范围推广积累经验。”

!一年半次"

也要备足预案
看似只迈出一小步，!" 号线却

准备了 '个月。陈钧介绍，设计新方
案，从去年 !! 月持续到今年 &

月———调整复杂的排班计划、制定岗
位作业指导书和详细的应急预案。
“特别是应急预案，事关安全，首

先要回答一个核心问题：空车早晨出
库后，万一出故障停在半路上，怎么
办？”!"号线其他列车，始终有司机
在车上，能立刻现场处置。但 *班这
#列，此时空无一人。

不解决这个难题，试点就不能启
动。
“我们统计了 +"!# 年 % 月!开

始全自动运营" 到 +"!' 年 $ 月，!"
号线需要人工干预的故障，估算出
* 班 # 列车在非载客时段发生故障
的次数，每年约 "-$ 次。”即便一年
可能只出半次故障，上海地铁也必
须备足预案。
第一，应急人员从哪来？“可调派

后续列车紧急支援，靠近故障车辆
后，司机迅速转移到前车。”

第二，司机怎么上车？“!"号线
车厢与隧道的高差有 !米多。应急处
置要和时间赛跑，我们研制了一种便
携式脚蹬装置，方便司机借力，在最
短时间内进入前车。”

陈钧透露，这些新技能，+")名
司机都要掌握，因为人人都可能承担
应急任务。“*班还没遇到过突发故
障，但所有司机都已接受过专项培训
及实战演练。”

上海地铁基于 !"号线的运营经
验，成立了全自动智能工作室，组建
全自动运行技术组、智慧车站创新组
和运维管理研究组等，全面研究智慧
运维管理模式。不久的将来，当列车
突发故障时，可能自行“蠕动”到最近
的车站，方便工作人员上车处置。随
着全自动驾驶技术的逐渐成熟，*班
的成功经验有望推广到 !"号线更多
列车及更多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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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起#非载客时段!"号线各始发站新出现这样一幕

! ! ! !本月起# 每天非载客时段#!"号
线吴中路停车场会开出 #列空车#自
动驶向多个车站$黄斌乾等 !$名地铁
司机组成的特殊班组%%班&#不用半
夜从停车场取车'发车#只需早晨到始
发站#等空车自己开过来#再和乘客一
起上车$

司机车站等 地铁自己开过来

! ! ! ! 在非高峰时段坐
!"号线，你可能会看到
一名身穿制服的工作
人员在车厢巡视，别惊
讶，他其实是这趟列车
的司机。
与其他路线相比，

!" 号线驾驶室内的工
作强度减轻了———发
车、停站、开关门，都
无需司机操控。司机
在驾驶室“动眼不动
手”，重点监护列车，
应对突发状况，工作
状态可总结为“无人
操作，有人监护”。
如果一直守在驾驶

室里，又不需要手动操
作，时间长了容易注意
力分散，影响工作效率。
从 +"!& 年 ) 月起，!"
号线所有列车在低谷时
段以 ./0!无人值乘的

全自动驾驶"模式运营。
工作日的 !! 时到

!$ 时、+" 时到运营结
束，!"号线所有司机都
会走出驾驶室，穿梭于
各节车厢，检查空调、照
明、标贴、扶手等设施设
备；及时制止兜售、乞
讨、散发黑广告等行为；
耐心聆听、解答乘客问
询。“!"号线呈 1字形，
西面有两个终点站，常
有乘客坐错，我们可以
帮忙指路。”司机黄斌乾说。

地铁司机的职责，从驾驶
室延伸到车厢，从“单纯开车，
不接触乘客”转为“监护列车与
服务乘客并重”，相应技能要求
也更高。除了驾驶技术，他们还
需了解设施设备、熟悉服务礼
仪。“司机要通过多个模块考
核，具备综合业务素质。”

地铁运行过程中若遇设备
故障，需司机手动干预，将驾驶
模式从“无人”降级为“有人”。
发生概率虽低，但绝不可轻视。
“受外界环境影响，有时也会引
发故障。”!"号线运维管理部副
经理陈钧说，例如列车关门时

夹到背包、衣服等，会自动打
开，如果没有及时解决，连续
开关门 )次，系统就可能死
机。
因此，驾驶技术不能有

半点生疏。!" 号线专设了
“手动复训师”岗位，一些经
验丰富的老司机每天随机选
择车辆，走进驾驶室后，请司
机立刻改为手动驾驶。“每名
司机每个月都能被抽查到三
四次，大家都非常重视，过关
率很高。”

!"号线运维管理部副经
理林佳勇介绍，在全自动驾
驶线路，不少工作由机器“代
劳”，一些岗位内容变化，催生
出三类多职能新岗位，分别
是列控、站控和巡视。
多职能!列控"由地铁司

机担任，兼顾列车监护、车厢
巡查、乘客服务和应急处置。

多职能!站控"岗位，将
行车值班员与客服站务员合
二为一，监护车辆运行的同
时，兼顾乘客服务和票务处
理。!"号线沿线已有 ++个
站点的车控室与服务中心合
并。

多功能!巡视"岗位，则
将站内维保人员与站务巡
视人员合并，既巡查、保养
设施设备，也兼顾巡视站台
站厅、回答问询、维持秩序
等工作。
林佳勇透露，许多同事

通过努力获得各类“多职能队
员”的上岗资质。“其他线路每
公里需配 $!2$+人，!"号线全
自动运行 $年来，利用科技创
新、人才培养及岗位复合，每公
里配员控制在 )'人。”

随着全自动驾驶技术日渐
成熟，未来部分地铁司机在部
分时段也有可能走下列车，兼
任站控或巡视的多职能岗位。
到那时，三类多职能岗位将进
一步融合，司机、站务员、值班
员、维保员的边界会越来越模
糊，成为综合素质更高的复合
型人才。

首席记者 曹刚

号
线
司
机
!

走
出
驾
驶
室

!"

!

本
月
起
(

轨
交

号
线
四
辆
列
车
在
非
载
客
时
段
试
点

)无
人
驾
驶
*

本
报
记
者

陈
梦
泽

摄

首席记者 曹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