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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车站台乘客保护物理屏障方案

 一、火车站台安全现状分析

 （一）常见安全问题

火车站台作为旅客上下车的重要场所，存在诸多安全隐

患。列车进出站时产生的强大气流，可能致使乘客站立不稳

而跌落轨道；乘客在站台边缘候车时，若注意力不集中或因

拥挤，容易发生意外坠轨事件；此外，部分车站客流量大，

在列车停靠时间有限的情况下，乘客上下车匆忙，也增加了

安全风险。例如，在一些繁忙的大型火车站，高峰时段每几

分钟就有一趟列车进出站，站台上人员密集，稍不注意就可

能引发危险。

 （二）现有保护措施的不足

目前，多数火车站采用的安全措施主要是站台边缘的黄

色安全线和警示标识，以及工作人员的口头提醒。然而，这

些措施存在一定局限性。黄色安全线仅起到视觉警示作用，

对于一些不遵守规则或注意力不集中的乘客，其约束效果有

限；工作人员难以时刻关注到每一位乘客的行为，口头提醒

无法保证全面覆盖且持续性不足。部分车站安装了半高式屏

蔽门，但仍存在间隙，无法完全杜绝危险。比如，曾有报道

在某车站，因乘客在列车关门瞬间强行上车，被夹在车门与

半高式屏蔽门之间，险些造成严重事故。



 二、物理屏障方案设计理念

 （一）安全性原则

物理屏障的首要设计目标是确保乘客在站台候车和上

下车过程中的绝对安全。屏障应具备足够的强度和稳定性，

能够承受一定程度的外力冲击，防止乘客因各种意外情况冲

破屏障坠入轨道。例如，采用高强度的金属材料制作框架，

确保其坚固耐用。同时，屏障的安装要紧密无缝，避免出现

乘客身体部位被卡住或缝隙过大导致物品掉落轨道等情况。

 （二）适用性原则

需充分考虑不同火车站的实际情况，如站台长度、宽度、

客流量、列车类型等因素。对于大型枢纽车站，客流量大且

列车频繁进出站，物理屏障应具备快速开启和关闭的功能，

以确保列车准点运行；而对于小型车站，可根据其具体需求

设计相对简单、成本较低的屏障方案。比如，小型车站的屏

障可以采用手动操作的方式，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降低成本。

 （三）美观性原则



物理屏障作为火车站的一部分，应与车站整体建筑风格

相协调，成为车站景观的有机组成部分。可以在屏障的外观

设计上融入当地文化元素或采用现代化的设计风格，使其不

仅具有实用功能，还能提升车站的整体形象。例如，在一些

历史文化名城的火车站，屏障的装饰可以体现当地的传统建

筑特色；而在现代化的高铁站，可采用简洁流畅的线条设计，

展现科技感。

 （四）成本效益原则

在确保安全和适用的前提下，要合理控制物理屏障的建

设成本、维护成本和运营成本。选择性价比高的材料和设备，

优化设计方案，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同时，要考虑屏障的使

用寿命和维护周期，确保长期稳定运行。例如，通过批量采

购材料降低成本，采用易于维护的结构设计减少后期维护费

用。

 三、物理屏障具体方案设计

 （一）全封闭式屏蔽门方案

1. 结构设计



全封闭式屏蔽门通常由门体、驱动系统、控制系统和电

源系统等部分组成。门体采用高强度铝合金或不锈钢材质，

具有良好的隔音、隔热和防火性能。门体分为固定门和活动

门，活动门可根据列车进出站信号自动开启和关闭，开启方

式可采用滑动式或塞拉式，以确保开关门过程平稳、快速。

驱动系统采用先进的电机和传动装置，提供足够的动力，保

证门体的正常运行。控制系统负责接收列车信号、监控门体

状态，并实现与车站其他系统的联动控制。电源系统采用不

间断电源（UPS），确保在停电等紧急情况下屏蔽门仍能正常

工作一段时间。

2. 安装与维护

安装时，屏蔽门的轨道要与站台边缘精确对齐，确保门

体关闭后与站台边缘无缝隙。门体的安装高度要适中，既要

防止乘客翻越，又要便于乘客观察列车情况。维护方面，定

期检查门体的机械部件、电气系统和传感器，及时更换磨损

的零部件，确保屏蔽门的可靠性和安全性。例如，每周对驱

动电机进行一次检查，每月对传感器进行校准，每季度对门

体的密封性进行检测。

3. 优缺点分析

优点是能提供全方位的安全防护，有效阻挡乘客坠入轨

道，降低噪音和气流对乘客的影响，同时可改善车站的空调

和通风系统效率，节能降耗。缺点是建设成本较高，对车站



站台结构和空间要求较高，需要精确的安装和调试，后期维

护技术要求也较高。

 （二）半高式防护栏方案

1. 结构设计



半高式防护栏主要由栏杆、立柱、底座和连接件等组成。

栏杆采用不锈钢管或镀锌钢管，具有一定的强度和韧性，栏

杆间距要符合安全标准，防止乘客身体穿过。立柱通过底座

固定在站台地面上，采用膨胀螺栓或化学锚栓确保牢固可靠。

连接件用于连接栏杆和立柱，保证结构的稳定性。防护栏的

高度一般在 1.2米至 1.5米之间，既能起到一定的防护作用，

又不影响乘客观察列车情况。

2. 安装与维护

安装时，要确保立柱垂直，栏杆水平，连接件安装牢固。

防护栏的表面要进行防锈处理，延长使用寿命。维护时，定

期检查栏杆和立柱的连接部位是否松动，如有松动及时加固；

检查防护栏表面的防锈层是否损坏，如有损坏及时补漆。例

如，每年对防护栏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和维护，对生锈的部位

进行除锈和重新喷漆。

3. 优缺点分析

优点是建设成本相对较低，安装简便，对站台空间影响

较小，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乘客意外坠轨。缺点是防护高度

有限，对于身高较高或故意翻越的乘客防护效果相对较弱，

且不能有效阻挡气流和噪音。

 （三）可伸缩式安全屏障方案

1. 结构设计

可伸缩式安全屏障由多个可伸缩的单元组成，单元之间



通过铰链或滑道连接。屏障主体采用轻质高强度材料，如铝

合金或碳纤维复合材料，减轻自重以便于操作。每个单元内

部设有锁定装置，可在伸展和收缩状态下保持稳定。屏障的

一端可固定在站台边缘，另一端可根据需要进行伸缩调整，

适应不同列车长度和停靠位置。



2. 安装与维护

安装时，要确保固定端牢固可靠，伸缩轨道顺畅无阻。

定期对伸缩机构进行润滑保养，检查锁定装置的可靠性。例

如，每半个月对伸缩轨道涂抹一次润滑油，每两个月检查一

次锁定装置的弹簧和锁舌。

3. 优缺点分析

优点是灵活性高，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屏障长度，不影

响列车正常停靠，且在非使用状态下可收缩节省空间。缺点

是结构相对复杂，维护工作量较大，若伸缩机构出现故障可

能影响使用。

 （四）智能感应式防护栏方案

1. 结构设计

智能感应式防护栏在传统防护栏的基础上增加了感应

装置和报警系统。感应装置采用红外传感器或微波传感器，

安装在防护栏的顶部或侧面，能够实时监测乘客与防护栏的

距离和行为。报警系统包括声音报警和灯光报警，当感应装

置检测到乘客靠近防护栏边缘或有异常行为时，立即发出警

报提醒乘客注意安全。防护栏主体结构与半高式防护栏类似，

采用坚固的材料制作。

2. 安装与维护



安装感应装置时要确保其检测范围准确，避免误报或漏

报。定期对感应装置和报警系统进行测试和校准，确保其正

常工作。例如，每周对传感器进行一次清洁和检查，每月对

报警系统进行一次功能测试。

3. 优缺点分析

优点是能够及时发现乘客的危险行为并发出警报，提高

安全防范的主动性，同时可以辅助工作人员进行管理。缺点

是感应装置易受环境因素影响，如强光、灰尘等可能导致误

报，且系统成本相对较高。

 （五）组合式物理屏障方案

1. 设计思路

结合不同物理屏障方案的优点，采用组合式设计。例如，

在站台边缘设置全封闭式屏蔽门，确保列车进出站时的安全；

在屏蔽门之间的间隔区域或客流量较小的站台部分，采用半

高式防护栏或智能感应式防护栏作为补充，既能降低成本，

又能满足不同区域的安全需求。

2. 实施要点

在设计组合式物理屏障时，要注意不同屏障之间的衔接

和过渡，确保整体的连贯性和安全性。同时，要根据车站的

实际运营情况，合理划分不同屏障的设置区域，优化布局。

例如，在换乘通道附近的站台区域，由于人员流动复杂，可

重点采用全封闭式屏蔽门；而在站台两端非主要上下客区域，



可设置半高式防护栏。

3. 综合优势



这种组合方案综合了全封闭式屏蔽门的高安全性、半高

式防护栏和智能感应式防护栏的灵活性与成本优势，能够在

保障乘客安全的前提下，根据车站的具体情况进行优化配置，

提高物理屏障方案的适用性和经济性。

 （六）应急措施与备用方案

1. 应急开启与关闭装置

无论是哪种物理屏障方案，都应配备应急开启和关闭装

置，以便在紧急情况下，如火灾、地震或列车故障等，能够

迅速打开屏障，确保乘客及时疏散。应急装置应操作简单、

可靠，并有明显的标识和操作说明。例如，全封闭式屏蔽门

可设置手动解锁装置，在停电或控制系统故障时，工作人员

可通过操作手动解锁装置打开门体；半高式防护栏可设置快

速拆卸连接件，在紧急情况下可迅速拆除部分防护栏。

2. 备用电源与通信系统

为保证物理屏障在停电等情况下仍能正常工作，应配备

备用电源，如 UPS或应急发电机，确保屏障的驱动系统、控

制系统和报警系统等关键设备能够持续运行一段时间。同时，

要建立可靠的通信系统，使物理屏障的控制系统与车站调度

中心、列车司机等保持实时通信，及时传递信息，协同应对

突发情况。例如，当列车发生故障无法正常进出站时，车站

调度中心可通过通信系统通知物理屏障控制系统调整门体

状态，保障乘客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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