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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站台门控制技术的发展

罗山明
重庆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 401120

摘� 要：站台门系统是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安全性和精度直接关系到乘客的生命财产安全和轨

道交通的运行效率。传统的站台门测量安装及精度控制技术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测量工具简单、测量精度低、安

装过程繁琐等，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站台门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也给城市轨道交通的安全运行带来了潜在的安全

隐患。随着城市轨道交通的快速发展，对站台门系统的性能和精度要求也越来越高。本文对城市轨道交通站台门控制

技术的发展进行了综述，分析了各种控制技术。

关键词：城市轨道交通；站台门系统；控制技术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URTS: Urban Rail Transit System)，
是指以电能为驱动力在城市内部或城市与城市郊区之间沿

特定轨道运行的公共交通系，它是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的重

要组成部分。站台门(PED: Platform Edge Door)系统作为城
市轨道交系统的重要子系统，是一种有效隔离站台侧和轨

道侧的方式，而隔离站台侧与轨道侧是保障站台安全和车

辆正常进出站的关键。通常情况下，候车站台区域可以分

为站台侧和轨道侧，站台侧是旅客等候列车的场所，而轨

道侧则是列车停靠站台的空间。

1 站台门概述

1.1  站台门系统

在站台门系统出现的早期，其设计是十分简单的，

主要由与列车门同步开关的滑动单元门和填充滑动门之

间空隙的固定门组成，站台门控制系统的核心功能是

远程控制多组滑动门按照预先设定的模式完成开关门工

作，并反馈滑动门的实际状态。经过多年的发展改进，

站台门系统本身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完成基本控制任

务的同时，控制系统必须要实时监视整个系统的运营状

态，而且需要记录并保存各类故障与报警信息。为了实

现上述的功能，站台门控制系统的整体架构设计较早期

的设计方案变得复杂了许多，同时，新技术以新软件、

新模块和新设备等方式加入到了站台门控制系统中来。

图1.1 现行标准化的站台门电气控制系统整体架构

目前的站台门控制系统具备了接口模块化、功能多

样化和信息综合化的特征，实现这样的功能离不开数字

化的单元门控制与驱动系统，高可靠性的数据交互系统

和高效率的实时信息管理系统。我国现在是世界上城市

轨道交通系统建设最为活跃的国家，大量的建设工将世

界上最顶尖的站台门系统供应商都吸引到了国内，为我

国的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建设提供最完善的解决方案。

1.2  站台门控制技术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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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轨道交通系统中，站台门控制技术起着核心

作用。站台门控制技术主要包括站台门的启闭控制、故

障处理、安全监控等关键功能。开关控制是保证轨道

交通正常运行的核心环节。当列车进站时，站台门必须

迅速打开，让乘客顺利上下车。当列车即将出站时，也

必须及时关闭站台门，以保证列车的正常运行和乘客的

人身安全。此外，站台门控技术还需要具备处理各种突

发故障的能力，如门卡、断电等，能够及时采取有效措

施，防止影响轨道交通的正常运行。

站台门系统需要具备实时监控门体运行状态的能

力。一旦发现任何异常情况，如运行不良或门体异常振

动，可立即触发报警或紧急停车机构，确保乘客的人身

安全。同时，站台门控技术还需要与轨道交通的其他系

统，如信号系统、列控系统等进行有效的联动，实现

整个轨道交通系统的协同运行。而且通过精确控制站台

门的开启和关闭，乘客可以有效地避免列车到达时的拥

挤，提高他们的上车效率。同时，站台门控技术还可以

提供清晰的门状态提示，如开门指令、故障提示等，帮

助乘客更好地了解门状态，增强安全意识。

2 城市轨道交通站台门控制技术

2.1  感应控制技术
感应控制技术是一种通过安装在站台门周围的传感

器来监测周围环境的先进技术。这些传感器可以准确地

检测客流量和风速等环境因素。根据这些检测结果，站

台门系统可以自动调整其启闭速度和运行方式。例如，

在客流量大的高峰时段，站台门会自动调整为快速启闭

模式。这样的调整可以大大提高客运效率，减少排队等

候时间。在低高峰时段，当客流量减少时，站台门将自

动调整为慢开慢关模式。这一调整有助于节省能源，因

为月台门在缓慢开启和关闭模式下消耗更少的电力。总

体而言，感应控制技术的应用不仅提高了站台门的运行

效率，而且实现了节能。这是一项具有现实意义的技术

创新，对提高地铁运营效率和节能减排具有重要作用。

2.2  网络通信技术
在当今信息时代，网络通信技术已成为推动各个领

域发展的关键动力。特别是在站台门控系统中，通过引

入网络通信技术，不仅可以实现站台门控系统与上级监

控系统之间的数据交换，还可以实现与其他站台门控系

统之间的信息共享。

该技术的应用使平台门控系统在整体运行上更具协

同性，使各系统之间能够及时有效地进行信息交换，大

大提高了整个系统的运行效率。同时，网络通信技术

的引入，大大提高了站台门控系统的智能化水平，可以

更准确地满足用户需求，为乘客提供更便捷、安全的服

务。网络通信技术在站台门控系统中的应用，不仅提高

了系统的运行效率，而且提升了系统的智能化水平，为

中国城市交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

2.3  安全保护技术
安全保护技术通过设置各种安全装置，如限位开

关、急停按钮等，为站台门的运行提供安全保障。这些

设备可以实时监控站台门的运行状态，保证站台门在正

常范围内运行。当平台门运行出现异常时，可立即启动

安全防护技术。这意味着在危险情况下，系统可以快速

响应并停止站台门的运行，从而防止潜在的事故。

通过采用安全防护技术，可以保证月台门在运行过

程中的安全，为乘客提供更加舒适安全的出行环境。在

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我们相信这项技术会变得

更加完善，为中国轨道交通行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3 城市轨道交通站台门控制技术的应用

3.1  屏蔽门系统中的应用
轨道交通屏蔽门系统是现代城市轨道交通的重要设

施之一，其主要作用是保障乘客的安全，提高站台的使

用效率，以及节约能源和减少运营成本。屏蔽门系统最

重要的功能就是确保乘客的安全。通过将站台与行车轨

道区域隔离开来，屏蔽门系统能够有效防止乘客误入轨

道或者在列车到站时被卷入车门和屏蔽门之间的缝隙，

从而大大降低了乘客的安全风险。

在轨道交通站台的设计中，屏蔽门系统的应用可以

节省站台空间。在没有屏蔽门的情况下，站台与列车临

近的地方通常需要预留一定的安全空间，以提醒乘客不

要靠近。而屏蔽门系统的应用可以取消这一安全空间，

从而使站台的有效使用面积得到扩大。通过屏蔽门，可

以有效隔绝室内外环境，减少冷暖空气的交换，从而降

低车站的能耗。同时，屏蔽门还可以减少由于列车进站

时产生的强风对站台的影响，进一步降低能源的消耗。

3.2  应急门和端头门中的应用
应急门和端头门是轨道交通站台门系统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其控制技术的应用对于确保乘客安全和站台运

行的顺畅具有重要意义。当列车门与滑动门不能对齐

时，应急门自动打开，供乘客上下车。在紧急情况下，

乘客可以通过按下应急门旁的按钮或者通过站台工作人

员的操作来打开应急门。

端头门主要设置在屏蔽门的两端，用于进出轨行

区。端头门根据列车的运行状态自动开启和关闭。当列

车进站时，端头门自动打开，以便乘客上下车；当列车

出站后，端头门自动关闭，以防止轨道区的杂物进入站

台。在电力供应不足或者控制系统故障的情况下，乘客

可以通过手动操作端头门的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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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地铁和其他轨道交通工具中的应用
地铁作为城市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安全、高

效、便捷的运营对于城市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重

要意义。站台门控制技术在地铁中的应用可以提高地铁

的运营效率和安全性，同时提升乘客的出行体验。

通过站台门控制系统，地铁列车可以实现自动开关

门，无需人工操作。这不仅提高了地铁列车的运行效

率，还减少了因人工操作失误而引发的安全事故。而

且，站台门控制系统可以实时监测站台门的开关状态，

确保站台门在列车到站时及时开启，并在列车离站时及

时关闭。这有效防止了乘客跌落轨道或者被列车卷入的

安全事故的发生。除了地铁，其他轨道交通工具如轻

轨、磁悬浮列车等也广泛应用站台门控制技术。这些轨

道交通工具的站台门控制技术同样可以实现自动化控

制、安全控制和提升乘客出行体验等功能。

4 城市轨道交通站台门控制技术的发展

4.1  城市轨道交通站台门控制技术发展的现状
目前，我国城市轨道交通站台门控制技术已经取得

了显著的成果，大部分城市轨道交通线路都采用了自动

化、智能化的站台门控制系统。这些系统在提高运行效

率、减少人工操作失误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自动化、智能化的站台门控制系统使得轨道

交通的运行效率得到了显著提高。在过去，站台门的开

关需要人工操作，不仅耗时而且容易发生失误。而现

在，通过自动化控制系统，站台门的开关可以自动进

行，大大节省了时间，提高了运行效率。此外，自动化

系统还可以实时监测站台门的状态，确保其正常运行，

进一步提高了运行效率。其次，自动化、智能化的站台

门控制系统有效减少了人工操作失误。人工操作往往容

易受到人员素质、疲劳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从而导致操

作失误。而自动化系统则可以避免这些问题，确保站台

门的开关准确无误。通过智能化技术，自动化系统还可

以对站台门进行远程监控和故障诊断，及时发现并解决

问题，进一步减少人工操作失误的可能性。最后，自动

化、智能化的站台门控制系统还具有较高的安全性能。

通过精确的控制和监测，系统可以确保站台门在列车到

站和离站时准确开启和关闭，有效防止乘客跌落轨道。

同时，系统还可以实时监测站台门的使用状态，发现异

常情况及时报警，确保乘客的安全。

4.2  城市轨道交通站台门控制技术发展的趋势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站台门控制技术正迎来一场

革命性的变化。未来的站台门控制系统将不再局限于单

一的功能实现，而是向智能化、网络化和集成化方向

发展。这种发展趋势不仅能够提高站台门系统的运行效

率，还能有效降低运维成本，为乘客提供更加便捷、安

全的出行体验。

首先，通过采用物联网技术，站台门控制系统能够

实现与其他交通系统的无缝对接。在实际应用中，站台

门控制系统可以通过物联网技术连接到城市交通管理

系统，实时获取列车运行信息，并根据这些信息自动调

整门的开启和关闭时间，以适应列车的到站和离站。这

样不仅提高了站台门系统的响应速度，还提升了整个城

市交通系统的运行效率。其次，利用云计算技术，站台

门控制系统可以实现远程监控和故障诊断。通过将站台

门控制系统的数据上传到云端，运维人员可以随时随地

通过网络访问这些数据，进行远程监控和故障诊断。这

样不仅节省了运维成本，还提高了故障处理的效率。此

外，站台门控制系统还朝着集成化方向发展。未来的站

台门控制系统将不再是一个独立的系统，而是与其他系

统（如安检系统、票务系统等）集成在一起，形成一个

统一的智能化交通系统。这样不仅提高了系统的整体性

能，还为乘客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服务。

结束语：总之，站台门控制技术的发展趋势是向着智

能化、网络化和集成化方向发展。通过采用物联网技术和

云计算技术，站台门控制系统能够实现与其他交通系统的

无缝对接，提高整体运行效率，并降低运维成本。这种发

展趋势将为乘客提供更加便捷、安全的出行体验，也将为

城市交通管理带来更高的效率和更好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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