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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工作日的上午9时10分，记者在3号线张

华浜路站看到，1号口进出口闸机各有5个，高峰

时段几乎不见排队进出的现象。乘客完成扫码或

刷交通卡后，鱼贯出入，比较顺畅。

人均通行减少1至2秒
测算下来，比起等待闸机打开后通行，可减少

1至2秒的“卡顿”时间。张华浜路站值班站长万

顺君介绍，如遇上下班高峰或演出、会展散场等特

殊时段，“闸机常开门”通行效果会更显著。

乘客小红阿姨说：“刚开始的时候确实不太习

惯，因为闸机门常开，也不知道验票成功了没有，

但多试几次后，发现和平常进出站没有太大区

别。”王女士的接受度更高：“我觉得非常方便，尤

其是在人流量大、拿行李、带小孩的时候，能很顺

利便捷地通过。”李奶奶也表示赞同：“我们老年人

有时候动作慢，磨磨蹭蹭的，特别怕被门夹。”

“这一模式确实能减少乘客在闸机处等待时

间，提高客流连续正常通行的效率。”4号线杨树浦

路站值班站长朱国娟介绍，施行“闸机常开门”模

式后，通行效率有明显改善。

大部分乘客自如进出站
11月14日下午4时30分，吴中路地铁站的人

流量并不多，进出站口闸机全部呈现常开状态，大

部分乘客自如刷码、刷卡或者刷手机进出站。“其

实除了闸门不闭，没什么不一样，都是要刷码进站

的。”上班族李小姐早已适应了新模式。

记者观察到，吴中路站绝大多数乘客以出站

为主，在早晚高峰等人流量较密集时，乘客多集中

在1号口出站，过闸人多时需要短时间排队，但很

少出现人群积压状况。记者使用计时器发现，每

位乘客过闸大约需要1.8秒，而乘客使用普通闸机

过闸时平均需要2.2秒至2.5秒不等，相较于其他

站台通过时间减少了20%以上。

“为什么出不去啊？我明明刷了码的。”“您刷

的位置不太对，应该刷下面的这个感应处。”一位

乘客在出站口触发了闸机关闭，在工作人员的指

引下，他重新在刷码处扫了一下正常出站。“大部

分情况下，在对的地方重新刷一下就可以了，个别

情况到服务中心处理一下也可以正常进出。”据工

作人员介绍，触发闸机关闭有些是因为刷错了地

方，有些是因为感应距离不对，还有些忘记刷卡

了，但是这些情况在普通闸机处也会出现。

也有一些年纪大的市民和外地游客表示“闸

机常开门”未必是好事。刘先生说，自己就碰到过

刷卡扫码不成功，导致闸门突然关闭，“我当时以

为交通卡没刷成功，所以又反复刷了好几遍，可是

屏幕上还是显示红色的大叉，最后没办法才寻求

人工帮助，感觉更费时费事”。原来，当闸机接受

到无效车票或无票通过时，闸机扇门将自动合拢，

阻挡通道，有些人往往会不知所措。

有热心市民担心，是否会有人趁机逃票呢？

其实，闸机常开，扫码或者刷卡可以正常通过，遇

到异常就会关门。如果乘客反向误入闸机通道，

扇门同样会自动关闭。

增设工作人员做好管理保障
记者了解到，地铁方为了增加宣传引导，维护

现场通行秩序，三个站点的工作人员都曾因地制

宜地做好管理保障工作。像张华浜路站进出口

处，服务台工作人员陈师傅每隔五分钟就会在出

口一侧巡逻，她说：“还是有不了解情况的乘客会

‘逆向’进站，以为不用刷卡了。”

针对客流量较多的杨树浦站，则分别在进出

口处增设了2名工作人员，一班共4人，尤其在十

一黄金周等假期，来秦皇岛码头和虹口滨江段旅

游的外地游客不在少数，这对高峰时段的疏导工

作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如何通过“常开门”闸机？地铁工作人员总结

了“三看”小妙招，在进出闸机的时候要留意显示

屏，看到绿色箭头、请出站或请进站、交通卡余额

的，即验票成功，放心大胆走。“如果不确定是否刷

卡成功，可留意屏幕右上方英文小字，PASSNO.1

表示刷卡成功，PASSNO.0表示刷卡未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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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任天宝 钱文婷

“闸机常开门”，今天起至2025年6月30日，上海地铁在
原有三座试点车站的基础上扩大常开门模式试点范围，选取
早晚高峰客流量较大车站、郊区车站、换乘站及旅游景点车
站，新增18座车站进行试点，分别为新闸路站、世纪公园站、淞
虹路站、漕溪路站、塘桥站、剑川路站、港城路站（6号线、10号
线）、黄兴公园站、打浦桥站、高桥站、陈翔公路站、学林路站、
浦东南路站、红宝石路站、东方绿舟站、航头站和周浦站。

今年4月20日至6月30日，上海地铁在张华浜、杨树浦

路、吴中路3座车站首度试点实测“闸机常开门”模式，即这
三站的闸机日常均保持打开状态，乘客正常刷卡或扫码后，
无需等待扇门开启即可快速进出闸机。在通过阶段性实际
测试，以及早晚高峰时段验证后，这3座车站的“闸机常开
门”模式目前已进入了常态化运营。

本报记者本周实地调查后发现，对于“闸机常开门”，乘
客接受度高、通过时间有效减少，但也应因地制宜渐次试点，
同时考验运营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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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车站首日

今天上午10时20分，在打浦桥站，记者看到

每个出入口都有四名志愿者驻守，当有乘客稍有

停滞，便会主动上前答疑解惑。

由于地处日月光等商场，周六的打浦桥站人

流着实不小，其中，2号口出站的市民很多，一度有

不少乘客排队出站。在工作人员的及时引导下，

各个出入口的客流通行速度很快。

“推着娃过闸机真的方便了很多，一路畅通无

阻。”“宝妈”李女士告诉记者，周末带孩子出来逛

商场，惊喜地发现闸机竟然一直开着门，相比闸机

不开门，自己更喜欢常开门。

不过，记者也在现场看到，试行首日当有乘客

未提前准备好乘车码或未扫到乘车码时，通行效

率受到了一定影响，因此提前准备好乘车码、交通

卡等非常有必要。

“闸机常开门”模式并不是新鲜的技术，国外

如德国、日本等早就有存在，可通过减少扇门开关

次数延长扇门模块电机和机构寿命，同时可有效

提升乘客正常通行效率。

4号线大连路站相关负责人表示，“闸机常开

门”模式的顺利推进考验了地铁运维人员的管理

智慧。各站应充分考虑各种因素，因地制宜制定

科学合理的实施方案。同时加强技术保障和人员

培训，确保“闸机常开门”模式能够安全、有效地运

行。“不是说客流量越大就越适合推行这个模式。”

有业内专家认为，“闸机常开门”模式与通常

“门”的使用习惯并不符合，如果不加以宣传和引

导，乘客可能会摸不着头脑。最适宜采用“闸机常

开门”模式的场景是对地铁票务规则较为熟悉的

常旅客占比较多，且客流量不算太大的车站；而对

于旅游景点等车站则不适宜采用该模式。

申通地铁集团运营管理部相关人士表示：“在

经过了之前三个站点的‘闸机常开门’试点后，我

们认为常开门模式对高峰客流的通勤是有提升

的，这次的18个站点涵盖了不同特征的车站，将对

明年6月之后是否继续推广有借鉴意义。”

运营管理部门 “常开门”模式有望继续推广

带孩子“宝妈”更喜欢常开门

■ 打浦桥站，大部分乘客都能快速通过闸机 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 陈梦泽 ■ 带孩子的乘客感觉非常贴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