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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市民游客选择最多的公共
交通，上海地铁承担着超过七成的公
共出行比例，然而“板凳族”占道、外
放噪声、站台闷热、如厕不便等问题
影响着出行者的体验，新民晚报夏令
热线接到不少市民的反映。如何改
进这些短板？记者带着这些问题一
一走访，寻求破解之法。

记者调查

如何让申城地铁出行更舒心
自带板凳占道、手机外放声音、站台闷热不适……

赵女士：杨浦区长白新村街道的熊猫

饭堂内，常有顾客在室内吸烟、乱扔烟头。

店内无人上前阻拦，消费者告知店员后，店

员才会去劝阻。但之后再次来到该店，依

然发现有人吸烟，餐厅也没有采取劝阻的

措施。希望管理部门能够重视此事，督促

商家做好劝阻的工作。

赵先生：黄浦区中山南一路198弄中南

小区6号楼加装电梯的项目原定于去年12

月开工，预计工期9个月，但等了大半年依

然没有动静。该栋楼里住着不少行动不便

的老人，都在等着电梯施工。希望管理部

门能够核实情况，告知施工进度。

赵先生：静安区北京西路758弄国际丽

都城，小区6号楼底楼的宣传栏内，有着各

类公告和宣传资料，还有部分商业性广告

投放。居民认为张贴不规范，物业也没有

及时整理，影响居民了解公告信息。希望

管理部门做好规划，制定相应的张贴规范。

华女士：闵行区莲花南路春申路路口的

一块绿地上，有许多枯萎的树木，无人维护

修剪。甚至有垃圾堆放在旁也未清理。市

民担心后续刮台风时，枯树倒下造成安全隐

患。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协调，将该处绿地的

枯树移到别处。 志愿者 钟周畅 陈佳怡

徐乐天 雷楠杨 王涵 整理

■ 11号线车厢内遍布小板凳
本版摄影 陈佳怡 徐乐天

■ 1号线站台和车厢内的温差较大，
车窗有水汽

■ 三杆式闸机给乘客带来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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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号线 自带板凳挤占空间
多位市民向新民晚报夏令热线反映，地

铁11号线，乘客自带小板凳的情况显著，大
多集中在车厢连接的地方，影响通行并引发
其他乘客不满。

7月13日早上8时，11号线龙华往花桥
方向，记者发现地铁内通勤的乘客很多，由
于座位有限，有些乘客会自带小板凳靠在车
厢连接处，不仅占据了其他乘客空间，也存
在绊倒他人的安全隐患。记者粗略数了一
下，每个车厢连接处小板凳的数量基本在
2—8个，还有零星的“板凳族”分布在车厢中
间。车厢内站立空间被椅子侵占后，导致部
分乘客难以挤上车。

记者注意到，地铁在醒目位置张贴着
“车厢内请勿使用自带小板凳”，广播也反复
提醒，但小板凳却依然屡禁不止。对此，一
位“板凳族”表示：“进站时带凳子不违法，总
不能没收吧？”也有一位坐着小板凳的乘客
向记者诉苦：“累啊，我每天早晚通勤2小时，
不然谁愿意天天背个凳子上班？”

有乘客提出建议：可以在客流量大且站
点间距长的路段设置大站车，只停靠主要站
点，减少停靠次数，提高运行速度，节省长距
离通勤乘客的时间。如花桥往徐家汇方向，
大站车可仅停靠安亭、嘉定新城、南翔、李子
园、曹杨路、徐家汇等站点。

地铁回应 上海地铁所辖线路车厢每

天都开展巡逻工作，但无法同时覆盖每班列

车。建议乘客如发现“板凳族”等现象，可向

车站工作人员反映，也可通过在线客服或拨

打地铁服务热线告知，车站会尽快派工作人

员到现场进行宣传引导和劝阻。

而对于大站车的建议，因11号线两个方

向配线均为单根股道，未设置越行线或复

线。因此，沿途不停靠的大站车将受前方站

站停普通车的影响而无法实现越行，故开行

大站车并不会缩短列车实际的运行时间。

13号线 外放噪声屡禁不止
夏令热线接到市民反映，地铁13号线上

的手机外放噪声问题时常给人们带来困扰，
不仅影响乘客听取地铁报站声，而且严重打
扰他人休息。

7月13日早上10时，在13号线的一大
会址·新天地站，记者发现，有乘客手机短视
频音乐外放，还有打电话开免提的情况，声
音非常大。一位小伙说，每天上下班路上，
车厢内手机外放的情况屡见不鲜，有时甚至
听不清车厢内的播报提醒。一名手机外放
的乘客理直气壮地回应：嫌吵就别坐啊，这
不是你的私人空间。

记者在多条线路车厢内注意到，每节车
厢连接处的墙面上虽贴有禁止手机外放的
标识，但不够醒目，建议在车厢座位上方醒
目位置张贴标识。

地铁回应 为进一步加大文明乘车宣

传力度，上海地铁已在车站公告栏、车厢等

处进行了宣传张贴，同时通过车厢LED、移

动电视、站车广播等媒介进行滚动提示，并

拍摄了宣传短片在移动电视内滚动播放。

负责日常行政执法的执法队员若在巡视过

程中发现此类行为会及时劝阻。乘客如遇

不文明行为，可向站台工作人员反馈，车站

将及时派人上车查看处理。

1号线 车厢站台温差较大
有市民反映，1号线汉中路至漕宝路的

站台存在空调制冷效果差的问题，车厢内部
和站台的温差过大，车窗上都出现了水汽。

7月14日早上，记者在1号线发现有些
站台的空调温度不理想，体感上非常闷热，
从而导致车厢内外温差过大。

记者来到徐家汇站采访值班站长，站长
表示1号线车站与车厢内部温差大的原因有
以下几点：1号线车站空调运作时间为早上6
时到晚上11时，空调开启后需要一段时间制
冷才能有明显感受；1号线运营至今已经30
多年，存在设施老化的问题，机器运作时可
能发热。

地铁回应 地下站台空调依赖通风系

统，若风道积灰或风机故障，会直接影响制

冷效果。后续将加强空调箱过滤网、表冷器

及冷水机组的维护保养工作，确保设备充分

发挥效能。

卫生间 标识不清路途遥远
有市民表示，地铁的有些站台卫生间寻

找不便，或是标识不清，或是路途遥远。
7月13日，记者在走访后发现，1号线莘

庄站、外环路站、莲花路站的厕所位于站外，
需要出站使用。
徐家汇站是1、9、11号线三线换乘站，1

号线站台层有一个厕所，但9、11号线的乘客
需上到站厅层，根据指示牌找到16号口附近
的厕所，该厕所位于付费区外。1号线与9、
11号线的换乘通道长约300米，通道内几乎
无厕所标识，不熟悉路线的乘客很难快速找
到厕所。
虹口足球场站3号线乘客若要使用厕

所，需从3号线站台走到8号线站台，记者实
测匀速行走的情况下，需要近10分钟才能找
到厕所，刷卡出站后还需要走将近100米。

地铁回应 因早期轨道交通建设标准

低，老线车站未设置公共厕所。在后续的不

断建设与更新中，上海地铁也逐渐开始对老

线车站进行升级改造。针对目前离站台较

远的厕所，上海地铁将加强厕所标识的建

设，让乘客能更快找到厕所。

2013年至2022年累计完成厕所新增、改造

295座，侧重于解决老线从无到有；2024年起在

市交通委的指导和支持下启动第二轮“厕所革

命”，改造老旧厕所、新增第三卫生间、付费区内

新增厕所等，分两个阶段实施，约涉及233座厕所。

闸机口 三杆式闸机成“拦路虎”
近日，有市民反映称，自己在乘坐地铁

时，被三杆式闸机夹到手臂，存在安全隐患。
7月13日下午5时，记者在人民广场站

随机采访了几位携带物品的乘客，推着婴儿
车的张女士说：“闸机通道太窄，推车过去总
卡着，生怕夹到孩子。”拎着大包小包的李先
生皱着眉：“手上东西多，掏卡刷卡都不方
便，闸机反应一慢，后面人催，手忙脚乱的。”
据了解，目前上海地铁共有4种闸机：三

杆式闸机、门扇式闸机、拍打式闸机和常开
门闸机。记者采访发现，三杆式闸机对于行
李多的乘客很不方便，大部分乘客青睐门扇
式闸机和拍打式闸机。常开门闸机目前应
用范围虽有限，但乘客的反馈普遍良好，在
14号线的浦东南路站，早高峰期间，记者发
现常开门闸机能提高通行效率，许多乘客也
希望能推广使用。

地铁回应 目前，上海轨道交通全网络

有约四分之一的闸机为三杆式闸机。根据《自

动检票机标准化设计要求》，已将门扇式闸机

作为新的标准，新建设的线路车站均采用门扇

式闸机。目前仍在使用的三杆式闸机，将根据

设备期限，结合大修更新改造项目，逐步推进

更换更新工作，直至门扇式闸机全覆盖。

过安检 检查标准有待统一
有市民向夏令热线反映，过安检的时候，

有些站点只需要打开小包给安检人员看一下
就能通行，而有些站点则强制乘客不管大包
小包都要过安检机。

7月13日，记者发现大部分地铁站的安
检工作人员在看到乘客将包打开后，不会强
制要求其过安检。而在大客流站点如人民
广场、徐家汇站，乘客会遇到小包也要过安
检机的情况。在早晚高峰时段，赶车乘客过
安检时的焦虑情绪明显。携带婴儿车、大件
行李的乘客，通过安检时需独自搬运物品，
缺乏协助，易引发冲突。

地铁回应 根据今年5月底上海市公安

局、上海市交通委员会发布的《上海市轨道

交通安检工作规范》沪公行规〔2025〕7号文

第十四条“使用安检机对乘客携带的各类行

李物品进行检查”，即无论大包小包，原则上

都要使用安检机进行检查，这是常态情况下

采取的检查方式。但在“大客流等情况下”，

“运营企业可根据工作方案，使用金属探测

器、人工检查等方式对乘客携带的小件行李

物品开展检查，提高安检通行速度”。

接下来，运营方将会同公安等相关部

门，研究进一步提高安检效率的各项措施，

如：更新设备、完善分级管理、制定“一点一

方案”、优化人员配置等，既要保障安全，又

尽可能做到顺畅有序。

本报记者 任天宝

志愿者 徐乐天 陈佳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