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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阅热线：028-86969110
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中国邮政微商城搜索《华西都市报》，即可订阅。
欢迎小朋友向我们投稿！投稿邮箱：shaonianpai@thecover.cn
你投来的每一篇文章，都有机会被大家看到！快来投稿吧！

◎华西都市报副刊“少年派”定位于亲子共读刊物，设有作文版、少儿新闻版、
科普读物版、漫画版，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都有精彩好看的内容呈现。

◎让有温度的纸质阅读，助力孩子养成良好阅读习惯，提升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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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觉得接触网

距离站台有一定距离，

即便打着伞也不会触

电。那么，站台旁飞驰

而过的动车，则会让撑

伞的危险系数陡增。

经常坐高铁的小伙

伴一定对此情景印象

深刻——站台上的铁

路工作人员经常手持

扩音器反复提示：“请

大家往白线里面站！”

尤其是在列车即将进

站时，他们可能要奔走

呼喊几十次。那是因

为，当列车快速驶入站

台时，会带动人和车之

间的空气流动速度加

快，产生向内侧的负压。

这是什么现象呢？

如果你身边正好有两

张白纸，可以按照下面

的步骤做个小实验：两

只手分别提起一张白

纸，让它们相互平行、

又比较靠近，再对着纸

张中间吹气，你会发现

两张纸不会被吹开，反

而会更加靠近。而如果

两张纸相互离得足够

远，就不会发生这样的

现象。

人与车之间的关

系，就如同这两张白

纸。列车快速经过站台

时会带动气流，产生较

大风力。如果旅客距离

线路太近，就有可能被

“吸”向列车；如果此时

旅客正好撑着伞，雨伞

更有可能掉落在铁路线

上，影响列车运行。

因此，出于以上两

点考虑，在高铁站台上

是不能撑伞的。

如今，新建高铁站

台上大多有全封闭或者

半封闭的顶棚，可以为

旅客遮风挡雨。小朋友

们，为了你和他人的安

全，请不要在站台上撑

伞哦！如果你的父母不

小心打开了雨伞，一定

要提醒他们收起来。

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曹菲

综合西南铁路、中

国铁路微信公众号

图片据西南铁路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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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5月，四川的雨水明显

多了起来。撑起一把小伞，就

能不被雨水淋湿，但并不是所

有地方都能撑伞。在高铁站台

上，即便下大雨也不能撑伞，因

为这样做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

危险。

第一个危险，在我们头顶上。

我们中国的高铁领先全

球，不知道细心的小朋友注意

到没有，这些高铁线路沿着铁

轨上空，密密麻麻分布着“之”

字形电网，它有一个学名——

接触网。电流正是通过接触网

输送给动车组，为列车源源不

断提供动力，让列车在辽阔大

地上飞驰。

但是，这个接触网是由高

压电缆组成的。据相关数据显

示：我国电气化铁路牵引供电

设备接触网的标称电压值为

25000 伏。这个数值意味着什

么呢？做个对比：一般家用电

器的电压是220伏，接触网的电

压是家用电器电压的近 114

倍，因此，一旦不小心触碰，后

果不堪设想。

但小朋友们也不用太过担

心，因为高铁站台多是封闭或

半封闭建筑，且安装有防雷避

雷设备，只要我们按照工作人

员的提示，站在安全白线以内，

通常情况下都是安全的。

只是，如果我们撑开了雨

伞，情况就可能发生微妙的变

化。例如，接触网半径 2 米的

范围，即牵引供电设备触电

区，就是危险区域。如果我们

的雨伞伸到了高铁站台安全

白线外侧，越靠近站台边缘就

越有可能进入危险区域，进而

引发触电。

据了解，目前国内还没发

生过在站台撑伞触电的案例，

却有过下雨天在接触网下打伞

手麻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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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站台上为什么不能撑伞？

成都东站内提示旅客与接触网保持2米以上安
全距离的标识。

牵引供电设备带电部分示意图。

越靠近高铁站台边缘距离接触网越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