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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互联网下的高铁智能餐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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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互联网与智能化时代的到来，机器人已被应用于人们的生活中。高铁作为我国最为重要的交通运
输工具之一，餐品的配送模式却依旧传统。本文主要通过对智能餐车的功能进行探讨，同时结合了应用现状。最后就智能餐车在高
铁的应用提出部分不足，以期为智能餐车在未来的应用工作中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高铁；智能餐车；送餐服务 
 
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互联网技术与机器人行业领域也有

了较大的提升。高铁运输中所采用的人工送餐模式逐渐不适用，智
能餐车的出现能够实现更为便捷的送餐服务，满足更乘客在旅途中
的用餐需求。用餐高峰期餐品需求量大，供应不及时等问题也能一
并得到解决。智能餐车省去了人工这一环节，同时具有互联网线上
点餐等功能，乘客的消费自由度也能由此得到提高。这对于提高送
餐效率以及乘客满意度，降低乘务员工作强度等方面都有着明显的
助益。 

一、智能餐车的现状及应用 
目前国内外对于智能餐车的使用主要集中于室内，通过对二维

码导航等技术来实现智能餐车在室内环境的定位以及送餐服务。智
能餐车目前主要集中于部分高档餐厅，其为了实现智能化的送餐服
务，通常具备智能导航、点餐服务、送餐服务等多个功能。同时，
部分智能餐车也具备与客人之间的交互功能，能在很大程度上减少
服务员的工作压力，提高餐厅的经济效益，同时减少了人工送餐中
因服务员自身问题出现的失误情况。不仅如此，由于智能餐车具备
智能传感器等功能设施，能够更快地适应不同餐厅的布局环境。因
此，在送餐效率上智能餐车相比人工送餐也具有一定的优势。 

二、高铁智能餐车的主要功能 
随着铁路运输业的不断发展，高铁成为了铁路交通工具中极其

重要的一部分。如今的高铁旅途中，大多数仍采用传统的送餐模式。
一般是通过乘务员在过道中手动推送餐车来完成送餐的工作任务。
然而，乘务员送餐时段多为用餐高峰期，送餐速度具有一定上限，
且旅客对于餐品的需求有所不同，乘务员的送餐工作往往不能满足
所有旅客的需求。因此，将智能餐车运用于高铁运输业中，替代乘
务员完成此类高重复性的工作，不仅能够有效提高送餐效率，而且
能够使高铁乘客体验到智能化的进步。 

2.1 线上点餐及售卖 
线上点餐在如今已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功能，然而对于高铁运输

业来说还十分新颖。由于高铁旅途中，乘客自身饮食情况不同，传
统的乘务员推送餐车的模式很难满足所有乘客的需求。 

线上点餐系统借助互联网进行植入，便能有效地缓解这一问
题。可在乘客的可视范围内设置对应的线上点餐二维码，乘客就可
根据自身需求，随时进行扫码点餐，或是购买其他饮品零食等所需
物品。点餐系统工作人员在对点餐订单进行接收后，便可根据乘客
订单在智能餐车的对应暗格中放置其所需要的餐品，再通过智能餐
车将餐品送入乘客手中，完成整个送餐流程。线上点餐系统的落实，
对于减少乘务员工作量，提高乘务员在其他方面的服务质量有着明
显的作用。 

2.2 实现精准送餐 
铁路运输业的发展和国民经济的水平提升，都意味着会有更多

的乘客在交通出行中选择高铁这一便捷的交通工具，但是乘务员数
量却依旧有限。在乘务员进行推车送餐的工作中，由于重复性过高，
容易产生疲倦感，加之乘客数量日益增多，送餐失误的情况也难以
避免。因此，智能餐车所能实现的精准送餐便受到了高度重视。 

智能餐车内部配备智能传感器，信号接收器以及语音提示模
块，与高铁座位旁内置的信号发射装置相结合，来实现餐车在高铁
车厢中的准确定位，完成精准送餐。乘客在进行线上点餐后，智能
餐车经过对应的座位时，会对座位旁内置的信号发射器有所感应。
再通过将餐品从暗格中弹出，同时对乘客进行语音提示，便可实现
精准送餐。 

2.3 智能化配送 
在过去的部分送餐车或送餐机器人等仪器中，因为技术支持难

以达到所需标准，餐车往往只能提供固定路线的送餐服务，缺少灵
活性，更不具备紧急避障、语音提示等等功能。尤其是在高铁车厢
这样的人员密集环境下，对于餐车的智能化这一属性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 

智能餐车在对旅客的餐品进行配送中，除了需要完成准确送达
的任务，也要保证自身稳定地运行。在智能餐车前端装有红外测距
仪模块及视觉模块，能够有效地侦测前方路线情况，还可根据所探
测地路线数据，适时做出路线调整。此外，智能餐车内置的语音提
示模块也会在遇到障碍时发出语音提示，实现自动避障功能。这不
仅能有效地提高了送餐效率，减轻乘务人员的工作压力，还能避免
与乘客或是乘务人员发生不必要的碰撞等。 

三、高铁智能餐车的不足 
在高铁旅途中，智能餐车的应用会为乘客、乘务员带来许多便

利，但在智能餐车的应用中仍然有诸多不足之处有待改进。 
3.1 设计遭到诸多因素限制 
为了实在智能餐车在高铁这一铁树环境下的应用，必然需要对

高铁内部环境进行充分考虑。智能餐车内部构造复杂，内部装置不
可对高铁的运行产生影响。此外，高铁内部通道狭窄，障碍物多，
人员密集且流动性大。智能餐车尺寸以及动作幅度在设计上都会受
到一定的影响。 

3.2 智能餐车造价及维护成本 
由于智能餐车的功能强大，内部构件繁多复杂且价值不菲。因

此，智能餐车的造价成本往往偏高。与此同时，智能餐车的结构复
杂意味着铁路运输企业需要配备相关维护人员对餐车进行定期的
检修工作，以确保餐车能在高铁运行过程中完成送餐任务。所以，
检修人员劳动力以及维护成本问题也成为了铁路公司需要考虑的
问题 

3.3 缺乏人性化 
在长期的高铁运营中，乘客已经习惯乘务员推车送餐的模式，

乘务员的人性化也是传统模式的优点之一。智能餐车的应用虽然提
升了乘务员的工作效率，但是在实际应用中仍然不如乘务员具有灵
活性。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智能餐车在如今国内外都有着广泛的应用，其功能

的强大，节省劳动力这些特点成为了最为主要的特点。在高铁运输
过程能够较为有效地完成送餐任务，线上点单，精准送餐，及其自
身的智能化，都让智能餐车在高铁中有很大的应用空间。然而，智
能餐车在实际应用中仍有不可避免的缺陷存在，这也都会智能餐车
的发展产生影响。如何将智能餐车与自动化等技术结合，改善其不
足之处并普及推广，仍是目前有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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