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慧交通
渐行渐近

庞大的常住人口、 复杂的
路面交通状况……作为一座超
大型城市， 上海长期面临着海
量交通出行需求与稀缺路面资
源之间的矛盾。 拥堵、 交通事
故种种问题就此成为城市 “顽
疾”， 让管理者头疼不已。 而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 则让人
们看到了智能交通实现的可
能， 嵌入了各类智慧元件的城
市交通系统让未来城市道路更
安全、 有序和通畅。

试想这样一幅画面： 当你
清晨走在上班路上时， “无人
清扫车” 已为你高效扫出整洁
亮眼的街景， 由此开启好心情
的一天 。 之后 ， 小巧轻便的
“路测宝” 被搭载在行驶中的
车辆上， 自动检测识别路面病
害， 为你扫除不安全因素。 一
天忙碌的工作过后 ， 夜晚来
临 ， 能提示行人正在过街的
“发光” 斑马线融入城市夜色
里， 既是一道迷人风景线， 也
为行人的生命安全保驾护航。

“无人清扫车”

扫出靓丽街景

每天 ， 穿行于上海大街小巷的

220 余辆清扫车要清扫接近 10 万公

里的路面 ， 它们清扫出的垃圾多达

200 余吨 。 为了应对庞大的清扫压

力， 隧道股份城市运营集团计划近期

推出上海首批 “无人清扫车”。 这些

圆脑袋、 高颜值的 “无人清扫车” 将

一改申城此前的 “扫街模式”， 为人

们带来更清洁的城市街景。

“‘无人清扫车’ 最大的优势在

于高精度作业效果和 24 小时全天候

作业能力。” 据隧道股份城市运营技

术负责人王晓宇介绍， 这款 “无人清

扫车 ” 拥有先进的视觉识别感知系

统， 可以 360 度无死角感应四周障碍

物， 其探测距离更长达 150 米， 可谓

“眼力 ” 超群 。 这款清扫车优秀的

“眼力 ” 全

靠遍布于清扫车

周身的各个传感

器来实现。 据了解， 该车搭载了多个

16 线激光雷达和毫米波雷达 、 超声

波雷达、 摄像头等传感器， 不仅能帮

助其安全规避行人、 车辆和各种障碍

物 ， 还能够帮助它精准定位街面垃

圾、 定点扫除。

“根据此前的测试， 这款清扫车

可以实现 5 厘米内的精准贴边清扫，

使路面清扫真正实现 ‘无死角’， 它

的效率相比传统人工操作清扫车提升

了近三倍以上。” 王晓宇说。

与此同时， “无人清扫车” 的出

现也能作为人工清扫设备的补充， 帮

助应对当前环卫行业面临的恶劣作业

环境， 比如高温、 严寒、 雾霾等。 据

了解， 目前， 全国已有多个城市计划

推出 “无人清扫车”， 其中福建厦门市

的 “无人清扫车” 已经上路 (题图下

左)， 上海的 “无人清扫车” 也已完成

实景路面环境下的安全与性能测试，

不久后有望与广大市民见面。

“路测宝” 为城市道路
“做全身体检”

“无人清扫车” 是人们看得见的

路面智能设备， 而一些人们靠肉眼很

难留意到的智能设备也在默默守护着

城市道路， 为人们的安全出行贡献着

自己的“智慧”。由上海城建智能交通

公司开发的第一代“路测宝”智能路面

健康检测系统就是其中之一。 从它的

外表， 人们很难判断出它具备的强大

探测能力。 这个只有电视机顶盒大小

的设备，能轻便地搭载在任何车辆中，

随着车辆的行驶自动检测、 识别路面

病害(下图)。

将 “路测宝” 安装在一辆负责清

扫、洒水的市政车辆上，随车辆正常行

驶工作，“路测宝” 就会开始自动 “诊

断”行进路线上的路面病害，并把病害

数据发送给相关养护机构， 为后续的

精准养护提供决策依据。据了解，借助

先进的功率谱算法和云计算技术，“路

测宝” 能够以 95%以上的准确率识

别厘米级以上的道路病害。 小至

路面裂隙、 大到车辙坑塘，

“路测宝”都能够

实现精确识别

与测量。 当“路

测宝”收集到的

数 据 发 至 养

护机构后 ，

人们能依

次 进 行

数据分析， 从而以快捷的预防性养护

提升道路健康水平， 最大限度避免封

闭式的大修、中修。

目前，第一代“路测宝”已经在杨

浦区试点运用。 据上海城建智能交通

公司总经理常光照介绍， 未来 “路测

宝”还将进一步推广至市政车辆、私家

车辆，在更大范围内采集道路数据。

“发光” 斑马线
融入城市夜景

每座城市的夜景都有不少忠

实粉丝 ， 他们

穿行于美丽的夜

晚 ， 感受不一样的

城市温度。 近来， 这些

城市夜景爱好者发现， 夜晚的申城增

加了一道迷人的风景线———会 “发

光 ” 的斑马线 。 每当行人过斑马线

时， 地砖灯都会自动亮起， 为人们的

夜晚出行加上一道 “智能保险”。 其

实， 这些 “发光” 斑马线 24 小时工

作， 只是在光线昏暗的夜晚更容易被

人们注意到。

“发光” 斑马线有个更正式的名

称———新型人行横道声光智能警示系

统。 据介绍， 该系统由行人状态感知

系统 、 语音警示系统 、 光带警示系

统、 违法抓拍系统、 违法信息发布系

统等智能化多个子系统组成。 针对行

人过街、 行人流量大、 非机动车越线

等候、 行人闯红灯等不同情景， 该系

统会进行不同程度、 多级别预警。 这

也是上海首次试点应用 “智能人行横

道线”。

据隧道股份智能交通项目负责人

吴川江介绍， 通过安装在道路周边的

雷达系统， 该横道线能够自动抓拍行

人闯红灯 、 车辆不避让行人违法行

为， 通过全彩屏和语音自动提示功能

进行现场警告， 并把违法抓拍记录共

享给交警部门。

除了监督报警功能外， “智能人

行横道线” 自带的发光提示功能也为

市民安全出行提供了保障。 在非灯控

制的杨浦区政通路国济路交叉口， 由

于车流繁忙且货运车辆较多， 时有发

生行人和大型车辆 “擦肩而过” 的危

险 。 “智能人行横道线 ” 试点应用

后， 每当雷达探测器监测到有行人进

入横道线， 就会控制发光地砖亮起，

在夜间照明不足的情况下提示过往车

辆 “礼让行人”。 “在夜间照明不足

情况下， 行人与机动车发生冲突的次

数相比项目实施前减少 50%以上 ，

有效降低了事故发生率。” 吴川江说。

与此同时， 行人避让车辆的情况也逐

渐减少， 车流高峰时期行人通过人行

横道的时间缩短了将近 3 秒， 过街效

率有了显著提高。

据了解 ， 目前 “智能人行横道

线” 已经在南京东路、 福州路、 政通

路以及国家会展中心外侧道路等 11

处开放道路进行试点测试， 颇受市民

好评。

■本报记者 王嘉旖 孔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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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至冰箱家电 ，

大到汽车游艇， “产品

说明书 ” 成了现代产

品的必备项 。 它们起

到了阐释产品功能的

作用 ， 以便消费者更

好地使用产品 。 但对

于一项价值超百亿元

的 “超级工程” 而言，

它又会以怎样的方式

向使用者阐释功能呢？

在日前举办的城

博会上， 隧道股份相关

人士向记者展示了上海

“一号工程” 北横通道

“产品手册”的全貌———

一套容量近百 G 的数

字化模型档案。据了解，

作为北横通道 BIM（建

筑信息化） 项目的总体

设计咨询方， 隧道股份

整合了这条长达 19 公

里的城市主动脉从规

划、 设计到施工建造的

全部数字化信息， 为北

横通道未来的升级维护

打造了一份完整的数字

化“产品手册”。

数 字 化
“ 产 品 手 册 ”

提升后续维护
效率

“打造北横通道

产品手册 ， 其目的在

于为工程全生命周期

的高效运营奠定良好

基础。” 据隧道股份信

息科技技术负责人滕

丽介绍，北横通道是上

海在建的东西向交通

大动脉， 全长近 20 公

里(下图)。 该工程由百

余家规划 、设计 、施工

相关单位共同参与建

设。由于工程数据量过

于庞杂，如果按照传统

方式，也就是通过设计

图、工程图的方式留存

项目信息，将难以为后

期高效的设施运营管

理提供支撑。

为此 ， 隧道股份

以 GIS 和 BIM 技术为

载体 ， 将工程规划 、

设计 、 建造全生命周

期的过程信息全部进

行数字化整合 ， 形成

了 一 整 套 数 字 化 的

“产品手册”。 未来北横通道通车后， 小

到隧道里的一根螺栓， 大到整个隧道的

结构信息， 维护人员都能够迅速、 便捷

地查询， 大大提升工作效率。

变封闭式大修 、 中修为
短暂预防性养护

这套数字化 “产品手册” 的出现，

还将带来另一大变化———将曾经的封闭

式大修、 中修变为短暂预防性养护。

滕丽表示， 基于这套数字化 “产品

手册”， 北横通道贯通后， 相关管理单

位将能够完全掌握隧道各类细节信息，

进而从高效运营的角度出发， 让隧道设

施在整个生命周期中保持设施健康功能

和使用效率最大化。 “比如， 未来将能

够根据准确的隧道信息模型， 对隧道结

构、 机电进行更加精密化的养护， 把封

闭式的大修、 中修变为一次次短暂的预

防性养护， 从而避免封闭式大修给市民

生活带来的困扰。”

智慧的未来， 一点也不贵

城市核心区的主干隧道忽然封闭大

修，一封就是小半年；高架快速路临时封

了半根道，上下班堵成“停车场”……这

样的尴尬事未来都可依靠预防性养护来

避免。 然而，不少人又会产生疑惑，使用

智能化手段管理城市交通基础设施，会

不会造成城市运营成本的上升？ 地方财

政实力尚可的城市或许能负担这笔费

用，一些财政吃紧的城市又该如何解决？

对此， 上海城建信息科技副总经理

段创峰认为， 类似北横通道这样的数字

化信息整合， 并不会给建造方带来过大

的成本负担。 在建造时将智能终端预先

植入隧道中所花费的成本， 只占据隧道

施工全部成本的极少一部分。 而这些智

能终端未来能够发挥的作用， 却不可估

量———它们能在第一时间向人们发出警

报， 提示技术人员进行作业， 避免此后

更严重的结构老化、 裂缝等病害， 大大

降低隧道大修、 中修概率， 最终节省下

的成本未可限量。

“智慧大脑”

让交通应急处置变“神速”

以最高效率
调度各类养护车辆

“智慧运管平台有一项非常重要

的任务， 就是辅助相关管理机构和一

线应急处置部门， 用人工智能分析更

好地调配资源， 解决应急事件、 加快

响应速度。” 隧道股份城市运营集团

相关负责人王晓宇向记者介绍。

据了解， 上海各处车辆抛锚、 碰

擦事故频发， 仅市区高架道路平均一

天就超过百起 。 如何更好地调度资

源、 第一时间处理各类应急事故， 一

度是上海交通基础设施管理的难题。

以往， 在高架上发生的交通事故， 通

常是管控中心接报后， 就近联络养护

作业车辆， 指派其前往现场处理。

但如今， 智慧运管平台通过北斗

导航系统， 集成了 1404 辆工程车辆、

163 个应急基地地理位置和工程设备

信息， 做到精确定位所有应急保障车

辆、 资源、 人员位置， 实时监控车辆

地理信息、 作业信息和车辆周边路网

交通流量情况。

在完备信息和先进算法的助力

下， 智慧运管平台能够以最高效率调

度各类养护车辆。 根据初步估算， 自

去年试点智慧运管平台后， 在事故高

发情况下， 市中心高架道路应急事件

处置时间相较以往降低了近五分之

一， 有效缩短了因事故而导致的道路

拥堵时间。 目前， 智慧运管平台每天

分析、 处理 5000 公里养护车辆的养

护、 运营数据， 提供超 200 项、 1000

工时的各类应急保障服务， 协助城市

管理机构实现路网级的应急处理和联

动协调。

“中央处理器” 监控
道路运营

2018 年 10 月， 智慧运管平台完

成了最新一次的更新上线。 作为上海

95%以上市管道路运营管理的 “中央

处理器”， 开始全负荷运作， 管控全

上海 230 公里快速路网、 790 公里高

速公路、 12 座大型桥梁以及 14 条大

型隧道。

通过对高架桥、 隧道等城市快速

路 BIM 参数化自动建模 ， 平台上的

设施信息、 传感器监测数据、 运养计

划数据、 运养过程数据等多项数据实

现了统一存储 ， 为上海全市 95%以

上的市管基础设施， 提供了相关缺陷

的精准定位和精细化管理。

“它就像一个 ‘中央处理器 ’，

所有城市交通设施的实时数据都汇

集至这一平台 ， 再经由此平台统一

进行资源调度和任务分配。” 上海城

建信息科技副总经理段创峰表示 。

诸如北横通道将安装的智能管控终

端 ， 亦或是 “路测宝 ” 道路检测等

汇集的数据 ， 未来都将成为 “智慧

运管平台 ” 的重要数据组成部分 。

这些数据进行处理 、 分析与整合 ，

成为指导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管理的

重要依据 。 此外 ， 未来这些数据还

有望帮助相关部门制定道路养护资

金分配方案， 提升养护效率。

自动提醒绕行信息
提升市民出行体验

从数据采集装置的预置， 到开发

智能检测装备 ， 再到后续维护使用

“中央处理器” …… “智慧元件” 被

嵌入了城市运营的方方面面。 然而，

硬件设施的提升最终还要回归人们的

真实感受。

如今 ， 市民们早已习惯用手机

地图来获取最佳的交通线路 。 开车

的市民可以通过手机寻找最佳路线，

乘坐公交车的市民则可以根据换乘

次数 、 步行距离自主选择自己偏好

的出行方式。

为了进一步提升市民们的交通出

行体验， 上海城建城市运营集团与阿

里巴巴旗下高德地图近期签署了战略

合作。 上海城建在城市基础设施运营

管理领域深耕多年， 拥有翔实、 精确

的交通数据， 而高德地图则长于数字

地图领域 、 拥有先进算法 ， 二者的

“强强联手” 可以加快城市交通基础

设施运营信息的发布速度。

“服役超过 30 年的高架道路存

在大量的易损构件， 包括伸缩缝、 沥

青路面等 。 每当在夜间低车流状态

下 ， 需要对高架的沥青路面进行更

新、 修复时， 我们就可通过高德地图

将维护占道信息第一时间通知市民，

提示市民尽可能绕行。” 上海城建城

市运营副总经理丁炜表示。

■本报记者 孔韬 王嘉旖

以互联网、 数字化为代表的

新技术与传统城市管理方式碰撞

出了无限火花， 让人们再一次领

略到了 “绣花针” 式精细化管理

的魅力， 也让居住于此的人们感

受到 “城市， 让生活更美好” 的

内涵所在

■本报记者

近来， 市民们有一个直观感受———相关部门应对交通高峰期发生
的突发事故， 反应堪称 “神速”。 这一切的幕后功臣， 就是由隧道股
份城市运营集团打造的 “城市交通基础设施智慧运营养护管理平台”。

小至高速公路上的汽车抛锚事故， 大到 “申字形” 高架主干道路的运
营和维护计划， 这个悬置于城市上空的 “智慧大脑” 统统能够 “看
见”， 并以最快速度派单、 处置， 保障市民的出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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