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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巡检车

全天候守护道路安全

在北京市经开区自动驾驶示范区，一辆红色的迷你小车正在执行巡检任务。 这辆小车最引

人注意的莫过于车顶上的“大眼睛”。 在行驶过程中，这只“大眼睛”时刻侦测着道路上的各类状

况。当发现路面有垃圾或设施损坏时，小车能够将相关图像上传至后台系统，并通知相关人员前

往处理。

这是在北京市经开区自动驾驶示范区落地的

AI+

无人驾驶技术在市政设施巡检中的应用

场景。 该智慧市政巡检场景日前入选了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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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国内首创场景成果。 近年来，大数据、云计

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在城市治理中得到应用，在降低人力成本的同时，不断提升治

理效率。

传统巡检存在弊端

城市是居民生活和工作的重要

空间。 一座城市的发展，三分靠建、

七分靠治， 市政巡检是城市治理的

重要环节。

“目前，对于大部分城市而言，

传统市政巡检场景主要存在四大弊

端。 ”北京数字政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数字政通”）城市运营

大数据中心总经理黄野青说。 一是

人力资源短缺， 传统的市政巡检工

作重复性强且劳动强度大， 因此往

往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动力。 二是效

率低下， 传统市政巡检难以做到高

频次、全覆盖，特别是在地理范围较

大的城市中，难以快速、精准地发现

并解决问题。“传统市政巡检场景主

要依赖网格员巡查、市民上报、热线

平台接入等方式发现问题， 这些方

式时效性与敏捷性不高。 ” 黄野青

说。 三是传统市政巡检人工收集的

数据量有限，数据处理能力不足，且

缺乏系统化的分析手段， 难以实现

精准管理和预防性维护。 此外，在传

统市政巡检场景下， 巡检人员在某

些危险区域或恶劣天气条件下作业

时存在一定风险。

为解决上述问题， 相关部门开

始推动智慧市政巡检场景落地。 黄

野青说：“我们发现，智慧市政巡检

场景的落地可以显著提升巡检工

作的效率和准确性。 同时，在智慧

市政巡检场景下，通过实时数据收

集与分析，可以对市政设施状态的

实时监测， 及时发现并处理问题。

此外， 在智慧市政巡检场景下，通

过训练人工智能大模型 ，管理人员

可以从海量数据中提取有价值的

信息，帮助管理部门做出科学合理

的决策。 ”

多种技术成就智慧巡检

智慧市政巡检场景落地， 离不

开

AI+

无人驾驶技术。“我们打造了

应用于城市治理的无人驾驶市政巡

检网格车（以下简称‘无人驾驶巡检

车’），结合智能网联车城网平台，通

过通信技术的综合运用， 不仅让智

慧市政巡检场景变得更加高效可

靠，还能极大降低维护成本，提高城

市管理的现代化水平。 ”黄野青说。

在智慧市政巡检场景下， 巡检

工作是如何开展的？ 数字政通城市

运营大数据中心方案部经理朱康特

介绍，在智慧市政巡检场景下，通过

高精度地图和定位技术， 无人驾驶

巡检车能够实现自主导航、 自主规

划最优行驶路线， 并根据实时交通

状况调整行驶路径。 后台管理系统

可以远程监控车辆状态和车辆周围

环境， 必要时可通过远程操作进行

干预。

同时， 车上还配备了多种传感

器装备， 包括高清摄像头、 激光雷

达、超声波传感器、毫米波雷达等，

用于环境感知和障碍物检测。“通过

这些传感器， 能够实时收集道路状

况、 设施损坏情况、 环境变化等数

据。 ”朱康特说。

数据采集完成后， 依靠图像智

能识别和视频分析技术， 无人驾驶

巡检车能够自动识别异常情况 ，如

道路破损、路灯不亮等。“为了保障

高效的数据处理和传输， 车上内置

了支持

AI

算法运行的高性能计算

单元， 可以快速处理传感器数据并

作出决策；车辆还支持

4G/5G

通信，

能够保证数据实时传输至云端或指

挥中心。 ”朱康特说。

“在智慧市政巡检场景下，多

种技术的融合应用使得无人驾驶

巡检车能够对城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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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全

天候的‘

CT

扫描’。 市政巡检变得

更加高效，增强了城市设施维护的

及时性，促进了城市资源的合理分

配，同时避免了巡检人员的安全风

险， 提高了城市管理的现代化水

平。 ”朱康特说。

此外， 智慧市政巡检场景落地

后，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巡检数据，这

些数据也为城市管理者提供了重要

的决策依据， 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

城市运行状况，优化城市治理策略。

应用场景不断拓展

据了解， 智慧市政巡检场景已

经在北京、天津、温州、福州、郴州、

芜湖、合肥、青岛等多个城市成功落

地应用。 不久前，智慧市政巡检场景

中应用的无人驾驶巡检车成功获得

了北京市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工

作办公室印发的《智能网联汽车道

路测试通知书》，正式获得北京市公

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颁发的道路测

试牌照。 智慧市政巡检场景正在逐

步推广和优化。

“下一步，我们计划将智慧市政

巡检场景推广至更多城市， 特别是

那些对市政巡检有迫切需求的城

市。 除了市政巡检外，我们还将探索

无人驾驶巡检车在环卫清扫、 安防

巡查、交通管理等领域的应用，进一

步拓宽其应用场景。 ”黄野青说。

（吴叶凡）

新舟

60

人工影响天气

作业飞机交付验收

近日， 据中国气象局消息， 我国自主研

发设计的新舟

60

国家级人工影响天气作业

飞机通过专家验收， 作为中部人工影响天气

能力建设成果之一，正式交付湖北省气象局。

至此， 我国自主研发的人工影响天气飞机已

有

5

架， 标志着我国人工影响天气装备国产

化迈出重要一步。

国产新舟

60

飞机是现阶段我国高性能

增雨

/

探测飞机平台的主力机型。“此次飞机

交付使用， 意味着我国自主研发的人工影响

天气作业飞机整体规模和水平再上新台阶。 ”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研究

员徐祥德表示。

据介绍， 本次交付的飞机加装了大气探

测、催化作业、空地信息、任务集成等六大子

系统， 其中包括国内自主研发的大气探测采

集处理设备和集成软件， 具备大规模联合作

业、科学探测、空地协同通信能力，可实现探

测数据处理自主可控， 单次作业有效催化面

积可达

9000

平方公里，最长作业时间达

6

小

时。 这架飞机还新增了国产探头云

/

降水粒

子成像仪和结冰等级预警提示功能， 进一步

增强了作业精准性和安全性。 （付丽丽）

金坛储气库累计

注采气超

130

亿立方米

近日， 我国首座盐穴储气库———金坛储

气库累计投产注采气井

40

口，工作气量达到

10.5

亿立方米， 累计注采气突破

130

亿立方

米，累计采气

58

亿立方米。

金坛储气库坐落于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

直溪镇， 由国家管网集团储能技术公司运营

管理，储气库设计库容

26.39

亿立方米、工作

气量

17.14

亿立方米， 设计注采气井

75

口，

分两期建设。 目前，金坛储气库正大力推进二

期工程建设， 二期工程计划每年投产

2

至

4

口注采气井，计划

2035

年前全部完工。

“金坛储气库以提升应急调峰能力为着

力点，推进实施地面扩能，日冲锋采气能力由

1500

万立方米提高到

2500

万立方米。 ”国家

管网集团储能技术公司执行董事、 党委书记

赵罡说。

据介绍，金坛储气库具备“随注随采”的

独特运营优势， 应急调峰保障范围涵盖苏、

浙、沪、皖

4

省（直辖市）

14

市

74

县。 投运

17

年来，该储气库平均每年注采气

4

至

7

轮次，

有效平衡天然气主干管网管输压力， 有力保

证华东地区天然气稳定供给。 其天然气保供

量相当于替代标煤

763

万吨、 减少二氧化碳

排放超

800

万吨，为助力国家“双碳”目标实

现、保障社会生产生活用气需求、优化长三角

地区能源结构发挥了重要作用。 （刘园园）

全球公称吨位最大液压机

项目开工

近日， 据清华大学天津高端装备研究院

（以下简称“清华天津装备院”）消息，该院总

体承接的西安三重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12.5

万吨多向模锻液压机及智能产线项目正式开

工。建成后，该液压机将成为全球公称吨位最

大的液压机，有助于航空航天、船舶、核电等

领域发展。

该项目总设计师、 清华天津装备院重型

装备技术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张磊介绍， 重型

多向模锻液压机技术复杂、建造难度大，团队

将采用钢丝预应力缠绕技术、 超高压技术以

及“正交预紧机架”技术等，解决其设计制造

中的诸多核心问题。

据了解， 该项目计划总投资

25

亿元 。

12.5

万吨多向模锻液压机拥有多向模锻和精

密模锻功能， 具备恒应变速率锻造模式等先

进控制模式， 是制造大型精密模锻件的关键

技术平台。

据悉， 清华天津装备院重型装备团队在

大型航空模锻

/

等温模锻液压机， 以及大型

锻件精密模锻生产工艺方面有长期积累，自

完成

4

万吨航空模锻液压机以来， 先后在我

国航空锻造领域完成

6

万吨模锻液压机 、

3

万吨等温模锻液压机、

1200

吨蒙皮拉伸机等

重大装备。 （陈曦）

图片新闻

无人机装备

吸引眼球

在珠海举行的第十五届中

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上，一

批先进国产无人机和反无人机

装备集中亮相。

图为

11

月

13

日，观众在航

展现场内观看多款无人机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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