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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舵 上海公交车越来越“聪明”

车载GPS启动“慢热”

一些乘客发现，公交车到站时间预报不够准。
比如，刚显示“等待发车”，突然车子就停到了面

前，猝不及防；说好 3分钟后到站，可时间已到，却
继续显示“还有 2站，约 3分钟”。

考虑到路况等因素，尤其是早晚高峰期间，预
报调整几次，不足为奇。但是，车辆有时刚刚开出

始发站，受拥堵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较小，为什么

预报也会不准呢？“这与车载 GPS的‘慢热’有关。”
久事公交集团信息管理部经理杨复彬解释，公交车

等待发车时一般都会熄火，GPS定位设备也相应停
工，等到重新发车再恢复。冷却的发动机在升温过

程中，GPS要经历一段适应期，才能开始工作。这一
小段“时间差”，影响了进站预报的准确度。

只靠GPS先天不足
“上海主动选择到站预报的高难度模式，是想

提供更精准到位的出行服务，让乘客知道具体要

等多久。”杨复彬说，“况且，GPS技术有先天不足。
一旦进入隧道等封闭环境，没了信号，后台就会与

车辆短暂失联，暂时丧失预报功能。”
他补充说，高架桥下的 GPS信号也比较弱。比

如，主要在延安路高架下方行驶的中运量 71路，仅

凭车载GPS很难持续定位。“我们在沿途引入 RFID

（射频识别）技术辅助定位，并增设了许多 GPS信号

增强器，确保 71路的到站预报准确率。”

杨复彬分析，“站次预报”完全依赖 GPS数据，
“时间预报”则在此基础上，做大量运算、处理和分

析，继而建立模型，努力给出更精确的预测。

预报准确率提高3%

杨复彬透露，上海公交实时到站信息预报的
准确度，去年为 88%-89%，今年提高到了 91%-

92%。“道路拥挤状况难以预测，预报不可能百分
百精确。”他坦言，准确率接近九成，已经很不容

易，再每升 1个百分点，都是难上加难。
3%的进步，得益于一项技术改进———所有发

车屏全部升级，与调度室电脑和中途站预报屏同

步连接。“这就解决了发车阶段 GPS的‘慢热’问
题，后台无需再等 GPS提供数据，只要根据发车屏

来预报发车时间。”杨复彬强调说，信息预报等各
类公交智能化系统，都离不开一个坚强后盾———

久事公交集团今年 3月投用的全新数据中心，存
储容量由 140TB提升到 900TB；带宽由 200M提

高到 450M；运算能力涨了几倍。
精准预报时间，需要海量运算，对数据存储与

计算能力要求很高。“比如，今天是周一早高峰又
遇到下雨，后台就会去数据库寻找相似的关键词。

存储量越大，有价值的数据越多；运算能力越强，
越快找到。由此建立的模型就越完善，预报准确率

也会水涨船高。” 首席记者 曹刚

安全头枕音响
9月 26日，15路成为首条全线试点“安全头

枕”的公交线路。如今，全市已有千余辆公交车安

装了这个会“说话”的头枕，涉及 60多条线路，进

博会场馆周边 935辆车均完成安装。

车辆安装了安全头枕后，一旦驾驶员出现抽
烟、闲谈、玩手机、不系安全带等违规操作及打哈

欠、长时间闭眼等危险状态，头枕就会发出“注意
安全”“专心驾驶”等语音警示；驶入重点路段或

示范站点时，头枕也会及时提醒“谨慎驾驶”“规
范停靠”。

“安全头枕”是驾驶行为分析预警系统的延
伸。去年 8月至今，本市 3000多辆公交车安装了

该系统，可实时监测驾驶员表情和驾驶行为，自
动识别违规小动作，行车事故显著下降。

快充监护系统
9月 27日，首批 10辆新一代超级电容车在

公交 26路投运，4座智能充电弓同时启用。它们

背后的公交超级电容快充技术，属世界首创———
起讫站和充电站合二为一，驾驶员一键自动操

作；充电 3分钟多开 10公里，续航里程从 5-6公
里增至 30公里。

上海交通投资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研发部经

理杨忠玄介绍，与之配套的快充监护系统，也是
新亮点。“基于 4G无线通信，充电信息会及时汇

总到现代交通集团的供电调度指挥中心，实现本
地无人值守、远程集中监控。”他说，系统会自动

统计数据、预判故障、发现问题；后续还有利于跟
踪充电站运营，深入研究快充技术，为制定超级

电容公交车的营运技术规范提供数据支撑。

舒适度预报
两个多月前，公交 99路多个中途站的预报

屏上，出现了几个小人图标。数量从 1到 3，分别

对应“舒适、适中、拥挤”。这是继两年前 71路新
增乘车舒适度预报后，试点的新技术———基于图

像捕捉技术的乘客密度分析。
71路靠车载客流采集机计算上下车人数，经

上传、分析，换算出舒适度。“新技术不用加装采集

设备，更适合大范围推广。每次车辆出站 30秒后，
由多个车载探头实时拍摄车内画面，后台再结合神

经网络预测模块和空间密度算法，得出乘客密度，
也就是拥挤程度。”巴士一公司营运信息部主管葛

佳解释，预留 30秒，是为了等乘客坐稳站定，拍摄
效果更佳。“新技术既为乘客出行提供便利，也对调

度员调整发车频次、优化平衡车距有帮助。”

环保墨水屏
去年 9月，实时到站信息预报服务已覆盖上

海中心城区所有“有电站亭”，其他站点的供电问

题一度成为瓶颈。首届进博会开幕前夕，久事公交
尝试在无电中途站推出墨水屏电子公交站牌。墨

水屏运用太阳能充电及双电池供电技术，在缺电
的公交站台也能使用，功耗低、简洁美观、绿色环

保；前置导光源夜间还能带来舒适的阅览体验。

依靠全新技术，实时到站信息预报的推广速
度加快。截至今年 9月底，中心城区已建成 5593块

预报屏，其中墨水屏多达 3624块（站亭 1593块、站
杆 2031块），顺利完成 2019年上海市政府实事项

目“推进 215条公交线路实现中途站点实时到站信

息预报服务”的目标。

首席记者 曹刚

    久事公交集团现有新能源公交车 3500多辆

（约占车辆总数的 45%），包括纯电动、超级电容、
双源无轨和插电式混合动力等多种类型。每一辆

都安装了车载终端（T-Box），将车辆健康状态的
详细数据，不断发送到今年初成立的智慧机务保

障中心。那里有一套功能强大的远程监控系统，
像一位敬业的“健康管家”，经历多次技术调试和

升级，“医术”日益精湛。客修公司副总经理胡军

介绍，与传统柴油车相比，新能源车具有电气化
特征，更适合通过车载终端来实现远程监控。

发现“亚健康”

在位于上海巴士客修公司的智慧机务保障
中心，大屏上不断跳动着所有新能源车的实时状

况。十几名工作人员各司其职，紧盯各种数据。其
中重要一项，是报警级别。

胡军介绍，车辆故障会触发报警。“共分三
级。三级最严重，可能导致火灾、触电、失控等，必

须立即响应。”一旦“健康管家”监测到电池高温、

整车绝缘等 14种三级报警，会通知车辆尽快疏
散乘客，回厂排查故障。

“平均每月能监测到约 10次三级报警。中低
级别故障，也不能掉以轻心。”胡军指出，“健康管

家”的周到之处，在于不仅能诊断大病，还能发现
“亚健康”。“去年，一辆车的直流电表突然烧坏，

后来回看厂家的监控记录，发现铜丝早已松动，

没及时发现亚健康状态，最终导致元器件短路。
所以，建立统一的远程监控系统，很有必要。”

排除“误报警”

屏幕上，当天的报警数量不断更新，三种级
别报警每天加起来多达上万次。面对海量数据，

“健康管家”忙得过来吗？“这就需要监控系统和
工作人员分工合作，共同排除各种‘误报警’。”胡

军解释，车载终端比较敏感，能感受到车内外的
轻微变化，可能因此误报警；有些电波干扰，也会

产生无效数据。“打个比方，正常人由于休息不佳

或情绪波动，血压会突然升高。这都正常，无需特

殊治疗，会自行缓解，公交车也有类似情况。”

胡军指出，分辨报警真假有个基本原则：同
一辆车在短时间内连续出现 3次及以上的同一

级别报警，就会触发预警流程。”此外，后台工作
也很重要，要通过初步梳理和分析，判断报警的紧

迫程度。例如，电池温度异常引发报警后，相关数
据多达几百组，都需要快速浏览比对再做决策。

找出“重病号”

如果多辆抛锚车同时求助，哪辆车“病情”最
重，“健康管家”会立刻判断，优先安排抢修。胡军

解释，抛锚原因较多，可能是低压电瓶匮电、胎压
异常、雨刮器或转向灯损坏等常规故障；也可能

是整车绝缘等三级报警，易导致电子元器件损

坏，甚至引发火灾。“驾驶员很难马上找到症结，
远程监控系统就能发挥优势，快速查阅这辆车此

前的报警记录。”胡军说，一旦确定故障较严重，
就启动最高响应级别，调配车辆优先抢修。

有些突发故障，司机还没发现，“健康管家”
也会及时报警。前不久，一辆新能源车突发三级

报警，应急响应迅速启动———驾驶员靠边停车、

疏散乘客、切断电源。经查，一组动力电池箱外壳
受损漏液。“是底盘被剐蹭所致，会造成电池高温

或短路，驾驶员无法及时察觉，也不可能中途停
车再钻到车底查看。”胡军说，“还好远程监控系

统明察秋毫，避免了事故。” 首席记者 曹刚

助力申城智慧公交

智慧云

“健康管家” 服务 多辆新能源公交车

申昆路枢纽，与国家会展中心（上海）相隔约
5公里，是距离进博会主场馆最近的一座公交枢
纽站。由中运量车队会议室改建的久事公交集团
进博会前线指挥中心，连续两年圆满完成了进博
会所有公交接驳线和应急线的调度指挥工作。
“借助全新升级的‘进博会调度监控指挥系

统’，我们不需要赶到第一现场，就能解决应急调
度和管理等工作。看得见，听得着，指挥得了。”前
线指挥中心指挥长邹碧伟解释说。

墙上“九宫格”守护无死角
指挥中心内，15个坐席分列三排，久事公交

5家运营分公司和闵行客运、青浦公交的联络员

坐首排；场站、信息、机务、安全督导、人事保障等
岗位在第二排；1名操作员和 2名指挥员坐镇第

三排。所有人都聚精会神地忙碌着，目光在自己
面前的电脑和墙上的超宽大屏之间来回切换。

长 6米、宽 2.3米的大屏幕，从左到右被分成

三个区域。左侧的“九宫格”，实时播放 9幅视频
画面，囊括 P1、P5停车场内部及周边道路的实

况。这两处，正是进博会接驳线和应急线的主要
停车场所。一年前的同一个屏幕上，还只有“四宫

格”。
“相关监控设备，从去年的 4个可移动摄像

头，增加到了 10个固定式和 2个可移动式，拍摄
精度也从标清升级到了 1080P高清。”今年国庆

节前就到指挥中心参与调试演练的张震说。他来
自久事公交集团信息管理部，进博会期间常驻第

二排坐席。
“去年公司专门安排人手，推着可移动探头，

在停车场周边的重要区域或路口之间来回奔

波。”张震补充说，“今年的智能监控水平升级后，

既解放了一部分人力，又能保障我们多角度、全
方位地掌握前方动态，几乎 360度无死角。”

电子双地图“看透”人和车
屏幕中间部分，是指挥系统的主窗口，电子

地图上用不同颜色画出了进博会的核心区域。警

戒区、控制区、引导区内，所有常规公交线路和应
急、接驳车辆，几点几分进出场，开到了哪里，都

一目了然。操作员只需轻点鼠标，就能选择其中
任意一辆车，调用每个车厢标配的 8个摄像头，

查看车内外实景。

当有车辆出现“大间隔”或“营运异常”等突
发情况，大屏幕上会立刻跳出提醒，指挥中心随

即调配应急人员和就近的路救车辆赶去支援。张
震透露，路救车今年也有技术升级，都加装了全

新的 GPS设备，抢修速度进一步提升。
与前一张地图重点“看车”不同，屏幕右侧的

电子地图主要“看人”。正在一线各点位的管理人
员，化作图上一个个醒目的小绿点。帮助他们“变

身”的，是每人配备的一个长相略显奇特的扁平
状对讲机———头顶三根短天线，自带一块液晶

屏。

“在 4G网络的支持下，通过机器自带的摄像
头，前方可以随时与指挥中心视频对话。”邹碧伟

一边介绍，一边开始现场演示，发回的画面和声
音十分流畅清晰。

这款神器一年前初显身手，在首届进博会的
交通保障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的使用规

模扩大，从 70多个增加到 300多个。

“一屏看天下”确保“5个零”

连续两年，指挥中心都完成预定目标———进
博会核心区域“安全零事故、服务零投诉、车辆零

抛锚、保障零差错、指挥零失误”，离不开大屏幕
及指挥系统的有力保障。

上海公交近几年的智能化水平越来越高，其
中，“一屏看天下”是缩影。

距离指挥中心一步之遥的中运量车队调度

监控中心里，就有一块高清大屏———“目力”遍及
71路每一辆车和沿线每一站，画面即便放大几

倍，电子站牌上的小字仍清晰可见；实时显示“当
日运行平均车速”，统计“站间平均行程时间”，并

与前一天的数据做柱状对比；当日计划班次、完

成班次和出车率也都一览无余⋯⋯

大屏有利于迅速处置各类应急状况；日积月
累得到的大量数据，还对公交线网、服务、时刻表

的优化提供了重要依据。目前，久事公交集团及
其所属运营、场站管理、车辆维修和供电保障等

公司，都有各自的智能大屏和监控指挥系统。
最大、最先进的一块，位于集团智能分析指

挥中心，足足 40平方米。“巨无霸”背后有一片

“智慧云”，由“云全景、云监控、云指挥、云智库”
四个模块构成。

进博会调度监控指挥系统，属于“云指挥”模
块，能远程应对突发事件、协调大型活动用车；

“云全景”实时反映所有线路、车辆、驾驶员、停车
场、站点的情况，还能查看任意一辆车的全生命

周期档案，包括购买、配置、能耗、维修等信息；有
了“云监控”的支撑，才能全面实现各类行业监管

指标———从首末班车准点率、起讫站发车准点率
到班次执行率、运营里程执行率；“云智库”模块

则包含复杂的到站预报、乘客密度、线路优化等
综合分析，基于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等新技

术，为公交运营提供决策参考。

首席记者 曹刚 实习生 邵颖

微信扫描公交站牌上的二维码，查询“上海公交”APP，看车

站电子显示屏，这些都可以轻松知晓下一班车的到站时间。 预报

公交车到站时间在上海已经常见，但乘客不知道的是，其他城市

多为“站次预报”，而上海在全国率先挑战“时间预报”：不但锁定
下一班车位置，还要告诉乘客“几分钟后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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