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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轨交  号线首个区间隧道开始施工

“无人驾驶”盾构机智能掘进
数智化项目
首次试点应用

伴随着隆隆的轰鸣声，盾构

机刀盘缓缓转动，上海地铁首条

采用“无人驾驶”盾构技术建造的

隧道——上海轨交21号线一期康

南路站—军民路站区间上行线盾

构在近日成功始发。该项目由申

通地铁建设集团建设，隧道股份

承建。与传统的盾构施工不同，隧

道股份上海隧道自主研发的“盾构

自主驾驶系统”融合了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技术，在精准感知施工信

息的基础上，赋予了盾构机自主判

断、自主认知、自主决策、自主控制

的能力。

轨道交通21号线是一条贯穿

浦东新区至宝山吴淞的南北向径

向市区线，全线采用地下敷设方

式，全长约28公里，设18座车站。

军民路站是21号线一期工程中首

个开工的车站，该隧道区间为21号

线首个始发盾构区间，此次推进的

上行线共计737.694米，也是隧道

股份上海隧道“智驭先锋”数智化

项目的首次试点应用。

据介绍，“智驭先锋”数智化项

目依托盾构自主驾驶系统及配套

的数智隧道管控平台、全寿命周期

设备管控平台，在上海首度实现盾

构机推进“无人驾驶”。盾构无须

工程师现场操作，依靠盾构内植

入的先进算法、感知系统以及远

在浦东塘桥的数字化管控中心，

盾构可自主完成包括施工掘进、沉

降控制、轴线控制等一系列复杂施

工作业。

“就像是为盾构植入了大脑、

眼睛和耳朵。”隧道股份上海隧

道“智驭先锋”数智化项目负责人

黄凯介绍，依托感知系统盾构可

以实时“看到”周围土体的变形数

据和地面沉降数据。通过这些

“大数据”以及具有学习功能的算

法控制模型，盾构可自主控制各

项施工参数，实现自动掘进，并自

动纠偏、调整姿态，实现长距离精

准前行。

顶尖专家
后方保驾护航

“整个过程不再需要人工参与

决策和控制，人的因素将不再影响

隧道施工的风险与质量。算法系

统的安全机制，会实时监控数据传

输的可靠性和指令控制的有效性，

有效提升了盾构施工的质量、安全

和效率。”黄凯介绍。

盾构机在隧道中“自主驾驶”，

后方会有顶尖专家为施工保驾护

航。在项目现场的数智盾构管理

中心，施工风险、工程质量、建设进

度、人员管理、仓储运输、设备状态

等关键信息均以数据化形式呈现

在大屏上，管理人员一目了然。“数

智隧道管控平台和全寿命周期设

备管理平台实现了盾构施工和项

目建设的全方位数字化、远程管

控。所有盾构施工数据，均推送至

后方管理中心，由盾构推进的专家

进行二次复核，确保无人驾驶盾构

的施工安全。”黄凯介绍，这相当

于为盾构施工上了一道“双重保

险”，确保无人盾构的施工安全。

本报记者 杨硕

让“韧性城市”不再遥远 吴宇桢

这个夏天，似曾相识的画面

又开始在全球上演：地中海度假

胜地罗德岛，游客拖着行李箱在

野火的烟尘中狂奔；在印度，洪水

一度淹没了泰姬陵外面的围墙；

流经欧洲多国的大动脉莱茵河，

再次面临高温干旱导致的水位下

降；根据最新研究，北冰洋预计最

早在本世纪中叶前后出现“无冰

之夏”……

人类和极端天气，恐怕正在

开启一场漫长的对峙。

在极端天气频发的背景下，

“韧性城市”这个词越来越多地出

现在全球视野中。面对不可预知

的风险，如何把人类居住的城市

建设得更有“韧性”已成为世界各

国关注的重大课题。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

委员会曾提出建设“气候韧性社

会”的四大步骤：评估气候变化影

响、脆弱性和风险；根据评估结果

制定适应规划；采取适应措施；监

测和评估适应情况。在国家的治

理实践中，由于各国国情不同，许

多城市都在摸索打造适合自己的

“韧性城市”路径。

但是，要让气候“韧性城市”

不再遥远，眼下仍有若干关键问

题有待国际社会共同解决。

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存

在巨大差异，其背后是发展水平

的巨大差距。正如中方日前所指

出的，要阻断气候变化向安全风

险传导，最根本的办法是从发展

入手，帮助发展中国家跨越发展

鸿沟，提高气候韧性和应对能

力。发达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

负有历史责任、法律义务和道义

责任，但发达国家关于每年提供

    亿美元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

气候变化的承诺，自    年确立

以来从未兑现。

这一全球气候治理困境的背

后，不仅是减排“气候雄心”的缺

失，更是“团结”意识的缺位。从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

都议定书》再到《巴黎协定》，全球

气候治理每向前跨出一步，都是

关于如何寻求合作和团结的艰难

博弈。要让“韧性城市”带给人们

一个有韧性的共同未来，人类应

当在“团结”这件事上，展现出足

够的“韧性”。

本报讯（记者 杨玉红）记者昨

日从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获悉，

2023年上海旅游节定于9月16日

至10月6日举办，将推出“经典复

刻”“惠民套餐”“艺述美好”“奇幻元

游”等十大板块“乐游上海”系列活

动，还将举办“乐游云购9·17”旅游

消费季，组织旅游景区门票半价惠

民等。

本届旅游节各项活动全面回归

线下，浦江彩船和苏州河彩船将齐

齐亮相，共同闪亮“一江一河”。在

暂别两年之后，流动的风景线——

上海旅游节花车也将重磅回归，自

9月16日起，旅游节花车队伍将分

别亮相五个新城和虹口、宝山等11

个区，国庆长假于临港滴水湖进行

环湖巡展。

本届上海旅游节还扩大了“朋

友圈”，在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

建等5省12市设立旅游节分会场，

相互赋能文旅繁荣发展。各分会场

举办地还将走进旅游节开幕式——

“浦江会客厅”，带来各地优质文旅

供给，共话深度融合发展。

为让市民游客能够时时处处参

与、感受、分享城市精彩生活，本届

旅游节还策划了百场包括“一江一

河”游览、建筑可阅读、非遗新体验、

演艺大世界、海派城市考古等在内

的文旅活动，推出千项“文旅+”和

“+文旅”的高品质文旅产品，推动

城市消费加速扩圈提频。

此外，今年旅游节还将策划推

出西岸文化艺术季、金秋住宿季、城

市生活季、品质服务月、陆家嘴文化

节、花园生活节、科艺欢乐节、东方

美谷艺术嘉年华等活动，玫瑰婚典、

唐韵中秋、茶文化旅游节等富有区

域特色的品牌活动也将焕新亮相。

上海旅游节将于9月  日启幕

暂别两年的花车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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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自动驾驶技术的汽车在道路上已经
屡见不鲜，如今在城市地下穿梭的盾构机，也
已经实现了自主驾驶“无人掘进”。直径 .  

米、2层楼房高的地铁盾构，无须工程师手动操
作，凭借其  算法和感知系统，即可自主决策、
自动推进，在上海地下掘出一条条地铁隧道。

新民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