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轨交 15号线最后一对钢轨焊接 本报记者 徐程 摄

    本报讯 （驻临港记者 杨欢）

为满足临港新片区日益增加的用
水需求，提升临港地区供水格局，

提高供水安全保障，临港装备智造
区北部泥城镇范围内将建一座自

来水厂，供水规模为 20万吨/日，
投资约 11亿元，重点服务于新片

区南部区域，辐射整个临港地区。

作为重要市政设施项目，临港
水厂工程昨天已取得施工许可证，

将于近日开工。据悉，该水厂的原
水将从青草沙水源地引入，经由南

汇原水支线完成输送，采用混合、
絮凝、沉淀、过滤、臭氧活性炭等全

流程净水工艺，实现“常规+深度
处理”净水工艺结合，多屏障、多措

施确保供水水质。
上海城投兴港投资建设有限

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临港新
片区内有很多“用水大户”，临港水

厂建成后，不仅可以节省能耗、保
障用水安全，还可以更好地满足临

港高校及特斯拉、三一重机、新昇

半导体等企业的用水需求。
据了解，临港污水厂二期扩建

工程第二阶段工程和临港污水厂
排海管工程也于昨天取得施工许

可证。临港污水厂是临港地区唯一
的污水处理厂，日处理规模为 8万

立方米。二期扩建工程第一阶段工

程已于 2019 年 4 月开工，预计
2020年底建成，将增加 6万立方

米/日的污水处理能力；第二阶段
工程将再增加 6万立方米/日的污

水处理能力，预计 2021年底建成，
扩建后临港污水厂总处理能力将

达到日处理 20万立方米。临港污
水厂排海管工程是污水厂配套工

程，将新建两根垂直于大堤的排海
管，预计 2021年底与污水厂扩建

工程同步建成。据介绍，该工程在
海域段顶管一次顶进距离 2.6 公

里，是当前国内外已建或在建的最
长顶距的海下顶管之一。

原水引自“青草沙” 采用全流程净水工艺

临港水厂将开工
日供水20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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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些年，“汽车”的概念不断演

变，伴随 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
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推广，智能驾

驶正悄然改变人们的出行体验。今
年 4月初出台的《上海市促进在线

新经济发展行动方案（2020-2022
年）》，明确提出“大力发展新型移动

出行”，是上海发展在线新经济的
12个重点领域之一。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的过程中，“在线技术”的重要
性愈发凸显，新型移动出行的新趋

势、新链路、新模式逐渐清晰。

“擎天柱”领衔智能驾驶
拥有 L4 级全自动驾驶水平，

会一次性精准停车，还能与同伴近

距离列队行驶———上汽集团有一批
智能驾驶重型卡车，融合 5G、人工

智能、V2X（车联通信）等先进技术，
个个都像“擎天柱”。

当它们以 60公里/小时的车速
排队驶过东海大桥，彼此相距仅 20

米，而以往由人工驾驶过桥，重卡的

安全间距约 150米，显而易见大桥

通行能力提升；当它们进入集装箱
堆场后，停车一次到位的成功率为

100%，而以往即便是老司机也容易
开过头，再倒车势必影响装卸效率。

这批智能重卡去年获得上海市
智能网联汽车开放道路测试牌照，

上岗半年多，已在洋山深水港实现

小批量示范运行，全年预计可运输
2万个标准集装箱。

从上海深水港物流园出发，经
东海大桥到洋山码头，来回 72公里

物流环线，涵盖普通道路、高速公
路、码头、堆场等场景，经常迎接 7

级以上大风的考验。“擎天柱”们要
实现精确定位、停车和列队行驶，难

度相当大。桥上多雨多雾，外加海面
光线反射，会干扰车辆感知系统；缩

短间距，又降低了系统容错率，细微

失误就可能威胁车辆安全。
攻克难关的一大功臣，是精准

位置服务企业“千寻位置”的智能驾
驶专有服务 FindAUTO。“基于北斗

卫星定位和北斗地基增强系统，可
提供厘米级定位、视觉激光感知系

统和高精度地图，帮助智能重卡在

15秒内一次停到位，且不受气候、
光源等影响，保障复杂环境下的行

驶安全。”“千寻位置”智能驾驶架构
方案经理韩清华解释。

有“擎天柱”领衔，港区作业和
通行效率、环保及安全水平都大大

提高，上汽集团未来还将在洋山港
投入更多智能重卡。智能驾驶代表

了在线移动出行的“新趋势”———逐

步量产的智能汽车和越来越多自动

驾驶道路、园区、港区一起，助力中
国“新基建”，推动智能驾驶全产业

加速发展。

“北斗星”精准时空定位
在港区、矿山等特定场景，“千

寻位置”及其背后的北斗导航，帮助

“擎天柱”越变越聪明。而在整车功
能实现、封闭环境测试场、开放环境

示范区等应用场景，也出现了不少
解决方案。

就在昨天，“千寻位置”与广汽

新能源联合宣布，全球首款北斗高
精度定位智能车型上市，定位精度

达厘米级，不受视线遮挡、恶劣气候
等因素干扰，紧急制动预警、前向碰

撞预警等安全功能升级。今年内，6

款搭载 FindAUTO服务的车型将陆
续量产上市。

面向封闭道路测试区，“千寻位
置”建设“车、路、云、图”一体的

“V2X+北斗”高精度示范系统，为智
能驾驶测试平台提供“数据采集、仿

真注入、协同控制、测评分析”等多

项功能。这些功能的实现，都有赖于
即将完成全球组网的北斗三号卫星

导航系统。中国北斗全球系统最后
一颗组网卫星近期将发射，届时在

地球任何地方，都可享受到北斗导
航、定位、授时服务。

天上的“北斗星”如何“落地”，
服务地面各类应用场景？2015年诞

生于上海的“千寻位置”发挥了重要

作用。“基于北斗卫星的基础定位数

据，我们在全国建了 2600多座地基
增强站，运用自主研发的时空智能

算法，推进北斗应用落地，为数亿用
户提供厘米级定位、毫米级感知、纳

秒级授时等服务。”“千寻位置”CEO
陈金培介绍。

上月，“千寻位置”宣布升级智

能驾驶战略，将建设严格高效的测
试标准、安全可靠的道路环境，推进

车路协同，保障智能驾驶量产应用。
随着北斗系统全球组网，以北斗导

航为代表的空间信息服务，成为移
动出行的“新链路”。

“三步走”聚焦集约模式
充分利用集约化在线平台，是

移动出行运营的“新模式”。市经信

委透露，上海为集约化移动出行制
定了“三步走”战略：2021 年前，聚

焦网约车运营，为用户提供稳定的
运力保障和更好的服务体验，5 年

内力争投放 100 万辆；2021 年至

2025年，稳步拓展衍生业务，构建
出行生态，在智能充电、维修保养、

融资租赁等领域开展合作；2025年
起，致力于成为智慧出行的引领者

和智慧城市的推动者。
通过深度应用车联网等创新技

术，集约化在线平台可以全面保障
出行安全和乘车体验，还能通过精

准数据、边缘计算和不断完善的算
法，提升移动出行的智能化水平和

运营效率。比如，滴滴出行在 2016

年就组建了自动驾驶团队，2019年

8月升级为独立公司。滴滴近日宣
布，旗下自动驾驶公司完成首轮超

5亿美元融资，将加大研发与测试
投入，加深产业合作，推进在特定区

域开展自动驾驶载人应用，并适时
推动载人测试在上海落地，提升出

行安全和效率。目前，滴滴已在北
京、上海、苏州等地获得路测资格，

并取得上海首批智能网联汽车示范
应用牌照。 首席记者 曹刚

    本报讯（首席记者 曹刚）今天

上午 9时 45分，在轨交 15号线姚
虹路站，中铁二十四局集团有限公

司承建的轨交 15号线“顾村公园
站-桂林路站”轨道工程最后一个

钢轨接头完成焊接，施工人员用打
磨机细心打磨最后一条焊缝。而此

前的 6月 6日，中铁十一局集团有

限公司承建的轨交 15号线“紫竹高
新区站-桂林路站”正线最后一对

钢轨焊接完成。两家轨道施工单位
成功“会师”，标志着轨交 15号线今

天实现全线轨道贯通，为后续机电
安装专业施工、车辆调试奠定了坚

实基础，2020年底有望建成。
轨交 15 号线全长 42.3 公里，

起始于紫竹高新区站，终点为顾村
公园站，途经闵行、徐汇、长宁、普陀

和宝山，共设 30座车站，均为地下
车站。建成通车后，轨交 15号线将

成为国内首条一次性开通最高等级
全自动驾驶的大运量轨道交通线

路，可与轨交 1、2、3、7、9、11、12、13
等线路换乘。

施工过程中，轨交 15号线轨道

工程广泛使用预制轨道板道床、预

制浮置板道床等引进自高铁的技
术，还使用新型自变形轮式混凝土

罐车、自变形轮式施工门吊，适用于
地铁隧道内多种复杂工况，比传统

设备的效率提高将近 60%。

目前，轨交 15号线正在组织轨
道精调、疏散平台、接触网等后续工

程的施工，确保按计划完成各关键
节点。

新时代汽车什么样？ 智能驾驶正悄然改变出行体验———

重卡间距20米全自动列队“跨海”

轨交15号线上午全线轨道贯通
全长 42.3公里，设 30座车站，年底有望建成

    近日，上海市智能制造特色

产业园区推进大会在奉贤区博物

馆召开。中智行 5GAI新一代无人
驾驶作为唯一一款智能交通高科

技产品应邀亮相，成为大会“智

行生态，智绘未来”主题的最好
注脚。

中智行是首家将中国自主品

牌车作为 L4 级别无人驾驶车队

主力车型的公司，其携红旗 H7无
人驾驶车队，向与会者展示了当

前最先进的融合 5G和 AI的无人
驾驶科研成果和应用。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影报道

“智行生态，智绘未来”新品亮相

在线新经济聚聚聚焦焦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