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能重卡“减员”运营测试启动
逐步开启主驾无人时代，有望提升东海大桥通行效率

让科技与人类共生
细看，中部绵延的山峰象征世界人工

智能大会的发展历程，呈现了大会主题从

“人工智能赋能新时代”到“智联世界 元生

无界”的演变；左侧描绘的是世界人工智能

技术从梦出发的地方：AI数学基础、图灵测

试，到今天的机器学习、数字孪生，到未来

的通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技术的创新

突破；右侧展示了上海人工智能产业五年

在创新策源、应用场景和产业集群等方面

发展的喜人成绩；顶部海洋展望的是科技

与人共生的和谐境界，以人工智能增进人

类共同福祉。

你可以从图中看到5年时光里大会对

“上海高地”建设的助力——从首届大会搭

建一流平台促进行业生态、交流前沿成果；

到后来展示应用示范，打造国际品牌；到如

今2022年，大会跨越产业边界，引领数字转

型，向着“上海高地”加速奔跑。

你可以从图中感受到上海对城市和人

工智能世界的空间理解——大会以“元宇

宙”为方向，借此表达上海将紧抓“元宇宙”

机遇，充分发挥人工智能赋能作用，共同加

速推动城市的数字化转型，依托元宇宙“催

生”出改善民生、改变生活的科技应用，打

造科技与人共生的和谐境界。

你还可以从图中读懂上海智慧办会、

创新办会的足迹——特别开发的元宇宙体

验专区呈现了云展“身临其境”的最优解决

方案，构建了超越现实的3D虚拟场景。元

宇宙让内容创意无拘无束，虚拟平台和大

会现场虚实共生。

AI助艺术家更好表达
“我们将技术作为工具，赋能给艺术

家。在这点上，人工智能是不能替代创作

的。AI更多是给创作者更加轻便、高效的

应用，或是更丰富展示能力的一系列新技

术形态，帮助艺术家更好地表达自己。”商

汤科技数字文娱事业部总经理栾青告诉

记者。

“过去大家认为，艺术和科技的结合主

要集中在设计领域。”“智会世图”的作者邱

志杰说，“而现在，大家意识到，纯艺术是基

础研究，就像科学是基础研究一样，于是人

们希望从纯艺术领域中去探索科学技术。”

在邱志杰看来，科学艺术不仅是相互融合，

而且本来就是一体。

在2022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举办的论坛

上，邱志杰告诉大家，几年来他画地图、做

学科，通过实践观察人工智能和艺术互动，

觉得是大有可为的。“曾经，摄影术出现在

艺术界的时候，逼得很多肖像画的画家下

岗。人们开始思考，该去画什么样的作品，

是摄影技术不可取代的。于是，世界拥有

了梵高、毕加索……今天，人工智能起的作

用就像当年的摄影技术一样，把一些艺术

家逼到悬崖上，如果他们不想‘摔死’，那就

只能长出翅膀。”

本报记者 郜阳

大型艺术画作从虚实影像中展现人工智能发展史

元宇宙有“山”亦有“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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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标准化
将创造更多可能

无人驾驶的商业化图景正渐渐明晰。

昨天，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之智能驾

驶论坛上传出消息，东海大桥智能重卡“减

员化”运营测试正式启动“减员”，这意味着

两车编组的智能重卡将在第二辆车主驾驶

位没有安全员的情况下在东海大桥上运

输。到今年底，该项目有望实现五车编组，

头尾两辆车配有安全员，中间三辆集卡真正

“空无一人”。

“减员”底气
来自300万公里场景验证
友道智途CEO王瑞介绍，所谓“减员”，

指的是不断减少智能重卡中安全员的数量，

最终实现真正的“无人驾驶”。今年7月18

日到8月18日，友道智途旗下的智能重卡在

东海大桥上完成了第一阶段有安全员的压

力测试，实现1500公里安全员零接管目标，

并顺利通过第三方评审。接下来逐步开启

主驾无人时代。

上海港是世界级大港，集装箱吞吐量连

续十二年位居全球第一。洋山深水港作为

上海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上海打造“国际

航运中心”的主阵地。随着长三角一体化经

济的高速发展，洋山港进出集装箱量持续增

长，作为洋山港唯一陆路集疏运通道的东海

大桥，可以预见其通行压力将持续加大。

实现“减员”后，智能重卡24小时一拖四

5车编队跟驰的运输作业，将提升东海大桥

30%-40%的运营效率，突破洋山深水港、东

海大桥的大运量运输瓶颈，加速港口物流智

能化建设。目前，L4级智能重卡在东海大桥

上累计运营里程已超过300万公里，累计完

成超10万标准箱转运。友道智途在港口、市

政环卫、园区物流场景、智慧公交等场景也

在加速实现自动驾驶商业化落地。

自动驾驶技术得以大规模商业化落地

的首要前提是安全可靠。“减员”的底气是，

背后的算法已经过300万公里的真实场景验

证，并通过全链路自动化数据闭环，加速提

升自动驾驶系统的升级迭代。即使在强风、

暴雨、浓雾等极端天气以及面对东海大桥多

车混流、换道超车及绕行等场景，也可满足

安全平顺性的拟人化规划控制，确保车辆在

全天候各种真实的环境中均能做到精准识

别，精确控制。智能重卡成为目前商用车自

动驾驶领域唯一通过公安部安全等级保护

三级测评的产品。

四大示范区
展现智能网联汽车未来
上海在国内创新布局“全车型、全出行

链、全风险类别、全测试环节和融合新基建

基础设施”的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场景，打造

了错位互补的四大测试示范区。嘉定区定

位打造“L3+高度自动驾驶创新示范区”；临

港新片区定位打造“未来交通新模式创新示

范区”；奉贤区定位打造“全出行链智能驾驶

创新示范区”；浦东金桥区域定位打造“融合

交通基础设施创新示范区”。

论坛上还发布了智能网联汽车创新应

用与发展成果。上海将结合东海大桥自动

驾驶测试专用道建设，以东海大桥智能重卡

等重点建设项目为依托，打造未来干线物流

高阶自动驾驶场景；结合临港新片区环湖一

路辅道智能网联汽车专用道建设，以“滴水

湖未来交通生态圈”为依托，打造未来城市

高阶自动驾驶场景。

随着智能网联汽车产业技术发展不断

深入、技术路线进一步清晰，高级别自动驾

驶汽车与无人驾驶装备的大规模应用亟需

技术标准的保驾护航。此次论坛上，三项长

三角智能网联汽车联合技术标准研究成果

发布，包括《智能网联汽车无驾驶（安全）员

测试技术规范》《智能网联汽车高快速路测

试技术规范》《无人驾驶装备测试技术规

范》。此次发布将为长三角区域开展高快速

路测试、无驾驶人测试和无人驾驶装备测试

提供技术安全保障，探索产品准入地方标

准，进一步推动长三角区域交通一体化建

设，在全国范围内形成标准引领示范。

随着国家一系列相关政策的出台以及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革新，自动驾驶商用落地

驶入快车道。从东海大桥走向全场景“无人

化”，上海在智能驾驶新赛道上全力提速，共

同推进自动驾驶商业化落地，助力绿色智慧

交通体系建设。

本报记者 叶薇

新品 首款脑机接口医用产品
在“脑 ·机智能融合-让大脑连接未来”主

题论坛上，脑虎科技首次对外发布首款脑机

接口集成式颅顶半植入医用级BCI产品，及

高频脑电信号处理仪和软件算法云平台。产

品主要面向的两个市场：一个是以“脑计划”

为依托的科研市场，助力“脑计划”的基础研

究工具平台；另一个是明确医学价值的医疗

市场，针对渐冻症、高位截瘫、失明等适应症。

平台 探索一体协同治理体系
蒲 公 英 人 工 智 能 治 理 开 放 平 台

OpenEGLab亮相大会，目标打造系统、实用

的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基础设施，探索“规

则-技术-场景-评测”一体协同的人工智能

治理体系。此次共发布包括规则集、治理图

谱、风险展示、评测框架和行业方案五大部

分。规则集致力于构建全球治理知识库，目

前已收录约1500条标注规则文件，包括伦

理原则、政策战略、法律法规和标准等。

观点 标准化促进产业大发展
在“大爱无疆 ·元创力”论坛上，商汤科技

董事长兼CEO徐立表示，人工智能创新新范

式将帮助人类更快探索和发现未知，拓展人

类认知边界。他认为，人工智能落地要素从

底层的算力、数据、算法模型到上层的解决方

案和应用都形成了“标准化结构”。其次是

“标准化模型”，还需要协同和分工合作，即

“生产标准化”。

“无标准、不行业”，标准化将带来AI产

业化的大规模爆发。通过构建强大的基础设

施，生产高质量、标准化模型并进行复用，从

而实现“降本”；同时对模型生产的全流程进

行模块化管理，实现“增效”。徐立说，标准化

将让AI算法可以像搭积木

一样轻松组合、高效复制、

快速推广，促进AI

应用规模化落地，

创造无限可能。

本报记者

金志刚 郜阳

走进 2022世界人工智能
大会的主会场，你很难错过这样
一幅宽7.5米、高3.7米的宏伟
艺术画作。打开手机，按指示下
载“AR智会世图”App，神奇一
幕发生了——地图以鸟瞰全景
图的方式展开，逐渐隆起，在虚
实影像中展现人工智能发展史、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历程以及上
海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应用。
这幅地图名为“智会世图”

（右图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由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实验艺
术学院院长及教授邱志杰精心
创作，商汤科技用AI和AR为它
赋能，以庆祝大会的五周岁生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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