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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胡国华
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主

持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
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规划
项目等多项科技项目。作为骨
干成员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中央高校优秀青年
团队项目等纵向课题。连续两
年主持上海市绿化指导站、国
际可持续发展中心横向项目，
利用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服务
于城市可持续发展。

带着几位学生和团队成

员，再带上一架无人机，从闵

行区“逛”到青浦区。小飞机

飞得并不高，最多两棵行道

树的高度。“玩”这活儿的，是

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

院、自然资源部超大城市自

然资源时空大数据分析应用

重点实验室的副教授胡国

华，他也是国际欧亚科学院

院士和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

黎夏教授领衔的超大城市自

然资源多维监测与时空演变

分析科研团队的青年骨干。

【人物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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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低空采集数据
智能管理城市行道树

胡
国
华

工信部发布的《中国低空经

济发展研究报告     》指出，代

表新质生产力的低空智联技术

将与低空空域和低空市场等相

关要素发生作用和联系，从而带

动低空基础设施建设、设备制造

以及运营服务等领域发展。

根据业内预计，到    年，

低空经济对中国国民经济的综

合贡献值将达3至 万亿元。作

为低空经济“基底”的无人机遥

感技术，现已在林业普查、智能

测绘、电力巡检、能源监测、公安

稽查等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特别是与当前最新人工

智能  技术的结合，给相关行业

应用带来革命性的提升。华师

大团队将航天卫星、无人机遥感

及近地面实测等多源大数据与

人工智能数据挖掘技术融合，实

现实时、高精度的城市自然资源

要素监测模拟与精细化制图。

通过遥感与人工智能   技术赋

能，将为城市管理提供智慧决策

支持，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数

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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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于 新 质 生 产 力 的 探 索 与 思 考

五月五日午时，缚艾人，
采药物，食角黍，浮菖蒲雄黄
酒，小儿以雄黄抹额，系百索
于臂，皆云辟邪……这是地
方志史料中对于上海地区端
午习俗的一段描述，其中许
多听上去有些陌生的民俗再
度出现在我们身边。刚刚过
去的端午节，上海举办了多
达   项假日文旅活动，非
遗文化活动成为其中一大亮
点。在传统文化强势复兴的
背景下，文旅节日越发成为
传统民俗继承、发扬的重要
载体。

上海地区端午节有哪些
特色民俗？在大多数人的概
念中，无外乎赛龙舟、吃粽
子、佩香囊，事实上远不止这
些。上海地区明朝就有端午
插艾叶、挂菖蒲的习俗。通
常将艾、榕、菖蒲用红纸绑
成一束，然后插或悬在门
上。食“五黄”也是江南端
午节必不可少的习俗之
一。五黄是指：黄鳝、黄鱼、
黄瓜、咸鸭蛋黄和雄黄酒，
古人认为有克毒辟邪的作
用。其他习俗还包括与粽
子煮蛋、投壶、“射五毒”、彩
线缠臂、雄黄点额等。

这些丰富多彩的端午习
俗，不仅是中华千年端午文
化的传承，还融入了许多上
海地方特色的烙印。例如龙
舟竞渡，在上海就分两种，一
种叫作“竹快”，另一种叫作

“毛快”。“竹快”船身上色鲜
艳、彩旗高挂，类似于“水上
花车巡游”，除了比美之外，
船上还会站人比赛对山歌。

“毛快”则是常见的龙舟竞
速，只不过多了奖品——一
艘装着绿头鸭与美酒的小
船。随着时代变迁，如此丰

富的端午民俗传统，如今大多已简化或消失，
成为老上海的回忆，或是文献中的记载。

习俗变迁消失的原因很复杂，有的是社
会发展的正常结果，例如雄黄酒被证明有毒
性，其淡出日常生活也在情理之中。但更多
的情况是，传承民俗的载体正逐渐消失。历
史上，节庆民俗起到了祭祀、社交、娱乐、养
生等等重要的社会作用。但随着步入现代
社会，这些应用场景大多已被替代或淘汰，
失去载体的民俗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很难延续。

经历时代变迁，人们逐渐意识到，民俗传
统在增进集体意识与文化认同上的重要性
无可替代，背后更是深藏传统文化演进的历
史，是了解中华文明脉络的重要窗口。可喜
的是，随着近年来全社会对于传承、保护传
统文化的重视程度日益提升，为传统民俗寻
找新载体的探索一直在延续，赋予其新时代
的使命与意义，假日文旅活动就是一种很好
的方式。

在刚刚过去的端午小长假，上海各区不
约而同地举办了大量节庆活动，重新挖掘民
俗传统的价值。在普陀区上海环球港，外国
友人被邀请参加裹粽子、投壶等活动，众多商
家也策划多个针对亲子家庭的端午特色活
动，将对外文化传播与少儿教育的作用融入
其中。在浦东沪东新村街道举办的端午传统
民俗游活动中，融合端午习俗、国潮非遗、传
统手作、互动体验等元素，打造传统节日新玩
法，让居民在特色活动中沉浸式感受端午节
的文化内涵和民俗魅力。

赓续中华文明传统民俗、留住地方文化
珍贵基因，是我们的共同责任与使命。除了
加大力度开展挖掘研究之外，为其找到新载
体同样重要，期待传统节日的文旅活动能够
在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让更多民俗传统不
仅存在于史料记载，而是成为活着的历史，与
时代共同进步。

无人机成为城市树木“侦察兵”
遥控着无人机，在大都市的行道树顶

上飞来飞去，看似“好玩”，却是一项极具前

沿科技含量的科研项目——《基于无人机

遥感的2种城市行道树常见病虫害 AI识

别与监测技术研究》。

“我们是城市树木的‘侦察兵’。要知

道，城市悬铃木发生病虫害是个常见问

题。如何快速发现、快速检测、快速除虫一

直是个难题。”胡国华说，悬铃木发生的主

要病害为白粉病，一般在每年4—6月以及

9—10月发病较重，以叶片、新梢受害为

主。发病早期受害叶片表面形成轻微片状

小白斑，后期严重时叶片正反两面可布满

厚厚白色粉层，嫩叶皱缩卷曲，新梢萎缩变

形，叶片提早枯黄脱落。

还有一种主要虫害为方翅网蝽，它主

要以成虫和弱虫聚集在叶背上刺吸植物汁

液为害，使叶面组织失去水分，在叶片正面

形成发白褪绿的斑点，且排泄物及若虫蜕

下的皮层附着在叶片表面形成密密麻麻的

小黑点，从而抑制光合作用，严重时造成叶

片枯黄提早掉落，并容易造成木腐菌和白

蚁等二次危害。

由于这两种病虫害扩散迅速，传统的

调查方法难以及时跟进，这时，无人机航拍

就派上了用场。

“你只看一次”实现快速识别
胡国华团队的任务是利用无人机实地

采集数据，这契合了当下发展低空经济的

创新路径。他说：“作为低空经济基底技术

的无人机遥感提供了快速、实时的城市行

道树监测数据，而我们研发了基于人工智

能的检测技术，在此基础上实现城市行道

树病虫害自动识别。其核心算法是

‘YOLOv8模型’，全称为‘YouOnlyLook

Once（你只看一次）’。这是一种用于计算

机视觉任务的对象检测算法。与传统的对

象检测方法不同，YOLO将对象检测视为

一个回归问题，直接在单个网络中预测边

界框和类别概率。YOLO将输入图像划分

为相应的网格，每个网格预测若干个边界

框和对应的类别概率，每个边界框包含5

个元素：x、y、w、h和置信度。其中x、y是边

界框的中心坐标，w和h是边界框的宽度和

高度，置信度是网格中包含对象的概率和

预测边界框准确度的乘积。这套技术，速

度快、准确率高、能够检测出图像中的多个

对象。”

“通俗地说，我们的一架无人机升空

后，单次可以飞行15分钟左右，下面五六

平方公里内的行道树的实时图像都尽收

眼底了，拍成的照片经过数据分析，最快

5分钟就能识别出结果，哪些是病树、哪

些是健康树，能立即生成准确的报告。”胡

国华说。

开展行道树管理数字化转型
胡国华表示，发展新质生产力首先在

技术创新上要有“质”的突破与飞跃。他们

团队与上海市绿化管理指导站紧密合作，

正致力于开展行道树管理的数字化转型，

推动城市树木数据提取及数据库建设技术

的发展。此项创新成果，是他们自然资源

部超大城市时空大数据分析与应用重点实

验室的重要突破之一。

“作为中国经济总量最大的城市，上海

在集聚人才、资金、技术和数据等各类新质

生产力发展要素方面具有相对优势，但也

面临超大城市空间资源要素紧约束的掣

肘。因此，持续优化配置城市空间资源，是

强化新质生产力发展支撑保障能力的必然

要求。”胡国华介绍说，实验室通过融合新

一代3S技术、大数据挖掘分析技术、数字

孪生技术、人工智能与云计算技术，生产发

布了包括人口、气候、土壤、污染、土地等一

系列城市自然资源要素时空大数据精细化

产品，助力于城市智慧管理。

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因地制宜。时空大

数据分析应用，仿佛为超大城市发展新质

生产力插上了有力的翅膀。“我们整合无

人机遥感与人工智能技术开展上海市城

市行道树病虫害监测，正是其中的典型案

例。此外，实验室还与上海市应急管理部

门深度合作，建立了具有预报、预警、预

演、预案功能的上海市城市洪涝预警预测

应急管理系统。将数字孪生引擎与水利

模型深度融合，实现物理与数字空间的精

准映射，满足淹没分析、洪水推演等数字

化场景的模拟需求。这些案例不仅仅是

对无人机遥感、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的

应用，也是对新质生产力的促进和发展。”

胡国华说。

本报记者 王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