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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一座钢筋混凝土的隧道，如果

肝胆脾胃——管片、结构、机电设备

有了损伤，它既不能自己呼喊、又无

法告诉旁人，那该如何是好？隧道股

份通过在隧道结构里面部署超过 300

套 5G 物联网感知设备，同时依托

STEC 云物联服务平台数据计算存储

支撑能力，于今年 7 月底全面实现对

大连路隧道设施关键信息的采集、解

析和接入。这些感知设备就像隧道的

“声带”，一旦发现异常，就“主动

发声、自由报警”，让管理人员及时

获知风险隐患信息，第一时间开展维

修处置。通过这项技术，隧道管理人

员不仅掌握了大连路隧道健康变化趋

势，还能根据数据预知、预判隧道健

康状态和潜在风险。

在全球智慧城市大会上，上海

联通智慧城市研究院院长陈燕芬女

士发表了题为《5G+AI 赋能数字城

市建设》的演讲，特别提到了大连

路隧道。她认为，在大连路隧道装

上物联网模块以后，可以实现隧道

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智慧城市化进程，不仅在既有城

市交通设施上融入物联网，使之智慧

化，更在于通过智能化手段应对各种

挑战。上海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每年

的梅雨季节、夏季，都有可能需要应

对汛情。隧道股份城市交通智能运管

中心今年完成了一个项目——“汛情

系统”。该系统实现了上海市内重要

点位的积水深度“智能探查、自动预

警”，为上海道路防汛防涝拉起了一

条“AI 警戒线”。其 189 套智能传

感器监控上海市管路网，防汛险情监

测预警达到秒传。

未来，随着 IDPS 建设的完成，

上海距离真正意义上的智慧城市将

又近了一步。

替代传统人工方式，为市民提供从

车位安排到费用清缴的“智慧驻车”

全过程服务。同时，依托大数据技术，

为徐汇区提供包含车位周转率分析、

停车需求预测、车位利用率分析等

在内的智能化分析报告。“这套系统，

一方面实现市民路侧驻车服务智能

化、无人化，一方面辅助政府管理

机构更高效地开发、利用路侧停车

资源，提升路侧停车设施使用效能。”

该公司负责人向记者表示，“未来，

这套系统将在上海更广范围使用，

更将助力上海更多道路开发释放停

车潜力，为城市解决停车难题贡献

一份智慧力量。”

目前，隧道股份市政集团智能交

通已与中国移动（上海）产业研究院

达成合作协议。隧道股份市政集团智

能交通将在前期 AI 高清视频停车管

理系统的基础上，融合 5G 和北斗高

精度定位的技术，可以将基于车辆精

准位置的泊位和违停判定能力达到毫

秒级时延和厘米级定位。通过将“5G+

北斗”两大高新技术进行融合，打造

基于“5G+AI+ 北斗高精度定位”的

智能停车全新场景应用。

当然，随着城市汽车保有量的

增长，以及各区产业格局、人口规

模的变化，光靠智能平台梳理、释

放运能，是远远不够。在今年 4 月

24 日召开的上海市道路交通安全

工作视频会议上传出的信息是——

2020 年内，上海将在外环线内设置

夜间道路停车场 210 余处，提供停

车泊位 5000 余个。

长期来看，智慧交通需要提前

规划、梳理未来目标。以闵行区为例，

其“十四五”交通发展目标与思路

中，即已初步预测：随着区内产业

转型升级，内部出行总量比重增加；

跨江出行将有较大增加。为此，闵

行区预计要进行 74 条道路实施项目、

136 条道路储备项目。同时“清除小

疖结”，提升道路交通运行效率，

亦即利用大数据分析拥堵区域、拥

堵指数、道路拥堵点，通过拓宽瓶

颈路、改造宽路窄桥、增设可变车

道等多元化措施，来缓解交通拥堵。

在道路升级改造的过程中，一

些完工已久的项目焕发了青春。譬

如 2003 年通车的大连路隧道，按照

隧道股份工作人员的说法，就已经

完成了一次“超进化”。隧道股份

与中国联通携手，将之打造成了中

国首条 5G 隧道。这一钢筋混凝土结

构的隧道，能在遇到危险的时候“大

声报警”，在繁忙的车流中“辨声

定位”，用 AR 增强现实技术实现

内部检修的“视觉传输”。

与人体一样，隧道也会“头痛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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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力之开掘，有待“智

慧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