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
创

4
2020年10月20日

星期二

编辑编辑 杨莉杨莉 设计设计 鲍丽萍鲍丽萍 校对校对 彭师德彭师德

在我们的脚下，“城市大脑”也承担起守护城市地
下管网的使命。

城市副中心地下的“城市大脑”系统正在同步织
密。目前，城市副中心已实现地下管线“一张图”。
9175公里涵盖供水、排水、燃气、热力、电力、广播电视、
通信、工业管线等 8大类 14小类市政地下管线精准上
图，地下“神经末梢”正在逐步形成。

但过去，城市地下管线在图纸上只能用一根根平
面的粗线条来示意。

“那种二维图纸，只能显示管线的大概位置和布
局，无法显示管线之间错综复杂的纵深关系。”郭安安
介绍,摸不清地下的具体情况怎么办？有时必须挖开
地面，才能探清管线分布，不仅地面反复“拉拉锁”，施
工挖断地下管线的情况也屡有发生。

今年 7月底，通州区总长 9175公里的地下管线三
维立体化布局图终于出炉。

用手机APP扫描一处井盖旁的二维码，井盖和地
下管线信息立刻显示在屏幕上，管线类型、点位、坐
标、地面高程等一目了然。“管径的粗细、管线与管线
之间的位置，都与实际布局完全一致。在手机或者平
板电脑上装个APP就能‘透视’地下管线，避免施工盲
挖。”郭安安用手机向记者展示了错综复杂的神秘“地
下城”。

“我们可以通过地上三维系统确定井盖位置，工作
人员扫描井盖二维码就能确定井盖权属并通知抢修，
同时，通过手机使用AR增强现实技术查看周边地下管
线的排布情况，抢修更精准安全。”郭安安表示，该应用
为北京首创。

除了三维立体“地下城”，城市副中心地上部分的
城市部件也正在进行三维立体化建模。通州区共有
大约 50 万个城市部件，包括垃圾箱、路灯、信号灯、
交通标识标牌、护栏等。其中，仅城市副中心范围内
就包括了 24万个城市部件。

“我们将选取城市副中心范围内约 10万个重要的
城市部件，进行三维立体建模，复制城市副中心全貌。
今后，通过手机或平板电脑，就能清楚看到城市副中心
的立体空间信息。”郭安安表示，城市副中心打造的这
一“数字孪生城市”，将在今年年底前亮相并每年更新，
真正实现城市副中心地下地上一张立体图显示。

运用大数据等前沿技术推动城市管理手段、
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创新，从数字化到智能化再到
智慧化，让城市更聪明一些、更智慧一些，是推动
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前
景广阔。

“城市大脑”必将更加耳聪目明，绘制更丰富、更生
动的智慧城市生活图景。

揭秘副中心“城市大脑”
本报记者 冯维静

记者 唐建/摄 鲍丽萍/制

通州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是整个智慧城市
管理系统的大本营。大街小巷、社区发生的细枝
末节，都被记录在“大脑”的记忆中。

“以前开车总觉得红灯多，而且一条道堵就
能堵一片。现在经常能一路绿灯。”通州市民李
浩峰住武夷花园，在朝阳区上班。从家门口到京
通快速这 6公里，现在 15分钟就够了，比以前缩
短一半。

“智慧”不只体现在交通出行的“快”，还
有“慢”。

梨园北街的人行横道前，“察言观色”行人过
街自适应系统运行已有一年。升级后的人行横
道信号灯增加了自适应功能，通过行人检测相机
的视觉分析技术，实现行人过街需求的自主实时
性检测，并将数据同步传输给智能信号控制机，
由智能信号控制机综合考虑机动车和行人路权
后调整信号控制方案。与此同时，道路交叉口也
在通过视频车辆检测器采集的实时交通流数据
调整当前运行信控方案，即时优化各个相位红绿
灯时长，以此提升信控方案与车流量的匹配度，
提高交叉口通行效率。

目前，城市副中心 255个路口的信号灯全部
进行智能化升级，并反馈在通州区城市指挥中心
的交通监控大屏上。系统不断刷新实时路况，哪
里堵车，哪里有事故，一目了然。

信号配时专家团队结合“城市大脑”提供的
数据支撑，对城区内这 255个信号灯路口进行调
控和优化。

“新华南街中段报警，可能车辆排队了。”7：
45分，显示屏上的“警情处置”亮了。交警刘杨和
同事马上打开交通信号系统。刘杨解释，这个路
口应用了反溢控制系统，对车辆排队长度实时监
测，当排队长度超过系统阈值时会自动阻断车流
驶入，避免路口卡死。

果然，调出大屏幕一看，玉带河大街东口发
生交通事故。该方向直行车辆行驶缓慢造成拥
堵。刘杨立刻下达人工干预指令：“准备开左转
同放！”

工作人员将该路口切换至“手动控制”，调整
现场放行方式和绿灯时长。仅仅两分钟，排队的
车流全部疏散，整段道路恢复畅通。

“多亏了交通系统的‘大脑’自动刷检，有堵点
立刻能发现。如果依靠传统人力由交警赶到现场

再调整，至少要多花好几倍的时间。”刘杨说。
“大脑”提醒，人工控制。“城市大脑”成了一

位帮忙提醒的贴心小秘书。那么，“城市大脑”有
没有可能“自己思考”做决定呢？答案是可以。

信号配时专家每一次有效调控的方案都是
“城市大脑”的学习素材。越学越聪明的“城市大
脑”，正学着将“辅助”变“自主”。

“过去的信号灯用的是单点控制的信号机，
信号灯时间固定。而我们升级改造的智能信号
控制系统，通过实时检测车流量数据，系统可自
动优化、调整路口信号灯配时。”通州区信号灯升
级改造工程项目负责人王亮介绍。

他们在超过 10 个主干道路段形成了绿波
带，其中涵盖了分段绿波、单向绿波、双向绿波等
信号控制策略，确保车辆能够连续通过路段上的
连续路口，减少路段停车次数和停车延误。

除了常规调控，紧急时刻，“城市大脑”还能
把绿波段升级为私人订制。

“城市大脑”控制系统就结合潞河医院5G院
前急救系统为 120 急救车开启“定制绿波”。系
统基于特勤系统高精度、低延时的 GPS 定位功
能，实时感知救护车位置，并自动生成救护路线，
依据救护车实时位置提前控制下一路口信控方
案，确保救护车辆在每个路口遇到的都是绿灯，
实现全程不停车通行。

实际应用案例中，通过特勤系统的精细化调
度，原本需要 15分钟的救护车路线行驶时间缩
减至3分钟以内，为伤者争取黄金救命时间。

今年3月，在内环路附近待命的120急救车司
机孙师傅收到接运疑似新冠肺炎患者的任务。在
接收到报警信息那刻开始，“城市大脑”已做了秒
级的分析判断，精细到沿途路口什么时候开绿
灯，开哪个路口的绿灯，提前排空路口。救护车
开到时，前序通行车辆已经驶离。

指挥中心显示，孙师傅一路过了 21 个信号
灯，没有碰到一个红灯，节省时间854秒。

2019年上半年，城市副中心 155平方公里核
心区内，255个路口的信号灯进行了联网联控和
智能化升级，包括新华大街、通胡大街、芙蓉东
路、玉带河大街以及六环西侧路等7条道路全覆
盖“绿波带”。经评估，这些主干道平均通行时间
相较于改造前提升了32.5%，155平方公里内平均
车速提升15.6%。

“大脑”治堵 车速提升15.6%

“大脑”防污 智慧监测改善空气质量

“城市大脑”庞大系统的应用场景名单很长，
除了交通治理，还有水源监测、建筑施工、垃圾清
理、排污降噪等更多领域。

工地扬尘、裸露地面苫盖、渣土运输车管理
等治污问题更是受益其中。

在通州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内，电子屏幕即
时更新显示PM2.5和PM10趋势检测、渣土车异
常事件统计、工地异常数量统计等信息。“过去环
境污染防控主要靠人。”通州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副
局长张良说，如今，“城市大脑”系统一共接入了
1437路视频、1100个大气预警传感器，每10分钟
就可以完成一次全区域视频扫描。其中，包括环
保局自动监测大气颗粒物的视频探头、道路交通
视频探头、住建委各工地监督扬尘的视频探头等
均被接入了平台。

只要发现工地未苫盖、渣土车未苫盖、道路
遗撒等环境污染问题，平台就可开展智能识别计

算,再由人工核实，最后由通州网格办派遣到对
应的政府职能部门开展下一步的处置。系统启
用后，半个月就发现了1600余个环境污染案件。

这套“城市大脑”智慧监测系统，通过流程
再造，从多部门多头处置到“一网通办”的提升，
为城市副中心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插上了新的

“翅膀”。
改变，远不止这些。经过近两年的建设，在

城市副中心，“城市大脑”已形成了多点突破、纵
深推进的发展格局。连线交通、环境、环卫、停
车、单车、管线、照明、能源、热线等 14个业务系
统，众多跨部门、跨领域的应用场景生成落地。

“目前，我们正将12345热线数据与‘城市大
脑’融合联动，通过‘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方
便群众办事，及时汇总百姓诉求，助力城市精细
化治理。”通州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副主任郭安
安透露。

入地守护 地面“拉链”越来越少

手机扫描井盖二维码，就能获知井盖和地下管线信息，避免施工盲
挖。城市副中心日前利用“城市大脑”技术，在全市首创地下管线三维立
体布局图应用。

除了“地下城”，年底前，城市副中心范围内约 10 万个重要的城市部件
也将进行三维立体建模，复制城市副中心全貌，打造“数字孪生城市”，
实现城市副中心地下地上一图立体显示。

在城市副中心越来越便捷的生活背后，有一个“最强大脑”在精准调度。
“城市大脑”简单来说，就是基于城市所产生的数据资源，为城市交通治

理、环境保护、城市精细化管理等构建后台系统，进行即时分析、指挥、调动、
管理。

2018年，城市副中心在全市率先构建区级生态环保领域的城市大脑，这
种“数字生态城市”理念在国内堪称首次。至今，已接入智能信号、环卫排
放、交通违法、地下管线等14个系统。

今年 7月，“城市大脑”发布首批场景项目。“数字化社区”“智能行政办
公区”“数字城市绿心智慧应用”中的人脸识别、环境预警、服务机器人等
技术在全市首次启用。

通怀路大运河森林公园西门，人行横道上设置的“智慧斑马线”具有感应和声光提示功能，提醒行
人、车辆安全通行。

在通州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大厅内，一块LED大屏上正实时显示道路交通、公共交通出行
服务等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