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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见习记者 郜阳）近日，由中
船七〇八所设计的我国新建极地科学考
察破冰船“雪龙 !号”在江南造船厂正式
入坞开始搭载，完成了船舶建造中 "个大
节点中的第 !个大节点。按照计划，“雪龙
!号”预计将于 !#$%年 %月出坞。

“雪龙 !号”采用总段建造法，即
按照电脑建模方式，将船体分为 $$"

个分段，然后再将分段总组成 $$个总段，
$$个总段按照从艉向艏、从下往上的顺
序进行合龙。“入坞”又称作“上船台”，自
该节点起，整个坞内生产建造任务十分繁
重，全船结构搭载合龙、直船体冰区油漆
整体喷涂、各专业舾装以及科考设备安
装，都将在本阶段集中完成。
“雪龙 !号”总长 $!!&'米，设计排水

量接近 $"()#吨，是一艘满足无限航区
要求、具备全球航行能力，能够在极区大
洋安全航行的具备国际先进水平的极地
科学考察破冰船。该船采用双向破冰船
型，具备破冰艏、*+, 级冰区加强、系泊

设备位于艏楼甲板前部遮蔽区，首部有
集装箱货舱，艏楼甲板左舷设计成从首
至尾贯通的外走道，可用于船上货物托
盘转运。据介绍，“雪龙 !号”首部设有前
桅（科学桅）和两个槽道式侧推，机舱位
于船舯、靠近艉部设有直升机甲板和直
升机库，艉部露天甲板用于科考作业。该
船采用先进可靠的全回转电力推进系
统，装有柴油机发电机组与 !个破冰型
吊舱推进器，配备动力定位 -*.!系统、
综合导航定位系统及船舶减摇系统。艏
部布置有底部凸出的箱型龙骨，多波束
换能器安装区域位于箱形龙骨区。

该船装备目前国际先进的海洋环境
和地球物理调查设备，还将配备国际先进
的极地海洋科学综合调查手段。在环境调
查方面，能够承担极地海洋、海冰、大气等
环境基础综合调查观测研究任务，具备有
关气候变化的海洋环境综合观测取样能
力；在地球物理调查方面，能够在极地冰
区海洋开展油气、生物等调查，基本具备
“摸边探底、潜力评估”的调查能力；能够
承担极地考察站部分物资运输任务。

据悉，我国“雪龙 !号”预计 !)/0年
'月交付使用，其问世将极大提升我国极
地科考能力。

“雪龙2号”在沪入坞开始搭载
建成后将提升我国极地科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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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道路拥堵、能源消
耗!!这些让人头疼的问题或许
智能汽车有办法应对。随着人工智
能（AI）与传统汽车“联姻”，越来越
多的辅助行车技术走近百姓。上海
工程技术大学汽车工程学院张伟
伟博士刚入选2018年上海市青
年科技英才扬帆计划，他的实验室
团队潜心研究AI在智能汽车和智
慧交通中的应用，成果已在上海多
处落地应用。

给司机多一分保障
据统计，!)/1 年我国道路交通安全

事故造成 1万余人死亡，其中绝大部分是
由司机人为造成，注意力不集中、超速、安
全意识弱等因素让悲剧屡屡发生。通过辅
助驾驶系统减少人为失误，或许能成为减
少交通事故的好方法。
不少驾驶员在换道时，很难判断车的

左右侧后方盲区是否出现危险车辆，一些
车辆刮擦事故由此产生。现有的超声波雷
达感知距离不到 /)米，且无法判断靠近
车辆的体型。张伟伟团队用摄像头取代超
声波雷达，可识别 ,)米至 ")米盲区的摄
像头不仅感知距离远近，还通过深度学习
识别车辆属性，大幅减少了车辆刮擦事
故，还能无缝融合到环视图像中。
行驶过程中，驾驶员难免出现注意力

不集中或判断失误。此时，防碰撞预警系
统或许能起大作用。“这是一种通过报警

方式辅助驾驶员减少汽车因车道偏离或
车速不当而发生交通事故的系统，由图像
处理芯片、控制器、传感器等组成。”张伟
伟介绍。系统分为“纵向”防追尾预警和
“横向”车道偏离警告两个主要功能，当车
速不当或即将偏离行驶车道时，系统通过
警报音、方向盘震动给予提醒。

针对目前智能自动紧急制动（234）系
统的兴起，张伟伟团队还开发了专门用于
行人自动紧急制动系统的测试装备，通过
专用成人假人、儿童假人、高精度 5*6、伺
服电机等一系列装备，按照国家和欧洲标
准对 234系统在装车出厂前进行系统性
能调校与测试，增强车辆在多种行人交通
场景下的识别能力和紧急应变制动能力，
该类系统已在部分汽车公司运行工作。

让城市交通更安全
夜间驾车时，驾驶员最怕对面车辆打

开远光灯。相关实验表明，眼睛经强光照
射会有 !.,秒的短暂失明，以车速 1#789

:计算，相当于驾驶人盲驾 ,#至 '#米，
极易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张伟伟团队设

计了远光灯抓拍与识别系统，融合车灯区
域多维特征，自适应跟踪车辆，多帧验证
识别远光车辆。“系统首先提取画面中的
多盏车灯，得到单独车灯的图像，通过对
大量实际车灯形态的训练，采用深度学习
算法，识别车灯形态，即可判断灯光的开
启状态。”张伟伟介绍说，“同时，系统采集
到车辆行驶的视频数据，可对车灯进行连
续的跟踪，在跟踪的同时对车灯进行识
别，这样就可以判断从车辆进入视野到离
开视野的过程中，远光灯持续开启的时
间，从而判断该车辆是否存在违法行为。”
此外，系统还能看清车辆车牌、车型等，从
而获得违法车辆的相关信息，以便作为执
法依据。“该系统已经在上海、南京多地进
行道路卡口试运行，取得了良好的辅助执
法效果。”张伟伟表示。
此外，团队还开发了外环车辆类型自

动分类与监控，对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的车
辆进行智能识别和监控报警，也已交付使

用。团队目前正在开发球型摄像机智能监
控系统，对路边停车位车辆识别并计算停
车时间，结合 2**进行智能停车位空位
发布和缴费管理。“这些都能极大改善交
通状况和出行体验。”张伟伟说。

智能汽车发展"加速跑#

根据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智能汽车创
新发展战略（征求意见稿）》，到 !#!#年，
我国智能汽车占比要达到 '#;，到 !(!'

年，我国新车要基本实现智能化，“人.

车.路.云”高度协同，'5.<!=基本满足
智能汽车发展需要。“智能网联汽车具备
复杂环境感知、智能决策和协调控制等功
能，可实现‘安全、高效、舒适、节能’行驶，
并最终实现替代人来操作。”张伟伟介绍。

国际上将智能网联汽车分成五个等
级，分别是驾驶辅助、部分自动驾驶、有条
件自动驾驶、高度自动驾驶、完全自动驾
驶。据悉，目前我国在前两个等级的技术
已经相对成熟，正在冲刺有条件的自动驾
驶。“未来，环境感知、智能决策、车辆控制
等是我们研发需要攻克的关键技术。”

见习记者 郜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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