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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乘客、没有司机的乘车旅程

APP一键叫车、手机确认、后排落座、
系上安全带、点击开始行程，从始发点到目
的地，一路上，主驾驶空无一人，方向盘却
自主转动。车辆不仅能自动识别红绿灯，
对障碍物进行避让，车速也很平稳。这套
只有乘客、没有司机的乘车流程，对于在重
庆云谷·永川大数据产业园上班的周丰雪
来说，已经很是熟练。

“还有100米前方即将红灯……”伴随
屏幕提示，车辆减速，周丰雪乘坐的这辆

“萝卜快跑”无人驾驶车在信号灯前稳稳停
住，时间刚刚好。在肉眼可见信号灯之前
就可准确接收信息并给出判断，乘车体验
科技感十足。

汽车是怎么“看”到信号灯的？原来，
路口建设有车路协调系统，实时为车辆传
递整体路网情况，不仅有前方信号灯的变
化，还能提供是否有堵车等信息，让无人驾
驶汽车更加“耳聪目明”。

在重庆两江新区，能够无人驾驶的不
仅是小客车，自动驾驶的货运系统也已经
成熟应用。在重庆飞力达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内，一辆外形与普通货车无异的新能
源汽车正在准备启动，不同的是，这辆货车
的主驾驶位上并没有驾驶员。在5G和自
动驾驶技术的加持下，随着交通信号灯变
绿，它缓缓起步，驶向1.5公里外的目的地。

实现区域内自动驾驶车辆常态化运营

近年来，重庆依托原有的汽车产业优
势，布局车联网新赛道，为汽车和道路装上

“大脑”。汽车和路网如何做到协同？车联
网的背后，有哪些新科技？

自动驾驶货车所行驶的这条“飞力达—
旭硕科技”自动驾驶示范路线，位于两江协
同创新区，由重庆电信、重庆邮电大学、庆铃
汽车和飞力达公司共同研发而成，能基于厘
米级高精地图，通过人工智能控制算法完成
园区内部复杂环境下的物流任务。

现在，飞力达公司与旭硕科技之间基
本上实现“仓储、运输、交付”全流程智能
化、无人化、一体化，实现自动驾驶物流运
输车从仓库至制造工厂端到端“L4+I4”级
别自动驾驶运输应用场景，降低该环节直
接人工成本25%，优化出货效率15%，降低
故障率20%。

重庆永川区则通过着力实施单车智能
和车路协同两条技术路线快速融合，加强
车路云协同技术发展。围绕打造西部自动
驾驶开放测试和示范运营基地，永川区持
续对路口进行智慧化改造，部署V2X车路
协同系统，应用路测感知、边缘计算和车路
通信技术，车路协同环境逐渐完善。2020
年以来，永川区改造智能路口超110个、智

能化升级1800个路侧停车泊位。
“自2022年永川区开放自动驾驶测试

运营以来，目前我们共拥有近60辆自动驾
驶常态化运营车辆，城区内全无人站点达
130个以上，覆盖城区32平方公里。”百度
智能驾驶运营部重庆城市经理阮廷川介
绍，以“萝卜快跑”为代表的车联网布局正
逐步向老城复杂城区道路渗透。

建设智慧的路，构建强大的云，
行驶聪明的车

据两江协同创新区车联网项目负责人
杜志红介绍，目前，两江协同创新区对总里
程约55公里的道路进行了智能化升级，实
现了主动式公交优先、交叉碰撞预警等三
大类32小类车联网场景，涉及自动驾驶公
交、智能网联微循环小巴等共计12种类型
车辆。在自动驾驶公交车上，驾驶室旁的
疲劳监测系统可以精准智能识别驾驶员行
为状态，一旦司机出现异常行为立即预警；

“绿波通行”提前告知下一个红绿灯倒计时
并给出“建议车速”，司机可基于此参考信
息加速或减速通过，实现一路畅通……目
前，两江新区共有11辆自动驾驶公交车，
累计运行里程达到9.7万公里。

此外，为了让“聪明车”驶上“智慧路”，
永川区还整合接入交巡警、交通运管、市政
等多个系统数据，构建形成永川智慧交通
大脑，推出信号灯智能配时、城市绿波等应
用服务，城区交通拥堵程度下降11.3%。与
2020年相比，永川智能交通系统覆盖范围
内主要道路高峰时段拥堵里程下降36%，全
区行程时间缩短5%—25%，平均车速提升
5—10 公里每小时，违法识别准确率提升
60%，车位利用率提高22%。

去年9月，重庆出台《重庆市自动驾驶
和车联网创新应用行动计划（2022—2025
年）》，将打造以基础平台支撑产业发展的
高质量样板，在全国率先开展规模化、多场
景示范应用，基于车路云一体化的感知、决
策、控制等服务在示范区域实现全覆盖。
同时，有条件自动驾驶汽车实现量产和规
模化应用，形成满足高度自动驾驶要求的
智能网联技术体系，关键技术领域的本地
支撑能力超过80%，在国内率先建成适配
更多车企和通信设备企业产品的车联网无
线通信技术（C—V2X）网络。

目前，在重庆，国家级车联网先导区已
经通过建设智慧的路、构建强大的云、打通
信息的网、提供精准的图、行驶聪明的车，
全面实现了重庆车联网先导区智能网联规
模化示范应用。2020年8月至今，累计建
设504个路口，覆盖两江新区面积300平方
公里，道路里程达329公里。

（据人民网）

发展无人网约车、自动驾驶，打造智慧交通系统，重庆布局车联网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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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鳌亚洲论坛永久会址的所在地——东屿
岛，将建设成为一个“零碳示范区”，这是在城市建
成区进行的零碳试验。目前，其首期建设已验收
通过。为什么选择在这里做示范？这个“零碳示
范区”有哪些特点？

2022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与海南省决定在
此共同创建“零碳示范区”，以此探索城市建成区
的碳中和路径。今年3月，首期建设验收通过。

零碳试验，为我国城市绿色降碳提供经验

“零碳示范区，首先要关注的是‘零碳’。这并
不是意味着零排放，而是要实现碳中和。”海南省
住建厅副厅长刘联伟解释，就是通过集成应用能
源、建筑、交通、废弃物处理等多领域深度减排技
术，新建林业碳汇等抵消措施，使区域内排放的二
氧化碳和吸收的二氧化碳相当，以此实现对外排
放的二氧化碳含量为零。

“其次是‘示范’。”刘联伟说。据统计，当前
全球碳排放总量中，71%—76%来自城市，城市建
成区的绿色降碳更新改造，对全球实现碳中和目
标有着重要意义；在已有城市建成区而非新建区
进行零碳试验，难度更大、挑战更多，但也更具有
现实意义，更能形成“可落地、可推广、可复制”的
经验。

为什么选择东屿岛？
其实，一开始海南考虑了三个候选地，分别

是海口江东、三亚南繁以及东屿岛。相比前两
地，东屿岛是城市建成区，建设已有 20多年，面临设备设施相对陈旧、资源
循环利用率较低等问题，具备城市建成区的普遍特点。而且，作为博鳌亚
洲论坛永久会址的所在地，东屿岛还是中国向世界展示推动实现“双碳”目
标的重要窗口。

为此，住建部和海南省共同编制发布了《博鳌零碳示范区项目实施方
案》，提出八大类19个项目，重点提出东屿岛生态岸线改造与修复项目、岛内
林地生态修复与功能提升项目、远洋大道景观提升与功能完善项目、博鳌亚
洲论坛会议中心及酒店改造项目、东屿岛大酒店改造项目、新闻中心改造项
目等，围绕城市建成区实施碳中和改造。

绿电供应、资源循环，进行低碳改造

在东屿岛上，所见车辆皆是绿牌。
岛内外建有绿色智慧停车场，398个充电桩全部接入海南省充电基础设

施“一张网”运营平台。同时，岛内还新建了光储充电汽车智能充电站，利用
液冷技术，最快能让车辆在10分钟内充满电。

绿电何处来？东屿岛外，180亩农光互补基地利用光伏发电，项目两期约
20兆瓦，已并网 11兆瓦；岛内，计划建设 5.1兆瓦分布式光伏，目前已投产并
网送电3.82兆瓦。同时，岛上还备有各项储能设备以及17辆应急发电车作为

“充电宝”储备绿电，在夜晚或者天气不好、光照不充足时，供应岛内设备正常
运转。

在城市建成区进行低碳改造，必须面对的一道考题，就是如何在保障居
民日常生活和工作品质不降、效率不减的基础上减少碳排放。为此，建设团
队从固废垃圾、雨水入手，探索资源的最大化利用。

据介绍，岛上所修道路两侧留白用碎石填补，固废利用；垃圾收集系统完
成分类化、密闭化、清洁化改造，每天可集中资源化处理。同时，设计团队还
利用建筑屋顶、广场等既有排水沟，配套雨水调蓄设施，将排水变为储水。据
了解，如今整座东屿岛每年可资源化利用约15万吨雨水。

集成先进减碳技术，创新攻克建设难题

在东屿岛，建筑面积超过4000平方米的博鳌亚洲论坛新闻中心，是岛上
最大的单体建筑。如何进行绿色化改造？

记者看到：新闻中心屋前是一排风机，即使微风状态，也可启动并收集风
能发电；屋面分布有 629 块光伏板，屋后则立着一块用来存储绿电的大“电
池”——通过全球方案征集，清华大学团队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钒液流技
术脱颖而出。该技术可做到长时储、多充放，其充放次数较传统锂电池提升
近4倍……通过全方位改造，新闻中心建筑建设形成国内最高水平的“光储直
柔”系统，年耗电量从65万千瓦时降至52万千瓦时，同时每年还能发电55万
千瓦时——不光实现了“零能耗”，甚至还有节余。

据海南省住建厅有关负责人介绍，由于博鳌零碳示范区是在城市建成区的
零碳试验，其建设在国际、国内均没有成熟的建设经验可借鉴。从一开始，他们
就采取了向全球征集各类先进的技术方案，再进行集成应用的创新模式。

据介绍，零碳示范区要建设的八大类19个项目中，目前有16个项目已建
设完成。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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