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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新征程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建功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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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驾驶自动驾驶、、智慧智慧

公路已然成为时下人公路已然成为时下人

们热议的话题们热议的话题，，多年多年

以前科幻电影中的画以前科幻电影中的画

面面，，正一步步与现实正一步步与现实

重叠重叠。。如今如今，，在奋力在奋力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的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的

新征程上新征程上，，交通运输交通运输

部 公 路 科 学 研 究 院部 公 路 科 学 研 究 院

（（简称部公路院简称部公路院），），聚聚

焦高水平科技自立自焦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强，，为行业贡献了一为行业贡献了一

批批智慧交通成果批批智慧交通成果。。

本期本期《《交通强国科技交通强国科技

先锋先锋··创新创业团队创新创业团队》》

栏目栏目，，聚焦自动驾驶聚焦自动驾驶、、

智慧公路智慧公路、、交通计量交通计量

等领域等领域，，展现展现 44 位科位科

研人员的求索历程和研人员的求索历程和

前沿思考前沿思考。。

本报记者 杨雷

“我无数次幻想过自动驾驶汽车在智慧公

路上驰骋的场景，现在看来已经不远了。”部公

路院智能交通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高剑信心满

满。他坚信，未来已来。

今年是高剑在部公路院工作的第 10 个年

头。10 年来，他将智慧公路作为自己的主要科

研阵地，在公路智能化、信息化、数字化领域攻

克了一系列技术难关，并作为骨干人员参与完

成了智慧公路、新一代国家交通控制网、智能

车路系统、基础设施数字化等工作，已经成为

智慧公路快速发展的领跑者。

敢于打破传统瓶颈

2012 年，高剑从海外留学归来，进入智能

交通研究中心。当时，他是该中心少有的几名

海归之一。

刚开始工作时，领导让高剑选择方向，有

城市交通、公路等领域。因为本科和硕士阶

段学的内容都与公路相关，因此他选择了公

路方向。

“那个时候，智慧公路、自动驾驶还是比较

前卫的概念，就像现在的元宇宙一样。20 世纪

七八十年代虽然美国等国家和地区开展过一

轮探索，但与实际工程建设还有很远的距离。

当时我们提得最多的，其实是信息化，用一个

个系统、平台解决实际问题。”高剑说，2016 年

以前，业内建设智慧公路多数都是这种想法。

随着技术的发展，这种想法的弊端逐渐显

露：信息化“烟囱”随处可见、数据共享差。“如

果沿用传统的架构设计智慧公路，那么即便是

顺利建成，也意味着在不久的未来会被时代的

浪潮所抛弃。”高剑说，我们要做的就是打破传

统 瓶 颈 ，研 发 一 种 能 够 解 决“真 ”问 题、创 造

“新”需求、达到“好”效果、适用于未来交通场

景的新型基础架构和解决方案，让智慧公路造

福于出行者、管理者和社会各个产业，成为经

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纽带。

之后，他与团队先后参与完成了延崇高速

公路等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智慧公路项目总

体建设方案设计。这些项目区别于传统，已经

成为智慧公路领域的标志性项目。

“注重整体性、强调共享性，将成为智慧公

路发展的主流趋势。”他说。

在建设热潮中保持冷静思考

智慧公路的发展速度，超出人们的想象。

一个个智慧公路项目相继建成通车，包括杭绍

台高速公路绍兴金华段、平益高速公路等；一

份份智慧公路建设指南陆续出台，包括江苏、

山东、四川和重庆、北京等 12 个省（区、市）单独

或联合发布的智慧公路建设指南。

高剑和同事结合公路交通的发展趋势和智

慧公路的建设需求，埋头研究智慧公路技术方

案、应用机制等，深入进行头脑风暴、模拟实验、分

析推理，秉持着审慎与客观的科学精神，保持着智

慧公路“百花齐放”建设热潮中的冷静思考。

“我常常在想，建设智慧公路的目的是什

么，无外乎是让老百姓出行更便捷、更安全。

因此，我们在设计建设方案的时候，一定要把

老百姓的紧迫需求放在首位，将实用性放在第

一位，这也是符合行业发展实际的。”高剑说。

外出调研期间，高剑常常看到有一些智慧

高速公路部分路段两侧，每隔一两百米便安装

了一个路侧设备。

“大规模建设，这种做法一定推广不下去，

建设成本、运营成本将高得离谱，能否高效利

用还要打一个问号。”他说。

无论是从事科研还是提供技术服务，高剑

喜欢换位思考。“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能

让自己更轻松地实现目标。就像建设智慧公

路一样，业主希望高效，百姓希望便捷安全，多

进 行 换 位 思 考 ，便 能 加 深 理 解 ，推 动 高 效 合

作。”他说。

高剑 务实理性服务智慧公路快速发展

本报记者 杨雷

在交通运输行业科研中，计量绝对是一个

冷门，很多人对计量知之甚少。虽然“冷门”，

但计量却与行业发展密不可分。道路因为路

面抗滑性能差或标线逆反射不佳可能引发安

全事故，桥梁隧道因为工程测量误差可能导致

施工偏位，货运车辆因为计重不准可能引发经

济纠纷……小到日常生活出行，大到国家重大

项目建设，计量无处不在，有了计量才有了守

护质量的准绳。

“ 冷 门 ”研 究 需 要 满 怀 热 情 的 科 研 工 作

者。部公路院国家道路与桥梁工程检测设备

计量站（简称国家道桥计量站）研究员荆根强，

便是始终保持科研热情的人。从事计量科研

10 余年来，他经历了交通计量从“0”到“1”、由

弱渐强，一步一个脚印，为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默默从事着仪器装备计量的科研探索。

接连突破多项计量溯源难题

2012 年，荆根强来到国家道桥计量站。彼

时，该站刚成立。

“在我没有完全理解计量的重要作用之

前，我感觉自己入错了行。”荆根强回忆起自己

当时的想法。

随着了解的深入，荆根强对计量的感受也

越来越深。“这个职业很神圣，是保障质量的基

础。准字当头，有了精准才有后面的一切。”他说。

逐渐进入工作状态的荆根强开始承担国

家道桥计量站成立后的首批计量标准研制工

作。计量标准是计量工作的根本，有了标准，

行业内的仪器设备计量检校便有了依据。

本科阶段学的是机械相关专业，硕士阶段

转为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专业，加上公路检测

仪器设备的研发经历，拥有交叉学科背景的

他，工作起来有条不紊。

“我们当时需要同时开展多项计量标准的

研究，由于人手不足，大家常常是‘一人分饰多

角’。”荆根强说，国家道桥计量站创立之初，每

个人都很辛苦。

出于专业习惯，荆根强将机器视觉技术融

入路面渗水仪计量标准研制之中。“用现在的

眼光看，觉得司空见惯，但当时这个想法算是

一个创举。机器视觉技术显著提升了检定校

准过程的智能化和自动化水平，让大家倍感激

动，这也为我们探索‘智能+’专业计量模式增

强了信心。”他说。

凭着这股“创业”热情，荆根强和同事们接

连突破了车载式路面损坏视频检测系统、车载

式路面激光构造深度仪等多项自动化检测系

统（设备）的计量溯源难题，实现了多项高难度

计量标准装置的完全自主研发。

不做“纸上谈兵”的团队带头人

计量是一个具有明显交叉学科特色的领

域，完成科研创新任务离不开团队协作。在团

队建设方面，荆根强有自己的想法。

荆根强牵头成立的智能计量测试理论与

系统创新团队，是国家道桥计量站在“团队主

导机构”理念下率先成立的科研创新团队。科

研离不开科学实验，与团队成员同吃、同住、同

钻研是荆根强日常的工作模式。

“对我来说，最大的成就感无外乎让大家

找到自己的研究兴趣和方向。”荆根强说，他喜

欢引导和带动团队成员树立“个人品牌”意识，

强化工作的“作品”属性，淡化“任务”属性，激

发青年科研人员的主动意识。同时，他给自己

定下规矩——不邀功、不抢功、不甩锅，他希望

每个团队成员都能深切感受到自身努力与自

我价值提升之间的联动性。

在荆根强的指导下，国家道桥计量站的罗

营超博士后取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使

部公路院在仪器科学与技术这一新领域发出

了自己的声音。

荆根强 坚守冷门科研的热土

荆根强（右）和同事测试设备。

本报记者 于淼

2021 年 年 初 ，新 一 代 国 家 交 通 控 制 网 江 苏

（常州）试点工程在全国率先通过验收，随着其他

几个省份的试点工程逐步验收，新一代国家交通

控制网和智慧公路试点工作告一段落，背后推动

者 之 一 的 李 宏 海 关 于 让“ 聪 明 的 车 ”与“ 聪 明 的

路”协同发展的故事却没有中断。

彼时，部公路院设立的自动驾驶交通运输行

业研发中心迎来独立运作的关键转型期，身为智

能交通研究中心新一代国家交通控制网与智慧

公路团队负责人的李宏海心动了。他说：“带着

自己多年来在科研、标准编制等工作中的积累，

不断尝试在科研成果落地、产业化方面进一步提

升。”如今，他的角色转变为自动驾驶交通运输行

业研发中心副主任。

从传承和实践中找到自己的路

2007 年毕业后，李宏海便来到智能交通研究

中心。工作多年来，“创新”一直是李宏海的成长

关键词。他说：“多学、多听、多看老一辈科研工

作者如何躬耕交通，从传承和实践中找到自己要

走的路，这就是创新。”

从 2013 年建设新一代国家交通控制网被提

出，到今天理念落地，且取得瞩目成绩，李宏海凭

着一股“穿山甲”精神，不断深耕。2016 年开始，

李宏海带领团队在部公路试验场搭建新一代国

家 交 通 控 制 网 与 智 慧 公 路 原 型 系 统 ，先 后 对 10
余项关键技术开展试验验证，历时两年最终形成

了智慧公路建设的成套技术。“智慧公路是新型

基础设施建设的带动性集中体现，也是工程应用

的重要着力点。”他和团队一直把推动智慧公路

的落地实施当作迫在眉睫的任务。

在担任新一代国家交通控制网与智慧公路

团队负责人期间，他带领团队开展了交通运输行

业自动驾驶与智慧公路顶层设计、关键技术开发

以及集成示范等工作；斩获中国公路学会、中国

交通运输协会等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9 项和

二等奖 2 项。2019 年，这个年轻富有朝气的团队

被评为中央和国家机关青年文明号。

支持自动驾驶创新发展

2021 年 10 月 ，国 家“ 十 三 五 ”科 技 创 新 成 就

展在北京展览馆举行，彰显了科技的无穷魅力，

在“高水平开放合作 有力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展

区，智能网联电动微型公交吸引了众多参观者的

目光，这是部公路院与英方科研机构共同完成的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成果——基于智能网联

电动汽车的城市公共交通模式。

来到自动驾驶交通运输行业研发中心后，李

宏海一边组建新团队，一边投入到紧张的研发工

作中。在与英方科研机构的合作中，李宏海及团

队发挥了我国在无线充电、网联通信等领域的优

势，与对方合作研制了智能网联电动微公交自主

充电技术、装备和信息安全防护样机，集成开发

了国际首台具备自动驾驶、自主充电和网联通信

功能的智能网联电动微公交车辆；构建了基于智

能网联电动微公交的城市公共交通模式；首次形

成了智能网联电动微公交推广应用的技术标准

和全套解决方案，推动了智能交通系统跨领域创

新，促进了中英两国在智能网联电动汽车领域的

合作。更重要的是，项目研究成果可以用于解决

城市出行的“最后一公里”问题。

李 宏 海 说 ：“ 无 论 是 科 研 还 是 研 发 工 作 ，都

要真正地服务行业、服务百姓，这样的创新才有

价值。”

推动“聪明的车”与“聪明的路”协同发展，李

宏海步履不停。近日，由自动驾驶交通运输行业

研发中心牵头，联合其他 3 家单位承担的《北京

智能网联汽车政策先行区政策、技术规范/操作

规范制定及法律咨询（第一包政策咨询服务）》项

目在北京通过验收。当天，项目负责人李宏海的

汇报获得了与会专家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北京市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在国内处于

靠前位置，这里给企业创造了许多条件去做一些

创新研发及应用，但创新研发和应用需要相应的

政策、法规来支撑。”李宏海介绍，从封闭场地测

试，到开放道路测试，再到商业化运营，每个阶段

的政策支撑需求不同。作为技术支持主要负责

人，他围绕无人化测试示范以及商业化运营，开

展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工作，同时与合作单位一道

支持自动驾驶创新发展。

李宏海 推动“聪明的车”与“聪明的路”协同发展

本报记者 于淼

2001 年，是中国互联网春潮涌动、蓄势待发的

一年。这一年，信息技术专业毕业的苏鹏走进交通

部公路科学研究所（部公路院前身）。“那时我就清

楚，信息技术、计算机都只是工具，需要依靠具体的

行业才能发挥其价值。从事交通工程相关工作后，

我就更加明确，要把多年所学运用于工作之中，发

挥我的价值。”这一扎根就是 22 年，今天，苏鹏已成

长为北京公科飞达交通工程发展有限公司（简称公

科飞达）总工程师办公室主任。

在岗 22 年，苏鹏始终站在学术研究、科技创新

的前沿，作为主要技术研发负责人，连续参加“十

五”“十一五”“十二五”等多项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课

题研究，取得 20 余项软件著作权、3 项实用新型专

利、5 项产品发明专利，主编、参编多项国家标准和

行业标准（规范）。

纵向深耕主业 横向拓宽知识

“其实，无论是人工，还是我们设计一款一体

机，哪怕是使用机器人，技术手段本质上要符合需

求，在符合需求、能够完成使命的基础上，才有精度

高低、效果好坏等考量。”刚进入交通工程领域，苏

鹏就认识到行业需求的重要性。

掌握需求，建立在对行业、对交通工程专业充

分了解的基础上。他说：“别看现在很多互联网企

业资源丰富，但他们不了解行业需求。我们既要

做科研，走在行业前端，又要接触一线，了解行业

发展情况。”这是苏鹏的优势所在，也成为他鞭策自

己的动力。

立足本职，他努力提高业务能力，强化软件项

目管理、软件开发技术等方面的专项能力，成为工

作中的行家里手。与此同时，他刻苦钻研各类专业

知识，拓宽知识面，在收费系统、监控系统、通信系

统、计算机软件、云计算与大数据技术，以及智慧交

通技术与实施方案等多个研究领域提升专业技术

水平，取得了原信息产业部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高

级项目经理证书、建筑施工企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证书。

深耕多年，苏鹏主持或独立开发了涵盖高速公

路收费、监控、城市交通安全等方面数十个软件产

品；主持或参与开发了包括多功能高速公路 IC 卡

发行管理机、ETC 路侧控制单元、混合车道控制器

等多项硬件产品；负责实施了多个高速公路收费、

监控系统等工程项目，其中作为主要技术人员参与

的《国家高速公路网运行监管与服务关键技术及应

用》项目，获中国公路学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带头学习 技术引航

“原先巡检高速公路，靠的是人工逐一查看摄

像，工作量大，时效性也不强。如今，运用高清视频

监控、毫米波雷达等设备可以实现将数据信息统

一传送到高速公路调度中心。”苏鹏介绍，“10 年

前，受技术限制，高速公路运营管理部门难于掌

握道路运行情况。今天，我们的技术、设备都有

了更多选择，接下来，指导、服务运营管理部门学

会采集并运用数据解决实际道路问题是我们的主

要方向。”

近年来，智慧高速公路建设成为行业热点。

公科飞达进入智能交通系统集成领域较早，也是

目前国内提供智能交通系统集成项目解决方案的

主要供应商之一。当下，苏鹏正专注于智慧高速

公路相关技术分析研究。他说：“智慧高速公路就

相当于在原先监控系统的基础上，减少人工，将更

多工作交给机器。智慧高速公路运行平台是我们

目前的研发重点，可以理解为传统道路监控系统的

升级。”

做好研发工作的同时，面对新技术、新设施、新

方案给智慧高速公路项目实施带来的挑战，苏鹏还

承担起讲师角色，对这些技术跟踪学习并对公司职

工进行宣贯培训。“大家都是要在一线和用户面对

面交流的，要对前沿技术做到心中有数。但是学

习、摸透需要时间，我很乐意带好这个头。”

苏鹏 智能交通多面手

高剑在世界智能驾驶产业论坛发言。

苏鹏（左一）在现场测量。

李宏海为中小学生讲解自动驾驶科普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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