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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纤不绝林薄成，涓涓不止江
河生。在“绿色港口与航道发展”分
论坛上，来自国内外学界、业界的多
位专家，从港口、船舶、航道的绿色
生态技术的发展与展望等方面，描
绘出一幅绿色水运发展蓝图。

1985 年至今，我国万吨级以上
泊位数增长 2429 个，港口货物吞吐
量增长 44 倍；1990 年以来，我国内
河航道里程增加 1.77 万公里，通航
总里程位居世界第一……成就令世
人瞩目。但在港口、航道建设发展
中，却还面临着交通运输结构有待
优化、污染防治有待加强、岸线资源
集约化利用有待提升、生态保护屏
障建设迫在眉睫等四大生态环境问
题。

对此，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副局
长柳鹏指出，当前我国的绿色水运
发展应当遵循以下三点：第一，以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把绿色智
慧发展摆在突出的位置，深化改革
创新，加快绿色智慧港口与航道的
建设。第二，准确把握新形势和新
要求，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绿色
智慧发展为主攻方向，加快水运的
提质增效升级。第三，互学互建，把
绿色智慧发展贯穿到港口航道建设
管理和运营的全过程，积极推进数
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网络化和法
制化。

大力推进绿色港口建设是新时
代港口发展的必由之路——

“中国贫油、少气、富煤的能源
状况和‘南贫北富’的能源分布格
局，决定了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短
期内不会改变，‘西煤东运’‘北煤南
运’‘海铁联运’的煤炭运输格局将
长期存在。”神华黄骅港务有限责任
公司董事长刘林说。

据他介绍，目前煤港主要面临
粉尘多、作业环境差、含煤污水污染

环境的问题。为了解决粉尘治理问
题，公司先后加装了布袋喷淋、药剂
等各类除尘设备设施，又采取封闭
筒仓储煤工艺，但都难以满足港区
和转运的抑尘需求。

在长期实践中，公司探索出一
套全流程粉尘治理模式，主要包括
翻车机底部洒水、洗带装置、堆料机
洒水、粉尘收集系统、防风绿化体系
等。

如今，昔日的垃圾场、荒滩地变
成了现在的景观带，形成了“港在海
中，人在绿中”的环境特色，公司还
被沧州市推荐为 AAA 级工业旅游景
区。

矢志坚持生态航道建设是深入
推进生态航道发展的必然选择——

据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
学研究院（以 下 简 称“ 天 科 院 ”）院
长张华勤介绍，针对生态航道的建
设要求，天科院在科研监测方面，
不断积累数据，从生态航道的理

念、指标体系与关键技术等层面进
行突破。同时，开展了生态航道的
规划与设计，还建设了大量以生态
护岸、护滩工程为主的生态航道工
程。此外，研发了新型的人工鱼
巢、植被护岸等结构，编制了《内河
航道生态建设技术指南》等规范、
标准。

“通过建设生态航道，最终要实
现维持航道安全畅通与生态健康，
打造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水
清、岸绿、鱼游、鸟飞，航运与自然相
和谐。”张华勤说。

生态航道建设，只有进行时，没
有完成时。

“相信伴随着水路绿色生态技
术的不断创新，我们既能拥有‘海
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美好生
态环境，又能享受‘两岸猿声啼不
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便捷水运，
建成美丽中国、交通强国！”张华勤
展望道。

仲夏时节的北京仲夏时节的北京，，草木葱茏草木葱茏，，百花绚丽百花绚丽。。66 月月 1414 日至日至 1616 日日，，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交通运输部交通运输部、、中国工程院共中国工程院共
同主办的同主办的 20192019 世界交通运输大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召开世界交通运输大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召开。。

本次大会以本次大会以““智能绿色引领未来交通智能绿色引领未来交通””为主题为主题，，分析交通未来发展方向分析交通未来发展方向，，共同探讨智能出行共同探讨智能出行、、绿色出行绿色出行，，为世界为世界
交通运输行业提供酝酿创新交通运输行业提供酝酿创新、、主导创新主导创新、、展示创新和实施创新的国际交流平台展示创新和实施创新的国际交流平台。。

□□ 全媒记者全媒记者 樊雪菲樊雪菲 见习记者见习记者 武玥伶武玥伶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70 年来，中国交通运输实现
了从瓶颈制约到总体缓解，再到基
本适应的重大跃升，走出来一条具
有中国特色的交通运输发展道路。

交通运输部党组成员、副部长
刘小明在大会开幕致辞中提到，截
至 2018 年底我国铁路里程达到 13.1
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运营里程 2.9
万公里，居世界第一，公路总里程
485 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总里程超
过 14 万公里，居世界第一；内河航
道通航里程达 12.7 万公里，通江达
海干支衔接的航道网络进一步完
善；民航运输机场达 235 个，定期航
班航线通达港澳台地区，以及 60 个
国家和地区的 158个城市。

他同时指出，我国持续提升综
合交通运输服务保障能力，不断改
进提升客运服务水平，加快发展旅

客联城运输，提高货运服务效率，刺
激优化货运架构，加快发展多式联
运、甩挂运输、冷链物流，江海直达
运输。2018年，完成客运量 179亿人
次，货运量 506 亿吨，运输服务对经
济社会发展支撑保障能力持续增
强。

“我们大力推进交通运输创新
发展，紧紧抓住科技创新这个发展
的牛鼻子，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
能技术在交通运输领域广泛应用。

‘互联网+’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新
一代国家交通控制网、智慧公路、智
慧港口、智慧机场、智慧海事加速推
进，绿色公路、绿色航道、绿色港口
等加快建设，新能源公交车、液化天
然气、船舶等应用稳步推进。”刘小
明表示。

70 年来，交通领域呈现的一系
列喜人的成就离不开无数交通人日

日夜夜辛勤地耕耘。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科协

副主席何华武院士在致辞中说 ：
“近年来，我们组织广大院士、专
家，围绕交通强国战略、综合交通
运输体系建设、中国铁路国际合
作等开展咨询研究，为党中央国务
院 的 科 学 决 策 提 供 了 有 力 的 支
撑。一大批工程院院士率领团队
在交通运输领域攻坚克难，引领北
斗导航、高速铁路、港珠澳大桥等
一系列的工程上天入地，通江达
海，物尽其用，贵在协调。”

走 在 发 展 前 列 ，勇 立 时 代 潮
头。阿里巴巴集团技术委员会主席
王坚将城市比喻为珍珠，“交通是把
这一串珍珠串成项链的，唯一的也
是最重要的手段。”交通人以 70 年
的接续奋斗，将一座座城市联结成
一串串最绚烂的项链。

古语有云：“万物得其本者生，
百事得其道者成。”

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上，习近平主席指出，要顺
应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趋势，共同把
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机遇，
共同探索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
探寻新的增长动能和发展路径，建设
数字丝绸之路、创新丝绸之路。

在 2019 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上，
“合作开放”成为各论坛的高频热
词。

在可持续的非洲交通基础设施
合作与发展分论坛中，原交通部副
部长、中国公路学会第七届理事长
胡希捷在致辞中表示，中非两地的
自然条件和历史条件虽然不同，但
交流合作为中非建立了一条现代的
丝绸之路。大力发展中非交通交流
合作，将有助于推动中非新型可持
续合作关系不断深入发展。

在“一带一路”国际交通研讨会
上，交通运输部总工程师周伟指出，
六年来，“一带一路”倡议已经由愿
景转变为现实，科技创新的合作是
其重要内容和内在驱动。近年来，

“一带一路”在交通装备、交通信息
化和智能化、交通安全、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等方面的技术创新取得了重
大突破和一批标志性的成果。以政
策、标准对接为主的软联通合作不
断加强，以“六廊六路多国多港”合
作为主线的硬联通持续推进。马尔
代夫有了第一座跨海大桥，中欧班
列累计开行突破 1.4 万列，陆海新通
道建设取得显著进展等，随着一批

交通基础设施工程的落地，人与人
的关系更密切，心与心的沟通更近，
给沿线各国带去了满满的发展机
遇，实现了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此外，大会还开展了京津冀协
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
大湾区等服务国家战略的专题论
坛，除了加强交流之外，有的成果还
将形成专题报告，为相关区域发展
战略提供支撑。

“‘对方有需求、中交有优势、双
方有共识、合作求共赢’是我们将一
如既往地秉持的四条基本原则。我
们愿意与各位同仁进一步加强国际
交流与合作，推动产、融、信、技、服

一体化的深度融合，共同构建安全、
绿色、高效、舒适、便捷的现代交通
运输体系。”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总经理、中国交通建设股份
有限公司总裁宋海良在致辞中介
绍，目前，中交集团正在为全球 157
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咨询策划、投融
资、规划设计建造、管理运营等一揽
子解决方案和一体化服务。

“面对新的形势与变化，智能
化、绿色化已经成为综合交通重要
的趋势，而构建智能绿色的交通运
输体系，需要政府部门的战略指引，
更离不开全产业链、全价值链、全体
系中各相关方的通力协作。”宋海良
说。

当下有为，未来可期。 2019 世
界交通运输大会搭建了一个互学互
建、扩大共识、深化合作的交流平
台。

开放合作
打造互联互通互利共赢体系

安全是航运永恒的目标。水运
安全，是所有水运人需要时刻绷紧
的弦。

目 前 ，我 国 港 口 货 物 吞 吐 量
124.52 亿吨，内河通航里程 12.71 万
公里，注册船员达 132 万人，运输船
舶 13.7万艘……作为货运主力，2018
年海上运输完成了我国总货物周转
量的 51%。

然而，机损、碰撞和搁浅等水路
交通事故时有发生，损失重大、影响
面广，探寻一条保障水运发展的安
全之道刻不容缓。

在“智能航运与海事安全”主题
论坛上，国家水运安全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主任、武汉理工大学首席教
授严新平展示的一组数据令人深
思。“船舶动力设备故障占船机故障
80%以上，其中主、辅机因磨损引起
的故障占 45%以上。而船舶碰撞和
搁浅占航行事故 72%，因处置不当、
能力不足等人因导致的航行事故达
60%。”

“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高新
技术实现船舶驾驶、航行、管控全
过程的自主化是未来重要的技术
手段，可以最大程度控制人因事
故。”严新平介绍，他的团队发明了
磨损状态在线检测技术，并研制了
在线监测与远程诊断系统，实现船
舶动力设备由经验管理、定期维修
向实时检测、视情维修模式的发
展。

同时，通过突破航行要素动态
感知、实时监管和状态预测等核心
技术，研制通航运行系统，解决在
航船舶“看不见、找不到”难题，实
现在航船舶的全天候、全过程、全
时段管控。推动我国内河通航运
行状态由人工观测为主转为自动

感知。
“通过攻克虚拟与智能驾驶关

键技术，研制复杂航段驾驶、安全辅
助驾驶等系统，有效提升了难行碍
航受限水域的驾控与应急能力，实
现在航船舶的感知增强与辅助决
策。”严新平说。

展望未来，严新平认为，自主式
水路交通系统是未来解决航运安全
的重要技术模式。有研究表明：无
人 车（船）的 实 现 将 减 少 事 故 率
50％—80％。未来的船舶通过船岸
协同能实现完全自主航行或在远程
控制模式下航行，配套智慧的航道
及港口后，将实现水路交通系统的
完全自主化，保障通航系统安全和
高效运行。

理念先行
做水运安全的保障者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
联网以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运用普
及，交通运输方式正发生着深刻的
变化。从船舶自身到系统通航安
全，无论是技术的迭代还是管理改
革，航运业都形成了特色的多维体
系。

如何将最前沿、最新科技成果
融入交通运输建设，实现交通运输
高质量发展，已成为业界共同关注
的话题。

6月 14日，严新平团队独立研发
设计的远程驾驶与自主航行平台参
加 2019世界交通运输大会科技成果
展。在现场，记者观看了通过便携
式移动终端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远
程驾控位于 2000公里以外的武汉汤
逊湖上的“求新号”实验船的演示过
程，大饱眼福。

据介绍，基于“航行脑系统”技
术体系与系统软件，自主式水路交

通系统的远程驾驶与自主航行平台
由远程航行船舶“求新号”和便携式
远程操控台两部分构成。“求新号”
以蓄电池为储能单元，电机驱动，配
备各类型传感器采集各设备工作状
态，同时布设 CCTV 摄像头、激光雷
达、LORA 电台、差分 GPS、北斗等感
知、定位设备，具备开展各种智能航
行功能需求的算法开发、测试验证
的能力。远程操控台可以利用 4G
通信北斗通信等手段，实现远程监
控、驾驶等过程。

在外漂泊的船终将回到温暖的
港湾。实现智慧航运，船岸还需同
步发力。

近年来，中交集团大力推进北
斗、BIM 技术的广泛系统应用，建成
了以上海洋山港四期全自动化码
头为代表的一大批智慧化交通基
础设施，率先探索并跨入承运人业
务，打造覆盖全国的货运版“滴滴”

平台，积累了智慧码头建设的丰富
经验。

据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技术部总经理罗文斌介绍，
洋山深水港四期于 2017 年 12 月 10
日开港，港区内使用了一批智能化
设备。在码头岸桥，使用了主小车
剪式上架双 40 尺吊具技术、桥吊船
型扫描系统和自动化桥吊中转平台
集装箱锁纽自动拆装技术。此外，
使用了无人驾驶、自动导航、主动避
障、自我故障诊断和自我电量监控
的自动引导车。在堆场轨道吊的选
择上，也实现了远程监控、自动抓放
和防摇防扭功能。

“未来港口关键在于掌握智能
化设备加智能化调度的人工智能关
键技术。”罗文斌如是说，他进一步
解释道，自动化、无人化可以减少对
资源的依赖，感知和实时反馈可以
平衡码头作业效率，可视化、透明化
可以绕过整个港口实现安全可控，
降低运营风险。

与此同时，随着近年来我国重
大涉水工程不断落地涌现，如何通
过技术加强涉水工程通航安全管理
也成为业界关注的话题。

“掌握船舶运动控制关键技术
是实现航行保障的有效途径。”武汉
理工大学航运学院院长刘敬贤表
示，通过掌握船舶的运动控制模型，
可以揭示桥梁、码头等涉水工程船
撞桥的内在机理，也可以解决涉水
工程建设与通航资源利用协调发展
问题。

“ 从 长 江 特 有 的 环 境 条 件 出
发，我们研究了长江航行船舶的航
行状态和航道特征，最终研究出长
江水域大型船舶的运动控制模型，
主要包括受控运动模型、欠控运动
模 型 和 失 控 运 动 模 型 。”刘 敬 贤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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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瞩目
中国交通运输发展亮点纷呈

科技融合
做智慧航运的开拓者

生态优先
做绿色水运的守护者

△ 2019世界交通运输大会展台。樊雪菲 摄

△ 绿色航道建设。本报资料室供图

△ 船舶航行。本报资料室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