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了更好地应对码头自动化发展的
挑战，加速中国式码头自动化改造方案
的大规模复制推广，更有效地赋能智慧
港口建设与发展，笔者建议：

加快各系统的联调工作，实现作业
平稳运行。自动化码头升级改造往往是
分步骤实施，不同的项目可能是由不同
的供应商研发，为了码头的统一管理和
调度，应加快开展各系统的联调和集成
工作，实现多个应用之间一体化运行，不
仅包括软硬件协同，还包括不同自动化
生产工序之间的业务协同。如码头生产
操作系统、设备控制系统与桥吊远控系
统、龙门吊远控系统、集卡调度系统、智
能理货系统等智能系统的对接，提升码

头效率。
打造自动化码头多方位应急方案，

保障码头安全。针对自动化码头特点打
造应急预案，确保设备故障时能及时响
应和解决，若故障不能及时解除时，有可
以进行半自动化或者人工操作。

同时，自动化码头还需建立对于各自
动化设备的物联网监测、大数据预警等
相关工作，通过视情维修的方法有效对
大型设备进行提前检修排除故障，进一
步降低设备故障的可能性。码头还可以
建立设备维修档案，一方面指导通用设
备故障的维修，另一方面与设备控制管
理系统相连，进一步提高预警准确性。

培养创新性系统性人才，填补人才

空缺。随着自动化码头的不断普及，最
需要的就是有信息化和业务双重背景的
新型人才，这就要求现在的码头工作人
员不仅要具备丰富的组织工作经验，还
要懂得系统的运行机制，能够适应以及
操作自动化码头的各种智能设施设备及
系统。另外，自动化码头的各系统也需
要不断更新与优化，因此也需要创新性
人才不断根据码头自身情况以及持续发
展调整和研发更加个性化的码头自动化
系统。码头不仅可以通过外部招聘的方
式招才纳贤，更重要的是要在内部培养
专业化人才，通过内部培训使人员快速
适应远程操控、统一调度、线上业务办理
等操作。

营造良好的行业发展环境，推进标
准建设。各地政府应当增强其引导作
用，与时俱进地制定相关政策法规，促进
各部门之间协同管理。这不仅有助于营
造综合性、政策性、全方位的良好的行业
创新发展环境，也有助于规范码头自动
化改造建设标准，最大限度的激发各码
头技术设备创新的积极性，促进行业的
可持续发展。并且可借助我国在该领域
独特的技术路线和优势地位，与 RCEP 国
家联合成立相关港口自动化合作行业组
织，更好地掌握相关技术、标准、规则主
导权，并将技术方案广泛推广。

（作 者 单 位 ：上 海 国 际 航 运 研 究 中
心）

多措并举加速复制推广多措并举加速复制推广

建设仍面临诸多挑战建设仍面临诸多挑战

5港 口 2021年 11月 19日 星期五

责编 美编 陆民敏

武汉航运中心铁矿石运输综合运价指数周评

补货减少需求回落
量跌价涨指数上行

本期武汉航运中心铁矿石运输综合运价指数

（WOSFI）为 532.61 点，较上期上涨 11.80%。

近期经过钢厂规模性补货，本周运输需求回

落，导致铁矿石运量较上周下跌 13.15%。供应方

面，本周长江沿线船舶运力无明显变化，整体航线

运价仍呈上涨趋势，典型航线运价分化明显，带动

综合运价指数上行。

煤价趋稳运量回升
运价回落指数平稳

本期中国长江煤炭运输综合运价指数（CCSFI）为

591.36 点，较上期上涨 0.24%。

近期，煤炭价格已下调到合理区间，市场供应良

好，在季节性需求背景下，用煤企业采购量增加，补库

压力加大，带动本周长江煤炭运输量有所回升，环比上

涨 11.19%。本周长江船舶运力投入无明显变化，各航

线的报价偏紧，涨跌不一，但整体运价水平较上周小幅

回落。典型航线方面，本周除张家港 /太仓—九江航线

运价上涨外，其余航线运价均有不同程度的下跌。

车市降温销量减少
量跌价涨指数上扬

本 期 中 国 长 江 商 品 汽 车 滚 装 运 输 综 合 运 价 指 数

（CARFI）为 1015.29 点，较上期上涨 1.84%。

本周疫情反弹的地区加强社会管控，加上信贷政策收

紧等因素影响，商品车销售市场较为冷淡。本周长江整体

商品车滚装运量环比下降 10.07%。其中，上水航线运量下

降 2.18%，下水航线运量下降 12.42%。由于异常冰雪天气

对交通运输的影响，部分航运企业适当调减运力，引起航

线平均运价波动上升，带动本周综合运价指数上扬。

航线运价高位波动 市场企稳指数缓落

本 期 武 汉 航 运 中 心 出 口 集 装 箱 运 价 指 数

（WSCFI）为 5109.38 点，较上期下跌 0.29%。

本周出口集装箱市场高位企稳，航线运价涨跌

不一，12 条主要航线中 5 条航线运价上涨，1 条航

线运价保持不变，6 条航线运价下跌。其中，波斯

湾 /红海市场波动下行，运价继续回落 2.68%；欧

洲、地中海市场运输需求保持高位，船舶舱位接近

满载，欧洲航线运价下调 0.49%，地中海航线运价

上调 0.11%；南美西航线市场行情总体稳定，运价

微跌 0.22%；美东、美西航线圣诞节前市场供应高

峰期持续效应，航线运输紧张，运价小幅波动，美

东航线运价下跌 0.22%，美西航线运价上涨 0.93%；

南非（德 班）航线市场供需持续回落，运价下跌

2.32%；亚洲航线市场供需良好，航线运价涨幅明

显；东南亚市场进入运费暴涨期，航线舱位减少，

货物积压比率不断上升，运价上涨 7.15%；日本关

东、中国台湾航线运价分别上涨 1.88%、5.75%；韩

国（釜山）航线运价保持不变。澳新航线市场需求

小幅波动，运价下跌 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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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升级改造赋能智慧港口建设
□ 郭胜童 徐凯 王晶

11 月 14 日，我国首个由传统码头
升级改造成的自动化码头，深圳蛇口
妈湾港正式开港。该码头由深圳海关
携手招商港口合力打造，依托人工智
能、5G 应用、北斗系统、区块链等科技

元素，将原海星码头 4 个泊位升级改
造为全新的自动化集装箱港区，与现
MCT 港区一体化运营，形成年吞吐量
约 250 万标箱的现代化智慧港口。

近年来，我国在智慧港口建设实

践中，有关港口作业设施设备的自动
化改升级改造方面成效突出、潜力巨
大。为了推动智慧港口的建设，各地
政府也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出了各
地的智慧港口发展目标，如上海 、天

津 、辽宁 、黑龙江等地都提出有关港
口集疏运系统的智能化改造；广东 、
山东 、福建 、湖北等地提出打造自动
化和无人化码头；广西 、湖南等地要
加快无纸化、单证电子化的优化。

发展自动化码头对港口效率
与效益、港口管理与决策、港口安
全与环境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

与传统人工码头相比，自动化
码头采用的自动化设备取代了大
部分的人工操作，实现了业务流程
和生产调度的自动化，效率大大提
升，也提升了港口经济效益。如赤
湾、妈湾集装箱码头投入使用的自
动化集装箱码头操作管理系统，使
每百箱配载时间缩短到 17 分钟，
每艘船生成装卸配载船图时间节
省 30 分钟，每万箱信息查询时间
缩短至 1 秒；山东港口日照港上线
散货倒运信息系统运行后，每年可
节约人工、维护费用及硬件投资超
百万元；北部湾港上线的集装箱智
能理货系统实现了“一人多岸桥”。

自动化码头建设中包含多种
物联网设备和智能化系统，将产
生大量的生产业务数据，通过对
各种数据的挖掘和应用，可以支
持港口管理和业务决策的制定。
如洋山四期自动化码头研发的码
头运营大数据分析与智能决策平
台是自动化码头智能决策大数据
仓库，从不同角度提供大数据分
析和智能决策算法支持。

港口安全是最基本的保障，通过信息化技
术和无人设备可以更好地对港区内安全风险
进行监控和预警。近年来，自动化码头建设中
对于安全监管、设备监管、疫情监管、环保等方
面更加重视，各种安全生产监管系统纷纷上
线。如宁波舟山港镇海港区上线了安全生产
可视化管控平台，实现散杂货、件杂货、集装
箱、液化油品全覆盖的安全生产可视化管控；
洋山四期码头装卸运输设备全部采用电力驱
动，并采用了港口船舶岸基供电、节能新光源、
办公区域电能监控、太阳能辅助供热等技术，
实现码头作业“零排放”。

目前，全球范围内，自动化码头改造建设
如火如荼，主要涉及软件和硬件两部分的改造
升级。

在软件方面，可分为单个系统的新应用与
升级，和多个系统之间互联应用。要在升级
传统码头管理系统（TOS）的同时，加快电气
控制系统（ECS）的优化完善，并在码头后方建
立云端数据中心，提升全局协同能力。如宁
波舟山港的集装箱码头生产操作系统 3.3 版
本，能够同时满足对接多个智能系统的需求，
并与桥吊、龙门吊和港内外拖车进行信息的
实时交互；天津港集团企业综合管控系统和
27 个现有系统集成对接，对企业运营全要素
进行一体化管理；上海港哪吒科技研发了基
于大数据技术的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智能操作
系统，运用数据分析模型全面优化自动化码
头的运营效率等。

在硬件方面，可分为水平运输和垂直运输
的改造升级。中国方案没有集成和沿用国外成
熟的 AGV 小车技术，而是基于乘用车无人驾驶
技术，利用北斗、激光、毫米波雷达、视频识别等
多模态融合感知技术和人工智能自动驾驶为核
心，并辅以 5G 无线通信技术，进行改造升级。
像水平运输中的无人集卡、IGV小车等；垂直运
输中的岸桥、吊车类的堆高机、跨运车、轮胎吊、
轨道吊等。主要是促进无人自主作业和远程操
控应用，并结合数字感知雷达、AI图像识别、5G
网络、自动识别、视频监控等技术强化水平和垂
直云社设备自主运行的精度与安全。

尽管近年来自动化箱码头的发展从
技术、工艺角度来说都已经取得了显著
的成效，但自动化码头的建设仍处于不
断突破和发展的过程中 , 面临着一些难
点与挑战。

多系统之间的协调优化问题。随着
码头全流程自动化的实现，码头各方面
智能系统的投用也带来了各系统之间如
何协调配合的问题，操作管理方面也面
临着从单一港口作业系统向围绕整体运

作方向的转变问题。主要包括两方面，
一是各软件系统之间，如码头管理系统、
智能调度系统、设备管理系统等智能系
统的联调，从而保障码头的统一化、集成
化管理；二是各自动化设备之间，如无人

电动集卡、无人自动化轨道桥、远程控制
岸桥等硬件设施的配合，保障码头的生
产和运输作业正常运行。

新安全隐患的出现。主要体现在：
设备故障问题，一旦自动化码头中出现
设备故障，没有及时对出现故障的设备
进行排除与维修时，会造成码头生产及
运输作业的中断，各设备之间互相影响、
甚至停工等情况；系统参数和指令的不
适用问题，作业设备依赖于运行参数和
作业指令，但各个码头自身情况的不同
以及运行参数的主观性使得实际情况更
加复杂，一旦出现一些指令错误或者不
适用，都可能导致比较严重的后果。

人才需求的转变问题。传统码头更
多的是需要具有码头工作经验的实操人
员，自动化码头更多的是需要懂得远程操
控、具备设备故障维修与检测的能力、了
解系统运行机制、同时拥有丰富工作组织
经验的人员，但这样的系统性人才非常紧
缺。

另外，目前自动化箱码头的建设还
面临制度和技术标准等配套措施的缺
乏。各行各业的发展都依靠法规、政策
等配套措施，码头自动化改造建设也不
例外。但由于自动化码头发展历程较
短，相关的法规政策还很缺乏，码头标准
体系也需要进一步的推进。如无人集卡
虽然技术上虽然实现了 L4级别的无人驾
驶，但根据相关政策要求，卡车上仍须配
备一名安全员；采用无人港机的码头在
定位设施、通信设施、基建条件方面的标
准也有待确立；码头与不同船公司之间
的配载信息、预抵港信息等的传输仍然
缺乏统一的标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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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港“零碳”码头。 天津港集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