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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 BDI 架构各指数各自对冲
上周的走势，尤其是 BCI以大跌冲销
了上周的涨势，海岬型船运价日均
获利再失困守两个月的万元美元大
关。目前离年终收盘仅剩 5周，按常
规，BDI将以低于本周的走势告结。

总体状况：
2013 年 1 月 2 日至本周共 2472

个交易日，其中 BDI 大于 2000 点占
378 个交易日或 15.29%，1000 点至
2000 点 区 间 占 1123 个 交 易 日 或
45.43%，小于 1000 点占 971 个交易
日 或 39.28% ，合 计 2094 个 交 易 日
2000 点（含）以下占 84.71%。BDI 从
1985 年 1 月 4 日设立 1000 点迄今 37
年，至本周收盘值为 1189 点，增 189
点或 18.9%，年均增约 5 点或 0.5%。
总体跌势加速走低。

BDI：
本周 BDI 全五降，收盘值 1189

点，环比上周转跌 166 点或 12.25%，
较上周止涨回落 198 点或 618.75%，
冲抵上周止跌回升的 243点；周增幅
12.86%，较上周转低 15.33%，冲抵上
周的 16.84%。周均值为 1266 点，环
比上周转跌整整 100 点或 7.32%，较
上周止涨回落 111点或 1009.09%，冲
销了上周的 11点或 0.81%；同比去年
的 2557 点续低 1291 点或 50.49%，去
年 同 周 增 幅 - 9.03% ，比 本 周 高
3.83%。

本周 BDI 四项指标（最高值、收
盘值、最低值、平均值）全部低于上
周。

BCI：
本周 BCI 亦全五降，收盘值为 1122 点，为各指数最低，环

比 上 周 转 跌 422 点 或 26.98% ，较 上 周 止 涨 回 落 623 点 或
309.95%，冲销了上周止跌回升的 528 点或 161.47%；同比 BPI
续逆差 472 点或 29.61%，扩差 23.93%，冲销了上周追回的 274
点或 76.65%；周增幅 30.75%，较上周转低 45.66%；年内净增转
跌至 65.64%。周均值 1292 点，较上周转低 254 点或 16.43%，
止涨回落 440 点或 236.56%；同比 BPI 续逆差 364 点或 21.98%，
扩差 15.56%，冲销了上周追回的 239 点或 69.28%；同比去年
3414 点续低 2122 点或 62.16%，去年同周增幅-4.31%，比本周
高 26.44%。

本周海岬型船运价日均获利收盘为 9305 美元，较上周转
跌 3502美元或 27.34%，较上周止盈增亏 5170美元或 309.95%；
周均值 10716美元，较上周转跌 2107美元或 16.43%，止盈增亏
3649美元或 236.64%；同比巴拿马型船，收盘值续低 5038美元
或 35.13%，周均值续低 4189 美元或 28.10%，分别扩差 22.53%
与 14.32，冲销了上周追回的逆差。

BPI：
本周 BPI 三升二降，收盘值 1594 点，环比上周续低 43 点

或 2.63%，较上周回升 20 点或 31.75%；周增幅-2.55%，较上周
续高 1.19%；年内净增续跌至-32.45%；周均值 1656点，较上周
转升 4 点或 0.24%；同比去年的 2524 点续低 872 点或 34.55%；
去年同周增幅-24.28%，比本周低 21.73%。

本周巴拿马型船运价日均获利收盘为 14343 美元，较上
周续低 392 美元或 2.66%；周均值 14905 美元，较上周转高 32
美元或 0.22%，较上周止亏增盈 501美元或 106.82%。

BSI：
本周 BSI连续第四周全五降，收盘值为 1170点，环比上周

续低 43 点或 3.54%；周增幅-3.60%，较上周续高 0.82%；年内
净增续跌至 -61.92%，周均值 1182 点，较上周续低 51 点或
4.14%；同比去年的 2253 点续低 1071 点或 47.54%。去年同周
增幅比本周高 2.90%。

涨跌势：
本周 BDI 延续上周形成 8 连降第九波跌势，与上一波跌

势时隔 4个交易日。
本周 BCI 延续上周形成 6 连降第九波跌势，与上一波跌

势时隔 5个交易日。
本周 BPI无 5+连升（降）成波涨（跌）势。
本周 BSI延续上周第七波跌势为 20连降，累增-35.39%。
走势看点：
本周 BDI架构各指数年内净增率如下：
BDI转跌至-44.61%，BCI转跌至65.64%，BPI续跌至-37.55%，

BSI续跌至-61.92%；去年同期依次为：76.00%、97.41%、63.88%
和 80.19%，去年同周比今年跌得厉害，由此缩小了差距，反映
了季节性走低的显著特点。

从运价日均获利与运价指数的周增幅对比来看，海岬型船
为-30.76%对-30.75%，落差为 0.01%，与上周持平，周线对冲上
周大幅回落；巴拿马型船为-2.59%对-2.55%，落差为 0.04%，
较上周扩差 0.02%，周线跌势继续小幅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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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东南角，东海大桥的
那头，人们驱车前往，最先看

到 的 就 是 洋 山 四 期 自 动 化 码
头。这是全球单体规模最大、

综 合 智 能 化 程 度 最 高 的 自 动
化 集 装 箱 码 头 ，正 引 领 全 球

“ 码 头 革 命 ”。 引 领“ 码 头 革
命”，洋山四期的底气是什么？

26 台桥吊、121 台轨道
吊运转自如，139 台无人驾
驶的自动导引小车（AGV）
来回穿梭……上海洋山深
水港区四期，繁忙的码头
几乎“空无一人”，但班轮
昼夜不停靠离泊，联通 30
余条国际航线。

“过去，每班至少需要
121名操作员才能让这么多
台轨道吊实现 24小时不间
断作业，而现在只要不到 10
名工作人员就能完成。”11
月 21 日，接受记者采访的
上港集团尚东分公司首席
远程桥吊操作员黄华说。

支撑这一切的是最前
沿的技术。洋山四期着力
于将 5G、人工智能、大数
据等各类新技术在码头实
现多场景应用，通过科技
手 段 保 障 生 产 、提 高 效
率。其中，无人机数字化
巡检平台、陆侧自动识别
系统和船舶作业签证无纸
化系统最具代表性。

无人机数字化巡检平台，实现无人机动
态巡航任务管理，一次巡航耗时 30 分钟，范
围覆盖整个码头 61 个箱区，有效减少作业人
员巡检工作量。

陆侧自动识别系统，是以视频识别技术
为关键技术，解决在陆侧作业高峰时段，陆侧
作业指令繁多，远程操作员无法及时完成所
有远程人工操控的问题，减少自动化箱区陆
侧轨道吊等待与外集卡机械暂停的现象。该
系统应用以后，陆侧作业高峰时段，轨道吊在
陆侧交互区作业时间平均每箱减少 20%，外
集卡陆侧车道占用时间减少 30%。

船舶作业签证无纸化系统，具备远程签
署船舶电子作业签证、签名数字认证等功
能。系统启用后，“码头装卸作业签证”“船
舶系解缆签证”等共 8 套签证完全应用，数据
信息全面贯通，流程透明快捷，简化人工作业
量，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在疫情期间更是减
少了人员接触，将外部感染风险降到了最低。

凭借着“高含金量”的科技，洋山四期码
头人均劳动生产率得以提升至传统码头的
213%，屡创世界纪录。今年 4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洋山四期累计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99 万
标准箱，同比增长 12.1%。其中，5 月 3 日、6
月 16 日，桥吊单机作业效率两次刷新当时的
自动化集装箱码头生产指标纪录，创造了桥
吊平均台时量 58.28 自然箱 /小时、桥吊单机
作业效率 63.88 自然箱 /小时两项自动化集装
箱码头生产指标新纪录。

引领“码头革命”，还要靠新工
艺。

洋山四期自动化码头，颠覆了
传统港口作业模式。桥吊自动边
装边卸工艺、动态 AGV调度……一
系列自主研发的新工艺，让港口作
业效率不断提升。

桥吊自动边装边卸工艺，是通
过用智慧的全自动化码头智能生
产管理控制系统（ITOS 系统）替代
人工计划，有效减少传统码头因人
工等原因而造成的思考不足。只
需提前设置好程序逻辑，所有操作
就会按照设定程序无误发出。

“传统工艺自动化”的研发结
果让人欣喜，但研发过程往往是

艰辛曲折的。研发初期，常常会
听到负责工艺优化的工程师们激
烈讨论，“这不对啊，明明系统逻
辑都是对的，为什么最后顺序还
是错的？”“为什么这个舱没有边
装边卸呢？明明符合作业条件
啊”“这些外档的指令怎么做到一
半，突然变成先卸后装了？”面对
各种可能的系统问题，工程师们
与开发人员一遍遍确认自动工艺
逻辑，追溯问题原因，不厌其烦修
改。经过半年左右努力，该工艺
成功投入生产，将平均作业效率
提高了近 10%。

据悉，洋山四期的新工艺均以
系统模块的方式整合到 ITOS 系统

中，便于后期功能优化与维护。
ITOS 系统也是国内自动化码头领
域唯一一颗“中国芯”，不仅打破
了国外技术垄断，还实现反超——
相关成果在 14 个国内外码头中应
用。随着 ITOS 系统的迭代升级，
码头生产服务综合体系不断变得

“更智慧”。
上港集团尚东分公司信息技

术部经理顾志华表示，团队一直在
关注学界、业界最新的研究与应
用，总觉得能做的事还有很多。

“尽管我们的许多技术已经全球领
先，但拼搏与创新却是无止境的，
洋山四期码头仍需在不断地超越
自我中寻求突破。”

随着港口竞争激烈化，港口加快新
型基础设施建设是应对竞争压力，推动
智慧港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上
海港已走在港口新基建的前列。

超远程智慧控制指挥中心项目在
洋山四期的顺利实施，是全球港口首
次使用 F5G 技术，实现超远程控制港
口大型设备作业，可以在离港区 100
公里以外控制桥吊，瞬时误差时延在
6 毫秒之内，这是新一代智慧港口运

营模式的重大突破。
据悉，F5G 作为第五代固定网络

技术，具有广阔的应用空间。距离上，
可以尝试不断拓展，甚至可以看到“在
家开桥吊”的场景。范围上，可以尝试
多家码头联动贯通，在作业繁忙的情
况下，集团可合理调配现有人力资源，
协调相关单位员工协助远程操作，扩
大企业产能。

新基建激发了港口创新活力，如

今，一批开创业界先河的新基建试点项
目在洋山四期这片热土落地开花。比
如，开发上线的数字孪生系统，利用人
工智能、大数据和 3D技术，在虚拟空间
中复刻一个洋山四期，让其不断进行压
力测试和系统优化迭代。又如，我国首
个智能驾驶集装箱转运业务场景也不
断提质增效，通过“5G+L4”技术，2021
年完成 4万标准箱转运任务。

未来，在对内发展上，洋山四期拟

建立全域智能化管控系统，将云计算、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结合起
来，实现安全监督更精准、设备维保更
智能、生产作业更高效、港口生产更环
保，真正推进自动化码头向智慧化码
头落实落地；在对外服务上，将主动融
入并积极推动“区块链港航生态圈”建
设，构建起连接监管、企业、金融的生
态信息服务平台，进一步提升港口综
合竞争力。

新基建——
激发港口创新活力

新工艺——
颠覆港口作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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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瞰洋山港。 本报资料室供图

（上接第 1 版）
为了确保施工方案可行性，上

海打捞局开展长达一年的理论分析
研究和多次技术论证，提前进行数
字模拟，推演弧形梁打捞技术对古
船及其周边环境的影响，从理论上
确定方案的可行性。之后，通过两
次 1:10 模拟试验和一次 1:1 等比试
验，尽可能在贴近古船原生环境的
情况下，验证数字模拟结果的正确
性，确定施工方案具备实际可操作
性。

交通运输部上海打捞局副局长
周东荣表示，这套施工方案真正实
现了科技创新与水下考古的有机结
合，为的就是真正保护好文物，打造
体现我们中国情怀、中国技术、中国
实力的考古案例。

科技赋能
推动水下打捞发展

11月 21日零时 40分，22根巨型

弧形梁组成的长 48米、宽 19米、高 9
米、重约 8800 吨的“考古沉箱”装载
着古船缓缓露出水面，使古船时隔
150多年重见天日。

此次打捞中，上海打捞局自主
研究应用的弧形梁打捞技术，结合
了弧形梁打捞工艺、隧道盾构掘进
工艺、沉管隧道对接工艺等，实现了
古船非接触性打捞。22 根弧形梁，
每一根都有近百吨，通过发射架在
古船上方安装，然后通过发射装置
推进翻转到古船底部，通过锁扣一
一契合，形成一个巨大的弧形弯刀，
精准、精细地把古船从泥沙里分离
切割出来，将古船船身、海水和淤泥
一起打捞出水，尽可能保护了文物
的原生性。

为保证打捞作业顺利推进，上
海打捞局委托专业机构预制的 22根
弧形梁紧密度极高，误差控制在毫
米级别，尽可能提高水下作业的效
率。在弧形梁的顶部和底部，上海
打捞局从修建地铁隧道的盾构技术

中获得灵感，为其搭载了威力巨大
的隧道盾构掘进装置和推进装置，
推进装置有 400吨的推进力，使弧形
梁具备从古船底部快速掘进、击穿
长江口水底厚泥沙乃至岩石杂物的
能力。9月以来，上海打捞局逐根进
行弧形梁的掘进穿引，平均每根弧
形梁耗时 12 小时左右，最快仅需大
约 6 小时，大大缩减了打捞准备时
间。

在古船打捞作业中，上海打捞
局还使用了目前最先进的液压同步
提升技术，进一步创新优化了提升
工艺，将此次古船提升用时控制在 4
小时左右，保证提升的稳定性和安
全性。同时，通过智慧打捞监控系
统，实时监控古船出水的姿态、受力
情况等，为古船提升出水提供安全
保障。

长江口二号古船成功打捞出
水，是目前沉船打捞中“穿引”和“提
升”两大核心技术的最新创新成果
综合运用，也是水下工程技术与文

化遗产保护理念的完美结合，为国
际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中国案
例、中国模式、中国经验。

尽职履责
助力古船迁“新家”

在未来几天，长江口二号古船
将跟随“奋力”轮前往位于上海杨浦
滨江的上海船厂旧址 1 号船坞，在
黄浦江畔“安家”。

作为我国首艘大开口打捞驳
船，“奋力”轮由上海打捞局为长江
口二号古船整体迁移项目专门设
计。该船是一种全新的专用打捞
工程船，最大特点是在船中部开
口，用于提升古船出水、怀抱古船
运输。相比于传统打捞至少需要
投入 2 艘抬浮驳、1 艘半潜船，分别
进行抬浮、运输、进坞、卸载作业，

“奋力”轮 1 艘船便可完成传统 3 艘
船的任务，大幅提高了作业效率，
也避免多次吊运古船而破坏文物

的风险。
为了让“奋力”轮带着古船顺利

入住“新家”，今年 3 月起，上海打捞
局工作人员对上海船厂旧址 1 号船
坞进行了全方位的检测和修复。坞
门里所有的阀、泵、电机都进行了维
修，坞内设施的腐蚀性、强度、稳定
性也都进行了检测和修复。同时，
为了保证拥有足够的水深让“奋力”
轮通行，提前对进坞通道进行勘探
测量、集中疏浚，并开展放水、排水
测试和古船返航演练，全面确保古
船顺利进入船坞。

“长江口二号古船打捞是一次
重大的技术突破和打捞能力提升的
机会，对上海打捞局长远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交通运输部上海打捞局
技术开发中心高级工程师朱小东说
道。

在水下沉船打捞中，攻克“大深
度、大吨位、快速打捞”三方面难题
一直是上海打捞局追求的目标，也
是几代打捞人在每一历史阶段突破

创新的方向。自 1951 年成立以来，
经过几代人的接续奋斗，上海打捞
局水下打捞技术得到了极大提升，
跻身于世界前列。此次古船打捞，
是上海打捞局履行以人民为中心的
职责，在“家门口”作贡献，彰显水下
考古情怀的良好契机。

同时，作为一支国家专业抢险
打捞队伍，多年来，上海打捞局完成
了黄浦江“银锄”轮、“东方之星”应
急抢险、东海“桑吉”轮应急救援、重
庆万州坠江公交车整体打捞、长江
口“新其盛 69”轮打捞，以及韩国

“世越号”、南太平洋“鹦鹉号”等世
界级打捞项目，向世界展现了我国
水下打捞技术硬核实力。

以科技打捞赋能文物考古，以
现代技术实现历史融合。在未来，
上海打捞局还将继续对弧形梁打
捞技术进行迭代升级，进一步加大
水下沉船打捞技术的研发创新，不
断提升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和综合
实力。

科技打捞出击 古船“重见天日”

洋山四期引领全球“码头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