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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通数科智慧港口AI平台，助力港口安全生产

 2021年8月，交通运输部发布《交通运输领域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方案（2021—2025年）》。行动方案指出：要建
设新一代自动化码头，加快新型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堆场建设和改造，加强码头桥吊、龙门吊等设施远程自动操控改
造，推进码头操作系统和设备控制系统的深度融合，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应用场景。

 南京港，中国内河主要港口、主枢纽港和对外开放一类口岸，是长江流域水陆联运和江海中转的枢纽港，现有八大
港区、码头泊位78个，年货物吞吐量居长江港口企业第一位。

 在以南京港为代表的港口工作环境中，兼有船、车、人、重型机械等多种生产元素，工作环节多，作业环境复杂，
具有流动分散、操作复杂、人机交叉、点多面广、昼夜连续作业的特点。目前视频监控是主要的生产安全管控手段，
但是传统视频监控过于依赖人工，人工监看海量视频难度大，长时间容易疲劳，问题发现不及时，难以实现全面实时
监管、安全风险提前预防和实时预警，存在较大安全管理风险。

 针对港口生产安全管理痛点需求，联通数科AI团队支撑联通南京市分公司，为南京港研发了一套智慧港口AI平台，
实现作业现场生产安全智能监测，包含对人员、设备、车辆、吊机、船舶、道路、通道、堆场等的智能监测和实时预
警。

 目前一期项目已投入使用，效果显著：安全问题由被动发现变为主动发现，利用AI技术主动智能识别和区分人、事
、物，一旦发现异常情况或者突发事件实时报警，极大降低安全风险；码头运营指标将大幅提升，包括提升码头作业
综合效率、节省安全事故成本、节约监管人工成本。

 该项目在由工信部主办的2021年第四届“绽放杯”5G应用征集大赛中，荣获工业互联网赛道三等奖。

 下面选择3个典型应用场景进行介绍：

 （一）港区交通合规监测。利用计算机视觉技术实时监测港区内的各类交通违规行为，并实时预警。已实现车辆超
速、车辆逆行、车辆违停、行人不走安全通道、车辆违规掉头、临时停车超时等场景的智能识别监测，违规事件识别
准确率超过95%，速度测量误差小于3公里/时。

                                                  页面 1 / 5



联通数科智慧港口AI平台，助力港口安全生产
链接：www.china-nengyuan.com/news/174181.html 
来源：互联网

 （二）叉车安全作业智能化改造。通过增加摄像头、激光雷达、智能分析控制模组等对叉车进行智能化改造，实时
监测叉车前后作业路径一定范围内是否有人，一旦发现有人立即预警。设备主要形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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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车作业安全监测模组架构如下：

 实地应用场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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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龙门吊集卡防吊起智能化改造。通过摄像头和激光雷达等多源融合方式对整个龙门吊作业过程进行监控，一
旦识别到异常情况，实时告警。此方案可避免因为单独摄像头受到外界干扰而造成的漏检，更灵敏、更稳定、误报率
低，对正常作业的影响降到最低。设备主要形态如下：

 龙门吊集卡防吊起安全监测模组架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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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地应用场景如下：

 联通数科打造的智慧港口AI致力于解决港口核心生产安全，也是AI团队打造的交通物流类“职业技能”之一，核心
算法在业界多次实测比拼中排名领先。我们将持续面向客户痛点需求打造具备“职业技能”的行业AI，赋能行业数字
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

 目前，联通AI已拥有超40项自研原子能力，其中2D/3D场景分割、场景文字识别、人脸识别、音频分类、情感识别
、交通路况感知等多项算法在国际/国内评测中排名前五；面向细分行业领域，历经100+真实场景沉淀打造了多种具
备“职业技能”的细分行业AI，并以联通云网为基础，为政企重点行业客户做集约化赋能，客户评价“具备业界领先
的快速定制化能力”；发挥运营商禀赋构建了用户可参与的AI运营成长机制，实现细分行业AI“越用越聪明”，助力
客户持续创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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