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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动车组检修机器人在上海虹桥动车运
用所检查动车组车底。

新华社记者 王翔摄

图② 5G巡逻机器人在火车站“执勤”。
新华社发（胡锐摄）

图③ 旅客通过自助实名制核验闸机刷脸进
站。

图④ 全自动智能咖啡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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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春运将于1月26日正式启动，3月5日

结束，为期40天。来自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今

年春运期间，铁路、公路、水运、民航的营业性客运

量将达18亿人次，自驾出行客流约有72亿人次。

在这场“人口大迁徙”中，少不了科技的身

影。帮旅客拿行李的客运智能服务机器人、调节

室内光线和温度的智能天窗、给地下空间输送阳

光的智能光纤系统……这些技术成果大幅提升春

运效率，为旅客带来舒适便捷的出行体验。

机器人大展身手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机器人出现在机场、火

车站，为旅客提供高质量服务。

京张高铁部分沿线车站推出客运智能服务

机器人。该机器人不仅可以提供站内导航、查询

列车到发时间等服务，还可以帮助旅客搬运大件

行李。

客运智能服务机器人有封闭储物箱，可以为

旅客运送最重约 100 公斤的行李。携带大件行

李的旅客来到机器人面前，可以将行李放在它的

储物箱内，随后扫描二维码或进行人脸识别，机

器人就会在站内跟随旅客行走。旅客还可以让

机器人“带路”，前往指定检票口检票乘车。

在旅客看不见的地方，机器人同样发挥着重

要作用。

动车组结构复杂，零件众多。仅一节车厢底

部就有 3000 多颗螺栓需要检查，十分耗费人

力。如今，动车检修人员有了机器人“同事”，检

修效率得到大幅提升。

动车组智能检修机器人由车底机器人、360

度综合检测系统、控制单元、多视觉图像采集单

元以及数据处理中心等部分组成。这种机器人

能够自动检测动车组，并对采集数据进行详细分

析。

动车组智能检修机器人的手臂能够 360

度灵活旋转，轻松实现多角度检测。即便

在狭窄车底等复杂工况中，机器人也能

够对齿轮箱、牵引电机、车轴、制动盘、

空气弹簧等关键部件进行快速检测。

利用高分辨率的图像处理系统，

动车组智能检修机器人可大幅提升

检修作业效率。它能够迅速完成车

底部件的全景扫描和智能分析，将 8

节车厢的动车组总体检修时间从原

来的 2.5小时缩至 45分钟。

机器人“同事”不仅活跃在检修

车间，高铁商品仓库也有它们的身

影。

深夜 11 点是一天中高铁商品仓

库工作人员最忙碌的时候。次日始发

高铁的商品出库、终到高铁商品移交、

新进商品的入库等工作都会在此时进

行。为了有效提升高铁商品仓储效率，上

海华铁旅客服务有限公司引进智能高铁商

品配送机器人。

这类机器人能够按照规划好的路线移动并

搬运指定商品。当仓库内的所有商品全部按批

次录入系统后，每个批次都会生成不同序列号。

智能高铁商品配送机器人能够根据序列号准确

找到商品，缩短商品积压时间，显著提升高铁商

品配送效率。

行李托运不再苦恼

对机场来说，安全高效处理旅客托运行李是

提升运输效率的关键。如今，随着多种技术成果

的应用，旅客行李托运变得更高效。

在行李托运流程中，最耗费时间的就是等待

行李安检以及必要时返回值机柜台进行开包检

查。目前，国内绝大多数机场都是通过机场广

播、航显系统来通知旅客前来开包检查。多数情

况下，收到通知时，旅客早已离开值机柜台，但又

被叫回。这给旅客带来诸多不便。

为解决行李托运痛点问题，山东机场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了托运行李信息平台，并在

济南国际机场率先上线运行。该平台不仅可以

主动向行李异常旅客推送信息，使他们更快返回

值机柜台，还可以对行李进行全流程追踪，让旅

客实时掌握托运行李状态。这样就能大幅提升

行李检查效率，有效解决了安检开包员找人难、

旅客获取开包信息不及时等问题。

通过安检，只是行李托运流程的第一步。随

后，行李会被传送带运至航站楼。下一步便是被

搬上行李运输车，运至机舱中。

民航成都物流技术有限公司装备技术总监

向勇说，在行李托运流程中，航站楼内运输、分拣

等环节都已经实现自动化。但行李分拣后的装

车工作，目前仍然主要依靠人工完成。人工完成

行李装载不仅消耗大量人力资源，而且存在效率

低、出错率高等问题。每年民航公司因行李问题

而被投诉的事件很多。

向勇介绍，他所在团队自主研发的行李自动

装载系统（以下简称系统）能够实现机场行李的

自动化装车。系统主要利用工业机械臂、视觉识

别、人工智能等完成托运行李的识别和抓取，并

自动完成行李在拖车上的码放。

向勇说，系统具有诸多优势。首先，借助多

种感知技术，系统可以实现软包、硬包等各类行

李的轻柔抓取，减少行李损伤。其次，系统能够

用于机场不同场景的行李自动装载。再次，得益

于智能化程度高，系统可以实现行李实时码垛、

装车智能核验等。同时，系统设备

占地面积小，无需对原系统进行改

造便可快速安装。最后，系统有多

重安全防护，稳定性较强。

让车站有家的感觉

火车站是春运旅客最集中的区域

之一。随着越来越多的科技成果落地，

火车站逐渐朝智能化方向发展。

位于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的厦门北站

是中国高铁站房中智能化程度最高的车站之

一。这里的工作人员可以实时控制车站的亮

度、温度等，为旅客创造舒适的候车环境。

厦门北站的智能天窗可以根据实时监测的

光照强度、风力、降雨量及室内外温差等数据，自

动开合窗户或窗帘，改善室内环境，节约利用能

源。“据测算，智能天窗每年可以让通风系统停止

运转 40 天，相当于减少 14.13 吨二氧化碳的排

放。”厦门北站副站长孙宇峰说。

“这里是旅客出站后会经过的地下空间。即

使不开灯，依然亮堂堂。”厦门北站值班站长吴振

斌说。

让地下室亮堂堂的，是智能光纤系统。该系

统的“秘密武器”是在室外安装的 82 套采光机。

它们每天如向日葵般“追”着太阳采集阳光。大

通量特种光纤将采集的阳光输送至地下空间，替

代电力照明。

“光纤照明覆盖面积达 7000 平方米。”吴振

斌介绍，这个系统全年可以节约用电约 72万度，

相当于减少排放 565吨二氧化碳。

让智能光纤系统、智能天窗等设备有序运行

的，是厦门北站应用的站房智慧管控系统。该系

统可以对站房内所有空调、照明、电梯等设备进

行统一管控。有了这个系统，2 万多平方米的候

车大厅在 15分钟内就可以实现快速制冷。除此

之外，该系统还能够自动分析、判断机电设备的

运行状况，让设备始终处于最优能耗状态。

候车时间紧，想吃顿热乎饭，怎么办？

位于济南站内的全国首家铁路智能餐厅，最

快 48秒便可做出一碗面，平均 2.5分钟炒出一盘

菜，能够在最短时间内为候车时间紧张的旅客提

供食物。

“炒菜是靠机器人完成的。该机器人拥有

278 项国家专利，能够保证炒出来的菜品口味

标准化。”铁路智能餐厅负责人任国涛告诉记

者，一道菜从顾客点单，到配送上桌，最快仅需

5 分钟。

如果觉得 5分钟太长，铁路智能餐厅还为旅

客准备了智能化无人面馆。工作人员只需在机

器中加入面粉，48 秒后一碗美味的牛肉面就出

锅了。“这台机器在制作第一碗面时大概要 2 分

钟预热。从做第二碗面开始，只需 48 秒就可以

完成。”任国涛介绍，该机器能够实现从和面、切

面再到入锅的全流程操作可视化。

高铁智能餐厅里最耀眼的“明星”当属全自

动智能咖啡机。不同于普通自动咖啡机，这款带

有机械臂的咖啡机不仅可以制作浓缩咖啡，还能

够模仿人类冲煮咖啡动作，为顾客送上一杯手冲

咖啡。

客运智能服务机器人、智能光纤系统……

科技铺就返乡路 智慧春运暖人心
◎本报记者 都 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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