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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发
布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
试点城市名单，确定了20个城市（联合
体）为首批“车路云一体化”试点城市。

“聪明的车”驶上“智慧的路”。作为人
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与交
通运输深度融合的新业态，我国智能交
通历经20余年，从“实验场”走向“应用
场”，正在催生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
模式，让公众的出行更加安全、高效和
环保。

《前沿科学》杂志最新一期推出《智
能交通专辑》，邀请相关领域专家探讨
智能交通向更高水平迭代升级、技术创
新发挥的支撑作用，以及基础建设场景
的创新成果。

以自动驾驶为例，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教授鲁光泉阐述“聪明的车”这种新
型交通系统要考虑人、车、路多要素耦
合机理，以及交通系统的内在平衡，更
要发挥自动驾驶和车路协同技术优势。

要想实现让自动驾驶“聪明的车”
驶上“智慧的路”，交通运输部公路科
学院研究员宋向辉认为，还需借助“灵
活的网”“协同的云控平台”。单一化
的交通基础设施已无法满足高度互联
时代的需求。

对于如何正确认识智能汽车安全
问题，清华大学教授王建强说，全方位
的安全出行应包括系统风险监测和防
护、高效风险评估与决策、实时智能防
护，但这种全过程安全技术的实现尚需
时日。

想象一下，在工作日的清晨，人们
再也不用为堵车烦恼，出门前就能定
制好路线，不用担心路上时长、上班迟

到……这种理想生活其实还涉及精准
高效的交通管控、数智赋能的出行服
务。浙江大学教授金盛指出，当前交
通管理大多面向信号控制，缺乏城市
复杂交通流协同运行。随着物联网、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交通
管控应向区域交通信号协同控制、公
交信号优先控制、车路协同控制转变。

交通状态的“流”级，涵盖流量、密

度、速度等交通状态信息。交通状态的
“粒”级，包括个体车辆的位置、速度、
加速度等状态信息，路径规划、驾驶意
图等决策信息。同济大学教授马万经
主张发展“以粒控流”“流中控粒”，以
及“粒流协控”为核心的道路交通粒流
协同控制关键技术，为交通管控提供新
思路。

网约车、定制公交、共享单车不知

不觉已成为公众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
公众出行正从过去“走得了”向“走得
好”转变。深圳市智慧城市科技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晓春介绍说，
2023 年，深圳市推出全市层面的“一键
预约”智慧停车平台，接入全市8000家
的300万个停车泊位，逐步实现停车一
键预约、错峰共享、出行引导等，盘活了
区域停车资源，提高了停车利用效率。

当前，超大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发
展面临海量客流组织难、巨型系统维
护难、体系运转协同难、安全管控闭环
难等问题。北京市政协经济委员会主
任谢正光表示，依托新技术装备研发
和业务平台集成，北京市目前正构建
智慧地铁，重建超大城轨运营模式，实
现客流—车流耦合的网络化高效韧性
运行、全时程线上线下一体化智能服
务、集约化智能维护的新模式。

在低空经济和新一代通信技术快
速发展的趋势下，现有航空通信系统已
无法满足空管和航空公司日趋增长的
数据通信需求。民航数据通信有限责
任公司首席科学家朱衍波研判，正因为
如此，互联飞机概念应运而生，它以商
用通信公网对航空通信专网进行补充，
构建地空多链路弹性网络，提升地空通
信的容量和效率，成为航空通信未来发
展的重要趋势之一。

新技术在交通基础设施、载运工
具、交通管理等领域中赋能愈加深
入，交通系统的感知与决策能力得到
了显著提升。中国智能交通协会副
理事长关积珍认为，中国智能交通发
展已进入网联化和协同化为特征的
2.0 时代。

从“实验场”走向“应用场”

中国智能交通进入中国智能交通进入22..00时代时代
□ 科普时报记者 翟玉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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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2024 中国 AI 盛典》在
中 央 广 播 电 视 总 台 央 视 综 合 频
道、央视网等平台播出，受到社会
关注。这是一场科技与艺术融合
的盛典。音乐、动画、文物修复等
通 过 人 工 智 能（AI）技 术 创 作 而
成，让观众在享受视听觉盛宴的
同时，深刻感受到 AI 的魅力。AI
文生视频技术能否取代人工创作
成为热议的焦点。

在整台节目中，依托生成式
AI 技术，结合壁画、古画资料重
现孔子、老子、韩非子、苏格拉底
等形象，AI 虚拟数字人作为主持
人，与这些古圣先贤进行了一场
跨越时空的“百家争鸣”。这种
交 流 不 仅 让 观 众 感 受 到 古 圣 先
贤的智慧，更展示了 AI 技术在文
化 传 承 与 创 新 方 面 的 巨 大 潜
力。AI 文生视频打破了动画制
作的专业藩篱，让没有导演、绘
画 专 业 技 能 的 人 士 也 有 机 会 参
与影视创作。

AI 文生视频创作改变了传统

的动画生产流程，节省了分镜头
创作、二维设计、三维建模等中间
技术流程，是一种全新的动画创
作形式。AI 文生视频技术的发
展，将大量动画创作者从繁重的
规律性工作中解放出来，把更多
的精力放在动画创意、风格打造
上。原本需要数十、上百人创作
团队才能制作的动画作品，可能
一 个 或 者 几 个 人 的 团 队 就 能 完
成，减少了人力成本、制作成本的
投入。那么，是不是 AI 文生视频
技术就能完全取代人工创作，AI
动画比传统动画技术更好呢？其
实，从现在文生视频的发展程度
来看，还有诸多不足之处。

文生视频对文字表达的精准
度有很高要求，文字表述越清晰、
定位越准确，生成的视频精确度
就越高。根据文字脚本生成的视
频，很难一次性准确达到创作者
的需求，需要不断输入更多的指
令来训练调试模型，让 AI 满足创
作 者 的 想 象 力 ，呈 现 出 完 美 效
果。因此，AI 技术能减少绘画等
方面的工作量，在审美设计、故事
表达等方面，仍然离不开创作者
参与。

在动画创作的诸多因素中，创
作者的思想和独特性是动画片的
灵魂，AI 是动画创作的工具，创作
的 主 体 还 是 人 。 动 画 的 主 体 架
构、人物服装设计、美术概念设
计、场景建构等具有创意性的部
分，还需要创作者通过思考和创
意来完成，AI 只能作为工具来实
现创作者的意图，无法直接提供
这些前期策划内容。在具体创作
过程中，AI 技术更偏重于特效制
作、场景还原，对原创故事内容的
个性化生产则不够擅长，无法完
全取代创作者的创意，更多只是
辅助功能。

人工智能是引领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具有溢出
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AI 文
生视频为动画及影视发展创作增
添了一个新赛道。期待更多的影
视动画创作者，综合运用传统动画
技术和新型AI文生视频技术，通过
开发更加智能的AI技术，投入更加
丰富多元的场景模型库，为用户提
供真实生动的动画体验，创作出感
人的影视动画作品。

（作者系中国科技馆资源管理
部高级工程师）

AIAI文生视频文生视频，，还要输入更多创作者还要输入更多创作者““激情激情””
□ 苑 楠

据新华社讯（记者吴振东）记者从复旦大
学获悉，该校物理学系赵俊教授团队利用高压
光学浮区技术成功生长了三层镍氧化物，证实
了镍氧化物中具有压力诱导的体超导电性，其
超导体积分数达到86%，这意味着又一新型高
温超导体被发现。日前，该成果在国际学术期
刊《自然》上发表。

超导体是指在特定温度条件下电阻为零
且呈现完全抗磁性的材料，能广泛应用于电力
传输和储能、医学成像、磁悬浮列车、量子计算
等领域。

赵俊介绍说，研究高温超导的一个重要课
题是寻找新型高温超导体，这既能从新的角度
寻找理解高温超导机理的线索，同时新的材料
体系也可能提供新的应用前景。

镍氧化物被认为是实现高温超导电性的
重要候选材料之一。赵俊教授团队此次成功
合成了高质量三层镍氧化物单晶样品。样品
在低于超导临界温度下表现出零电阻和完全
抗磁的迈斯纳效应，超导体积分数与铜氧化物
高温超导体接近，有力证明了镍氧化物的体超
导性质。

赵俊教授团队利用高压光学浮区技术生
长了大批样品，在不断寻找总结规律基础上，
最终成功合成了纯相三层镍氧化物单晶样
品。此外，研究还发现三层镍氧化物呈现出奇
异金属和独特的层间耦合行为，为人们理解高
温超导机理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平台。

又一新型高温
超导体被发现

图为智能感知道路示意图。 袁东东 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