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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上，有一个现象：每次提到杭绍甬高速公路，总
会吸引诸多流量。作为一条省域高速公路，为何备受全国关
注？答案就在“智慧”两字。

目前，我国高速公路建设已经进入追求高质量的发展阶
段。智慧高速公路是未来高速公路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智能
网联交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建设交通强国的重要载
体。智慧高速公路怎么建，业内存在不同声音，也在寻求各种
路径。

其中，浙江对于智慧高速公路的探索较早。2012 年，浙
江省就开始了智慧高速公路的相关研究；2015 年前后，浙江
正式提出了超级高速公路的概念，开始筹备杭绍甬高速公路；
2018 年，浙江发布《浙江省综合交通产业发展实施意见》，要
求推进智慧高速公路网建设。

那么，智慧高速公路到底长什么样？讨论最多的就是限
速。近年来，国内对高速公路“提速”的呼声不断，经常将“德
国高速公路不限速”作为参照对象。事实真的如此吗？

德国是世界上最早修建高速公路的国家，但城市附近的
高速公路都是限速的，只有偏远地区才不限速，但对货车还是
全程限速。此外，荷兰高速公路基础设施建设较好，疏港公路
达到双向 10 车道以上，法定限速为每小时 130 公里，后来为
了降低汽车尾气排放，最高速度限制降至每小时100公里，只
有在晚上7时至次日凌晨6时才放开限速至每小时130公里。

因此，不限速要基于现行道路建设法规、路况、车流等诸多
因素，即便是国外也并未完全放开。在国内，道路安全交通法
规定机动车在高速公路行驶时速最高不得超过每小时120公
里，是道路、车辆、驾驶员等多方因素科学衡量后的结果。“高速
公路不限速，当前还无法实现。”一位交通领域业内人士说。

再论智能化，国内很多高速公路的投入和使用远超国
外。采访中有业内人士表示，当前很多智慧高速公路的全息
感知以硬件设备堆砌为主，建设成本普遍很高，这意味着未来
很难收回成本，复制推广较难，不可持续。

据悉，在杭绍甬高速公路筹备初期，浙江交通集团就聚集
各业务线优秀人才组建智慧高速公路研究及建设团队，组织
核心团队前往荷兰、德国等发达国家考察，赴四川、广东、山东
等地调研，学习借鉴国内外高速公路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
等最新经验和成果。

“在调研中，我们学习借鉴了很多省份的先进经验做法，
同时也有了一些对智慧高速公路的思考。”浙江交通集团高速
公路管理部副总经理阙家奇说，目前，业内比较主流的是
OBU-RSU 信息交互的车路协同，虽然理论上可行，但由于
车载 OBU（安装在车上的智能设备）推广难、渗透率低，路侧
RSU（安装在路侧的通信设备）投入大、覆盖难，通信时延等
技术问题仍未有效解决，车企围绕单车智能自动驾驶的研发
对道路需求也不明确，导致以 OBU-RSU 式车路协同普及应
用还需走较长一段路。

对此，浙江交通集团创新性提出并确立了广义的车路协
同新思路，在国内首次提出了“主动发现、主动管控、主动服
务”闭环管理理念为基础的协作智能交通系统。阙家奇解释
说，让杭绍甬高速公路变得“聪明”，底层逻辑就是以人工智能
算法和通信技术为驱动，以多源数据闭环为纽带，打造一个自
主决策的“大脑”，然后通过算法对主线、隧道、团雾等场景下
的异常交通事件主动管控，最后借助公路上情报板、车主端的
ETC、APP等，把路况信息多路径送达客户。

根据测算，这种方式可有效提升管控效率，预期二次事故
发生率降低15%，主线交通管制时长减少10%。此外，系统通
过仿真技术对未来30分钟道路拥堵等潜在的交通运行风险进
行预测，并自动生成交通管控措施，降低事故发生的可能性。

当然，这只是智慧高速公路的浙江探索，而非标准答案。
随着大数据技术研究和人工智能深度学习应用的深入，智慧
高速公路还有无限的想象和空间。

创新协同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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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湾畔，一条公路沿海岸线蜿蜒伸
向远方。

1 月 19 日下午，随着车辆撞彩，杭绍
甬（杭绍段）高速公路正式开通，这是长三
角智慧交通示范项目，更是浙江智慧程度
最高的高速公路。该路段与杭甬复线宁波
段一起，将共同构成一整条杭绍甬高速公
路，成为杭甬第二高速通道。

修路搭桥，历经四年多，杭绍甬（杭
绍段）高速公路在没现成经验可学、没标
准可参考的条件下，从设计到建设“摸着
石头过河”，探索协作式智能交通技术路
径，终于建成了一条“可感可知、能听会
言”的智慧公路。

这条公路究竟有何聪明之处？杭甬间
已有高速公路，为何要花重金再建一条通
道？对标国内外智慧公路，杭绍甬（杭绍
段）高速公路有何独特之处？一切谜底，在
通车之际终于揭晓。

智慧高速公路，意味着更聪明的路、更
美好的出行，也意味着让人和路在互联互
动中路更畅、行更远。

通车之际，记者跟着省交通集团的工
作人员上路进行了一番体验，感受这条路
的不同寻常之处。从萧山南阳枢纽上高
速，一路向东前行，出杭州进绍兴，穿过绍
兴北部区域，与嘉绍大桥相交，过上虞盖
北镇、崧厦街道，继续向东就进入宁波境
内。随车一路行去，表面上看与其他高速
公路并无多少差别，只是沿路的信息情报
板特别多。

事实上，秘密就藏在这些信息情报板
上。同行的浙江交通集团杭绍甬高速公路
软件项目负责人余诚介绍，车道级精准诱
导是杭绍甬高速公路的一大重要场景，一
旦道路发生交通事故，立马就能发现智慧
高速公路的聪明之处。

通过现场模拟实验，可窥一二。假设
有车辆在高速公路上紧急停靠，高速感知
系统能在 5 秒内发现异常情况，然后通过

“杭绍甬云”智慧大脑迅速制定并发布管控
策略，第一时间在两公里之外的文字情报
板上发布类似“前面 2 公里，第三车道抛
锚”的提醒，定向对事故车道后方的车辆进
行预警，然后同步在分车道情报板上，做出
相应的车道引导。

“从多车道无差异化诱导到单车道精
准诱导，这是技术的进步。”余诚说，杭绍甬
高速公路提供车道级的避障引导和最佳行
车速度建议，降低追尾等二次事故风险，减
缓路段拥堵。

出行安全至关重要，这是智慧高速公
路的重中之重。除了对异常事件的精准捕
捉和自动快速决策外，杭绍甬高速公路还
针对团雾等特殊天气、隧道等特殊路段制
定了相应管控策略。

杭绍甬高速公路地处沿海地区，团雾
天气频发，通常被人们称作高速公路上的

“流动杀手”。团雾，是受局部地区微气候
环境影响所形成的小范围浓雾，具有突发
性、局地性、难以预测。通常团雾外视线良
好，团雾内能见度很低，只有几十米甚至十
几米，对于交通流量大、货车占比高的杭甬
一带高速公路而言，危险性极高。

“根据测算，杭绍甬高速公路每年发生
团雾的天气在22天左右，比其他公路高一
倍，因此我们设计了团雾自动分级和预警
功能。”浙江交通集团智慧高速公路建设专
班高级工程师蒋南介绍，基于路侧智能检
测设备、气象局等多源感知数据，结合专用
融合气象算法，实现了10分钟级的气象监
测体系，首创“路—警—气象”三方共建的
四级预警机制，实现对团雾的精准感知和
分级预警。

一旦发生团雾，相应路段会智能匹配
雾区照明强化、限速限距、行车提醒等交通
管控策略，对尚未进入团雾区域的车辆进
行收费站入口管控，全方位减少因能见度
降低对行车安全的影响。

此外，危化品运输车辆全程跟踪、隧道
应急管控、服务区充电预约和在线点餐等
诸多智能应用的背后，正是基于大数据、物
联网、交通仿真、数字孪生、高精地图等技
术运用，让高速公路有了敏锐的“眼睛”、会
思考决策的“大脑”，从而实现主动发现、主
动管控、主动服务。

据统计，光在杭绍甬高速公路杭绍段
项目，平均每 240 米间距就双向交替布控
摄像机，团雾多发路段平均每 200 米布控
雷视一体机，实现异常情况自动识别、精确
定位和实时上传，识别准确率超 90%，巡
查效率提高2倍以上。

学会思考的公路

很多人好奇，杭甬第二高速通道从谋划初
期开始有何考量，花重金修建是否真有必要？

杭州和宁波是浙江经济能级最高、带动
作用最强的两大城市，是相互支持、相互成
就的发展共同体。唱好杭州、宁波“双城
记”，是我省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从现实来看，现有交通条件无法满足快速
增长的需求。以1996年通车的杭甬高速公路
为例，这是省内首条高速公路，也是目前最繁
忙的高速公路之一。每逢节假日，各种道路预
警提示信息中，这条路必然是“堵堵堵”，同时
客货混行让这条路压力倍增、事故不断。

省发展规划研究院楼小明博士告诉记
者，杭甬高速公路建设初始为双向四车道，
于 2007 年扩建至双向八车道，但如今全线
均呈现过饱和运行状态。“前些年，加快修建
杭甬第二条高速公路的呼声日益强烈，这不
仅能缓解当前部分时段交通拥堵的问题，提
供了更多出行选择，更能大幅增强杭甬之间
的承载能级。”楼小明说。

杭绍甬高速公路如何与杭甬高速公路形
成错位和互补？我们可以从地图上寻找答
案。杭绍甬高速公路位于杭甬高速公路北侧，
自西向东，经杭州市萧山区、钱塘区，绍兴市柯
桥区、滨海新区、上虞区，宁波市余姚市、慈溪
市、镇海区和北仑区，是真正靠近杭州湾水域
的环杭州湾高速公路。同时，该高速公路连接
钱江通道、嘉绍跨江通道、杭州湾跨海大桥和
舟山连岛工程金塘大桥，能有效加强杭州湾南
岸与上海、江苏、安徽等地的沟通交流。

长期研究浙江区域经济的省发展规划
研究院区域发展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柯敏认
为，杭甬第二高速公路串联了我省环杭州
南翼钱塘新区、滨海新区、前湾新区等高能
级产业平台，这些都是我省产业发展的主
战场。它的出现，为杭绍甬之间关联度较

大的高端装备、集成电路等关键产业链供
给配套提供了便捷通道，降低了综合运输
成本，有利于提高本地产品配套率，提升本
地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韧性。

这个说法，在沿线企业的采访中得以印
证。在马鞍互通，记者碰到了杭州正刚物流
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本发，他是萧山规模不小
的化纤物流车队的老板。过去，他的物流车
都是从萧山瓜沥或绍兴柯桥上杭甬高速公
路，从宁波绕到镇海，如改道杭绍甬高速公
路，每天每辆车可节约100多元成本。

“更关键的是，我的很多货源都在钱塘新
区和滨海新区，沿着杭绍甬高速公路一带，每
天货运量在3000吨以上，每天有100多辆车
在路上跑，成本可省了不少。”王本发笑着说。

在镇海区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浙江
镇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李况坦言，

他们是受益企业之一。“从江苏、上海、浙北过
来的物流车，至少节省半个小时以上，这条高
速公路对整个镇海石化产业都是利好。”

好处不仅如此。楼小明留意到，这条高速
公路将成为支撑世界一流强港的重要疏港
路。当前，宁波舟山港正从世界第一大港向世
界一流强港迈进，但公路集疏运占比负荷一直
过高，经常出现货车集卡围城现象。新高速公
路沿宁波市北侧与甬舟高速公路、穿山疏港高
速公路、六横疏港高速公路相连，直接串联梅
山、穿山等重要集装箱港区，不再穿越已十分
拥堵的宁波市区，大幅缓解港城矛盾。

“杭甬高速公路是通勤之路，适合都市之
间人员流动，而杭绍甬高速公路是产业之路，
实现了客货要素类型、南北服务区域的功能分
离，让杭甬双城联动更加韧性高效。”楼小明点
评说。

降本增效的通路

张帆 金梁

不限速、电动汽车边开车边充电⋯⋯从最初设想的超级
高速公路，到如今开通的智慧高速公路，许多当初的畅想并没
有走下图纸变成现实。

仰望星空，更要脚踏实地。作为国内最早开展智慧高速
公路研究的高速公路项目，杭绍甬高速公路杭绍段筹备之初，
相关研究人员曾设想了诸多高大上的智慧高速公路场景，“不
限速”更是经众多媒体放大广为流传，直到开通前还有短视频
博主在兴奋地预告国内首条不限速高速公路即将通车。

但作为写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纲要的智慧高速公路示范项
目，杭绍甬高速公路杭绍段按国家交通运输部的批复，建设之初
就明确了基础设施数字化（交通状态全息感知）、基于大数据的综
合路网管理（智能决策、协同）、新一代国家交通控制网（车路协
同）等六个方面的智慧高速公路试点示范内容，并不包括不限速。

原因很多，比如相关交通法规不支持，国内高速公路行车
的最高时速只有 120 公里。高速公路的设计、施工规范也不
支持；科学试验可以大胆闯、大胆试，但建一条融入大路网的
高速公路，肯定要有规范、依据。遗憾的是，目前国内没有不
限速公路设计规范，连比120公里时速进一步的150公里时速
的设计、施工规范都没有。

因此，虽然相关研究有所推进，但杭绍甬高速公路本身还
是严格按 120 公里时速 6 车道高速公路规范来设计、施工、建
设的。甚至，因杭绍段起点部分 15 公里是开放的快速路，属
城市道路，分段限速80公里、100公里。

实际上，大胆设想的智慧高速公路
建设者，在消化、应用各种智慧高速公路
技术中务求实效，没有简单地追求不限
速，而把高速公路的安全性、通行效率、
事故快速救援、服务舒适度作为主攻方
向，为交通高质量发展贡献了智慧高速
公路“浙江方案”。

为什么没有“不限速”

1月19日15时，杭绍甬高速公路杭绍段开通运行，第一辆车驶入萧山党湾收费站。 拍友 王小乙 摄

杭绍甬高速公路路径图 浙江交通集团供图

位于绍兴滨海新区的滨海枢纽航拍 拍友 刘真莎 摄位于绍兴滨海新区的滨海枢纽航拍 拍友 刘真莎 摄

杭甬复线宁波一期项目滨海互通全景图 拍友 李全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