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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仓储:

“智能大脑”统管全局

随着物流的数字化，现代“仓储”已不仅
仅是物流过程中的一个“中转站”，而是一个
能够提供更精细化服务的关键节点。大数
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在此应用，推动越
来越多的智能仓走向市场。

采用“二维码+惯性”的导航方式，100多台
“地狼”AGV（智能搬运）机器人自如穿行，大
大小小箱体被平稳送到工作人员手中……这是
浙江省义乌市京东物流“亚洲一号”智能产业
园“地狼仓”的工作场景。

“从人找货到货找人，仓储变得越来越‘聪
明’。”义乌“亚洲一号”仓储负责人翁波介绍，

“地狼仓”每小时能完成1500个订单，比传统方
式效率提高了3倍，整个“亚洲一号”智能产业
园日均处理订单峰值超过7万单。

先进智能仓的背后是统管全局的“智能大
脑”——智能仓储系统。

“智能仓储系统，是货物从入库到在库再
到出库全环节的‘指挥官’。”京东物流人工智能
算法专家赵巍博士举例解释，在入库环节，通
过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算法，可提前优化货物存
储位置，“畅销货会存放在靠近拣货产线的储
位，同时关联性高的货品会存放在同一个储存
区，由此提升多货品订单的拣货效率。”

到了出库环节，还能根据货品的长宽
高，推荐合理包裹数与箱型，避免打包时出
现大箱装小物、包裹数过多等问题，减少耗
材浪费。记者了解到，智能仓储系统运用到
的技术和算法会持续根据实际进行优化，目
前已完成了3次大型迭代升级。

智慧仓储的推广应用，对保障产业链供
应链安全稳定运行、助力中小微企业高质量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徐哓靖是义乌市忠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创始人，公司主要销售日用百货。与京东物
流合作近 8 年来，他从最早的快递运输，逐
渐向仓配一体的供应链合作深入。义乌“亚洲
一号”正式运营后，他经营的商品实现了就近
入仓，节省了送仓成本。此外，他的商品还
被提前布置到京东物流在全国的多个仓库
中，消费者在网上下单后，商品就可以从距
离最近的仓库发出。“一般城市里都是当日达
或次日达，稍微偏远的地方，也就晚个一天
左右。”徐哓靖说。

5G网络建设的推进，也为仓储物流效率
的提升提供了更多可能。

去年7月，由美的、中国联通、华为携手
打造的5G全连接智能制造示范工厂正式亮相。
依托“5G+智慧物流”解决方案，该工厂成功
实现了少人化、无纸化及物流效率的提升。

华为中国区 5G 行业创新负责人介绍，

“5G+智慧物流”解决方案通过对货车、夹抱
车、牵引车等关键要素的实时精准定位，感
知车辆和对应货物的空间位置状况，做到对
货物信息的实时显示、自动盘点与智能管
理。相较于传统单一的定位技术，该方案具
备广融合、快切换的特性，能够进一步降低
环境依赖、打通数据孤岛。

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盛磊
认为，仓储物流基础设施的数字化、网络
化、智能化发展，关键是以“数据”驱动决策
与执行，通过物流作业自动化、物流规划与
决策智能化、物流管理与流程透明化等，与
产业的制造与销售流程形成深度嵌套，达到
提升物流运营效率、降低生产运行成本的目
的。“对整个经济社会运行来说，智慧仓储发
挥了优化资源配置、降低整体能耗、驱动产
业升级的重要作用。”

智慧分拣:

“爆仓”难题有效解决

在快递分拣环节，如今以智能分拣装备
为核心的多类型技术装备广泛应用，大大提
高了分拣效率，大量快递滞留在中转站的

“爆仓”难题得到有效解决。
12月6日，在6.2万平方米的顺丰西安汉唐

中转场内，看不到人头攒动、嘈杂鼎沸的场景，
取而代之的是全自动分拣带高速运行。

经过喷淋系统消杀后，一辆进港货车停靠
在全自动分拣带卡口处，车上卸下的一件件快
递“乘坐”传输带缓缓向上，在第一关卡“单件分
离器”中，摆放凌乱的包裹被整理为一列，并
向“安检机”处有序流转；包裹高效通过安全识
别后，又通过“六面扫描”机器，快递来自何
处、去往哪里一览无余；智能识别面单信息
后，中控平台通过“摆轮”将包裹分拣到与其目
的地对应的卡口，随后登上出港的货车。至
此，一件快递的智能中转之旅便画上句号。

“以前一条分拣线上要站十几名收包工，
大家不分昼夜‘三班倒’，亲手把发往全国各
地的包裹集装打包。”汉唐中转场负责人宋林
凯告诉记者，有了智能分拣设备，减少了人
工扫码等环节，包裹的流转速度和分拣准确
率更高，员工的劳动强度大大降低。“中转场
能24小时运行，一件快递从进场卸车到分拣
后装车，最快只要十几分钟。”

在分拣环节，商品、车辆、设备等之间
有着十分复杂的协同要求。近些年，不少智
慧物流技术提供方开始在协同领域发力，并
形成优势。

“对于企业而言，要想做到人、物、场的
高效管理，仅靠人工监督和场地巡检，已无
法满足现代化物流的运作需求。”顺丰科技
AIoT （人工智能物联网） 领域解决方案专家
郭旭敏对记者说，顺丰综合运用计算机视觉

与边缘计算技术，在 2019年 3月首次对外发
布AIoT感知产品“慧眼神瞳”。

以解决“暴力分拣”问题为例，“慧眼神
瞳”可通过分析网络监控视频，自主识别违
规抛扔等事件，然后生成消息转给相关责任
人，直至问题解决。

郭旭敏透露，“慧眼神瞳”的开发之路可
谓困难重重。试点之初，在对多个物流中转
场监控采集的图像进行分析后，技术团队发
现了一个难题：很多监控摄像头要么拍得质
量不好，要么拍照角度不对。

“摄像头采集不到高质量的影像，再好的
系统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郭旭敏说，
挨了“当头一棒”的团队意识到，必须把相关
的技术标准统一起来，确保采集到的数据质
量过关。

为了盘点清楚现场的全部摄像头，团队成
员纷纷下沉一线，对现场设备挨个进行调试。
为了不影响场地人员正常工作，大家选择在货
件量最少的时候进场，争分夺秒地开展排查工
作，往往一个场地的硬件改造就得花费10多天。

在完成一轮盘点后，团队经过共同努
力，最终完成了中转场分拣线设备的标准制
定。“这不仅打通了全网的分拣线设备软件接
口，也为‘慧眼神瞳’今天的大规模应用奠定
了基础。”郭旭敏相信，未来 AIoT 将在越来
越多的物流新场景中完整应用，提高现代物
流运作的生产效率。

智慧运输：

“人车货”跑得更精准

货品仓储、分拣更加智能化的同时，货
品运输环节也在整合资源、不断完善。

步入江苏镇江惠龙易通国际物流股份有
限公司的信息数据中心，智慧物流的滚滚热
浪扑面而来。墙上巨大的电子屏滚动显示着
全国各地的即时交易信息，几十名工作人员
目不转睛地盯着运输订单动态。“全国 12 万
单运输交易在这里精准匹配、实时掌握。”公
司董事长施文进说。

车找货，货等车——这是过去物流运输
业信息不对称、配载效率低造成的普遍现
象。一次偶然机会，施文进发现，很多从事
货物运输的车辆经常空驶，造成能源和运力
的巨大浪费。他突发奇想，能不能搭建起一
个“网络货运”运输平台，将缺乏运单的车辆
重新组织起来。

2013年，施文进创建惠龙易通平台，将
货主、车主整合进来，只用一部手机，就能
让等车或找货的用户随时发布信息，以最快
速度找到离得最近的彼此。“至于运费支付、
事故理赔等，统一交给平台处理。”施文进
说，全新模式的智慧物流运输平台上线仅16
天，就拥有了超 1 万名用户。截至目前，平

台用户数量已经超过330万。
与此同时，公司还自主研发运营了“惠龙

易通卫星定位监控平台”。“在我们的调度呼
叫中心，可以实现所有运输业务的实时监
控。”施文进介绍，一辆车什么时间出发、起
点在哪、终点为何处，全过程都能在线上显
示，“利用互联网借力借智，‘人车货’可以跑
得更精准。”

物流运输过程中，如果有部分货物受
损，客户该如何查询溯源？天翼智联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给出了他们的应对方式：给每件
货物都装上“黑匣子”。

这个“黑匣子”名为“天翼镖星”，是一个仅
有名片1/4大小的芯片。每个芯片都采用了卫
星定位、5G等技术。运输期间，不论是收货
方还是发货方，都可以通过手机小程序实时查
看货物的行进轨迹，并知晓货物在何时何地被
打开，实现精细化溯源管理。

标准是推动智慧物流发展的重要基础。
近日，交通运输部会同国家标准委制定 《交
通运输智慧物流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明确了
智慧物流运载设备的标准明细，涉及保温集
装箱远程状态监控、集装箱二维码通用技术
规范和冷链运输保温箱技术规范等。专家表
示，随着标准体系建设步伐加快，物流智慧
运输业将迎来发展机遇期。

智慧配送:

无接触服务成“标配”

在物流末端的配送环节，多类型自动化
智能设备也在逐步普及，无接触服务逐渐成

为送货“标配”。
12 月 7 日，在北京市顺义区，一辆特别

的“快递车”从京东快递后沙峪营业部出发，
驶向街头。今年10月，京东物流率先在顺义
自动驾驶测试道路开始示范运营，第一期投
入 6 辆智能快递车提供快递无人配送服务，
上述“快递车”便是其中之一。

自主识别红绿灯、主动避让行人、保持
靠右行驶……满载大小货物，智能快递车在
道路上平稳行驶，直至中关村医学工程健康
产业化基地才缓缓停下。随后，一位市民走
到车旁，在车身屏幕上输入取件码后，打开
车门，取走快递。

据悉，京东物流智能快递车最大可载重200
公斤，可续航100公里，日均配送超200单，集
成了高精度定位、融合感知、行为预测等10大
核心技术，可以实现L4级别的自动驾驶。

对于一些路途较远的送货片区，快递小
哥也无需再往返站点奔波，智能快递车可将
货物运送到该片区，再由快递小哥送货上
门。“通过‘人车共配’模式，快递小哥能提高
个人工作效率，并获得更多经济收益。”京东
物流智能驾驶运营负责人曲丽丽说。

从无人机投递包裹到无人机送餐，现实
生活中，精准续航、智慧灵动的无人机正在
将“配送员”的身份演绎得淋漓尽致。

阳澄湖大闸蟹属于高蛋白水产品，离开
水后很容易腐败变质，对运输时效有很高的
要求。据了解，一段完整的环湖运输路程在
18 公里左右，若采用陆运，至少需要 1 小时
20分。

早在2018年，顺丰就获得了覆盖阳澄湖
全湖面及周围部分陆地的空域许可，从而可
以利用无人机运送大闸蟹。“与陆运一致的目
的地，无人机 10 分钟左右即可送达。”顺丰
速运苏州区总经理李佳说，无人机还配备冷
运恒温箱和冷链记录仪，能通过后台实时查
看温湿度情况，保证大闸蟹品质安全。

专家指出，整体来看，中国智慧物流市场
呈现高速增长态势，但新一代信息技术在物流
业务场景应用方面仍然不充分，大量的物流作
业仍停留在原始阶段。此外，智慧物流技术装
备在技术的原创性上还有待加强和提高。

“随着物流产业的不断扩大，今后行业的
最大挑战与变化一定是技术更新带来的。”京东
集团副总裁、京东物流技术负责人何田分析，
到2025年，智慧物流会进入全新时代，全域
数据生态等人工智能技术将助力实现物流全
链路的高效自动化发展。“未来，我们要持续
进行高效的技术赋能，不断提升整体配送效
率与服务质量，保障物流全环节的安全。”

图①：6 月 25 日，在江西省瑞昌市大唐
新区联盛智慧物流仓储园项目工地上，工人
进行钢结构吊装及焊接施工。

魏东升摄 （人民图片）
图②：6 月 16 日，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

县乾元镇第一产业智慧物流园区快鱼服饰有
限公司华东物流中心，分拣机器人正快速准
确运输货物。 蔡 俊摄 （人民图片）

图③：10月13日，湖南省永州市蓝山县
创品国际智慧物流园，智能分拣系统对快件
包裹进行有序分拣。

彭 华摄 （人民图片）
图④：7月1日，在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

电子商务物流园某电商物流企业，自动转运
小车按照指令进行货物出库工作。

纪星名摄 （人民图片）

从“汗水流淌”到“智慧流动”——

智慧物流加速拓宽发展“快车道”
本报记者 刘乐艺

智能仓中，多种物流机器人紧密配合，协作
完成分拣、搬运等作业；大屏幕上，上千辆运货
车的行驶状况实时更新，让工作人员一目了然；
满载大大小小的货物，无人车为消费者提供“最
后一公里”的无接触服务……近年来，随着新一
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以“互联网+物流”为特征的
智慧物流建设正加速推进，铺就产业发展的“快
车道”。

所谓智慧物流，是指利用系列智能化技术，
使物流系统能模仿人的智能，具有思维、感知、
学习和推理判断能力，并能自行解决物流中的某
些问题。据统计，2020年中国智慧物流整体市场
规模是356.7亿元，到2022年10月增长至1280.5
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70%。

从“汗水流淌”到“智慧流动”，智慧物流装备
制造业的发展，赋予行业多少“科技含量”？智慧
物流给企业和百姓带来哪些便利？本报记者就此
进行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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