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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业 概 况

PART .01



定位 推进深化人工智能、计算机视觉、大数据技术在道路、轨道、水运以及边防等领域的成果转化与工程化应用；

生态 通过孵化引入，积聚高端技术人才团队，打造集咨询、方案、技术和产品于一体的智慧交通产业生态圈；

运营 由南京市建邺区政府、高校人才团队、南京学府睿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三方共建；

10+
引入孵化

40+
员工规模

60%
研究生比例

30+
知识产权

省级
研发机构

市级
研发机构



   华南理工大数据和智能机器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成立于2019年12月。实验室围绕着大数据分析、机器人智能、机器学习、

多媒体计算和机器视觉这5个相互关联的研究方向展开深入研究。

研究团队在过去10多年专注于大数据与机器人智能技术研究，在大数据分析、知识表示及知识库构建、群体智能、机器人中

间件、机器认知与思维、人机交互等方面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n 卡内基梅隆大学
n 伦敦帝国理工大学
n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n 香港中文大学
n 香港科技大学
n 香港城市大学

合
作
院
校

合
作
企
业

n 华为
n 阿里巴巴
n 金山软件
n 腾讯
n 研祥

n 大数据与知识工程研究室
n 多媒体计算与复杂信息处理研究室
n 机器感知与通信研究室
n 机器学习与智能算法研究室
n 机器人智能工程与技术研究室

实
验
室
组
成



华南理工大学副教授，博导，

轨道交通信息化领域资深专

家，主持了80余项轨道交通

信息化科研课题项目。与国

内多家轨道交通企业建立了

稳定的技术研究合作关系。

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

院二级教授，博导，主持国

家、部省级项目30余项，编

制智能交通系统ITS行业标准

5项，申请国家发明专利30余

项。

张艳青 陈启美

博士，南京工程学院自动化

学院副教授，江苏省人工智

能学会机器人专业委员会委

员，长期从事机器人、人工

智能、大数据等领域研究工

作。

钱夔

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博导，大数

据与智能机器人教育部重点实验

室主任、香港裘搓基金访问学者。

CCF 高级会员、数据库专委会委

员、中文信息技术专委会委员。

中国中文信息学会社会媒体处理

专委会委员、语言与知识计算专

委会委员。广东省“千百十工程”

培养对象，广东省高校优秀青年

创新人才。

蔡毅 王昊

南京理工大学电子工程与光电技

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

从事雷达和电子对抗领域的装备

研制以及创新技术研究，牵头研

制多款具备国内外领先水平的雷

达。多次组织国际学术会议，发

表特邀学术会议报告10次。发表

SCI收录论文64篇，累计申请专利

28项，已授权8项。



公司致力打造“政产学研资”紧密合作的创新生态，依托人才团队在大数据分析、智能机器人、机器学习、多媒体计算、计

算机视觉等方面的技术优势和科研成果，从系统设计、算法研究、核心智能设备研发等几个方面布局，围绕智能交通、轨道

交通、综合交通、水运航道、公安边防等领域的建设、运营、运维各个阶段需求开展深度应用研究，推动科技理论创新，促

进科研成果落地。

p 大数据与机器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p 信号处理与计算机视觉研究所 

p 泛在信息交互工程中心

p 微光学制造与检测实验室 

p 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团队实验室

重
点
实
验
室



中国
中车

东软
集团

唐山
百川

中国
电科

南京物
联网研
究院

南京北斗
研究院

国电
南瑞

嘉兴南湖
研究院

中兴
通讯

南京
新开源

苏州
轨道交通

常州
轨道交通

宁波
轨道交通

南京
浩鲸

天津
边检

奥看
科技

阿里
集团

合作伙伴涉及智能交通、轨道交通、能源电力、公安边防、水利水务等多个行业，遍布江苏、内蒙古、浙江、陕西、甘肃、

河南、北京等全国二十三个省份及直辖市。



数 智 赋 能

PART .02



融合视觉、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分布式光纤、卫星遥感、移动信令等多源数据，针对跨行业、多场景信息感知需

求，构建立体化智能传感体系，为行业决策分析和智能监管提供数据支撑。

核心要素全覆盖 感知手段多源化

利用多源化采集设备，对人员

外貌特征、车辆驾驶行为、道

路病害、异常事件、安全隐患

等核心管控要素进行全面收集。

依据场景需求，对重点监管

区域部署视频、雷达等感知

设备，为人、车、路、船等

目标以及交通事件、异常行

为检测提供多源化手段。

......

视频卡口设备 无人机 车载终端 AIS 毫米波雷达设备 气象环境设备 执法终端

 信息融合深度化

利用多源数据融合算法，对AI

视频分析、雷达检测等数据进

行深度关联融合，实现多维度

立体化感知。



 云端部署

 边端部署

 路端部署

 视频监控

......

雷视设备

 卡口监控

多形态
部署

多渠道
来源

应
用
管
理

算
法
仓
库

深度学习
平台视频通道管理 视频流处理

算法服务管理 系统参数配置

......
样本收集

特征标注

样本训练

性能测试

版本更新

车辆算法库 安全算法库

拥堵算法库 人员算法库

......

融合机器视觉、深度学习、强化学习、知识图谱等人工智能相关技术，构建智能算法服务中台，适应不同场景应用，支持

多视频通道、多算法服务的可视化灵活适配，为用户提供一个强大的可持续扩展的算法引擎。

高速 隧道 航道 桥梁 港口 工厂 工地

......

轨道



基于数据中台基础支撑能力，实现行业各类基础数据以及业务数据的接入、处理、治理、组织，形成共享数据底座，通过

服务接口为上层大数据分析和各业务应用管理提供统一、规范、全面、准确的数据服务支撑。

数据处理

数据组织

数据治理

数据接入 数据服务 应用场景基础数据

业务数据

AI视频检测数据

雷达探测数据

AIS船舶数据

气象环境数据

......

日常监管

态势预警

业务协同

应急处置

......

数据探查

数据定义

数据读取

断点续传

数据对账

......

数据提取 数据清洗 数据关联

数据比对 数据标识 数据分发

数据资源
目录

数据分级
分类 数据血缘 模型管理 标签管理 数据质量

管理
数据运维

管理

查询检索

比对订阅

模型分析

数据推送

数据鉴权

数据操作

数据管理

......

......

智能交通

轨道交通

水运航道

智慧边检

业务库 主题库 共享库

原始库 资源库 知识库

实时库 历史库

智慧水务

智慧农业



采用全新的“无线网格网”理念设计的移动宽带多媒体通信系统，利用无中心自组网的分布式网络构架，支持自中继、

多节点组网、快速建网，通过快速部署，实现复杂环境下的多媒体信息的实时交互。

单兵作战 无人机图传

海上救援 消防救援

手持式+机载式

产
品
类
型

组
网
模
式

点对点 三点组网 多点组网

100km

50km

30km

10km200km
应用场景



可视化调度管理平台
   在国家数字化战略驱动下，道路、轨道、水运、边检、安防等

领域逐渐将建设、运营、运维各阶段的巡检业务需求与无人巡检

设备、AI视频分析技术深度融合应用，公司基于无人机飞控系统，

搭建可视化调度管理平台，为行业无人化巡检提供通用可视化智

能调度管理工具，加快推进构建无人化智能巡检模式。

无人机飞控系统

基础管理
n 禁区管理
n 事件管理
n 设备管理
n 视频监控
n ..............

任务管理
n 任务创建
n 路径规划
n 任务启动
n 任务查询
n .................

监测预警
n 安全自检
n 设备监测
n 轨迹监测
n 消息提醒
n ..............

远程控制
n 云台控制
n 远程喊话
n 一键返回
n 一键悬停
n ..............

自组网络

无人机 自组网设备 挂载设备

采用碳纤高强度一体式工业级机身设

计，支持4G/5G及自组网传输，具备

挂载灵活适配、航线规划设计、自主

巡检导航、智能紧急避险功能，具有

载荷能力强、航程时间长、抗风能力

强等特点。

融合电子地图、人机交互、视频监控、远程控制等技术，实现无人机飞行任务

的创建、执行、监视、预警、控制以及调度等功能。

灵活
挂载

航线
规划

自主
导航

安全
控制

高速 航道 公路 边检 消防 管道



核 心 业 务

PART .03



业 务 介 绍 解 决 方 案

    利用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等新兴信息技术与交通运输、交通管控

领域的相关业务需求深度融合，通过数智赋能，创新管理模式，拓展智

能应用，为交通管控和运输行业的日常监管、态势预警、业务协同、分

析决策、应急处置提供智能化平台，使得数据成为交通管控新驱动，信

息技术成为交通管控新工具，人工智能成为交通管控新引擎，助力交通

行业数智化改型升级。

园区交通智能管控、城市交通信号控制、城市交通信息诱导发布、城

市交通综合管控、桥梁运行监测与预警、隧道运行监测与预警、高速

公路交通运行监测与预警、综合交通运行与协同指挥、智慧公交、勤

务网格化管理等。

特 色 应 用



业 务 介 绍 解 决 方 案

    围绕轨道交通的站务、乘务、安全、施工、机电故障、能源监测、客

流分析等业务，通过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深度融合应用，创

新管理模式，拓展智能应用，为轨道交通业务提供信息化管理、可视化

仿真以及智能化分析平台，全面提升轨道交通业务的管理、分析、决策

的能力和效率，实现各业务的管理集中化、流程规范化、监控数字化和

决策科学化。

......

轨道站务管理、轨道乘务派班管理、轨道安全信息管理、轨道

信号仿真实训、轨道模拟实作考试、轨道出退勤自助机、轨道

机电故障管理、轨道施工管理等。

多
功
能
出
退
勤
自
助
机

特 色 应 用



业 务 介 绍 解 决 方 案

    围绕航道、船闸、船舶、环境等核心管控要素，以智能化终端设备

为基础，以综合监测、远程集调、智能运维、应急指挥为抓手，以桥

梁防撞、锚泊管理、船舶越线检测为重点专题，利用信息化、数字化、

智能化等技术打造水运航道信息化管理和智能化应用平台，提供监测、

调度、运维、指挥等全方位信息化与智能化服务，保障航道通航安全，

提高船闸过闸效率，提升整体服务质量水平。

数据综合采集、船闸控制、船闸机电运维、船闸智能排档、船闸远程集控、

船闸越线报警、船闸联合调度、航道综合监测、桥梁防撞预警、船舶违停

检测、船舶锚泊管理、综合信息发布、无人机智能巡检等。

特 色 应 用



业 务 介 绍 解 决 方 案

特 色 应 用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国内

外交流日益频繁，港口、机场、边境检查站等出入境口岸面临新的挑战。

公司以“平安港口“为主题，利用物联网、计算机视觉、大数据分析、

数字孪生等新兴信息技术与边检港口安全监管业务深度融合，通过数智

赋能，构建智慧型监管体系，实现边检港口运行安全精细化管控，形成

有效口岸管控合力，促进边检港口安全管控水平的整体提升。



业 务 介 绍 解 决 方 案

特 色 应 用

  以工业互联为理念，以自动化控制技术为基础，以数字化、智慧化平台

为核心，通过将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水务业务需求深度融合，对水务工程

从立项到竣工各环节提供全生命周期管理，加强水务工程项目管理的效

率和质量，对城市水系统从源头到末端提供一体化平台，实现水资源循

环过程中的控制智能化、数据资源化、资产数字化、管理精确化、决策

智能化，帮助企业实现智慧化管理，全面提高水务安全保障能力，提升

水资源利用效率，使水务业务运营更高效、管理更科学和服务更优质。

供水工程项目管理、智慧供水调度管理、智慧供水营收管理、供排水管

网管理、排水户管理、污水厂排放管理、水闸监控管理等。



业 务 介 绍

特 色 应 用

  围绕乡村政务、文旅、治理、便民服务等主题，以管理主体、生产主体、

旅游消费主体为服务对象，依据”互联网+“思维，通过物联网、人工

智能、大数据分析、数字孪生等新兴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应用，提供信

息化管理服务和智能化分析应用平台，加强了乡村精细化管理决策能力、

提升综合服务水平，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与质量，催生乡村发展内生动力，

快速推进乡村发展转型。

解 决 方 案

生物肥自动产线可视化调度、乡村农业园区、无人农场、农机作业、农

产品物流、乡村医疗、数字政务、大数据决策分析、数据采集填报、数

字政务、便民服务等。



上料区

灭菌柜

冷却间
接种间

发酵间 干燥间

下料区

  生产线功能布局组成主要包括：上料区、灭菌柜、冷却间、接种间、发酵间、干燥间、下料区。

国内首个生物肥自动产线可视化调度平台



打通平台与各类生产工艺设备、AGV小车的控制接口，实现各类设备实时运行数据的自动上传，控制命令的一键下发，采用三维可视

化技术，建立生产线三维可视化平台，提供虚拟化映射信息载体，直观展现视频监控、设备工况、AGV轨迹以及实时报警等信息，为

生产调度提供三维可视化辅助支撑，极大提高了生产线的自动化水平，提升了生产效率，降低了运营成本。



业 务 介 绍 设 备 产 品

应 用 场 景

   随着国家新基建战略，各行业面临着数智化转型升级，对毫米波雷达设

备需求日益增长，公司基于可快速定制架构，通过软硬件全域自研，为交

管、运输、安防、航道、桥隧等领域提供雷达产品定制化场景开发，为各

应用领域的多目标智能化检测、跟踪，以及数字化监管提供可靠采集手段，

以数字化驱动助力各行业转型升级。



业 务 介 绍 算 法 服 务

特 色 应 用

    经过多年的技术沉淀和项目实践，已经形成了“通用化+定制化”的

AI视频分析应用服务模式。基于AI中台能力，结合实际应用场景，构

建符合场景所需的AI视频分析定制化模型，依据大量样本的收集、标

注、训练，通过云边端多样化部署，对应用场景中的人、车、路、船

等目标及其异常行为、安全隐患进行智能检测识别，代替传统人工巡

检手段，提高行业监管的智能化水平。

人员类算法
数量、性别、衣服款式和颜
色、口罩、安全着装等

车辆类算法
数量、车型、车牌、车速、跟
踪等

拥堵类算法
流量、速度、占有率、排队长
度、车头时距等

船舶类算法
数量、船型、船速、轨迹、违
规搭靠等

事件类算法
实线变道、占用应急车道、违
停、异常停车

隐患类算法
抛洒物、火情、烟雾、非机动
车、道路病害等

......

n 隧道

n 高速

n 航道

n 安防

n 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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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交通大数据综合服务平台 ，全量分析移动终端用户的信令位置数据，实现用户停留点识别、出行OD切

分、出行路径匹配、出行方式识别等基础能力，在此基础上，对轨道线网携带终端用户的出行分析，进而实

现上车站、换乘站、下车站、各线路乘距等清分元素的全轨迹可追溯清分系统。。

研究二
基于信令数据分析地铁乘客出行换乘规律，

对轨道站内出行与站外出行进行关联分析，弥补了传统票卡数据站外数据

缺失的不足，为出行者一体化出行特征分析提供了重要支撑；对地铁站周

围重点区域进行人流监控，对重大活动和特殊事件的人流引导分流提供参

考依据。

研究一
基于移动信令网格监测能力，

采用职住算法、OD出行算法以及复杂路网下的轨迹路网匹配算法等，应

用于城市交通信号控制方案优化、公交路线线网规划、轨道交通车站选址

规划及多种运输方式换乘体系设计等场景。



研发基于有源相控阵体制的W波段多功能交通雷达，实现对道路车辆目标位置、距离、方向和速度等信息的

实时探测，具备可对横向16车道、纵向1000米范围内的目标进行稳定跟踪，要求在检测精度、抗干扰性、安

装方便性、全天时全天候工作能力、设备体积上具有核心竞争优势。

研究二
基于“减速航迹”数组的交通事件检测技术研发 通过“减速航迹数组”技术，

解决因多普勒原理导致低速下雷达目标丢失问题，有效改善事件检测精度核稳

定性，适用于复杂气象条件下针对低速目标的识别和跟踪。

研究一

强杂波背景下目标检测跟踪技术研发。通针对隧道、桥梁等高杂波环境，实时

检测分析当前背景下的杂波分布特征，基于AI自主学习机制，与特征库中的模

型进行比对，查找合适的匹配模型，采用自适应杂波抑制方法，对杂波进行最

优抑制，有效降低杂波对目标检测精度的干扰。





研制桥梁预警防撞系统。构建桥梁预警防撞数据采集体系，研发桥梁预警防撞系统，对船舶航行状态实时监

测预警，有效保障桥梁运行安全。

研究一

构建桥梁防撞预警采集体系。基于X波段雷达、双光云台相机等智能感知设

备，建立桥梁防撞预警数据采集体系，对船舶实时位置和航行轨迹信息进行

实时采集，并与AIS信息系统数据进行关联融合，对船舶航行状态信息进行

全方位感知。

研究二
桥梁预警防撞系统开发。开发桥梁预警防撞系统，基于电子地图，利用可视

化技术对船舶位置、速度、轨迹等信息进行实时展示，通过设置的多层级电

子围栏区域，对潜在危险行为进行提前预警，并联动现场光电设备和喊话设

备，及时提醒船民注意避让，保障桥梁通航安全。



研发桥梁移动巡检机器人和一体化巡检系统。基于桥梁巡检环境要求，研制适合桥梁巡检的移动机器人设备，具

备搭载视频监控、雷达等物联感知设备能力，基于物联感知技术对桥梁各类病害信息进行智能采集分析，并自动

上传桥梁一体化巡检系统，实时监测桥梁状态。

研究二
桥梁病害AI算法研发 建立桥梁病害样本库和专家库，构建基于深度卷积神经网

络模型的桥梁病害检测算法，通过对桥梁各类病害图像特征进行训练学习，使其

具备能够快速、精确检测出桥梁各类病害信息的能力，检测精度达到90%以上。

研究一
桥梁巡检机器人研制。研制满足桥梁巡检要求的移动巡检机器人，具备嵌入式智

能感知、在线路径规划与动态避障、机械臂协同操作、可视化远程控制等核心能

力。

研究三
桥梁一体化巡检系统开发 建立标准化数据接口，接入巡检机器人实时视图采集

数据，利用病害检测算法对视图特征进行自动分析，实时展示桥梁病害数据，并

基于历史数据对桥梁状态变化趋势进行研发分析，为桥梁运维养护提供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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