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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脉搏

随着我国社会财富的不断累积，家庭
投资理财观念逐渐普及，基金等资产管理
工具作为一种全新的保值增值方式，越来
越受到投资者和市场的青睐。

据了解，天弘基金发布的权益投资散
户行为报告，所有数据均来自天弘基金大

数据中心。此次推出权益投资散户行为大
数据报告，也旨在从客户中来到客户中去，
通过大数据解读百万客户的成败得失，寓
教于乐地帮助投资者树立正确的常识，同
时也作为对基金行业20周年的献礼。

天弘基金大数据揭秘数百万人投资攻略

广告 投资有风险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本报讯 刷脸进站、语音购票
……今后这样的乘坐地铁方式将在
上海地铁上实现。昨天，上海申通地
铁集团与阿里巴巴、蚂蚁金服联合宣
布，三方达成战略合作。昨天上午刚
刚参加完乌镇互联网大会的马云也
第一时间出现在了签约仪式现场。
阿里巴巴最新研发的语音购票、刷脸
进站、智能客流监测等多项技术昨天
也首度亮相，虽然这些技术还刚刚完
成实验室测试，进入样机研制阶段，
但未来都将逐步应用于上海地铁。

明年初可扫码进站
未来可刷脸进站

一个多月前，上海就在磁悬浮首
先试点了扫码进站，上海地铁计划在
明年初，在全市17条轨交线路将全
面推广扫码进站。乘客只需要在

“Metro大都会”APP中一键绑定支付
宝，就可以扫乘车码进站，出站时再
扣除车费，无需兑换零钱和排队购
票。支付宝方面表示，即使在没有网
络信号，或者支付宝账号内没有余额
的情况，乘客也可以先进站乘地铁，
后续再支付车费。上海地铁建设的
这一“METRO大都会”APP就是依靠阿
里云在背后为每天千万级的访问提
供支撑。

但这还不是终极进站方式，未
来，用户可能连手机都不用掏出来，
仅靠刷脸，就可以直接进站。记者昨
天在现场看到，正在研发中的新型的
进站闸机上，新增了一块屏幕，用户
经过屏幕时，几乎无需停留，屏幕就
已依托阿里巴巴人脸识别技术，完成
了人脸识别，开启闸机，供乘客通过。

据介绍，此前，支付宝已全面上
线刷脸登录，随着刷脸技术正日趋成
熟。刷脸进站正式投入使用将只是
时间问题。

阿里将成为
上海地铁的技术队友

在达成战略合作后，阿里巴巴将
成为上海地铁最重要的互联网技术
合作伙伴。除了移动支付、人脸识别
技术，阿里巴巴此次还展现了另两项
前沿技术——多模态智能语音交互
技术和智能客流监测技术。

前者首先应用在了地铁语音售
票机上，以往乘客需要清楚知道目
的地在哪条线路、哪个站点才能自
助购票，而现在，利用模糊查询方
式，只需通过语音对售票机说出目
的地，如“我要去东方明珠”，售票机
会自动推荐坐到哪一站，乘客扫码
或刷脸支付即可完成购票，全程不
过数秒钟时间。

阿里巴巴iDST资深人工智能专
家鄢志杰表示，“传统的语音交互都
是在家庭、车内等安静环境下实现
的，而语音售票机是业内首个能在地
铁这种公共嘈杂环境下，实现精准远
距离语音交互的产品。我们深度融
合了语音信号处理和计算机视觉技
术，解决了强噪声干扰问题。售票机
甚至可以在用户靠近时主动发起交
互，无需用户唤醒。”据悉，此类“下一
代人机交互”技术正是阿里巴巴达摩
院首批公布的重点研究方向之一。

而智能客流监测技术则能基于
视频识别技术，替代肉眼，观察车站
的客流速度、密度、拥挤指数等，同时
结合地铁列车运营信息、外部天气信
息等，预测未来流量变化，帮助地铁
工作人员进行客流疏导、应急调度、
危险防范等，保障乘客安全。

据悉，上海地铁是目前全球运营
里程数最长的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在
引入阿里巴巴和蚂蚁金服的技术后，
未来的上海地铁，还有望成为全球最
先进、最具有科技感的地铁，从而惠
及更多的市民乘客。

明年初扫码进站 未来刷脸进站
上海地铁出行模式迎来新一轮“技术革命”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本报讯 前天上午，计划乘坐
G14次列车从上海虹桥站前往北京南
站的美国旅客查尔斯·宾汉收到了一
份惊喜——自己成为铁路上海站今
年第一亿名在上海乘坐火车出行的
旅客。这位79岁的老人来自美国佛
罗里达州奥兰多，因为商务经常来中
国，并已多次乘坐过高铁。他对中国
高铁的印象很好，认为既快又方便，
而且网络非常发达，“成为第一亿名
出发旅客，很惊喜，中国高铁很棒！”

“铁路上海站管辖着上海站、上
海南站、上海虹桥站和上海西、南翔
北、安亭北3大3小共6个火车站，今
天实际上也标志着上海市铁路交通
吞吐量历史上首次突破2个亿。”铁
路上海站站长白正国介绍道。

超前规划+稳步推进
上海伴着中国高铁腾飞

一个车站一年旅客发送过亿，总
量过两亿，背后的重要支撑是上海铁
路全面接轨全国高铁版图。

上海地处东部沿海，原本是铁路
网线的一个尽头站。随着“十二五”
时期中国高铁版图的迅速扩张，“四
纵四横”的高速铁路骨干网中有6条
与上海直接或间接相关，从2011年
京沪高铁开行，到2017年沪昆、徐兰
高铁全线通车，上海铁路也由此驶上
了快车道，从年旅客发送6100万，一
跃成为全国第一个客运量跨上“亿”
级台阶的火车站。

如今，每天有超过900趟高铁列车
在上海铁路线上穿梭，超过60万的旅客
从全国各地往来于这个国际大都市。
60万，大约相当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人
口总数；900趟列车，意味着平均1.4分
钟就会有一趟列车到达或驶离。

科学管理+温馨服务
催生高铁品质生活

高密度的客流与行车，背后是高
效的管理和流畅的服务体验的支
撑。在每天客流吞吐近40万的上海
虹桥站，综控室和行车室的6名工作

人员实际负责控制着全站400多趟
列车、400余块电子显示屏和220多
台进出站闸机的运行。167台自助
售（取）票机已成为虹桥站票务服务
的主角，承担了 80%的售、取票业
务。以“心尚”品牌命名的雷锋服务
站遍布上海三大火车站，老幼病残孕
等人群可在专用候车区休息。

党中央关注的“厕所革命”，也一
直是上海铁路管理的重点。今年，虹
桥站率先完成了站内厕所“智能化改
造”，所有厕所内安装了智能化的感
应装置，动态发布空余坑位，方便旅
客使用。新增了两个女性专用卫生
间，全站区女厕位由此增加了54%，达
到了271个。同时加大了保洁力度，
温馨的环境、整洁的地面，让“厕所”这
个老大难场所变成了另一道风景。

铁路为城市经济
注入新活力

据统计，上海铁路客流总量中，
约有60%的旅客出行半径在300公里
左右，也就是长三角经济带，稳定的
商务流和新兴的会展流是其中的中
坚力量。在上海虹桥站周边，总占地
面积86.6平方公里，集商务、会展、娱
乐、交通于一身的虹桥商务区已成为
上海市西部新的经济增长极。2014
年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建成后，密集举
办各类大型会展，动辄吸引数以十万
记的客流观展。如今年的上海工博
会，5天内吸引了超过2500家企业参
展、15万人次观展，上海虹桥站及时
增开30余趟列车，确保了观展客流
的疏运，为展会圆满举办提供保障。

“与2010年相比，我们的员工数
量基本没变，车站的客流量却已实现
了78%的增长。”铁路上海站党委书
记李屹表示，“客流量来到‘亿’级门
槛，对我们运能配置和站场管理水平
提出了新的考验。”

据悉，“十三五”期间，上海将重
点推进一批铁路建设项目，包括沪乍
杭、沪通铁路等，与浦东机场毗邻的
上海东站也将于近期开工建设，这将
为上海铁路注入新的血液，铁路也将
更好地服务上海经济发展。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本报讯 会自主学习、能选择最
优航线，还能提前发现事故隐患……
由我国研制的全球首艘智能船舶“大
智”轮昨天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国际海
事会展上正式交付使用，这也是全球
首艘通过船级社认证的智能船舶，标
志着我国智能船舶的建造技术达到
了世界领先水平。

这艘名为“大智号”的散货智能
船舶，总长179米、船宽32米、深15
米，载重量是3.88万吨，由中国船舶
工业集团研制，交付给招商局集团中
外运航运有限公司投入使用后，主要
用于中澳、东南亚航线的煤炭以及盐
的运输。

据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副总
经理孙伟介绍，这艘船是全球首艘通

过英国劳氏船级社和中国船级社认
证的智能船舶，最大的特点是船舶有
了聪慧的“大脑”，实现了我国船舶工
业全新的设计建造和运营理念，同时
也开启了更加安全、经济、环保的航
运时代。据悉，英国劳氏船级社是世
界上成立最早的船级社，是国际公认
的船舶界权威认证机构。

据悉，该船安装了我国自主研
发的全球首个会自主学习的船舶智
能运行与维护系统（SOMS），能利用
传感器、物联网、机器学习等技术手
段，通过光纤网为智能系统高速传
送数据，实现全船各系统及设备的
信息融合及共享。SOMS系统包含了
110 余个智能数据分析模型，拥有
34项专利，面向用户各项需求，可低
成本、快速响应地提供定制化个性
化应用。

上海三大火车站年客运量突破2亿人次

昨迎今年第一亿名离沪旅客

全球首艘智能船舶在沪交付使用

美国乘客查尔斯成为上海三大火车站今年第一亿名乘坐火车离沪旅客。青年报记者 施培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