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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政策背景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从法律层面对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
素进行了规范。政府为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颁布了推进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提升社会数据资源价值、加强数据资
源安全保护以及加强数据资源整合等相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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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背景
  《科技赋能促进创新发展。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在物流领域广泛应用，网络货运、数字
仓库、无接触配送等“互联网+”高效物流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自动分拣系统、无人仓、无人码头、无人配送车、
物流机器人、智能快件箱等技术装备加快应用，高铁快运动车组、大型货运无人机、无人驾驶卡车等起步发展，快递
电子运单、铁路货运票据电子化得到普及。
    物流降本增效仍需深化。全国统一大市场尚不健全，物流资源要素配置不合理、利用不充分。多式联运体系不完善，
跨运输方式、跨作业环节衔接转换效率较低，载运单元标准化程度不高，全链条运行效率低、成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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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S如何助力物流
  比如说我们在送快递的时候，我一个车里面有100个包裹，我要送100个客户，那么这100个客户的
位置都有，我怎么去走这100个点，这个路径怎么去走，那么是效率最佳的，这些复杂的问题就是要
靠GIS（地理信息系统）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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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S数字化能力

地上+地表+地下
静态+动态+连续
宏观+中观+微观

  GIS（地理信息系统）能够构建“天空地人网”一体化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底座，实现基础地理空间信息、
建筑信息、生态环境及物流动态运行信息的实时感知与全息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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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S数字化能力

  GIS（地理信息系统）能够构建新型（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数字孪生。

云计算

物联网

人工智能

互联网

大数据

双向动态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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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S物流数字化能力

大数据平台

城市信息模型
（CIM）

相对微观静态的
建筑信息

相对宏观静态的
基础地理信息

实时动态的城市
运行体征信息

天气及气象灾害
动态监测信息

生态环境动态监
测信息

道路交通信息

社会活动及经济运
行信息

安全信息及网络舆
情信息

生命线运行动态
信息

随手拍、投诉举报...

相对宏观静态的
社会经济信息

治安综合治理信
息

行政区划/ 
地名地址

全域三维建筑、街景、重点
场所室内、地下空间信息...

人口、法人、宏观经济、...

道路 建筑物 河流湖泊 公园绿地 民生兴趣
点 高程...

新型测绘产品数据

数据
资源
体系
整合

调研 元数据
编目 汇聚 整合 加工

•地上
•地表
•地下

•室外
•室内

•静态
•动态
•连续

•宏观
•中观
•微观

•测绘
•遥感
•统计
调查

•网络

•行政
审批

•社会
活动

•市民
参与

数据资源整合集成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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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S物流数字化能力-物流地图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并结合GIS为打造适于物
流科技、构建以物流地图为中心的“数智化”基础设施提供了崭新的思路和方法。结
合SaaS模式，以云计算为基础，利用AI的推理能力与大数据分析能力构建物流地图能
有效提升物流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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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S物流数字化能力-物流地图

运输停留热点识别

地图推断

  基于用户先验知识的物流地图构建-通过结合货车运输轨迹数据、物流订单数据、发
货通知单数据与基础路网数据进行分析, 确定货物运输中的装载点与运输终点等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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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S物流数字化能力-物流地图

  基于转向特征点提取的道路拓扑结构生成-基于所识别的运输热点以及不同时段内热
点间的差异性频繁运输路径 (即轨迹簇集合), 可以生成各个时段内带约束的热门通行路
段序列, 从而构建多约束的物流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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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S物流数字化能力-物流地图

  基于物流地图的最优运输线路规划-基于不同目标及约束条件的物流运输路径优化算
法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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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供应链配送路径优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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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供应链配送路径优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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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介绍

 拥有绿色奶源基地10个，奶
牛总规模4000多头。

 年提供生鲜牛乳近8000吨，
实现年产值逾1.5亿。

 企业每年雇用冷链配送车80
辆，配送费用成本达700万。

企业介绍

存在问题

仓库 运输 站点 收货端

 配送信息化方面：
无法全程监管，精准
溯源。

 订单配送路径方面：
缺乏动态性路径规划，路
径配送安排混乱。

 配送车辆装载率方面：
配送车辆亏载严重，造
成了容量的浪费。

 站点管理方面：
站点单纯靠经验管理，
服务效率低，分单错
误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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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介绍

蚁群算法（未聚类）      遗传算法        粒子群算法        改进蚁群算法

优化前配送方案

优化后配送方案

改进蚁群算法方案在减少车辆运行成本，提高客户满意度，减少碳排放量方面均有良好效果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历史路径方案

遗传算法

粒子群算法

改进蚁群算法

各类算法的求解结果成本对比

车辆运输成本 时间窗约束成本 制冷成本 货损成本 碳排放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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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介绍

性能指标 应用前 应用后 改善效果

碳排放总量（kg/天） 511.06 196.12 降低61.6%

油耗成本（万元/车/年） 29.23 11.22 节省51.35%

配送车辆数目（辆） 80 50 减少37.5%

日均配送里程（km） 324.8 222.4 减少31.5%

司机日均工作时间（h） 9.5 6 缩短36.8%

客户满意度（%） 77.2% 95.4% 提高23.5%

配送总成本（万元/天） 2.09 1.06 节省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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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概况-扬州大学

经国务院批准成为全国首批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

南通建校1902年

1952年

1981年

6所在扬高校合并组建1992年

江苏省人民政府和教育部共建扬州大学2015年

迁扬办学

被确定为江苏省参照211工程建设高校

2004年 以优秀成绩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

2009年 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
张謇先生

    扬州大学是江苏省人民政府和教育部共建高校、江苏省属重点综合性大学、江苏
高水平大学建设高峰计划A类建设高校，全国首批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全国率
先进行合并办学的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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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概况-扬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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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设置：

31个二级学院

1个独立学院

1

2

3

4

5

6

7

8

9

22

23

24

25

26

27

28

30 音乐学院

31

11

13

14

15

16

17

18

19

12
文学院

社会发展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法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
（师范学院）

新闻与传媒学院

外国语学院

数学科学学院

化学化工学院

机械工程学院

信息工程学院

建筑科学与工程学院

水利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气与能源动力工程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农学院

动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兽医学院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医学院

护理学院

商学院

体育学院

旅游烹饪学院

美术与设计学院

32 广陵学院（独立学院）

学前教育学院

20 园艺园林学院
10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21 植物保护学院

29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学校概况-扬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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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州大学现有学科门类：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

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等12个；

 本科专业：123个，硕士学位点53个，博士学位点21个；

 专职教师：2700多人，其中高级职称教师：1400多人；

 全日制在校生，本科30700多人，研究生16200多人。

 学校有41个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3个国家级教学团队，拥有1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

心，2个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8个专业列入教育部卓越人才培养项目。

学校概况-扬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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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介绍-城市交通智能运维与风险防控技术

团队骨干教师 10 名，其中：教授 2 人，副教授 1 人，留学背景 6 人，占比 
60%。

姓  名 学 位 毕业学校 职  称 人才工程 留学背景 科研方向

邓社军 博士 东南大学 教授 江苏省交通运输行业“高层次领军人才培养
计划”第二层次人才培养对象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 智慧交通、绿色交通

沈家军 博士 东南大学 教授 江苏省科技副总 美国内华达大学里诺分校 绿色交通

于世军 博士 东南大学 副教授 江苏省科技副总 交通规划与需求预测

嵇涛 博士 中国科学院大学 讲师 江苏省“双创”博士 地理信息系统

刘路 博士 北京交通大学 讲师 日本东京大学 停车规划、公共交通

聂庆慧 博士 东南大学 讲师 美国威斯康辛学麦迪逊分校 智能交通

欧吉顺 博士 东南大学 讲师 江苏省科技副总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 交通系统开发与数据建模

张俊 博士 同济大学 讲师 江苏省“双创”博士 轨道交通运输组织

宓建 博士 日本国立福井大
学 讲师 扬州市“绿杨金凤”优秀博士 日本国立福井大学 智能体的控制与决策

徐悦 博士 南京理工大学 讲师 交通运输运筹优化

刘路 博士沈家军 教授 于世军 副教授 嵇涛 博士 聂庆慧 博士邓社军 教授 欧吉顺 博士 张俊 博士 宓建 博士 徐悦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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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介绍-城市交通智能运维与风险防控技术

研究方向

本团队聚焦国家战略，围绕智慧出行、风险防控和智能运维三个方向开展研究。

① 面向绿色低碳交通的共享出行服务研究

② 面向城市韧性的安全防控与优化决策研究

③ 基于多源时空数据的城市交通智慧运维研究

城市韧性交通风险防控
 

智慧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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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A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