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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STS 计划-黄埔专项 

申报指南（人工智能） 
  

 

项目 1：智能安保巡逻机器人 

（一）研究内容 

1.研究面向室内外安保巡逻机器人通用本体技术，研发具

备跨层巡逻、越障、爬坡能力的高适应性机器人移动底盘，研

究针对长时连续工作场景的能源管理技术，实现快速无线充电

及智能电量管理系统，研制满足多数场景全时、全天候、全自

主巡逻需求、具备越障、涉水、IP 防护能力的机器人本体。 

2.研究巡逻机器人自主导航技术，建立复杂、高动态场景

的复合定位导航地图描述框架；基于边缘计算及云计算技术，

构建具备“失效-保护-恢复”模式的自主巡逻机器人极端条件下

安全防护与功能自恢复机制；建立基于 5G 通信的“AI 云-虚拟

雾-物理边缘”弹性无缝协同计算体系；设计基于任务的动态迁

移机制，实现多地多机器人的同时监测和管理。 

（二）考核指标 

1.安保巡逻机器人规格应满足符合建筑标准的门、电梯、

坡道等设施通过需求，外形尺寸≤950*640*1500mm，总重量

≤120kg，越障高度≥4cm，爬坡≥30%，自主巡逻速度 0.36km/h～

7.2km/h 且可连续自主调节，转弯半径≤1m；导航定位精度室外



 2

≤±5cm，室内≤±2cm；连续工作时长≥8 小时，无线充电时间≤3

小时。 

2.研发基于云边端一体化机器人系统，具备 360°全景成像

和日夜巡逻及跨楼层巡逻能力，具备四路红蓝警示灯。具备 50

米内的目标人体、车辆、烟火、安全帽检测及 5 米内的人脸、

车牌自主识别能力，具备 5 米内的佩戴口罩和体温等检测功能，

口罩检测率≥99%，测温精度≤0.5℃，具备巡逻异常事件告警能

力，异常事件告警时间≤2s 和巡逻报表输出。 

3.产品安全性和电磁兼容性应通过第三方检测机构认证。 

4.在不少于 5 个城市进行示范性应用，总台数不少于 500

台。 

 

项目 2：数字孪生安全监管平台 

（一）研究内容 

1、跨视频时空协同感知体系 

研制高清视频监控设备，整合无人机航拍、地面固定视频

监控、移动终端监测、环境传感器（烟雾/火）等多源平台，构

建基于统一地理空间框架的多视频时空协同感知体系；实现地

面视频、无人机视频语义信息匹配的快速地理配准，建立基于

地理控制的多维、立体视频数据流。 

2、跨视频行人异常行为及异常事件检测技术 

以突发事件场景中的行人监测为研究对象，实现单视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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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异常行为、跨视频行人异常行为、跨视频人群异常行为、区

域人群地理统计、火焰烟雾异常等智能辨识及全场景信息的动

态感知获取。 

3、多维增强现实仿真呈现及数字孪生建模技术 

实现基于多视频动态协同的大范围场景拼接，解决基于视

频分割、摄像机跟踪、聚合等技术进行动态纹理的实时投射关

键技术，实现火灾场景下多视频与虚拟场景的实时增强现实仿

真呈现、交互表达及数字孪生建模。 

4、仿真推演决策技术 

基于异常事件发生的实施状况和事件过程模型对后续可

能的变化过程进行模拟和表达，实现突发事件时空演化过程的

推演仿真，对人员多维感知信息、事件多域感知信息、虚拟地

理环境、突发事件过程建模仿真与推演等进行分层次、反馈迭

代式理解与增强认知。 

（二）考核指标 

1.研究轻量级孪生网络实时跨视频目标跟踪模型，模型压

缩≥4 倍，检测速度提升≥3 倍，实现区域人群统计精度≥90%。 

2.在火焰烟雾检测模型中，火灾场景视觉增强模型与输入

模糊图像对比，平均峰值信噪提高≥15db,结构相似性指数提高

≥10%,轻量级火焰烟雾检测算法模型尺寸≤25M，每秒帧数≥27

时的平均精度均值≥0.6。 

3.研制高清视频监控设备 1 套，研发数字孪生安全监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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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1 套，实现示范应用 1 项。 

4.申请发明专利 6 项、软著 4 项，发表 SCI/EI 论文 4 篇。 

5.新增销售收入 1000 万元，新增利税 150 万元。 

 

项目 3：全自动免维护连续式喷码机关键技术研究 

（一）研究内容 

1.研究墨滴速度优化技术，通过高速墨滴图像采集技术采

集生成的高速墨滴图像，对不同参数环境下采集的墨滴图像进

行识别及评估，利用多参数优化技术寻求物理约束下的最高速

度匹配参数。 

2.研究高精度墨滴电场控制技术，构建多参数情况下墨滴

控制非线性控制策略，实现高速墨滴精准控制。 

3. 研发国产化喷头模组、高速墨滴控制模组、油墨循环系

统、自动清洗喷头、管路系统、喷印控制系统、文件编辑系统。 

（二）考核指标 

1.喷印性能指标： 

喷印行数：1～4 行； 

字符高度范围：最高 34 点； 

单行最大速度：380 米/分钟； 

最大资料长度：2048 个字符（以 7*5 点英文字符计）； 

文本类型：固定文本、序号号、日期、时间、计算器、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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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代码、数据库、随机码、条码、二维码、图案喷印和编辑功

能。 

2.一般性能指标： 

单按键启动与关机； 

自动清洗喷头及管路系统； 

10.1 英寸所见即所得彩色高清触摸屏输入； 

    多国语言操作界面可自由切换； 

全方位自我故障诊断功能； 

密码保护功能； 

    仪表功能式状态显示； 

    安全的油墨/溶剂添加系统。 

3.产业化指标参数： 

年产喷码机 100 台以上，每年产生经济效益 1000 万元以

上。 

 
 

项目 4：骨髓细胞高质量成像仪器与形态学 AI 检测识别 

（一）研究内容 

1.研究骨髓细胞形态学 AI 分析识别算法； 

2.研制高通量数字病理成像仪器，实现云端与本地结合的

落地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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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核指标 

1. 仪器要求：视场直径 10mm、空间分辨率 500nm、景深

0.3mm、单张全彩色切片数据时间小于 4s，可自动化批量扫描

200 片。 

2. 数据要求：采用该仪器获取高质量的骨髓细胞形态学数

据，高质量的专家标注信息，骨髓细胞有 20 种左右，每种又

有不同的病变程度，每一种细胞需要 2000 个训练数据。 

3.敏感性要求：在有异常的病骨髓细胞中，诊断出阳性的

几率。第一期的试用商用敏感性要达到 97%。 

4.特异性要求：真阴性，在无异常的骨髓细胞群中，诊断

出阴性的几率，第一期的试用商用特异性要达到 92%。 

5.落地要求：对大型的骨髓细胞形态学实验室以本地化为

主、云端为辅进行部署，对相对小型的骨髓细胞形态学实验室

以云端为主、本地化为辅进行部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