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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亦筑）施工现场遍布“智慧
眼”，其背后的总指挥长着“智慧大脑”；造房子像搭积木
一样，还有机器人把质量关……8月19日，2022年重庆
市新型建筑工业化及智能建造观摩会暨西部（重庆）科学
城建设项目“三比一争”推进会，在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
科学城中学校项目部举行，一系列智慧工地的“黑科技”
亮相，吸引了线上线下近20万人次观摩。

“所谓智慧工地，是指运用信息化手段对施工过程进
行全面管理。”项目承建方、中建科技集团相关负责人介
绍，川外科学城中学项目部利用智慧建造平台，建设工程
数字化指挥中心进行建筑全生命周期管理，就好比是一
个“智慧大脑”，大幅提升装配式建筑信息化、精细化、智
能化建造水平，让施工效率高，且绿色环保。

据悉，为实现工程管理的可视化，川外科学城中学项
目现场遍布视频监控摄像头，并与智慧建造平台实现大
数据互联共享。施工现场远程监管监控，实时记录监测
项目施工进度，实现了“云端”监控全覆盖。

塔吊是建筑工地最常见的起重设备。在川外科学城
中学项目施工现场有6台塔吊，与一般塔吊不同的是，这
些塔吊都安装了黑匣子，可以实现吊钩可视化，并实时监
测塔吊运行状况，为生产安全管理提供支持。

“建筑施工的安全管理极为重要，一个小小的疏忽都
可能酿成大祸。”中建科技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川外
科学城中学项目部，通过项目安全信息化管理，安全管理
人员可以进行远程安全巡检，并形成电子档记录。同时，
通过对不同施工区域摄像头配置AI安全识别盒子，可以
精准识别监控画面中未佩戴安全帽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人员及现场材料堆场处的明火并加以标注，自动对不安
全现象进行截图，并将图像文件上传至监管平台，提醒管
理作业人员精准快速排除各类安全隐患。

楼房盖完后，还有机器人把质量关。在当天的观摩
会现场，一台头顶着“大眼睛”的履带式机器人来回穿梭，
吸引不少观众的目光。

“这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国内首款全自动点云扫描质
量检测机器人。”中建科技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机器人
的顶部其实是红外传感设备，只需一键式操作，它就能进
行360度旋转扫描，以36万点/秒的扫描速率对室内60
米范围内的建筑表面进行数据采集，实现测量数据
100%覆盖，检测精度达到2毫米，检测效率提升20倍以
上。同时，相较于传统方式来说，采用质量检测机器人可
以为检测项目节省成本95%以上。

工地遍布摄像头，塔吊安装黑匣子，
机器人把质量关

智慧施工让川外科学城
中学项目效率高又环保

□本报记者 左黎韵 实习生 王森孝

8月10日，傍晚，垫江县东部新区三合
湖湿地公园，三三两两的市民正沿着全长4.3
公里的智慧跑道跑步健身。伫立在跑道旁
边的电子显示屏，实时显示着每个人的跑步
里程、圈数、运动时长以及消耗的卡路里等。

“在屏幕上刷脸注册后，就能生成个人
账号，跑步的信息会实时显示在屏幕上，形
成一个排行榜，满满的科技感让我爱上了跑
步。”市民黄超说，每天下班后，自己都要沿
着智慧跑道跑几圈。

跑步者的数据怎么搜集？在东部新区

管委会规划科科长陈学元的带领下，记者走
进公园智慧管理中心，透过宽大的液晶屏
幕，能看到公园每个角落的场景，轻点鼠标
还能完成场景的切换、放大。“我们在公园多
处设置了高清摄像头，通过人脸识别技术自
动追踪跑步者的轨迹，并根据特定算法得出
其速度、里程、时间等运动数据。”陈学元说。

“多样化智慧场景让休闲健身更有趣，智

慧跑道是公园人气最高的健身场地。”陈学元
说，上个月开园当天就有2000余人完成注
册，跑道每日累计使用人数有200余人次。

作为垫江打造的首个城市智慧公园，三
合湖湿地公园以三合湖湿地为核心，布局了
诗岩荷韵、贤文春风、廊桥烟雨等景观景点，
并在前期设计中融入了智慧、海绵、文化等
建设理念，应用5G、大数据、智能感应、物联

网等前沿技术打造了多处智慧体验场景，形
成一个集休闲运动、健康旅游、生态科普于
一体的城市滨水公园。

在公园内，记者看到有趣的智慧场景比
比皆是：智慧导览不仅能向游客介绍景点信
息，还能推送合理的游览路线；智能储物柜
不用输入繁杂的密码，只要刷脸就能在1秒
之内开箱取物；智能喷雾在感应到游客后，
能自动喷出清凉的水雾……

“这些智慧场景让游玩变得轻松、便
利。”陈学元说，接下来，他们还将进一步提
升公园的互动感、科技感，丰富智慧场景应
用，让大数据智能化更好地为生活添彩。

垫江三合湖湿地公园充分应用智能感应等技术

“多样化智慧场景让休闲健身更有趣”

□本报记者 李珩

当有人突发疾病，医生可以通过视频指
导急救；病人动动手指，就能通过手机预约
挂号、检查；需要复诊时，病人可以通过互联
网医院向医生发起问诊……近年来，围绕深
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服务民生，重庆大力
推进卫生健康信息化，让看病更加便捷。

8月17日，市卫生健康委发布数据显
示，重庆已建成57家互联网医院，近80%的
二级及以上医院开展各类预约诊疗服务。

全市共发放1041万张电子健康卡

“孩子5岁，患有变异性哮喘，一周前开
始咳嗽。”8月16日晚，市民张沁向重医附
属儿童医院互联网医院呼吸中心主治医师
尹丽娟发起图文问诊。

3分钟后，尹丽娟回复：建议加用丙卡
特罗口服一周，并随访。

“医生回复很及时。天气这么热，我不
用带孩子跑一趟医院了。”张沁感慨地说。

市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介绍，借助
“互联网+医疗健康”，我市已建成57家互
联网医院，患者及家属可实现线上图文或视
频问诊。

此外，全市共发放1041万张电子健康
卡，完成1200个医疗卫生机构应用环境改

造，群众用卡超过1.6亿次。值得一提的
是，目前已实现川渝往来人员在两地医疗机
构“扫码就医”“一码通用”。

数据显示，全市已有82家二级以上医
疗机构以及16个区县的396家基层医疗机
构，完成川渝两地电子健康卡互认系统改
造，四川发行的电子健康卡已在我市累计使
用超过2万次。

近八成二级及以上医院可预约诊疗

“原来我得去现场排队挂号，现在在手

机上预约就可以了。”家住丰都县三合街道
的陈国君是老病号，自从子女教会他在手机
上预约挂号后，他看病方便了不少。

“不仅是市级医院，区县公立医院也在
推动预约诊疗服务。”丰都县人民医院有关
负责人介绍，从2020年起，该院就推出了预
约挂号服务，并进行了信息系统升级，以满
足群众的就诊需求。

据统计，全市近80%的二级及以上医
院已开展各类预约诊疗服务，并建成预约诊
疗统一“号源池”。

“渝视救”视频120系统在全市启用

除了看病就医，医疗急救也越来越智慧
了。8月15日下午3点25分，市急救医疗
中心120调度指挥中心调度员吴非接到报
警电话，对方称是轨道交通工作人员，遇到
乘客突发疾病。

吴非随即向报警人员发送了一条短信，
短信里附有视频通话链接，报警人员点开链
接就启动了视频通话。“我感觉心里面紧得
很。”视频中，一名脸色苍白的女性说。吴非
指导轨道交通工作人员对该女性进行了相
应处置，并告诉他们等候救护车。

据了解，我市已多次成功通过视频远程
指导开展急救。“从拨打120到救护车赶到
现场这段时间叫急救黑障区，在很多心脏疾
病和车祸急救现场，急救黑障区就是急救的
黄金4分钟。”市急救医疗中心院前急救部
相关负责人说。

为解决急救人员抵达前求助者“不会
救”这一难题，市急救医疗中心着力构建智
慧院前急救体系。经研发团队攻关，今年
初，“渝视救”视频120系统在全市范围内启
用，新增传统电话报警向视频报警转换的功
能，即市民拨打120后，可通过短信链接启
动视频通话，由医护人员隔空指导市民进行
急救。

重庆已建成57家互联网医院，近八成二级及以上医院开展预约诊疗服务

“互联网+医疗健康”让市民看病更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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