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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福：让车辆智慧行驶 让交通服务社会
本报记者 刘代荣

人物介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周年
重庆市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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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福，中共党员，湖北黄冈人，重庆邮电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目前担
任“智能空地协同控制重庆市高校重点实验室”主任和重庆市海外合作技术平
台“智能网联汽车与交通国际研发中心”主任兼领衔专家，担任智能交通领域
国际顶级期刊IEEE Transactions on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
tems副主编和Transcription Research-Part C编委，中国自动化学会车
辆控制与智能化专委会委员，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智能交通专委会委员，中国公
路学会自动驾驶工作委员会委员和重庆市人工智能学会智慧交通委员会常务
委员，重庆市青年领军人才协会会员等。

李永福是美国普渡大学博士后，清华大学访问学者，先后获得重庆邮电大
学优秀共产党员和“十佳青年教师”荣誉，2020年度川渝产学研创新成果一等
奖和CCDC 2021最具人气学术作品奖。

夏日的深夜，重庆邮电大学校园
已静谧下来。李永福实验室却依然
灯火通明。

这样的夜晚，对李永福来说是常事。
早前，智能网联汽车团队已从垫

江试验基地传来喜讯，晚上得加班进
一步总结经验。

昨天，还有一个实验数据未完
成，晚上得加班验证。

今天，研究生提交的论文还没有
批阅，晚上得加班批改。

明天，有一场学术讲座，还有资
料未准备完，晚上得加班完善讲稿。

……
作为一名教授，讲台是他挥洒汗

水、传递知识与信仰的驻地；作为一
名科技工作者，实验室是他日夜奋
斗、攻克难关与技术的堡垒。李永福
在无数个夜晚的灯光下钻研、试验、
思考，已成为习惯。

出国了就要更爱国

“虽然我是湖北黄冈人，但对重
庆有着深厚的感情。”李永福谈及与
重庆的缘分，爽朗地说。

2007年，李永福从西安大学毕业
后，来重庆大学继续学习。从此，与
这座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不仅
在重庆大学顺利地读完了工学博士，
还留在了重庆邮电大学任教。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初衷。回想
往事，李永福说：“很庆幸自己在求学
和工作中得到了父母的支持和同学、
老师的帮助，是他们给了我力量和勇
气，让我无所畏惧。”

正是这种勇气和力量，坚定了李
永福的信心和信念。2014年，他独自
一人选择去美国深造。

李永福告诉记者，为什么选择去
美国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
深造，因为“两弹元勋”之一邓稼先曾
在普渡大学求学，“两弹精神”在他内
心留下了深深的印痕，所以他毅然决
然选择了以工科教育闻名世界的普
渡大学。他介绍，Wiki、世界上首台
全电子电视、机器人的控制与远制技
术等都是从普渡大学走向世界的。

在普渡大学的三年里，李永福虚
心好学，专业知识提升很快。同时，
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科学进步对一
个国家的重要性。

在普渡大学期间，国内的同事、
亲朋常常问他在美国的感受。李永
福总是满怀深情地说：“出国留学带
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出了国，就更
要爱国。”

2015年4月，当李永福结束了国
家为期一年的资助准备回国时，美方
教授专门提出希望他继续留在普渡
大学工作。可是，李永福说：“是国家
派我出来学习，现在国家安排的时间
到了，我该按时回到中国去。”在李永
福回国后，美方教授曾于2015年5月
专门来到重庆邮电大学与校方领导
商议，邀请李永福再次赴美工作。在
双方的协商下，李永福于2015年6月
再次赴美国普渡大学，继续开展智能
网联汽车领域的科研工作。2016年8
月，李永福完成普渡大学博士后工

作，坚定自己的初衷，回到了重庆邮
电大学任教。

交通不仅仅是出行

交通，在普通人眼里就是解决人
们出行快捷、便利的工具。但在李永
福眼里，交通发展是国家战略，在国
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传统意义上的交通包含运输和
邮电两个方面。今天，我们研究的交
通，更多的是从互联网背景下对交通
的认知。”李永福说。随着交通问题
日趋严峻，如何以科学的方法认知交
通，如何以先进的技术支撑交通系统
的发展，以有效缓解交通拥堵、降低
排放能耗和提高行驶安全，是科技工
作者亟待解决的问题。

早在2014年，李永福就承担了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T-CPS环
境下基于多Agent免疫协同进化理
论的微观交通认知方法研究。

“微观交通认知的重点是，针对
传统交通系统的感知、计算、通信和
控制等过程之间缺乏广泛的互联互
通操作，提出面向服务的基本架构。”
李永福说。

目前，交通信息化与智能化已成

为国际上交通系统现代化的主要发
展方向，是当代科学技术前沿领域。
交通系统的本质是非线性、强耦合、
泛时空复杂系统，传统交通系统尚未
实现充分的协调与优化。为此，李永
福团队提出了建立一种交通流认知
模型，建立起感知、计算、通信、控制
和服务5个层次的T-CPS面向服务基
本架构，从而达到优化速度函数，准
确客观地认知交通现象。

在CPS的架构下，研究交通现象
的认知方法及相关问题具有重要的
理论和实际意义。

推动车辆智慧列队

在李永福承担的多项科研项目

中有两项引起了记者的关注，一项是
“车路协同系统要素耦合机理与协同
优化方法”，另一项是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中国汽车产业创新发展联合
基金重点项目“智能网联商用车多车
协同控制理论与关键技术”。

李永福介绍，这两项国家级重点
项目都需要开展大量的户外现场实
验。目前，他们团队自主研制开发的
V2X通信设备不仅在重庆垫江汽车
综合试验场开展了异质网联自动驾
驶车辆队列协同控制实验，还在重庆
机动车强检试验场进行了网联车辆
队列控制应用，V2X通信设备能够有
效为多种交通场景中的车路协同控
制提供可靠的实时车辆状态信息。

这些试验，不仅为车辆协同驾驶
提供大量的数据支撑，也为下一步无
人驾驶提供理论依据。“自动驾驶的
终极目标就是无人驾驶，虽然现在无
人驾驶技术取得了较大突破，但无人
驾驶的普及还需要若干年时间，而车
辆队列行驶是自动驾驶中一个不可
忽略的行驶模式。”李永福说。

何为车辆队列行驶？李永福解
释：“在V2X通信技术的支撑下，当领
导车辆设定好预定的路线和速度后，
跟随车辆通过V2X通信可以与领导

车辆及周围车辆进行信息交互，并在
先进的控制算法作用下，形成以期望
的车辆间距和速度稳定、安全的行驶
模式，这就是车辆队列行驶。”

在李永福团队实验室，记者看到
他们开发的基于TransModeler的智
能网联车辆队列控制仿真平台和基于
V2X技术的路侧和车载终端设备，在
领导车辆的带领下，其他车辆有序跟
进，车距始终保持在合理、安全的范
围，速度也保持在最佳效益下运行。

李永福介绍，国际上普遍认为：
车辆以列队模式行驶，特别是大型物
流卡车，既可以降低大约10%~15%的
燃油消耗，又有助于缓解交通拥堵和
提高道路交通系统的通行效率。。

“车辆队列控制，将会是智能网联

汽车发展中的一项重要技术，而且能为
社会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李永福说。

车辆队列，对于平坦宽广的公路
来讲，实现起来比较容易。而在重庆
会有何难度？“重庆的城市空间布局
立体而特殊。可以说在中国所有的
大城市中，没有哪座城市像重庆这样
具有如此繁复的道路交通结构，想要
实现车辆队列就会受许多条件限制，
对路径的选择、规划，相比平原城市
具有更大的挑战。”李永福说。

目前，重庆市在大力推进智能产
业的发展，智能交通就是智能产业中
很重要的一项应用，未来的几年里，
车辆队列行驶技术会越来越完善。
李永福坚信随着列队行驶技术的成
熟，重庆将会用上这项技术。

言传身教彰显初心

“业务离不开政治的导向和支
撑，作为一名中共党员、大学教师和
科技工作者，需要自觉坚持党的教育
方针，认真学习理论，不断提高自身
的政治素养。”李永福说。他作为重
庆邮电大学自动化学院教工一支部
党支部书记，始终用党员标准来要求
自己，时时处处为人师表、发挥模范
带头作用。

“使学生信服，就得让自己成为
学生们的榜样。无论是从政还是从
师，都必须以身作则，自己的行为不
端正，就无法匡正别人，只要我们当
老师的做出榜样和表率来，用自身的
行动去感染学生，学生们自然就会效
仿。”李永福说。

在教学中，李永福非常注重培养
学生的三种能力：业务能力、组织表
达能力和为人处事能力。他坚持反
复做的事就是充分挖掘团队中每位
成员的特点，在项目工作的分配上扬
长避短，发挥每个人的优势，培养学
生的业务能力；通过每周的组内汇报
来和小组成员之间进行工作交流，锻
炼学生的组织表达能力，为学生的成
长提供广阔的平台。

十多年来，李永福怀着满腔热血
致力于祖国的科研和教育事业，事无
巨细、亲力亲为，为科研团队建设和
人才培养付出无数心血，团队成员得
以迅速成长。在他的指导下，2位硕
士研究生获得国际学术会议论文优
先奖，8位硕士生获得研究生国家奖
学金，4位硕士生获得企业奖学金，7
位硕士生获得重庆邮电大学优秀硕
士学位论文奖，指导本科生参加科技
竞赛获“西门子杯”中国智能制造挑
战赛全国特等奖及十三届全国大学
生“恩智浦”杯智能汽车竞赛全国二
等奖和三等奖等多个奖项。

李永福（右一）带领研发团队在垫江汽车综合试验场进行车辆队列试验。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