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孙艳/文 彭程/摄

以她为代表的创新中心团队，持
续引领创新， 通过一系列多维度的创
新工作， 有力支撑了北京市聚焦智能
网联领域的科技创新工作和科技创新
中心建设； 北京市自动驾驶相关工作
在她与团队的带领下，全面领跑，已初
步构建形成以自动驾驶为代表的“高
精尖”产业高地，形成自动驾驶领域的
的良好产业发展态势。 她就是北京智
能车联产业创新中心（以下简称“创新
中心”） 高级技术总监兼常务副总经
理吴琼。

破冰标准体系创新
推动自动驾驶进入应用阶段

在智能交通领域做研究的吴琼， 2015
年起， 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自动驾
驶， “这是一项全新的研究， 是一个非常
有意思、 有意义的事情。” 吴琼说。 从那
时起， 她开始深入开展车路协同与自动驾
驶道路测试研究及实践的工作。

最初， 面对这个全新的领域， 还没找
到 “敲门砖” 的时候， 吴琼却先挨了 “当
头一棒”。 当时，很多发达国家也已经开始
了相关技术、标准与法规的研究，吴琼想寻
求一些国际上的合作， 但得到的答复是：
“你们不需要重复研究， 你们需要开放。”
这句话如同一盆冷水泼在吴琼身上， 同时
她也更加坚定要把这项研究做下去。 “智
能交通一定是又一次 ‘道路革命’， 未来，
自动驾驶将成百姓日常出行的一部分， 我
对这个产业发展充满信心！” 吴琼说。

评价难、 测试难、 上路难， 可以说这
是所有自动驾驶研发企业最棘手的3个问
题。 “5年前， 在公开道路上做这个事情
还是很难让人理解的， 现在北京市已经开
放了699.58公里的自动驾驶车辆测试道
路 。” 吴琼说 。 自动驾驶车辆如何评价 ？
测试标准是什么？ 怎么样才能上公开道路
上测试？ 大家急需一套规则， 没有规范、
标准就无从应用示范。

还是那一句 “当头一棒”， 让吴琼清
醒的认识到： “或许以前我们是学习者，
但现在已经进入了引领者的状态， 确实已
经不适用于国外的标准， 所以需要制定完
整标准体系来 ‘敲开’ 这个全新的产业。”

于是， 吴琼与团队在全国范围内率先
提出以 “场-路-区” 逐级递进的试验和
示范环境为支撑来开展智能网联示范应用
的工作思路， 协同相关企业编制发布全国
首套自动驾驶测试与评价标准。 2017年，
支撑北京市发布全国首套自动驾驶道路测
试管理政策， 成为产业破冰之举， 为行业
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依托中关村智通智能交通产业联盟，
吴琼在北京市交通委、 交管局、 经信局、
科委、 中关村管委等委办局支持下， 牵头
组织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龙头企业编制并
发布 《T/CMAX116-01—2018 自动驾驶
车辆道路测试能力评估内容与方法 》 和
《T/CMAX116-02—2018自动驾驶车辆封
闭试验场地技术要求》 两项团体标准， 并
推动北京市发布 《北京市自动驾驶车辆封
闭测试场地技术要求 （试行）》 和 《北京
市自动驾驶车辆道路测试能力评估内容与

方法 （试行）》， 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提出了
以交通情景复杂度来划分SAE的L3及以上
自动驾驶能力级别的思路。

2019年， 吴琼继续研究北京市自动驾
驶行业由技术验证向产品化示范转变， 支
撑北京市出台政策支持载人、 载物、 编组
等多形式产品验证测试。 2020年， 第三次
修订更迭 《北京市自动驾驶车辆道路测试
管理实施细则(试行)》，新增多种专项技术
测试， 进一步满足自动驾驶最新应用场景
需求， 例如， 新增特殊天气环境 (夜间、
雨、 雾)、 高速环境、 无人化技术测试。

目前， 吴琼与其团队已累计发布10项
团体标准， 2019年度7项， 其中3项被北京
市认定并发布为标准文件， 1项入选工信
部百项团标 ， 4项被认定为 “中关村标
准”， 并面向全国推广应用。

回过头来， 吴琼感慨道： “在自动驾
驶领域， 政策、 标准、 配套服务等体系化
创新的重要性与难度， 在某种程度上远高
于技术创新。” 这种难， 在于自动驾驶是
全新事物， 没有成例可参考， 需要平衡各
方需求， 摸索制定政策。

带动环境建设创新
全市测试道路近700公里

自动驾驶汽车要想上路行驶， 离不开
长时间的道路测试， 近年来， 北京不断开
放测试环境， 持续打造场 （封闭测试场）
———路 （开放测试道路） ———三级测试环
境 （开放测试区）， 为自动驾驶汽车测试
营造良好氛围。

在国家智能汽车与智慧交通 （京冀）
示范区亦庄基地， 作为北京市首个T1-T5
级别自动驾驶车辆封闭测试场， 这里覆盖
了京津冀地区85%城市交通场景以及90%
高速与乡村交通情景。 同时 ， 铺设了5G
与车联网通信网络， 满足乘用车、 商用车
等自动驾驶车辆T1至T5研发测试及能力

评估需求。
“封闭测试场的测试主要为了解决自

动驾驶车辆上路难、 测试难、 评价难的问
题， 还可以测试未来与自动驾驶相匹配的
智慧交通运行系统与管理模式。” 吴琼介
绍说。 截至目前， 已有40余家企业在亦庄
基地完成超过20万公里的测试里程， 已积
累超过4万种结构化测试的场景用例， 保
障自动驾驶产业安全推进。

从最初的无从下手 ， 到进入应用试
点， 短短的3年时间， 吴琼所在的指导北
京智能车联产业创新中心作为产业服务平
台积极参与、 支持北京市智能网联产业环
境的建设， 实现了试点落地。

在吴琼和团队的带领下， 创新中心全
面负责国家智能汽车与智慧交通 （京冀）
示范区建设、 管理与运营工作， 已经完成
“场-路-区” 逐级递进的自动驾驶测试环
境 。 作为全国首个T5级别封闭测试场 ，
被交通运输部认定为自动驾驶封闭场地测
试基地 ， 能够覆盖高速 、 城市 、 乡村场
景， 可满足12米以下自动驾驶车辆以及无
人配送、 外卖、 监管巡逻等轮式车的测试
评估需求。

近两年来， 吴琼引导创新中心推动北
京市开放4个区200条道路， 共699.58公里
自动驾驶车辆测试道路， 其中包括北京经
济技术开发区40平方公里作为首个自动驾
驶测试区， 并提出全国首个自动驾驶道路
分级选定规范。 创新中心响应国家战略发
展要求， 大力推进5G车路协同建设 ， 推
动创新中心与千方科技联合在北京经济技
术开发区建设全国首条车路协同潮汐车道
以及40公里、 36个点位的V2X测试道路。

引领行业服务创新
测试里程全国领先

北京智能车联产业创新中心也是北京
自动驾驶车辆道路测试第三方服务机构。

作为机构核心人员负责人， 吴琼引领创新
中心负责北京市自动驾驶车辆道路测试日
常管理工作。 创新中心已构建起全国首个
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监管平台， 并连续3年
发布全国自动驾驶道路测试技术报告。

为了保障北京自动驾驶道路测试安全
推进， 针对自动驾驶车辆上路前的测试评
估，吴琼带领团队采用“四项随机、三个考
察、两大重点、一条底线”的原则开展相关
工作， 帮助北京市14家自动驾驶企业87辆
车获得571套道路测试临时车牌照， 在智
能网联测试领域的服务规模全国第一。 当
前， 北京市自动驾驶开放道路安全测试里
程达268万公里， 测试里程全国领先。

助力北京市自动驾驶创新创业公司和
科研团队发展， 吴琼带领团队不断创新优
化服务， 推出北京市自动驾驶产业创新扶
持计划———“星火计划”以及北京市自动驾
驶 科 研 支 持 计 划 ———“X 计 划 ”。 截 至
2020 年底，通过“星火计划”和“X 计划”，
北京智能车联产业创新中心为北京市10余
家企业、高校、科研团队提供了千余小时的
优惠服务， 节约研发资金达数千万元。

在吴琼和其团队的支撑和推动下， 北
京市在有条件的自动驾驶开放测试区以及
封闭园区持续推进自动驾驶与车联网应用
示范工作。 其中， 自动驾驶车辆载人道路
测试作为开放测试区的重点应用示范场景
在2020年得到深化落地。

此外， 吴琼带领创新中心还积极推动
了自动驾驶道路测试互认工作。 2019年10
月25日 ， 在2019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
上， 创新中心联合十余家智能网联汽车测
试区 （场 ） 发表 《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区
（场） 共享互认倡议》， 支撑京津冀区域工
业和信息化部门签订 《京津冀区域智能网
联汽车道路测试合作协议》， 为自动驾驶
道路测试工作在京津冀的一体化发展打下
了坚持的基础。

当前， 吴琼团队正在探索新的测试技
术和测试方法 ,以加速自动驾驶技术落地
市场。 “现阶段和今后一段时期， 我们做
的 工 作 仍 和 最 初 一 样 ， 解 决 那 3个 问
题———自动驾驶车辆上路难、 测试难、 评
价难。” 吴琼说。 在她看来， 在未来的自
动驾驶出行时代， 汽车已经不是纯粹的工
业化产品， 更是一种带有交通文化属性的
产品， 也就是说需要适应不同地区的交通
规则、 交通规划和基建模式， 以及参与者
的交通行为。 自动驾驶车辆如何去适应各
个地区的细微交通文化差异， 就是摆在行
业面前的重要课题。

吴琼表示， 她将带领创新中心继续做
好公共服务， 让创新中心能够真正成为自
动驾驶方面的专业的测试机构， 搭建产业
的公共服务平台， 为产业提供产业人才、
技术、 标准、 展示与金融服务。

———记北京智能车联产业创新中心高级技术总监兼常务副总经理吴琼

敢破冰 求突破
引领自动驾驶奋勇前行

北京劳动者
之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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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所相信的 ， 相信所坚持
的， 实事求是面对问题， 终有解决
之道。

劳模档案

2016年， 作为项目主要人员规
划建立国家智能汽车与智慧交通
（京冀） 示范区； 2018年， 编制全
国首套自动驾驶能力评估标准·T/
CMAX 116-01《自动驾驶车辆道路
测试能力评估内容与方法 》 ；2019
年， 当选中国公路学会自动驾驶工
作委员会常务委员； 2020年， 荣获
“北京市劳动模范” 荣誉称号。

劳模语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