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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京东智慧物流建设特点

京东智慧物流“无人”堪称最明显的特点。京东通过创新性的硬件设备和模式创新
，打造全自动化的无人智慧仓库。拥有3D视觉系统、动态分拣、自动更换端拾器等
功能的DELTA型分拣机器人，可以惯性导航、自动避障的智能搬运机器人AGV等机
器人的京东构建了一套系统化的整体物流解决方案，支持分拣、搬运、拆码垛等仓
储全流程的自主实现。当货物走出京东无人仓后，就将依靠无人机和无人车送到用
户手中。肖军介绍说，京东无人机技术今后将着力于提高感知、自主航迹规划、多
机协同和人机交互等能力，让“无人”技术更好地为用户服务。

二、智能物流的前景分析

智能物流在未来的发展前景非常广阔，可以说是物流行业的未来趋势之一。以下是
一些关于智能物流前景的分析：

1.应用范围不断扩大：随着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不断发展，智能物
流将应用到更多的领域中，包括零售、医疗、快递、食品等。智能物流的应用范围
和深度将不断扩大。

2.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智能物流可以通过自动化和智能化的手段降低人工成本和时
间成本，并提高物流运营的效率。智能物流可以使用机器人、无人驾驶车辆、仓库
自动化设备等，从而实现24小时无人值守的运营模式。

3.智能仓储将更加普及：智能仓储是智能物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通过车载传
感器、RFID技术、视觉识别等方式管理货物的存放和运输。随着智能仓储技术的不
断成熟，智能仓储将更加普及。

4.更好地服务消费者：智能物流可以通过物流跟踪、安全快捷的配送和个性化定制
服务等手段更好地服务消费者。未来，智能物流将会基于大数据和智能算法，对消
费者进行行为分析和需求预测，从而更好地为消费者提供服务。

总体而言，智能物流将会成为未来物流行业的主流趋势之一，它具有降低成本、提
高效率、提升服务质量等优点，将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更多方便和价值。

三、机器视觉做什么用的

机器视觉是人工智能正在快速发展的一个分支。简单说来，机器视觉就是用机器代
替人眼来做测量和判断。机器视觉系统是通过机器视觉产品(即图像摄取装置，分C
MOS和CCD两种)将被摄取目标转换成图像信号，传送给专用的图像处理系统，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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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被摄目标的形态信息，根据像素分布和亮度、颜色等信息，转变成数字化信号;图
像系统对这些信号进行各种运算来抽取目标的特征，进而根据判别的结果来控制现
场的设备动作，应用范围涵盖了工业、农业、医药、军事、航天、气象、天文、公
安、交通、安全、科研等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在行业应用方面，主要有制药、包
装、电子、汽车制造、半导体、纺织、烟草、交通、物流等行业，用机器视觉技术
取代人工，可以提供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例如在物流行业，可以使用机器视觉技
术进行快递的分拣分类，不会出现大多快递公司人工进行分拣，减少物品的损坏率
，可以提高分拣效率，减少人工劳动。

四、人工智能在快递行业的应用

人工智能技术更是给物流行业带来了革命性的改变，以智能机器人、智能拣选车、
无人机、自动驾驶汽车为代表的智能硬件，极大地改变了现有的仓储、运输、配送
等物流作业的模式，并将带来更多的改变；以机器视觉、自然语音处理、大数据挖
掘、深度学习为基础的智能软件，为物流行业所涉及的信息识别、存储、管理、利
用开辟了更加高效的途径，让“数据驱动物流”成为现实。

五、人工智能对智慧物流作用和效果

人工智能是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
系统的一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在物流行业的影响主要聚焦在智能搜索、仓储规划
、智能运输配送、机器人等领域，人工智能是加速物流行业向智慧物流时代迈进的
新引擎。

人工智能技术在智慧仓储环节的具体应用包括:

1、选址决策。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收集与选址任务和目标相关的丰富历史数据，通
过大数据技术挖掘对仓储选址决策有指导意义的知识，建立一个基于大数据的人工
智能选址决策系统，在系统中输入选址目标与相关参数，人工智能系统便可以直接
得到最接近最优目标，且不受人的主观判断与利益纠纷影响的选址结果。

2、无人仓。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使得无人仓的构想得以实现。得益于机器视觉、
进化计算等人工智能技术，自动化仓库中的搬运机器人、货架穿梭车、分拣机器人
、堆垛机器人、六轴机器人、无人叉车等一系列物流机器人可以对仓库内的物流作
业实现自感知、自学习、自决策、自执行，实现更高程度的自动化。

通过机器视觉技术，不同的摄像头和传感器可以抓取实时数据，继而通过品牌标识
、标签和3D形态来识别物品，从而可以使拣选机器人对移动传送带上的可回收物品
进行分类和挑拣，以替代传统人工仓库中的传送机器、扫描设备、人工处理设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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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一道道的分拣作业，大大提高仓库的运作效率。

3、库存管理。人工智能技术基于海量历史消费数据，通过深度学习、宽度学习等
算法建立库存需求量预测模型，对以往的数据进行解释并预测未来的数据，形成一
个智能仓储需求预测系统，以实现系统基于事实数据自主生成最优的订货方案，实
现对库存水平的动态调整。同时，随着订单数据的不断增多，预测结果的灵敏性与
准确性能够得到进一步提高，使企业在保持较高物流服务水平的同时，还能持续降
低企业的成本库存。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预测性运输网络管理可显著提高物流业务运营能力。以航空
运输为例，准时保量运输是空运业务的关键。DHL开发了一种基于机器学习的工具
来预测空运延误状况，以预先采取缓解措施。通过对其内部数据的58个不同参数进
行分析，机器学习模型能够提前一周对特定航线的日平均通行时间进行预测。

随着无人驾驶等技术的成熟，未来的运输将更加快捷和高效。通过实时跟踪交通信
息，以及调整运输路径，配送的时间精度将逐步提高。

（1）配送机器人。配送机器人根据目的地自动生成合理的配送路线，并在行进途
中避让车辆、过减速带、绕开障碍物，到达配送机器人停靠点后，向用户发送短信
提醒通知收货，用户可直接通过验证或人脸识别开箱取货。

（2）无人机快递。利用无线电遥控设备和自备的程序控制装置，操纵无人驾驶的
低空飞行器运载包裹到达目的地。无人机快递可以解决偏远地区的配送问题，提高
配送效率，同时减少人力成本。同时，无人机快递也受限于恶劣天气下、人为破坏
等影响，目前尚未大范围使用。

（1）智能测算。通过对商品数量、体积等基础数据分析，对各环节如包装、运输
车辆等进行智能调度，如通过测算百万SKU(库存量单位)商品的体积数据和包装箱
尺寸，利用深度学习算法技术，由系统智能地计算并推荐耗材和打包排序，从而合
理安排箱型和商品摆放方案。

（2）图像识别。计算机视觉技术的卷积神经网络可用于手写识别，相比人工识别
可有效提高准确率，减少工作量和出错率。另外，计算机视觉技术也可应用于仓内
机器人的定位导航，以及无人驾驶中识别远处的车辆位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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