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通擁堵是現代城市發展的
普遍痛點，特別是在緊急情況

下，如何讓救護車、消防車等特殊車輛馳援不受阻塞，成為了大眾
關注領域。嶺南大學跨學科學院助理教授潘飛及學生王方禹團隊研
發的 「智能交通燈系統」 ，為這一難題提供了創新解決方案。

「現在救護車堵車的情況實在太嚴重了，按照急救標準本應在
接到求助電話後5分鐘內抵達現場。」 嶺南大學研究生王方禹表
示，現在的交通系統難以量化路口擁堵的情況，無法精確地優化調
度紅綠燈時間。基於這一痛點，團隊利用人工智能（AI）、圖像識
別和物聯網（IoT）等前沿技術，構建了一個動態響應的智能交通
管理系統，精準量化路口擁堵程度，識別緊急服務車輛，以改進交
通狀況以及市民生活。

而這一研究構想最初源自潘飛教授的人工智能課程作業，在潘
教授的協助下，該項目走出了課堂，目前，該方案已提交美國臨
時專利申請，並在第五十屆日內瓦國際發明展勇奪銅獎。

大公報記者 華夢晴

責任編輯：李篤捷 美術編輯：徐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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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現在的科研環香港現在的科研環

境非常好境非常好」」作為曾在科學作為曾在科學

園從事博士後研究的學園從事博士後研究的學

者者，，潘教授親身感受到變化潘教授親身感受到變化，， 「「明顯明顯

看到排隊的人越來越多看到排隊的人越來越多，，很多年輕人很多年輕人

從世界各地來到香港探索自己的科研從世界各地來到香港探索自己的科研

之路之路。。」」潘教授發現潘教授發現，，許多新創立的許多新創立的

企業逐漸科學園落地生根企業逐漸科學園落地生根。。

至於人才至於人才，，潘教授指出現在有不潘教授指出現在有不

少的人才湧進香港少的人才湧進香港，，同時香港在電腦同時香港在電腦

人才方面的獨特優勢人才方面的獨特優勢，， 「「在這裏工作在這裏工作

可以自由接入國際互聯網可以自由接入國際互聯網，，與國內外與國內外

同行順暢交流同行順暢交流。。」」
20242024年加入嶺南大學的潘飛教年加入嶺南大學的潘飛教

授認為授認為，，在香港作為連接內地與全球在香港作為連接內地與全球

的窗口的窗口，，憑藉雙語環境憑藉雙語環境、、便利簽證及便利簽證及

金融資源金融資源，，為國際合作提供了獨特優為國際合作提供了獨特優

勢勢。。政府通過政府通過InnoHKInnoHK等平台大力投等平台大力投

入資金入資金，，加之港科大等高校強調市場加之港科大等高校強調市場

導向研究導向研究，，深港產業鏈與大灣區機遇深港產業鏈與大灣區機遇

的結合的結合，，為年輕研究者提供了技術轉為年輕研究者提供了技術轉

化與事業發展的廣闊空間化與事業發展的廣闊空間，，而這也是而這也是

他決定來港的原因他決定來港的原因。。

跨學科創造更多知識跨學科創造更多知識

談及創科人才培養談及創科人才培養，，潘飛教授強潘飛教授強

調動手實踐的重要性調動手實踐的重要性，， 「「創科就像做創科就像做

菜菜，，光有理論不夠光有理論不夠，，必須動手寫代碼必須動手寫代碼、、做設做設

計計。。」」他指出內地正推動幼兒教育他指出內地正推動幼兒教育AIAI的科創的科創

的發展的發展，，讓孩子們從小接觸理解範圍之內科讓孩子們從小接觸理解範圍之內科

創產品創產品，，有利於培養興趣有利於培養興趣，，相信香港未來也相信香港未來也

會引入類似教育會引入類似教育。。

作為跨學科研究的實踐者作為跨學科研究的實踐者，，潘飛教授認潘飛教授認

為為，，現在已沒有學科能孤立發展現在已沒有學科能孤立發展，，跨學科研跨學科研

究是推動技術進步的關鍵環節究是推動技術進步的關鍵環節。。潘教授舉例潘教授舉例

說明說明，，他曾涉獵生物學他曾涉獵生物學、、電腦編程等多個領電腦編程等多個領

域域，，正是這種跨界探索正是這種跨界探索，，讓他能夠運用不同讓他能夠運用不同

學科的知識體系來解決不同領域的難題學科的知識體系來解決不同領域的難題。。

「「一定是跨學科才能把一些知識創造更多知一定是跨學科才能把一些知識創造更多知

識識，，創造更多技術創造更多技術。。」」

《十萬個為什麼》
引領踏上科研路

▲▲嶺南大學潘飛教授嶺南大學潘飛教授（（右右））和學生王方禹和學生王方禹（（左左））接受訪接受訪問講解合力研發的問講解合力研發的 「「智慧型交通燈系統智慧型交通燈系統」」。。
大公報記者麥潤田攝大公報記者麥潤田攝

「科學研究是探索
知識、追求真理的旅
程。」 潘飛教授回憶自

己的科研之路時表示，童年的科普讀
物《十萬個為什麼》和愛迪生、愛因
斯坦的故事在他心中播下了好奇的種
子。從高中選擇理科，到大學攻讀工
科，再到完成博士學位，潘教授逐漸
將科研視為終身事業。

課程作業轉化專利發明
「兒時的生活經歷決

定了我對未知世界的好奇
心。」 學生王方禹表
示，雖然本科時期就萌
發了研究興趣，但受限
於環境條件未能深入發

展。進入嶺南大學後，在潘飛教授的
啟發下，他對人工智能領域產生了濃
厚興趣。在潘教授的指導下，他將課
程作業轉化為具有實用價值的專利發
明。面對即將到來的日內瓦參展機
會，王方禹充滿期待。

談及人工智能的發展現狀，潘
飛教授指出，AI技術發展
歷經多次起伏，當前正處
於新一輪上升周期。
潘教授強調， 「我們
不僅要善於應用現有
AI技術，更要通過實
踐中的新發現和新思
路回饋學界，共同推
進AI技術的完善與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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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戶嶺大潘飛：新技術識別救護消防車

智能交通燈開路救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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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大學跨學科學院助理教授潘飛
教授與學生王方禹的研究團隊介紹， 「智能交通燈系
統」 先通過路口監控攝像頭獲取車輛數量及類型等基
礎資訊，隨後上傳至後台服務器，伺服器搭載AI處理
模型，對路口擁堵程度進行量化分析，生成最優紅綠
燈配時方案。

優化後的配時方案將反饋到各個路口的紅綠燈控
制組件，調整紅綠燈時長。若識別到應急車輛，系統
可自動縮短紅燈或延長綠燈，確保其快速通行。

通過模型計算擁堵指數
至於什麼程度能夠稱為擁堵，團隊表示需通過模

型計算擁堵指數。該模型考量參數包括車輛通行時
間、車流密度、車輛類型分布等，系統提取關鍵交通
數據並量化為擁堵指數（擁堵指數越大，路口越擁
堵），當某個路口擁堵指數大於設定的閾值時，系統
會啟動全局遞歸優化機制，動態調整路網全局信號燈
配時方案，必要時引導車輛分流，避免擁堵進一步惡
化。

潘飛教授表示，系統將路口監控畫面傳輸至後台
伺服器，通過AI模型提取車流參數、計算擁堵指數，
並即時回饋至信號燈控制系統。基於電腦視覺的智能
交通解決方案，能夠大幅提升路口的通行效率。同
時，利用先進的車聯網（V2I）通信，系統能夠識別
特殊車輛，為應急車輛開闢優先通道。

「最初的設想是希望通過這套系
統，為救護車、消防車等緊急車輛爭
取寶貴的救援時間。」 王方禹指出，
若系統順利部署，不僅能為救護車、
消防車爭取寶貴時間，還能優化整體
路網，提升市民出行效率。例如在車
流較少路段，可縮短行人信號燈時
間，減少車輛等待。

「我們目前仍處於概念驗證階
段。」 王方禹同學坦言，而實驗的仿
真數據顯示，現時救護車等緊急車輛
的標準為45公里／小時，智能系統
能將緊急車輛的平均時速提升至55
公里／小時，相當於22%的效率提

升 。 不
過，王方
禹強調，這還
只是仿真數據，更
準確的數據需進行道路
測試。

問及香港的路況，王方
禹稱 「香港的單行道特別多，
給交通優化帶來了不小的難
度」 。潘飛教授指出，香港的單
行道系統使得整體車速相對較
快，同時也造成一旦錯過路口只
能 「一條路走到黑」 的困境。王方
禹補充道，在十字路口，車輛可以通
過左轉或右轉來分流，但在單行道系
統中，車輛只能直線行駛，這大大降
低了交通疏解的靈活性。

需與運輸署深度合作應用
針對這一特點，研發團隊特別留意系統預警

的及時性，確保駕駛員有充足反應時間，並提升
調度精準度。

「這是一個輔助決策系統」 潘飛教授強調，AI負
責即時數據分析和信號燈調整方案建
議，但最終決策權仍掌握在交警手
中。 「系統會將優化建議即時回饋給
指揮中心，由執勤人員根據實際情況
決定是否採納調整方案。」 這也意味
着，系統需要與運輸署深度合作才能
落地應用。

因此，團隊正積極申請智能交通
研究基金，已提交包含明確目標和研
究計劃的提案。未來將完善現有理論
模型，針對不同路口、車流等多樣化
場景建立細分模型，並通過計算機代
碼實現，在香港科學園等封閉場地開
展實際道路測試。

建設智能城市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
重要路徑，而交通系統作為城市運行的
關鍵，其智能化升級是構建智能城市不

可或缺的一環。
潘飛教授與其學生王方禹的研究團隊正通過智能

交通系統推動這一願景的實現。該系統不僅着眼於提
升通行效率，更致力於實現減碳目標。 「車輛擁堵情
況越少，由怠速或低速行駛產生的碳排放就越低」 潘
飛教授指出。

進一步拓展智能城市
根據美國環保署（EPA）的數

據，每公升汽油燃燒約產生2.3公斤碳
排放，轎車每運行一小時消耗0.5至1
公升燃油。 「其實每堵車一分鐘，大
概會產生30克左右的碳排放」 王方禹

解釋道，他相信智能交通系
統落地後將能夠對城市減碳
作出貢獻。

此外，系統的應用範疇
不僅限於車輛間的協調，更
延伸至行人安全領域。團隊

表示未來期望通過手機APP即時預警來車動態，降低
人車事故風險；同時為急救、消防等緊急車輛提供優
先通行權，大幅提升救援效率。

隨着低空經濟成為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重要方向，
研究團隊也在探索智能交通與空中交通的融合可能。
潘飛教授坦言，空中路線多由專門機構規劃，與地面
系統存在差異。團隊相信研發的圖像識別、防擁堵等
核心技術，有望應用於無人機群的協調、避障與路徑
優化，進一步拓展智能城市的發展。

提升通行效率 實現減碳目標
一舉
兩得

▲嶺大 「智慧型交通燈系統」
於2025年日內瓦國際發明展
獲得銅獎。

大公報記者麥潤田攝

▲遇上突發事故嚴重塞車， 「智慧型交通燈系統」 能根據即時路況進行分
析及緊急應變，避免交通堵塞，同時提高道路安全與效率。

▲▲消防車被私家車阻擋消防車被私家車阻擋，，隨時影隨時影
響救災響救災。。

嶺南大學AI發展相關措施
1 自2023年起，全校
教職員和學生可免
費使用不同版本的
ChatGPT，並新增
DeepSeek 選 項 ，
並協助教職員建立
適應數字時代的
「免疫系統」 。

2 自24/25學
年起，嶺
大將生成
式人工智
能列為全
體一年級
學生的必
修科目。

3 大學於2024年5月成立了數據科
學學院，直至25/26學年共有7個
AI領域相關的課程，涵蓋學士學
位以及碩士學位，包括人工智能
與商業分析理學碩士、數據科學
哲學碩士、工業數據分析理學碩
士、智能城市技術及應用理學碩
士等。

▲運輸署致力改善交通，實時交通燈號
調節系統透過雷達感應器及熱能探測器
探測實時車輛和行人流量，改善綠燈分

配時間，計劃2028年底前在全港
合適的路口安裝。

科大馮一人：大語言模型在未知領域會「說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