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济“小叶子”李博年在进博会里为观众用“导路者”定位导航系统
提供指路服务。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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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建议大家可以给别
人带路过去，路上介绍 AR 导航，
好评率极高！”同济大学经济与
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大三学
生李博年，在进博会第二天的上
午在同济志愿者工作群里推销

“导路者”定位导航系统。他说，
当自己成功指路，并有参观者当
即下载APP使用“导路者”定位导
航系统时，他真切感受到自己的
价值！

苦练内功
精彩活动与场馆一一对应关系

“很多人会有兴趣去看金枪
鱼开鱼仪式，或者是去印度尼西
亚馆、哈萨克斯坦馆试吃，但他们
往往很急切，似乎没有耐心也没
有足够好的记忆力站在那里认真
听你指路。这时，推荐他们下载
个APP，就很管用了。”李博年这样
分享自己的心得体会。

作为进博会8.2馆的志愿者，
李博年自豪地说，自己的职责是
为参展人员导引路线，同时，介绍
同济大学开发的“导路者”定位导
航系统，尤其是AR导航系统。

仅6日上午3个小时的连续服
务中，近30位观众因为他极富感染
力的推介而当场下载使用这款
APP。虽然，此时他已口干舌燥，但
3小时就已近2万的步数，让他说
话间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快乐。

他觉得，很多人会问志愿者
“金枪鱼开鱼仪式怎么走”这样的
问题，但他们并一定知道场馆在
哪儿。为了做好引导，他苦练了

一番内功，将每日亮点活动与所
在场馆、展位的对应关系一一梳
理，并印刻在自己的脑海里。

推介导航
琢磨出安利下载小技能

那么多人下载使用，是有什
么“安利”秘笈？通常，李博年很
乐意陪着需要指路服务的观众走
上一段。

“在路上，我就有机会说，请
允许我向您介绍一下我们的AR导
航功能，您可以扫描我们证件后
方的二维码，然后下载我们的官
方APP。一定要强调是官方APP，
不然，他会以为你在推销啊！”

“下载官方APP后，有地图导
航功能，这样，就能在上面查找到
要去的展馆甚至是具体的展位。
点击导航，就可以进行路径规
划。如果您觉得还不够清晰明
了，您就可以打开AR导航，跟着这
只可爱的小兔子走，就可以到达
目的地。”这是李博年紧接着的又
一段“标准话术”。

他发现，在带路陪伴时，这些
观众就会看着他演示操作，因切
身感受到方便好用，他们就相对
容易扫码下载APP。

发自内心
开心在每个细胞里荡漾

今天，李博年在帮助一个外国
友人之后，说了句“have a nice
day！”这位外国友人朝他点头微笑
致意。“我当时特别开心，我觉得我
太有价值了。”

“我第一次感受到，能帮助到
别人，真的是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开

心从每个细胞里荡漾开来。”李博
年坦言，这是自己头一次真正参与
志愿者工作，而这种快乐是过去从
未体验过的。

当他看到自己的步数是因为
为别人指路而荣膺第一名时，更有
一种被幸福包围的喜悦。“好评如
潮的喜悦，盖过了马不停蹄的疲
惫。我为‘导路者’收获的每个赞
美感到自豪与感动。”

地图勘误
如果不解决就要“跳楼穿墙”

记者获悉，同济大学志愿者
在本届进博会志愿服务中的最大
任务，就是协助定位导航系统研
发人员，对定位导航系统的定位
导航精度检测、信标部署等许多
功能进行实地测试。

而在前期测试志愿者也是同

济大学独设的志愿者岗位。同济
的小叶子们每天进行实地测试，
力争让定位导航系统功能更加精
确，使各位游客获得最佳的定位
体验。

“小叶子”们不辞辛苦，带上
APP走遍全馆细致地测试着系统
的功能。可以说，进博场馆内每
一个地点，都有同济“小叶子”的
足迹。

在前期，李博年也参与到测
试“导路者”系统稳定性、地图勘
误、安装信标等工作中。11月3
日那天，他走了31000多步。

“那天，我安装信标覆盖了三
个馆，还参与一个馆的复查工
作。如果这些信标、地图勘误工
作不解决好，那么AR中的这只小
兔子，就可能带你跳楼、穿墙了！”
李博年这样解释工作的重要性。

场馆内处处都有他们的足迹
同济“小叶子”：地图勘误十分重要

同济大学“黑科技”亮相进博会

跟着“小兔子”逛 再也不用担心迷路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本届进博会相比第
一届，规模更大、质量更高、活动
更丰富，展览面积从去年的30万
平方米扩大到36万平方米，相当
于51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随着
同济大学“黑科技”的登场，跟着

“小兔子”去逛进博会，再也不担
心迷路了。

在偌大的进博会展馆内，即
使你说不清究竟身处何处，但无
论你想去什么地方、想去看什么
展位，都不用担心！因为本届进
博会有同济大学定位导航系统黑
科技加持，带你找准方向不迷路。

在为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提供定位导航服务的基础上，
同济再次为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设计官方定位导航系统
——“导路者”，在进博会期间为
海内外嘉宾提供精准可靠的数字
导览服务。

这套由同济大学定位导航实

验室自主研发的定位导航系统与
常见的依靠卫星和WIFI信号进行
定位的导航系统不同，不依赖专
门的基础设施和硬件终端，通过
结合手机传感器、地磁、无线和视
觉信号，进行数据融合和机器学
习，建立了DWELT算法，无需大量
部署基础设施和硬件，只通过用
户手中的手机即可实现误差在一
米内的高精度室内外定位。

据介绍，这一定位导航系统
克服了复杂的室内环境干扰、严
格的成本和功耗要求等诸多困
难，可以做到1-3米连续逐步的
室内导航，自动检测楼层、自动检
测用户步长。

去年，同济大学刘儿兀教授
团队就凭借处于国际领先地位的
以DWELT（基于动态加权进化的路
径追踪技术）为核心技术的“导路
者”定位导航系统，在与众多优秀
的高校和企业竞争中脱颖而出。

据研发人员回忆，实验室最
早的研究是将磁通信应用于煤矿

灾难救援的定位。后来发现室内
定位存在很大需求，比如大型的
商场、展馆及停车场等，所以决定
将此技术向民用方面转化。

2016年，实验室开发了一套
结合手机传感器和地球磁场的
室内定位系统，获得了微软国际
室内定位大赛的冠军。随后实
验室将此系统不断升级，最终命
名为基于动态加权进化的路径
追踪技术。

如今，在首届进博会上，实验
室推出了“导路者”的安卓和苹果
的APP版本和微信小程序版本，并
增加了AR等其他功能，并在进博
会前实现对“导路者”系统的升
级，为参展商和观众带来最佳的
使用体验。

在去年经验的加持下，实验
室对系统进行了大量优化，包括
定位导航性能的优化、系统整
体体验的优化以及AR（增强
现实）系统的更新等等。定
位导航性能方面，实验室对

系统进行了算法层面的升级，提
高了展位级定位精度并扩大了室
内外的结合。同时，实验室从客
户体验角度对操作界面进行了升
级，增加了位置分享和签到墙等
交互机制，提升用户使用方便感。

此外，AR技术是本次着重提升
的一个亮点。相比于去年的相对
独立，今年实验室将AR与定位导航
深度融合，直接展现更为直观的三
维空间导航，大幅降低用户对于传
统电子地图的读图成本。

通过进博会APP导航界面可
看到，如果选择“AR导航”，你就能
跟着一只蹦蹦跳跳的可爱兔子，
直达所要抵达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