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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5G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石油化工企业正越来越多的将这些技术应用于人员定位系统

中。通过研究,结合5G和人工智能用于人员定位系统的效果显著,可大幅提高定位准确性和系统稳定性。

利用人工智能的预测及实时反馈功能,石油化工企业可提前预知可能的风险,从而提高了人员的工作安

全,同时,随着5G技术的引入也使得系统反应更加迅速,提高了数据的实时性。这种发展趋势将极大优化

石油化工企业的运营管理,提高了效率并降低了安全风险,有望在未来全行业中得到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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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5G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ies, petrochemical companies are 

increasingly applying these technologies to personnel positioning systems. Through research, the combination of 

5G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used in personnel positioning system is effective and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positioning accuracy and system stability. Using the prediction and real-time feedback func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etrochemical companies can predict possible risks in advance, thus improving the safety of 

personnel at work, and at the same time,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5G technology also makes the system more 

responsive and improves the real-time data. This development trend will greatly optimize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petrochemical companies, improve efficiency and reduce safety risks, and is expected to be 

widely used across the industry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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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进程不断加快,石油化工企业的人员

定位系统已成为日常运营管理的重要环节。然而,传统的人员定位

系统存在定位不准确、反应慢、无法提前预测风险等问题。近年

来,随着5G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给石油化工企业人员

定位系统的优化提供了新的可能性。结合5G和人工智能技术,可

以大大提高石油化工企业人员定位系统的准确性,稳定性,再加

上人工智能的预测及实时反馈功能,可以帮助石油化工企业提前

预知可能的风险,提高人员的工作安全。同时,5G技术的引入,使得

系统反应速度得到显著提升,提高了数据的实时性。石油化工企业

人员定位系统的这种发展趋势,不仅能够优化运营管理,提高效率,

降低安全风险,同时也有望在未来全行业中得到广泛应用。 

1 石油化工企业人员定位系统现状与挑战 

1.1石油化工企业人员定位系统的发展阶段 

石油化工企业人员定位系统在不同发展阶段经历了显著的

变革和技术升级,逐步从传统的人员管理模式向智能化的定位

系统转变[1]。在早期,石油化工企业主要依赖于人工记录和简易

的电子设备进行人员定位和管理。这种方式存在明显的局限性,

无法实时获取员工的精确位置和动向,容易引发安全隐患和管

理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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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的进步,第二阶段出现了基于GPS和RFID技术的人

员定位系统。这些系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定位的准确性和效

率。GPS技术通过卫星信号实现对开放空间中人员位置的监控,

但在复杂和封闭环境中的应用受限。RFID技术则通过无线电波

进行识别,适用于固定区域内的人员追踪。这些技术在面对高密

度、复杂结构和多变环境的石油化工企业时,依然存在信号覆盖

不足、定位误差较大等问题,无法满足企业对高精度和高实时性

定位的需求。 

近年来,进入第三阶段,人员定位系统开始引入UWB(超宽带)

和蓝牙低能耗(BLE)等新兴技术,这些技术具备更高的定位精度

和更强的环境适应性。例如,UWB技术在室内外复杂环境中能够

提供厘米级的定位精度,大大提高了定位的可靠性和实时性,而

BLE技术则以低功耗和较长的工作寿命受到广泛关注。尽管新兴

技术在定位精度和系统性能上有所提升,但其大规模应用仍面

临成本高、技术复杂等挑战,限制了其在石油化工企业中的全面

推广和普及。 

1.2现有人员定位系统的挑战和局限性 

现有的石油化工企业人员定位系统在应用中面临多重挑战

和局限性。GPS定位技术受限于厂区复杂环境,尤其是在建筑物

密集、金属设备众多的区域,信号易受干扰,导致定位精度下降。

传统的WiFi和蓝牙定位系统虽然技术成熟,但在高干扰环境下,

依然无法满足高精度定位的需求[2]。电磁干扰也影响了定位信

号的传输稳定性,造成系统的不可靠。现有系统大多缺乏实时数

据分析和风险预测能力,难以在紧急情况下提供及时有效的反

馈,增加了人员的安全风险。系统的处理速度和响应时间也难以

满足石油化工企业高效运营的需求,从而影响了整体管理效率。

以上种种问题,严重限制了现有人员定位系统的实际应用效果

和普及程度。 

1.3对安全效率的影响 

石油化工企业人员定位系统的安全和效率受到多个因素的

制约。传统定位技术在复杂环境中的较低精确度和实时性,导致

无法及时预警和应对潜在风险。定位误差和数据延迟使得安全事

故概率增加,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效率。对于紧急事故的响应迅速

性和准确性要求极高,任何细微的误差都可能导致严重后果[3]。

现有系统的稳定性欠佳,易受环境和技术干扰,影响整体工作效

率和人员安全,需对新技术进行有效整合以提升系统性能。 

2 5G和人工智能概述 

2.1 5G技术概述及其特点 

5G技术,即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是移动通信领域的最新一

代技术。与4G相比,5G技术具有高速率、低延迟和大容量的特点。 

5G的传输速率相比4G有显著提升,峰值传输速率可达到

10Gbit/s,是4G的百倍以上。这意味着在极短的时间内可以完成

大量数据的传输,如半分钟内下载50GB的游戏或1分钟内下载

100GB的4K电影。5G的时延极低,大约只有1毫秒,是4G的百分

之一。这一特性对于需要即时反馈的应用场景至关重要,如自

动驾驶和远程手术。5G的连接设备密度和流量密度都有显著

增加,能够支持更多的设备同时连接,满足大规模物联网应用

的需求[4]。 

2.2人工智能概述及其技术基础 

人工智能(AI)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致力于研究和开

发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类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

其核心技术包括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这些技术为AI在各个领

域的应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机器学习是一种通过算法使计算机系统能够自动地从数据

中学习并改进其性能的方法。机器学习算法可以识别数据中的

模式,并根据这些模式进行预测或决策。深度学习作为机器学习

的一个分支,深度学习通过构建深层神经网络来模拟人脑的学

习过程。它擅长处理复杂的非线性关系,能够从大量数据中提取

高层次的抽象特征。 

3 5G和人工智能结合在人员定位中的实际应用效果 

3.1 5G+AI融合定位技术 

5G与AI的融合定位技术,通过结合室内外多种定位手段,显

著提升了定位的精度和覆盖范围。在室外,利用5G网络的高速率

和低延迟特性,结合全球定位系统(GPS)或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实现高精度的位置定位。在室内或设备密集区域,则采用蓝牙、

LoRa等短距离无线通信技术,结合AI算法进行信号处理和优化,

确保定位数据的准确性和稳定性[5]。这种融合定位技术不仅提

升了定位的精度,还实现了室内外无缝连接,为石油化工企业提

供了全方位、全天候的人员定位服务。 

5G网络的高速率和低延迟特性,使得实时数据处理和传输

成为可能。在石油化工企业人员定位系统中,5G网络能够实时收

集并传输人员的位置信息、行为数据等,为AI算法提供丰富的数

据源。AI算法则通过实时分析这些数据,快速识别出异常行为或

潜在的安全隐患,并实时反馈给管理人员。这种高效的数据处理

和传输机制,确保了定位系统的实时性和准确性,为企业的安全

管理和应急响应提供了有力支持。 

3.2智能巡检与作业管理 

在石油化工企业中,巡检是确保设备安全、预防事故的重要

环节。通过引入AI辅助巡检系统,可以实现对巡检过程的自动化

和智能化管理。AI系统能够自动记录巡检人员的位置信息、巡

检时间、巡检内容等关键数据,并通过与预设的巡检路线和检查

点进行对比,确保巡检工作的全面性和规范性。同时,AI系统还

能够自动识别并处理巡检数据中的异常信息,如设备故障、安全

隐患等,并实时反馈给管理人员。这种自动记录巡检数据的方式,

不仅提高了巡检工作的效率和质量,还有效防止了伪造巡检记

录的行为。 

作业票是石油化工企业中进行特殊作业(如动火作业、高处

作业等)的必备手续。通过引入智能化作业票申请与审批流程系

统,可以实现对作业票申请、审批、执行等全过程的自动化和智

能化管理。AI系统能够根据企业的安全规定和作业要求,自动审

核作业票申请内容的合理性和合规性,并实时反馈给申请人。同

时,AI系统还能够自动跟踪作业票的执行情况,确保作业过程的



计算机与自主智能研究进展 
第 2 卷◆第 4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972-4236(P) / 2972-4244(O)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51 

Advances in Computer and Autonomous Intelligence Research 

安全可控。这种智能化作业票申请与审批流程系统,不仅提高了

作业票管理的效率和质量,还降低了人为因素导致的安全风险。 

3.3风险预测与应急响应 

AI算法具有强大的数据处理和分析能力,能够通过对人员

动态行为数据的分析,预测出潜在的安全隐患。在石油化工企业

人员定位系统中,AI算法可以实时分析人员的位置信息、移动轨

迹、行为模式等数据,结合企业的安全规定和作业要求,识别出

异常行为或潜在的安全风险。例如,当发现人员长时间停留在危

险区域或未佩戴必要的防护装备时,AI算法可以立即发出预警

信号,提醒管理人员及时采取措施进行干预。 

在石油化工企业中,一旦发生安全事故或紧急情况,快速响

应和有效处置至关重要。通过引入自动报警与紧急呼救系统,

可以实现对安全事故或紧急情况的实时监测和快速响应。当AI

算法识别出潜在的安全隐患或发生安全事故时,系统可以立即

触发报警机制,并通过5G网络将报警信息实时传输给管理人员

和应急救援队伍。同时,系统还可以提供紧急呼救功能,允许被

困人员通过定位标签上的SOS紧急呼救按键向管理人员发出求

救信号。这种自动报警与紧急呼救系统不仅提升了应急响应的

速度和效率,还增强了企业的安全保障能力。 

4 5G和人工智能结合的发展趋势及行业影响 

4.1未来发展趋势 

随着5G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合应用,石油化工企业的人员

定位系统正在经历革新性转变。5G技术的高带宽、低延迟特性,

使得定位系统可以实时处理大量数据,保证了定位信息传输的

高效性和准确性。这为人工智能技术提供了一个稳固的数据基

础,提升了整体系统的反应速度和可靠性。 

人工智能的引入则进一步丰富了人员定位系统的功能。通

过机器学习和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可以对员工的行为进行建

模,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危险情境。这样的预见能力使得企业

可以提前采取措施,预防安全事故的发生,提高了工作环境的

安全性。 

未来,5G和人工智能的深度结合将不仅限于提高定位精度

和反应速度。它们还将推动系统向数据驱动的智能化方向发展。

例如,通过深度学习算法,系统可以实时识别并分析异常行为,

提供针对性的安全预警。5G网络的恶化监控能力则能够确保系

统在极端环境下的稳定运行。 

这种发展趋势还将显著优化石油化工企业的运营管理。通

过对人员位置和行为的实时监控,管理层可以更加高效地调度

资源,减少人为失误,提高生产效率。因此通过对长期数据的分

析,人工智能还能够提供优化建议,进一步提升运营的精益性和

可持续性。 

4.2对石油化工企业运营管理的影响和优化 

5G和人工智能结合应用于石油化工企业人员定位系统,对

其运营管理产生了深远影响并实现显著优化。通过5G技术的引

入,数据传输速度和系统反应能力大幅提升,实时获取、分析和

处理数据的效率显著提高,减少了因信息滞后导致的误判和决

策延误。人工智能的融合则通过复杂数据分析与模式识别,实现

对人员活动的精确监控和预警。提高了工作环境的安全性,减少

了停工和事故发生的概率。智能化的管理系统提供了更为科学

的决策依据,优化了人力资源配置,提高了整体生产效率,实现

了运营成本的降低和资源利用率的最大化。 

5 结束语 

本文通过对5G和人工智能技术在石油化工企业人员定位系

统中的使用进行探讨,充分揭示了这些技术在提高定位准确性、

系统稳定性以及工作安全性方面所展现出的巨大优势。通过实

时反馈和数据预测,这些技术能够为企业管理层提供有力的决

策支持,帮助他们提前预知和应对可能出现的风险。同时,5G技

术的引入提高了这一系统的反应速度, 使得数据传输更加快速

和准确。这种结合应用不仅为石油化工企业带来运营管理的优

化,也为全行业的安全性、效率性的提高打开了新的可能。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这还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对于5G和人工智能技

术在人员定位系统中的深度集成和优化,还有许多问题和挑战

需要我们进一步攻克。例如如何保证数据的安全性,如何处理大

规模实时数据的分析等。我们希望本次研究能激发更多研究者

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一同推动这一领域的研究深入发展,以适应

石油化工业未来的发展需求,真正让高新技术服务于生产一线,

创造更高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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