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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交通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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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交通 智能交通

• 数据从业务运营来

• 将各类交通运营信息转变为可以记录的文字、

图片，以及可以度量的数字

• 实现信息的可获取、可记录、可监控，实现自

动化的流程和系统控制

• ETC系统、车牌识别系统、高速公路收费系统、

结算中心、路网监控系统、流量监测系统、公

路规划审批系统…

• 数据向管理决策去

• 交通智能化是指对交通数据进行收集、管理和分

析，将数据转化成交通运营和管理的决策能力

• 实现利用数据和分析来进行业务决策，实现实时

分析、前瞻分析、和差异化决策

• 动态数据仓库、公路运营效率分析、出行线路分

析、投资计划分析、…

智能交通，是以重大科技突破牵引交通运输转型升级，围绕支撑重大工程建设、提高存量资产使用效能和提升运输服务品质，抓

好重大科技研发，协调推进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推动基础性、前瞻性和共性关键技术突破和工程化产

业化发展，加快建设市场导向、企业主体、产学研结合的行业技术创新体系，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交通运输生产力。

“智能”的基础是对数据的掌握



智能交通建设能力
智慧交通以交通综合改造为契机，秉承智慧道路集约协同的建设理念，设计并实施智慧交通系统整体解决方案。

 智能化基础设施进行统一规划建设和管理

 基于在线仿真等技术构建智慧化管理平台
打造“交通大脑”

智慧交通——四个子系统
智慧交通总体框架



全息感知的数字街道
通过全局规划、布局设计地磁卡口、公交RFID、公交GPS、信号行人检测、WiFi探针、广域雷达、智慧

路口单元等多种检测设备为精细量化片区交通运行体征奠定了基础。

提升信号控制自适应水平 提升公交服务水平

RFID公交到达检测 太阳能智慧道钉

保障行人过街安全

车辆感知 公交感知 行人感知

车辆行驶检测



道路交通路网画像
基于道路的全息感知能力，将汇聚的数据进行初步的整合分析，建立包含50多个指标的综合交通运行监

测体系，描绘“路网画像”，时刻刻画交通全局态势。总结天气、节假日、大型活动的交通运行机理和规律

构建交通运行晴雨表。

片区交通运行指数日历 指数反映交通运行规律



多源发布交通诱导联动

融合多源数据，将停车诱导、路况诱导以及交通组织引导相结合，提升发布效率；

将停车一级诱导、二级诱导按需一键切换真正实现精准交通信息服务。

日常交通诱导 日常停车诱导 交通组织诱导



大型活动交通管控

赛前—交通诱导

赛前——通过对智慧交通系统数据和赛事路线分析提前制定诱导方案发布；

赛中——综合运用监控、道路数据监测及时调度周边警力实现主动管控；

赛后——结合监测数据对管控方案进行分析总结。

赛中—辅助管控 赛后—总结分析



在线推演道路运行

仿真建模评估建设地块周边交通组织方案 仿真建模评估结论

基于实时在线仿真系统，对范围内某一个地块建设方案的交通组织影响进行评估，仿真模拟对比分析不同交

通组织方案下的周边道路交通运行情况，为方案实施落地提供数据决策支撑。



数据驱动交通综合治理
多源数据融合分析，建立以数据驱动交通综合治理的模式。通过科学研判和及时诊断识别片区交通运行问

题，评估改善效果；建立持续监测-改善优化-监测的动态跟踪分析评估机制。

狮山路（片区最核心道路）道路交通运行速度较周边道路有明显提升。

交通运行监测月报
改造后道路交通运行速度有较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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