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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无线网络的智能交通监控系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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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系统中，终端节点为具有无线收发模块的 CC2530 和传感器组成，用以完成车辆流信息的采集；监

测站协调器由具有无线收发模块的 CC2530 和 TMS320F28335 组成，可以完成对各路口车辆流信息的接收，并将采集

到的信息通过 Internet 网络传输给监控中心；监控中心通过计算、分析，得出各路口拥堵情况，并将拥堵情况通过

车联网技术发送给监控中心车辆电子信息卡数据库里的车主，提醒车主根据实时路况，提前更改路线，避开道路拥

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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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类型

1.1.变道超车监控设备

在道路交通安全事故中，变道超车是主要因素之一。

在道路行车中，驾驶人员作为变道行为的操控者，真正

能够对驾驶人控制车辆变道的行为因素，主要包括驾驶

人的心理状态、生理状态，一旦驾驶人的心理、生理等

状态不在正常状态下，就会增加车辆变道失控现象的发

生概率。为此，加强道路中驾驶人员变道超车违法行为

的管控至关重要。变道超车监控设备作为搭配存储系统

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之一，其中，相关设备技术应满足

通用技术条件，总结其技术要点，包括以下几点：首先，

进入路段、驶离路段等重点路段，由于环境变化巨大会

导致驾驶人出现相差甚大的视觉效应，一旦车速过快，

极易出现失控、违规变道等问题，不利于安全行驶。因

此，既要设置限速标志来限制车辆行驶速度在安全范围

内，又要合理设置通线车道分界线来禁止车道变道，主

要起到提醒和警示驾驶人员不得变道超车的作用。其次，

在道路内安装监控设备，用于拍摄违规行驶车辆的图片，

为后续交通执法提供依据，且可以警示驾驶人员在此路

段规范、安全行驶。最后，针对车载视频式变道超车违

法行为，可以借助其他车辆安装的行车记录仪、手机等

设备视频，记录驾驶人员在道路变道超车过程，随后，

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进行举报。

1.2.重点车辆监控设备

重点车辆管理设备技术要点如下：首先，采取禁行、

限行两种管理措施，其中，禁行管理措施常见于特长道

路和长道路，而限行管理措施可以考虑按照日期限制方

式进行通行，也可以考虑采取时段限制方式进行通行。

其次，在道路固定位置处，设置禁止或者是限行标志，

提醒驾驶人员不得在此路段违法规定进行通行。最后，

针对无视禁行规定的重点车辆，应在特定位置的监控设

备实时采集其违规行驶车辆的车牌信息，随后将其传输

到数据库中进行比对。一方面，应通过一定渠道来警示

此类违法行驶车辆，督促其安全行驶；另一方面，将相

关违法行为传输给管理部门，以便其及时采取措施处理

和控制此类危险行为，降低道路交通事故发生概率。

1.3.超速监控设备

超速管理设备技术要点如下：首先，限速值需要基

于机动车安全通过道路进行设置、在道路限速值确定时，

需要充分考虑当地实际情况，目的在于保障机动车安全

通过道路。其次，在机动车测速仪安装前，需要结合我

国现行的相关规定，科学设置限速值标志[1]。再者，在

限速标志后方超过 500m 的位置处，安装机动车测速仪

器，用于监测超速机动车的实际行驶速度，拍照取证相

关基本信息。最后，针对特长道路，既要设置测速点，

又要在特殊区域内设置区间测速设备，根据车辆在道路

内的通行时间、道路长度来计算出机动车的平均车速。

2.基于无线网络的智能交通监控系统

2.1.系统方案设计

无线传感网络是一种分布式传感网络，其末端可以

感知和检查外部世界的传感器。基于无线网络的智能交

通监控系统主要由三部分组成：数据采集部分、信息传

输部分和信息管理部分。数据采集部分通过传感器采集

各个路口的车辆流信息；信息传输部分负责将采集到的

车辆流信息发送给监测站和监控中心；监控中心负责信

息管理，通过信息整合、分析，计算出道路各路段车辆

流情况，并通过车联网技术反馈给车主，供车主选择最

优行驶路线，避开交通拥堵。

2.2.系统硬件平台

整个硬件平台的核心是 TMS320F28335 型数字信号

处理器，其是 32 位浮点 DSP 处理器，与定点 DSP 相比，

可以快速编写控制算法，在处理小数操作上花费的时间

更少，性能更高；具有 150MHz 的高速处理能力，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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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18 路的 PWM 输出，12 位 16 通道 ADC，A/D 转换更

精确快速；具有 SPI 串行外设接口、SCI 串行通信接口、

ePWM 电机控制接口和 eCAN增强型 CAN接口等总线接

口，外设集成度更高，适用于各种控制类工业设备[2]。
另外，成本低、功耗小，数据以及程序存储量大。

3.关于提升基于无线网络的智能交通监控的有效措

施

3.1.建立全覆盖的无线网络

全覆盖的无线网络可以使得所有监控点与控制中

心通信畅通，并且实现各个监控点之间的互联互通。对

于基于无线网络的智能交通监控系统而言，这是确保监

控设备通信联络的必备条件。 无线网络可以采用不同

的技术，例如 4G 或者 5G 移动网络，或是通过卫星网络

来传送信息。随着 5G 技术的成熟和应用，5G 网络的超

高速通信技术和低延迟特性将大大提高智能交通监控

系统的监控效率。同时，卫星网络的优势在于覆盖范围

广、无地域限制，可以在偏远地区实现监控设备的通信

联络。

3.2.实施规划管理

实施规划管理是智能交通监控系统中至关重要的

措施。通过对交通流量、车辆种类、拥堵状况等进行规

划和管理，可以提高监控效果，有效减少交通拥堵和事

故发生率。

（1）交通流量监测：建立交通流量监测系统，通

过摄像头、无线传感器等设备对道路上的车流量、车速、

车型等信息进行实时监测，从而了解交通状况，为优化

智能交通监控系统提供准确数据支撑。

（2）调整红绿灯时长：通过对交通流量、车速、

拥堵状况等实时数据进行分析，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红绿

灯时长，从而减少交通拥堵，提高道路通过率。

（3）警力调配：根据交通状况分配警力。当交通

拥堵和事故频发时，适当增加警力，调节交通秩序，避

免事故发生。

（4）规划路线：采取数据采集、地图制作等手段，

确保交通监控系统的路线规划尽可能准确，对堵点地段

实行优化路径规划，为司机提供更流畅的行驶路线，提

高营运效率。

通过实施规划管理，可以对智能交通监控系统进行

全面优化，提高监控效果，减少交通拥堵和事故发生率。

4.结束语

智能交通在交通实时监控、公共车辆管理、旅行信

息服务、车辆辅助控制上有广泛的应用。目前，外部环

境感知、车辆自主决策、控制执行和车路协同四类技术

是智能交通的关键技术，本文基于无线传感网络进行智

能交通监控系统的研究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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