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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在智能交通中的应用

沈源

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  陕西西安  710124

【摘要】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各类信息化前沿也不断运用到了交通运输行业。于

是，物联网这一新事物应运而生。物联网是又一次信息技术产业的创新变革，它是在信息化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被引用到交通领域，建构出了智能交通，为人们的交通出行与交通管理提供了便捷。

本文旨在将物联网技术和智能交通相汇合的发展趋势进行阐述，并以智能交通中的信号采集、动态控制、优化

路径等方面着手，具体分析了基于物联网技术下构建的智能交通系统的科学运用，以及合理化搭建及具体实现方式

的探索与研究。以期能为相关行业人员带来参考价值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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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经济科技水平发展迅猛，城

市人口呈几何式发展，汽车的增长更是呈现出惊人的数

量。城市的交通越来越拥堵，引发的环保问题日渐突出。

智能交通系统是这些年来为了解决交通问题而兴起的一

种新型有效的系统。

近几年来，物联网技术在国内的发展也很快，被广

泛应用到智能交通领域，在技术水平和管理机制上也引

发了各种技术的创新改革。

物联网具有智能化与网络化等优点，能在智能交通

行业发挥很大作用。智能交通，要是想让交通智能化高

效应用，就得依靠物联网技术，它可以有效解决城市交

通拥堵的难题，最大限度避免能源浪费。目前，物联网

技术在智能交通行业的运用是发展最快的，也是运用最

好的，将会有更广阔的空间价值和经济价值。

一、在物联网技术的基础上建构的新型智能交
通管理系统

当前，由于我国的交通信息采集形式不丰富，数据

收集方式太传统，不能 24 小时反应交通实时信息，且

反应不全面。在疏导道路交通拥堵和车辆动态调控方面

有所欠缺，对突发交通事故的现场处理能力方面也不足。

在这种状况下，利用物联网技术，采用线圈、微波段、

地磁测定、视频录像等方式，实时对车辆交通信息进行

采集，再对出租汽车、公共交通汽车及其他公勤类车辆

的运营进行组合，搭载定位装置和无线通信技术，对交

通流量、时间、通过率、速度等信息进行 24 小时全面

监控，及时取得路网信息。利用大数据、智能技术、无

线网络等，再与 GIS 相融合，达到交通预示、救护车和

公交车先行的路线计划，实现动态实时监控、诱导出行、

及时处理突发事件并预警等宏观调控交通功能，有助于

平台对路网流量情况和交通现状进行研究和分析，并进

行决断，并为路网交通管制、预警、诱导出行及有关交

通出行规划及时提供了反馈和帮助。

目前，美国将物联网运用到智能交通中算是比较成

功的。1995 年，美国就出台了关于智能交通系统相关

规定，确定了智能交通的几大应用区域和用户运用功能。

现在，智能交通系统在美国使用率已超过 80%, 并且产

品也很先进。

我们结合美国的先进经验，简单论述一下物联网技

术在智能交通中的应用情况。

1. 中心子系统。这款子系统功能很强大，包含：交

通管理系统；突发事件管理系统；公共交通管理系统；

信息服务提供系统；收费管理系统；商用车辆管理系统；

维护与工程管理系统；尾气排放系统；货运管理系统；

存档数据管理系统，共有十个子系统。这些子系统空间

比较自由，在空间区域不受交通设施限制，它的系统主

要依靠地线通信来进行连接。

2. 车辆子系统。这款子系统是安在车上的。依据车

辆的类别，可分为：紧急车辆系统；公交车辆系统；维

护工程车辆系统；商用车辆系统；普通车辆系统。这些

子系统与中心子系统和区域子系统实现无线连接，也能

与别的车辆载体进行车与车间的通信连接。

3. 区域子系统：这款子系统包含：道路子系统；公

路收费子系统；停车管理子系统；安全监控子系统；商

用车辆核查子系统，共有五个子系统。他们属于区域型

子系统。这些子系统一般要以经过区域的详细方位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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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或者维修保养，检测信号灯、程控信息板等设备情

况。区域子系统的特点是一个要与多个相连，并且是有

线连接。同时还要与所属区域进行信息交流。

4. 旅行者系统。这款子系统主要服务于旅行行业，

为旅游对象或旅游行业从业者服务。它还包括远程旅行

系统和个人信息访问系统，利用智能交通系统的特征对

联运旅行提供帮助。也可利用有线或无线方法与另外的

子系统实行通讯传输连接。

每一种子系统都可以分享通信单元。通信单元是子

系统之间的信息连通渠道，它的特点是通过有线或无线

对信息进行有效传输，不直接参与智能交通系统信息处

理。它在详细通信单元的选择度上有很大自由。有线通

信可利用光缆线、双绞线或同轴电缆。目前，又兴起一

个新的发展区域，它是广域无线通信，这种通信技术种

类多，且更新速度很快，选择余地更多。

二、物联网在智能交通中的运用事例
在实际的运用中，智能交通有几个技术重点，具体

如下：

1. 检测、感知、识别车载设备的先进技术。利用射

频技术、传感器技术获知事物的区域、信息等，达到物

物相通，研发出了新型电子车载系统、自动驾驶装备、

能对驾驶员的状态进行自动检测的仪表等。

2. 创建信息网络。信息网络采集信息具体有：交通

装置实时状况、设计施工信息、维护保养信息，环境现

状，天气状况和变化等实时变化数据。

3. 交通事件检查、预警能力的新技术。在路网监控

状态下，若发现有交通应急状态，则要及时调集医护人

员和急救车辆到交通事故现场。车辆上自带的自动检测

装置，要能准时用有线或无线通讯设备自动通报交通事

故应急场所和人员伤亡情况，为交通应急状况作出及时

调控，预防事态扩大化。

4. 交通管理调度系统的先进性。一套完备的交通管

理调度系统，能自主地对路网内的地面交通实时监控，

预测地面交通应用状态，及时搜集交通路面运用数据，

有利研判交通枢纽状况，达到预测应急变化，实施最有

利方案的交通管理目的。如车辆自动协调系统、车联网

系统等。

三、交通诱导概念及子系统情况探究
（一）交通诱导系统概念

交通诱导系统主要是在城市或高速路网主要网点，

设置诱导屏幕，一是为车辆所经区域明示下段道路交通

现状，二是让所经区域车辆有选择性地避开拥堵路段，

选择合适路况出行。为车辆出行提供了诱导方便，也对

交通现状进行了宏观调控，实行了交通疏导，有利解决

了交通拥堵状况。

交通诱导系统分为四个子系统。交通流采集系统；

车辆定位系统；交通信息服务系统；行车路线优化系统。

这个子系统很好地实现了交通分流，实时监控了路

网内交通状况，达到了诱导出行者有利选择出行路段，

避免拥堵状况，疏导交通流的作用。

1. 交通流采集系统。

要想对区域车辆实行交通诱导，就必须利用到控制

系统。它有两个重点：一是交通信号控制是实时的，自

动与交通信号相适应；二是对接口处的探索分析，就是

利用采集到的交通信息自动传输到控制系统主机中，实

现实时动态交通配型和有效交通预测配置，并在路网大

屏幕中进行自动滚动，提醒过往司机自主进行诱导性选

择交通路线。

2. 车辆定位系统。

车辆定位系统是为了明确车辆在交通路线网络中的

位置状况。车辆定位方法主要有：地图匹配；推算；全

球定位；惯性导航；无线电频率等，达到实时定位目的。

3. 交通信息服务系统。

交通信息服务系统进行交通诱导的重要因素。它利

用主机控制系统对预测和收集到的各类信息进行计算，

并利用各种传播枢纽进行传输，达到广泛传送的目的。

这些传播枢纽包括电脑网络、广播电台、交通路口或高

速路口两边的视频屏幕或者车载系统等。利用这些进行

交通信息实时监控反馈，及时传达信息，对交通出行进

行疏导。

4. 行车路线优化系统。

行车路线优化系统主要是根据车辆定位系统所反馈

的车辆区域和预示目的地，利用交通数据采集系统进行

传输，为车辆出行进行最优选择，避开了交通拥堵路段，

减少了车辆出行时间，达到了高效出行效率。车辆车载

系统为会为你用红色箭头明示最优出行路线，简单明了，

清晰可靠，是车辆出行的最佳选择。

（二）物联网在智能交通中的有效应用说明

我国的首都北京是国家政治文化中心，城市大，人

口众多，路网交通复杂。十年前，首都交管部门将物联

网引进到智能交通中，建立城市智能交通管理控制系统，

较好地解决了北京交通严重拥堵，寸步难行的状况。这

一项科技项目还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在使用智能交通物联网技术这十年过程中，首都交

通管理工作逐步进入了科学化智能管理时代。北京交通

管理机构建构了一个中心，三大平台，八个系统为主要

重心的智能交通管理框架。形成了高集成视频监视中心、

单兵定点定位、122 接警处、GPS 全面定位、信号灯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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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群通讯等将近一百个运用子系统，实现了准时现场异

构数据大整合，加强了智能交通宏观调控水平。

在首都的内外环路上，拥有将近两百个高清视频头，

它们可以实行实时计算，采集信息，自行统计交通现状，

当路网上有应急事件发生时，如人员伤亡事故、路面堵

塞、暴雨暴雷等事件时，智能系统会自动视频录像，并

实时报警。

当前，首都的交通主干道和交通量都已经超负荷运

行，现状不容忽视，一旦某个区域有意外事故发生，都

会马上造成交通堵塞，牵制到首都的交通枢纽。因此，

对我们首都的交管部门提出了更严竣的挑战，所以一旦

有交通报警或状况出现，就必须及时出警，迅速解决交

通问题。

在首都的快速干道和主路网中，有成千上万个路线

检查圈，它们都位于交通要道地面下，利用电子传感器，

全天候对首都路面进行实行监控和信息收集，并进行计

算。另外，微波、超声短波、视频录像等技术设施也在

实时监测着交通状况，它们一直在后台调整运行，进行

综合处理，并以图形图像的形式在交通图上进行动态显

现，能精确实测到交通路面上的每一个细小状况。且还

能将同一区域现行数据和历史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如果

出现异常状况，系统会自主报警，并反馈到主网，交通

管理部门可以进行预测和宏观调控，实时部署下一有效

规划。这就是物联网在智能交通中的有效应用，达到了

最好的运用实效。

结语
物联网技术作为一新型技术在智能交通领域的有效

运用，全方位提高了交通部门的智能调控能力和信息化

服务能力，通过区域内物理控制信息达到模拟影像管控，

为交通讯息的有效化分析和交通管控方式的改变实现了

有力技术保证，同时也减少了能量消耗，降低了环境污

染，改善了城市形象，减少了经济成本，带来了很大的

社会效应。但是，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还是要看到

它的缺陷，由于现在的智能交通物联网还处于探索研究

阶段，形式还比较分散，规模也只是小的部分的物联网

方式，还远远未能达到成片大规模运用推广形式。相信

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技术会越来越完善，会在全国形

成智能交通物联网的全面应用，让我国的智能交通物联

网技术在全国范围内应用推广，取得更大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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