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8

现代交通技术研究3卷4期: 2021年3卷4期
ISSN: 2661-3697(Prin); 2661-3700(Online)

引言：

智能交通系统的应用和当前智能化时代发展的要求

是相适应的，为能从整体上提高交通运输管理的质量水

平，这就需要将智能交通系统科学化运用，发挥系统应

用的优势，从整体上提升交通运输管理的质量水平。交

通运输管理工作的开展和现代化的技术相结合下，能真

正有助于提升系统管理的质量水平，实现高效化的管理

目标。

一、智能交通系统基本概述

在当今社会快速发展背景下，促使信息技术以及计

算机技术等得到一定进步与完善，在许多行业发展中，

都能够研发出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智能化系统。智能

交通系统就是通过对计算机技术以及不同先进技术的合

理应用，从而形成的一个智能化系统。将智能交通系统

应用在传统交通系统中，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交通管

理水平与管理质量。在智能交通系统中，通过对计算机

技术以及信息技术的合理应用，使得交通系统的信息化

与智能化得到提升，同时使得人、车与路之间的协调性

得到保障。在如今经济与科技快速发展背景下，信息技

术将会被融入到交通管理工作的各工作环节中。在实际

交通管理工作的开展中，能够对其他国家的经验进行借

鉴。比如，在众多城市发展中，将电子地图以及闭路电

视监控系统等应用在管理工作中，同时在事故处理、交

通违章处理中，要对信息技术进行合理利用 [1]。

二、交通运输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 管理质量无法保障

交通运输管理工作的实施中，管理人员没有明确管

理的理念，管理工作开展中缺乏明确的方向，没有制定

合理的管理目标，这就必然会影响交通运输管理工作的

质量。交通运输领域是比较重要的行业，对经济的发展

有着直接影响，所以提高交通运输管理的质量水平，才

能为实现我国经济繁荣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但在具体交

通运输管理工作的实施过程中，管理人员理念没有创新，

管理的方法手段应用存在着不科学之处，这对实现高质

量的管理目标有着很大阻力。

2. 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的效率难以提高

城市对于交通管理应该进行严格管理，才能够确保

城市各行业之间的运行，确保城市的经济发展。目前，

大多数经济发达的城市都还没有解决交通拥堵的办法，

交通拥堵仍是人们应该着手解决的问题。一部分的原因

是交通管理人的职业素养应该提升，掌握交通管理的必

要知识，存在少数管理员敷衍式检查以及不合理的值班

安排，检查人员的人员缺少以及懈怠的工作态度使城市的

道路更加拥堵。另一部分的原因是有些司机不顾乘客的人

身安全严重超载，货车的货物严重超重，一些司机超速行

驶、闯红灯、在人多的地方不减速，造成车祸的发生。因

此，目前我国大多数的城市还处于拥挤的状态 [2]。

3. 车站候车空间问题

地铁车站的候车空间可以分为出入口及通道、站厅、

站台三个部分，是客流在车站内活动的主要场所。

在地铁设计阶段，设计人员应就站点周边规划、居

民分布情况、居民出行特征等问题进行考察及资料收集，

综合各方面情况考虑车站候车空间，细化候车空间设计。

出入口及通道是进出地铁车站的通道式建筑物。大

小和数量在地铁设计阶段根据车站的预测客流量的多少

和方向确定。出入口及通道是乘客进站出站的密集之处，

一般车站根据进出站流线设置引导标识，减少流线交叉，

避免客流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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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厅具备售检票、安检及其他设施相关功能，主要

作为疏散乘客或引导乘客换乘的空间。进出站闸机及围

栏将站厅分为付费区、非付费区两部分，也将进站乘客

和出站乘客区分开。

三、交通运输管理中智能交通系统应用措施

1. 无线收费系统应用

智能交通系统的组成系统比较多，为能从整体上提

升交通运输管理质量水平，这就需要在对智能交通系统

子系统的科学运用层面加强质量有效控制，如将无线收

费系统加以科学运用，能够在交通监控领域运用，对过

往车辆收费，停车收费等，从整体上提升道路交通管理

的效率。采用无线收费系统，其工作中主要是对车辆的

牌号进行识别，以及微波读取的方式，能够对车辆通行

费自动计算，自动从车主银行账户扣除，整个过程不用

人员参与，自动化完成，在对车辆收费系统采集的信息

分析下计算收费金额，通信网络和无线收费技术的结合

下对车辆通行管理的效率能有效提升，也能保障管理系

统的运行稳定，大大方便了人员的工作 [3]。

2. 在提升交通运行质量中的应用

在将智能交通系统应用在交通运输管理工作中，能

够实现对各类交通运输资源的科学合理配置。经过相关

研究调查表明，通过对智能交通系统的合理应用，最多

能够减少六成的城市交通拥堵问题。与此同时，能够在

一定程度上降低油耗，提升交通运输质量与运输效率。

城市道路的通畅性，可以减少人们出行成本，节省更多

时间与金钱，人们的生活质量与生活效率得到提升。交

通道路的通畅性与便捷性，可以使得人们的日常出行以

及工作等得到满足，不断拓展人们的活动范围，实现文

化与经济的共同发展。在智能交通系统当中，融入不同

先进技术，比如，传感技术、卫星定位技术、计算机技

术、智能技术以及识别技术等。通过对技术的合理应用，

能够实现全面感知，不同系统间的数据交互能够实现大

范围性与大容量性。实现对汽车的全程控制，在信息交

换中，能够严格按照相应协议展开，从而实现对汽车的

跟踪、定位、识别与管理。在油耗管理系统中，采用科

学高压共轨原理，直接在汽车发动机中获取相应数据信

息，数据信息的真实性与准确性得到保障。这样可以避

免偷油现象或者卖油现象的产生，车主无论是在事中、

事后还是月后，都能够明确用油情况。总之，将智能交

通系统应用在交通运输管理工作中，能够在很大程度上

提升交通运行质量与运行效率。

3. 网络通信技术的应用

GPS 网络通信技术是在交通运输管理系统中最为常

见的信息技术，应用范围十分广泛。它不仅可以应用于

定位，还可以用于交通管理工程，目前，交通运输管理

系统主要由两台 GPS 接收器和一台微计算机组成，利用

GPS 接收器测定路标，可以有效地实现道路交通等方面

的服务管理。同时城市道路交通管理系统中也有地理信

息系统，简称 GIS。地理信息系统（GIS）主要依靠计算

机软硬件资源进行交通信息的收集、数据存储等业务，

其中 GIS 道路数据库主要内容主要是道路设施的情况、

车辆运行的情况，还包括位置追踪等数据，交通管理者

可以通过查询道路交通管理系统数据，有效地管理目前

的交通状况，随着 GPS 卫星定位系统的飞速发展，工作

站的信息接收和定位的精确率越来越高，对交通的管理

和路线规划也越来越智能化 [4]。

4. 智能检测系统应用

交通运输管理工作中对智能检测系统的应用能发挥

积极作用，智能检测系统的应用主要是在不同的部分发

挥作用，通过视频车辆检测仪，能够对交通流量以及特

定交通事件检查，主流车辆检查器在检查车辆中比较重

要，工作中主要是把机械力检测线圈埋设道路上，开关

接触点是不是闭合能判断交通中车辆运行状况。通过超

声波汽车检查器的运用，结合光直线传播原理能感知前

方是不是有车辆通过。视频车辆监测器的运用，也能发

挥积极作用，主要是通过图像识别技术，以及数字信号

技术和录制视频技术等，能对道路交通中行驶车辆兔粮

采集，对不同图像地域差异进行比对，从而能完成城市

道路交通检查的各项工作，也能对空气中的雨雪以及雾

等物质进行检测，以电脑交通信号标识变化，这样能在

恶劣天气环境中对车辆行驶进行管理，大大提高了交通

运输管理的效率。通过不同环境加测技术检测驾驶环境，

对驾驶员是不是违章以及是不是酒精含量过量检查，从

而能够有助于交通运输管理工作的有效开展。

5. 实施客流分级控制

实行多级客流控制办法可以有效解决地铁车站客运

组织的问题。一般多级控制可以分为三级。

Ⅰ级客流控制主要针对扶梯 / 楼梯、站台开展：利用

铁马 / 活动栏杆 / 伸缩栏杆在扶梯 / 楼梯口客流的控制点设

置缓冲空间，必要时可临时改变扶梯走向。在特别拥挤

的扶梯 / 楼梯口安排人员引导，防止乘客被挤伤。做好安

全宣传，引导乘客排队候车、有序出站，避免客流交叉、

堵塞扶梯 / 楼梯口。

Ⅱ级客流控制主要针对站厅开展：根据车站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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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分隔引导客流，延长分隔线，避免客流交叉。在空

间允许的情况下，设置“S 型”、“回型”栏杆布局，延缓

乘客进入站厅的速度。此外，还可根据进出站乘客集中

时的情况，适当调整闸机方向。

Ⅲ级客流控制主要针对出入口及乘客开展：当地铁

进站乘客的客流较大时，可采取限流措施，设置单进或

单出的出入口，防止进出客流对冲。地铁车站内工作人

员应确保站内的候车人数处于合理范围内。

四、结束语

总之，当前的智能化技术迅速发展背景下，为能提

升交通运输管理的质量水平，这就要求在智能交通的科

学应用方面加强重视，发挥智能化交通系统的优势，为

交通运输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技术支撑。因此，中

国应充分利用国内的资源，逐步实现交通运输管理的智

能化，进而提升交通运输管理的工作效率，推动中国交

通运输管理行业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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