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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综合交通枢纽一体化出行信息服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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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城市大型综合交通枢纽与城市功能融合性差、枢纽各运输方式运行独立、换乘效率低、信息互通难等

核心瓶颈问题，以提高枢纽整体运行效率、改善枢纽出行服务品质为目标，瞄准面向旅客出行链，为枢纽内外出行

者提供一体化、伴随式交通信息服务的重大需求，从综合交通枢纽的出行信息服务需求、系统整体架构及主要功能

设计等方面研究交通枢纽的一体化出行信息服务，提出基于出行者位置的伴随式智能信息服务研究，在工程建设中

提高枢纽的信息服务质量、服务水平和公众出行的获得感、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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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智慧枢纽发展迎来热潮，许多大型综合交

通枢纽都以打造一流高铁枢纽，优化配套轨道、长途客

运、公交等设施布局，打造立体分层化分层衔接体系为

目标，同时为出行者在枢纽内部提供一站式、伴随式出

行信息服务，实现多终端实时信息查询，提高枢纽内部

交通运输效率和服务质量，同时提升公众出行服务体验。

国外的大型综合交通枢纽出行信息服务其核心功能

在于给乘客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换乘服务。新加坡樟

宜机场[1]为出行者提供自主、无缝和实时交汇的智慧信

息化服务，通过数据分析，在多层面上提高出行者的出

行体验。日本京都火车站[2]通过JR	EAST	app整合各列车

与车站设施数据，为出行者提供涵盖京都火车站在内的

150个主要车站实时运行时刻表、线网图、实时位置、站

点室内高精地图及个别线路内部信息，极大地提升了旅

客的出行效率。而国内的综合交通枢纽信息化服务水平

发展不均衡，武汉天河国际机场[3]利用数据分析优化枢

纽资源，提高使用效率，但是它的交通信息化管理手段

及服务水平还不能完全满足旅客的智能化出行需求。上

海虹桥交通枢纽[4]初步建立了枢纽交通管理和客流管理

信息平台，为乘客个性化出行信息服务提供了相应的设

备和技术支持。北京大兴国际机场[5]开发大兴机场APP

整合多元数据，满足旅客的接驳换乘（机场巴士及出租

等）、停车、客流组织引导、休闲娱乐等全链条出行体验

需求，提供个性化、一站式出行服务。

目前，国内关于大型综合交通枢纽出行信息服务缺

少对于枢纽内部以及换乘接驳系统相关数据的实时获取，

出行信息难以整合；综合交通信息的发布不具有实时性；

缺乏多种交通方式的信息交互，难以为旅客提供全方位

的出行信息服务方案[6]。因此，在未来大型综合交通出

行信息服务的研究建设中，要根据枢纽内部提供的相应

数据，实时的进行信息汇聚与整合，构建出行一体化换

乘、引导的App及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做到基于出行者

位置的伴随式信息服务。同时让出行者在出行过程中更

有获得感，建立一个服务统一管理、综合资讯推送、综

合信息查询、乘客换乘引导及站台三维导航等全维度的

出行信息服务体系。	

一、一体化出行信息服务需求分析

1.枢纽区域出行特征

大型综合交通枢纽是城市内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关

键，根据联系和服务的地方可以分为区域交通和市内交

通。大型交通枢纽内部交通通常包括公路、铁路、航空

等交通方式，并且大多数旅客会在枢纽站内实现换乘需

求，因此枢纽需要满足各种交通方式接驳，在突发事件

发生时及时进行安全疏导以及对周边区域车辆合理诱导，

为旅客创造便捷的换乘条件[7]。

2.枢纽区域出行信息服务对象

大型综合交通枢纽融合多种换乘方式，主要服务的

人群是到达枢纽、离开枢纽以及在枢纽内部进行换乘中

转的旅客，同时在进行平台构建时要考虑派生出的接送

客人员、枢纽内部通勤人员等[8]。面向枢纽旅客以及接

送客人员主要提供相关交通信息的查询功能，对于枢纽

内部通勤人员要保证应急信息发布以及实时对枢纽内部

运行状况进行掌握。

3.枢纽区域出行信息服务需求

在枢纽内部面向旅客的出行信息服务主要是为了帮

助旅客在出行中随时掌握交通运行状况的相关信息，包

括出行时间、换乘方式、出行客流量以及所需费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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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旅客选择出行路线以及交通工具提供参考，为枢纽内

部的旅客完成快速集散，使出行过程保持最高效率。针

对旅客在枢纽内的信息需求，要提供完整、有效的信息

服务使枢纽区域出行信息服务，不断优化旅客需求的信

息服务能力，在面对旅客出行需求的变更条件下，及时

为旅客提供实时的出行方案。

对于旅客出行可以提供换乘引导与综合信息发布服

务：提供长途客运、公共交通、出租车升降区等功能区

域分布及引导；枢纽内部换乘线路引导；公共交通临时

调度信息、线路途经停站点等；空余停车位信息、周边

路况信息等，完成多渠道信息查询服务、多方式信息发

布服务等。

二、一体化出行信息服务平台

1.平台总体架构及功能

一个功能完善的一体化出行信息服务平台主要包括

两个部分，综合的交通智能运行调度和旅客智能出行分

析，两部分进行数据交互，能够自动提供各自需要的数

据信息同时对信息进行修正，以保证整个系统处于自适

应平衡状态。交通智能运行调度通过旅客的实时出行信

息来进行系统的综合交通调度优化，匹配旅客整个出行

过程，以提高枢纽内部以及交通衔接的运行效率。旅客

智能出行分析主要是为旅客提供个性化出行服务，主要

考虑价格、速度以及舒适度等指标，通过对旅客历史出

行数据进行分析，帮助旅客进行偏好性行程规划。个性

化出行信息服务主要包括旅客出行信息的处理与分析，

通过对历史数据以及枢纽实时状态，为旅客出行全流程

提供信息支持；同时对与枢纽配套的交通方式进行信息

传递和数据收集，打通枢纽与外部交通的接驳，为枢纽

相关的旅客提供全流程的一体化出行信息服务[9]。

2.主要业务流程

对于旅客，一体化出行信息服务平台能够完成以下

服务：以一位出行旅客为例，在旅客前往枢纽前，可以

查询出行规划，平台软件能够推送出行信息，同时分析

出行指标数据，根据旅客出行经验以及实时的交通状况

为旅客定制最佳出行方案。在每个接驳换乘点，旅客也

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更改出行方式，平台也能够自

动调整出行方案。

通过一体化出行信息服务平台，在旅客预约到达枢

纽站时，结合实时交通状况以及旅客出行偏好，为旅客

提供最合适的出行路线；在旅客预约离开枢纽站时，可

以提供网约车和定制巴士等服务，减少旅客出行等待时

间；对于到达枢纽后选择出行的旅客，平台可以分析当

天的实时客流，立即匹配最新的出行方案，形成一条完

整的枢纽交通出行信息服务生态链。

三、基于出行者位置的伴随式智能信息服务研究

以旅客出行链为主线，在旅客出行（包括到达枢纽、

在枢纽实现换乘、离开枢纽）的整个过程中，采取智能

化、精细化的服务，同时在交通换乘服务中实现“零”

换乘，将多中交通方式有效衔接，要覆盖旅客出行服务

智能化、个性化信息服务，提升旅客出行便捷度，提供

各种便捷服务功能，以及为车站管理人员提高管理调度

效率。

1.人脸识别系统：通过人脸识别辨识人物身份，实现

快速刷脸乘车，采用实名账户、脸码互用，实现买票、取

票、进站一系列乘车流程，实现安检、检票一站式通过。

2.扫码服务：乘客可以使用APP或小程序刷码进站，

出行当天可以预定车次和座号等信息，实现进站环节的

网络化和便捷化，节约进站时间。针对同类型枢纽站的

乘客可以通过扫码寄存物品、领取旅行必备品等。为乘

客在枢纽的日常需要提供方便。

3.站内导航：通过构建枢纽站内全景图，乘客可通

过手机或者站内设备，对售票、安检、候车等地进行虚

拟查询，从而掌握关键点的具体位置。

4.信息发布：建立综合信息发布系统，利用手机

APP或者智能显示屏进行相关信息的发布、查询与指引，

如室外气候、室内环境、周边交通实时状态，突发情况

的应急响应等。

5.停车服务：通过手机GPS数据和停车位传感器，

为有需求的乘客提供实时停车地图和车位信息，并且可

以通过内置功能辅助寻找车位，实时获取附近停车空位

和收费标准。

四、结语

随着中国交通运输交通信息化的发展，许多大型综

合交通枢纽已经通过可变信息标志、旅客智能互动大屏、

智能引导标志以及广播媒体多种方式，为城市内部出行

人员提供实时、全方位的交通出行服务，以满足出行各

阶段对与交通信息的需求。对出行者而言，实时、全方

位的动静态交通信息的获取，是其在枢纽内部实现最佳

换乘方案和最佳出行路线的重要基础。通过提供一体化

出行信息服务，能够极大地提高旅客的出行体验，同时

提升枢纽内部的交通运行效率。结合枢纽内部提供的数

据包括出行者身份信息、各类交通方式时刻表、枢纽内

实时人流密度数据，整合枢纽内各种可换乘交通方式的

基本信息以及实时、动态的数据，提供基于出行者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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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伴随式智能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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