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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交通的发展与展望



物联网丰富的应用

实践出真知，应用是决定技术成败的关键

快速增长期，具有多样化、规模化、行业化等特点

丰富的外延应用，包括智能交通、智慧建筑、智慧供应链、智慧工业等



智能交通概述

交通是国家的战略基础之一
• 贯穿政治、经济、军事、环境等
• 影响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

交通是描述一座城市的语言
• 智能交通专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赵锦华教授

道路网络是城市的经络
• 四通八达的道路维持着城市的活力



面临的问题

人们日益增长的出行需求与城市承载力的不匹配
导致交通瘫痪、事故频发以及空气污染等严重后果

道路网络中车流的动态和复杂性
每一辆车的驾驶习惯和目的地不尽相同

交通拥塞 交通事故 空气污染 精神折磨



智能交通的物联网技术

透彻感知
道路传感器和车载传感设备实时监控交通
流量和车辆状态信息，并实时传送至管理
中心

全面互联互通
整合遍布的无线、有线通信技术为移动用
户提供更便捷的网络服务，实时获取周边
环境信息

深入智能
自动驾驶汽车根据感知到的外部信息对车
辆进行实时控制，管理中心通过对道路基
础设施进行实时调度最大化交通网络流量



智能交通系统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 ITS

• 实时、准确、高效的交通运输综合
管理和控制系统

• 广泛应用先进的感知、识别、定位、
网络、控制技术等，对道路和交通
进行全面分析、计算和控制

• 提高交通运输系统的安全和效率

• 提升道路通行能力和出行舒适度

• 减少事故，缓解拥塞

• 降低能源消耗，减少环境影响

ITS

感知

识别

定位

网络

计算

控制 Save time！
Save life！

Smarter！
Faster！



智能交通系统的架构

车辆（ vehicles ）
• 紧急、商用、运输、维护和工程车辆等
• 感知、计算和通信能力
• 自主决策智能

道路及路旁设施（ roadside units ）

• 道路本身和部署于路侧的通信和计算系统

乘客和行人（ travelers ）

• 远程出行支持服务和个人信息访问服务



智能交通系统的架构

智慧交通系统服务中心应用示范

• 负责提供丰富的智能交通信息服务
• 智能交通管理
• 公共交通管理
• 紧急情况管理
• 旅行者信息服务
• 商业车管理

服务中心
（ centers ）



车联网
车联网是利用先进的 V2X （ vehicle to everything ）无线通信技术实现人、车、路协同的
网络，是实现下一代智能交通系统的重要支撑技术

互联网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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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与路侧设施

vehicle-to-roadside ， V2R 

主要依靠短距离无线通信技术，
实现车辆与道路基础设施的互
联互通

北美采用专用短程通信
（ dedicated short range 
communication ， DSRC ）

我国采用 C-V2X 标准



车辆与基础设施

vehicle-to-infrastructure ， V2I 

远距离通信技术实现大范围覆盖，如
3G 、4G 、5G ，为车辆和行人提供
与服务中心的连接

需要无线运营商的基础设施，为车辆
应用提高通信性能，如减少配置连接
的延迟

V2I联动示意图



车辆之间

vehicle-to-vehicle ， V2V 

主要采用 DSRC 或者 C-V2X 无线通信技术

• 对通信的实时性、可靠性、安全性要求较高
• 适用于主动安全、实时情况感知和各种协作

应用
• 没有基础设施和路旁设施进行集中式通信资

源管理
• 链路质量快速变化、消息冲突频发、网络连

接很难保证等
• 感知数据量激增，需要更高的通信带宽

基于毫米波的 V2V 通信与组网技术受到广
泛关注



车内网络

in-vehicle networks 

车辆内部大量的传感器、控制单元和执行器之间也需要相互连
接与通信，实现环境感知和智能控制

车内通信的特征
• 密度高（约4000 个模块）
• 有线无线混合
• 存在障碍物（乘客、行李等）

车内有线通信示意图

有线通信：CAN 总线通信

无线通信：降低线路复杂度，要求更高的可靠性和实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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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联网的效果
车联网通过结合无线通信、车载计算机、车辆传感器、卫星导航定位系统、智能基础设施
等前沿技术

解决问题

• 交通安全
• 高效通行
• 环境污染

实现目标

• 减少交通事故
• 缩短运输时间
• 增强通行可靠性和

吞吐量
• 减少排放和燃料消耗



电子收费系统

Electronic toll collection, ETC

即不停车收费系统，以正常速度驶过收费站时自动收取费用，节省人力资源，降低交通拥堵

ETC收费系统



智能停车管理

通过超声波、弱磁等传感器节点对车位进行实时
监测

通过泛在无线连接将车位信息进行实时汇聚存储
至数据云端

通过GPS等引导驾驶者到附近合适的空车位

室内停车场通过自组网定位技术提供引导

反向寻车系统提示最佳路径找到停车点

弱磁传感器

超声波探测节点



交通监测与管理

车流监控系统
• 车载双向通信 GPS 、道路传感器或者监控摄像头等
• 实时监控交通车流情况，预测未来路况进而规划路线

电子警察系统
• 通过车载和路旁监控设施来发现违章的行驶车辆
• 利用摄像头、雷达、路面磁力感应装置等方式来发现超速车辆
• 利用图像识别等技术来识别车牌等



车路协同安全

低延时的 V2X 通信，协作避免交通碰撞

交通控制信号违规警告
• 使用 V2R 通信将交通管制信息广播给相关车辆
• 并发出违规警告如闯红灯，违规停车

停车标志路口通行辅助
• 将主路上通行车辆的信息提供给支路上的车辆
• 支持驾驶员在穿越交叉路口时做出安全决策

主路

路侧单元

车机交互接口

路测交互接口

主路

停车标志路口通行
辅助示意图

前方危险预警
• 基于 V2V 和 V2R 通信向接近危险区域的车辆提前发出警告
• 如交通事故、路面维修、恶劣天气



动态通行管理

智能路网流量优化系统
• 收集并快速传播互联的车辆、道路设施和行人数据
• 提高道路吞吐量、减少碰撞、减少排放

智能交通信号系统
• 综合交通信号系统，通过车辆和行人的连接数据
• 调控交通信号提高整体路网性能

高级货运信息系统
• 为货运车辆提供路线规划并优化拖运操作
• 协调仓储设施之间货运负载，减少空载行程
• 下图货运编队利用 V2V通信缩减货车跟车距离，减少空气阻力。降低货运成本的同时提
升运输安全



自动驾驶：单车智能

信息采集和决策由车辆自身完成

通过车辆上部署的雷达、摄像头、传感器
等设备对路面情况、天气状况、车辆状况
和紧急事件进行感知和判断

安全问题
• 只能采集并感知到附近范围
• 单车对路况的识别可能出错
• 其他车辆和行人不可预知的风险

成本过高
• 需要大量的车载传感器，昂贵的毫米波雷达

和激光雷达
• 需要算力强大的计算平台支撑车辆决策



自动驾驶：车路协同

将整条道路上的车辆信息汇总、分
析并进行整体决策，对所有车辆、
信号灯、指示牌等进行协同的管理

将一部分感知和计算功能转移到路侧
• 大幅降低自动驾驶车辆的硬件成本
• 扩展车辆的感知范围、能力和场景

感知到人、车、路、环境等多方面信
息，大幅优化自动驾驶决策，并提高
交通效率和安全性

车路协同自动驾驶应用示范



自动驾驶难关

需要高精度传感器
• 采集融合不同感知数据，实现全面
的车辆和交通状况监测

需要不同环境下大量部署和测试
• 保证系统的容错性和软件的安全性

需要大量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

• 如政府与产业界的沟通，法律和伦理问题

需要考虑很多人为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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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和挑战

安全需求特殊，感知技术过多，现实情况复杂

驾驶人员的安全和隐私问题

不同制造商和品牌产品的标准化和灵活性

交通整体优化目标与单个车辆行驶优化目标之
间的冲突带来的决策公平性问题

涉及大量法律、道德问题



前景和展望

极大地提高道路和车辆的效率和驾驶安全性

许多国家都在全面布局智能汽车和智能交通
战略

公路和城市路网的新建、改建、优化都将带
动投资增加

政府的重视与支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拥有广阔的市场和发展空间，经济贡献显著



智能交通综合案例分析



央视《大国交通》第五集：百度Apollo智慧出行



新加坡被誉为全球智慧交通的先锋。其智慧交通系统集成了各种先进的技术，
包括交通监控、智能信号控制、电子收费、智能停车等。

• 交通流量管理：新加坡通过实时交通监控系统、智能红绿灯控制（例如：交通灯
根据实时交通流量自动调整）、智能交通信号控制系统来减少交通拥堵。

• 电子道路收费：采用电子收费（ERP）系统，车辆通过感应器自动支付道路使用费，
缓解了城市中心区的交通压力。

• 智慧停车：通过智能停车系统提供实时空闲车位信息，减少了寻找停车位的时间。

新加坡智慧交通系统



伦敦智能交通和拥堵收费

伦敦实施了全球最早的“交通拥堵收费”政策，通过收费系统减少市中心的
交通流量，改善空气质量。

• 拥堵收费系统：在伦敦市中心区域，车辆进入特定区域需缴纳拥堵费，通过电子
传感器监控每辆车的进出时间。

• 智能交通信号灯：利用智能算法优化红绿灯信号的切换，从而更好地适应实时交
通流量。

• 自动化公交系统：在一些重要的交通枢纽，公交车的到站时间与交通流量信息实
时联动，确保公交车的准时到达。



美国洛杉矶的交通流量优化（ATMS）

洛杉矶面临严峻的交通拥堵问题，采用了先进的智能交通管理系统来优化
交通流。

• 交通流量优化系统（ATMS）：利用实时交通数据和预测模型，自动调整交通信
号和管理路面交通流量。系统可以根据交通情况灵活调整红绿灯周期，从而减轻
交通拥堵。

• 高速公路动态车道管理：一些拥堵严重的高速公路采用了“可变车道”模式，根
据交通流量调整车道数量，最大化道路通行效率。

• 事故预警系统：通过传感器监控和数据分析，提前预警可能的交通事故，并根据
事故类型和位置调整交通管理措施。



阿姆斯特丹的智能停车系统

阿姆斯特丹在解决城市停车问题方面应用了大量智慧交通技术。

• 智能停车引导系统：通过传感器和数据平台实时提供停车场的空余车位
信息，帮助驾驶员快速找到停车位，从而减少因寻找停车位而产生的交
通拥堵。

• 智能停车收费系统：通过智能传感器和云平台，车辆停放信息被实时记
录，并通过自动化系统进行收费。



东京的自动化公交与车联网

东京的交通系统致力于提高效率和安全性，特别是在无人驾驶和车联网技
术方面的应用。

• 自动驾驶公交车：东京在一些区域推出了自动驾驶公交车，利用智能导
航系统和车联网技术确保自动驾驶公交车的安全运营。

• 车联网系统（V2X）：车与车之间、车与路之间的无线通信，使得车
辆能够共享路况信息和交通状况，提前避免交通事故并优化行驶路线。



迪拜的智慧交通计划

迪拜的智慧交通计划旨在通过技术提升城市交通的整体效能，尤其在自动
驾驶、共享出行和电子收费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

• 智能交通信号控制：通过分析实时数据，自动调节交通信号灯周期，确保交通
流畅。

• 自动驾驶汽车：迪拜计划到2030年，自动驾驶汽车将占所有交通工具的25%。
城市已经开始测试自动驾驶出租车、公交车和物流车。

• 无人机交通监控：使用无人机进行高空监控，实时了解交通状况，并快速作出
响应。



杭州的智慧交通系统

杭州是智慧交通领域的佼佼者，特别是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应用方面走在
前沿。

• 交通信号智能调控系统：杭州利用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实时监控交通流
量，调整交通信号灯的时长，优化交通流动。

• 智慧停车系统：通过手机APP、传感器和云平台实时提供空闲停车位信息，缓解
市区的停车难题。

• 车路协同：通过在道路上安装智能设备和传感器，实现车与路之间的信息共享和
协同，提升道路的安全性和交通效率。



深圳的智慧公交与绿色出行

深圳在智慧交通领域的创新主要集中在绿色出行和智能公交方面。

• 无人驾驶巴士：深圳试运营无人驾驶公交车，通过自动驾驶技术和车路
协同提升了公共交通的效率和安全性。

• 绿色交通网络：深圳大力发展电动公交车和共享出行，推行绿色环保的
交通方式，减少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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