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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我国经济迅猛发展，汽车的数量急速增加，

这导致了城市交通道路更加的复杂，而其中主要问题

是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这些问题几乎每天都会在大

城市中发生。复杂的交通网络图、飞驰的汽车、拥挤

的人群这些都会产生大量的难以统计的数据，而通过

基于大数据技术构建的智能交通系统能够很好的收集

数据、处理数据，解决城市中的交通拥堵问题，缓解

交通压力，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率，提高车辆通行效率。

一、大数据和智能交通系统的介绍

1、大数据的基本概述

随着科技不断地发展进步，人类开启了大数据的时

代。大数据就是指海量的资料，它无法被常规的工具或

软件进行提取、处理。大数据具有数据规模大、数据种

类多、数值价值密度较低等特点。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

展，大数据正在成为信息产业发展的核心技术。而交通

系统会产生海量的数据，将大数据技术与交通相结合会

产生异曲同工之妙，能够及时的提取和处理大量的交通

数据，进而快速的解决交通拥堵问题，减少交通事故发

生的频率。

2、智能交通系统的介绍

智能交通系统简称为 ITS，它是和先进的科学技术

相结合运用到整个交通管理体系当中，能够全方位范围

较大的实时控制、管理交通的一种智能系统。它的应用

范围非常广阔，城市道路的交通管理系统、高速公路的

收费系统、车站、机场的交通管理等都需要智能交通系

统的参与。它可以记录通行车辆的车速、汽车牌号等车

的特点来判断是否超速或者有其他的交通违规现象；当

有交通事故发生时，能够准确记录现场信息；这些搜集

的信息都可以上交给交通部门，能够协助交通部门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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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维持交通秩序，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智能交通系统

是将先进科技应用到实践中的一个伟大实现，对人类社

会交通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二、基于大数据的智能交通系统平台的构建

1、智能交通系统平台的整体框架

智能交通系统是一个极其复杂和庞大的系统，所以

它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每一层有独特的功能和作用，

这里将智能交通系统平台划分为 4 个层次分别为：应用

层、数据处理层、网络层、感知层。如图 1 所示为智能

交通系统的总体框架：

 

图 1：智能交通系统的总体框架

2、感知层

感知层是智能交通系统的第一层，它也是最重要的

一层，因为智能交通系统所进行的一切活动需要的数据

都需要从感知层中收集到。为此在感知层中建立了大数

据信息采集系统，采集的信息分为静态信息和实时信息；

静态信息即为已经收集到的信息，可以直接从交通部门

的数据库当中直接调取即可；而实时信息则需要使用专

门的信息采集技术，在现在的智能交通系统当中采用较

多的常见的信息采集技术是：视频采集技术和传感器采

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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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视频采集技术是利用图像处理和计算机视觉技

术，通过摄像头、摄影机等拍摄工具对交通道路上的来

往车辆进行录像、拍照等信息的记录，将拍摄到的图像

进行图像处理并利用计算机视觉技术对图像进行信息的

特征提取，最后还需要大数据技术的处理分类，将信息

统一存放到数据库当中，以后再使用相关信息时直接从

数据库中查找即可。

而视频采集技术的特点就是：

（1）源数据收集很方便，直接通过拍摄道路即可。

（2）安装设置很方便，并不会干扰到车辆正常

通行。

（3）可以从图像中提取到大量的信息。

（4）可以并行发生，监测多车道的道路信息。

但它的缺点也很明显，一旦有突发事件比如停电或

者故障损坏，则不能进行工作。视频采集技术可以应用

在交通信号控制上，通过视频采集到的信息判断出路面

情况，然后再给出合理的交通信号方案，这个经常应用

到高速公路上；视频采集技术也可以应用到交通事故上，

通过把拍摄视频采集到的信息及时传送给交通部门，能

够提高处理事故的效率。

传感器采集技术本质就是利用传感器来收集信息。

用于交通信息采集类的传感器大致有这几类：地感线

圈传感器、图像传感器、地磁传感器、微波雷达传感

器等。传感器的特点是具有更高的灵敏度、和超强的

耐久度，而且传感器微小轻便，对成本也有着较高的

要求。

3、网络层

网络层是智能交通系统中的第二层，主要负责对感

知层采集到的数据进行传输、汇集功能。在智能交通系

统的网络层中，主流的传输数据的网络包括：互联网、

物联网、车联网、通信网等等，智能系统要求传输的数

据一定要安全、准确、可靠。而网络的通信传输主要分

为有线通信传输和无线通信传输这两种方式。有线网络

适用于感知层采集的信息量相对较小的时候，而无线网

络适用于感知层采集的信息量比较多的时候。

4、数据处理层

数据处理层又把它成为平台层，该层的功能主要是

对从网络层接收到的海量数据通过使用大数据技术进行

计算、分析处理，最终提炼出价值更高、更准确可靠的

数据。该层主要分为两步：

（1）对网络层传输过来的数据进行统一的整合处

理，并利用云计算等技术进行计算处理，并且还要对数

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这样可以剔除异常值以便数据可以

被统一处理挖掘。

（2）利用大数据技术对第一步实行后的数据进行

实时的采集和挖掘工作，采用的比较常见的一种大数据

技术就是可视分析。可视分析一般又叫做可视化分析，

主要是对海量的数据进行关联性分析，以便提高对数据

的理解、处理和挖掘效率。

而交通可视化分析又被分为三个层次结构，首先是

方法层：就是利用机器学习算法从海量的交通数据当中

提取出特征语义；其次是可视化层，使用可视化方法把

交通数据的结构和规律用正常的图像展现出来；最后是

人机交互层，把机器的强大的计算能力与人的可视化能

力相结合，即用人的认知和思维去处理和分析交通数据，

最后将数据传送到应用层，实现智能交通系统的各项功

能。可视化分析工作流程如图 2 所示：

 

图 2 可视化工作流程图

5、应用层

应用层是智能交通系统当中的最后一层，智能交

通系统在应用当中是会被划分成多个子系统，每个子

系统都会服务于不同的职能部门，而应用层就是将感

知层采集到的数据通过网络层的传输再经过数据处理

层的挖掘分类后，将处理好的数据信息再发送到每个

子系统的职能部门，进一步对前端的设备进行实时管

理和调配。这些子系统包括：交通信息系统、交通管

理系统、车辆控制系统、交通运输系统、交通事故处

理系统等等。这些子系统各司其职，共同运作着整个

智能交通系统。

三、大数据技术在智能交通系统中的应用

1、在高速公路上的应用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高速公路也不断的智能化，

而智能交通系统在高速公路上的应用对高速公路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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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有了很大的促进。最明显的特点就是设立的高速公

路收费站，当有车过来时收费站会收集来车辆的相关

信息，然后进行相关的收费内容；而其中的 ETC 电子

收费系统是最典型的代表，它是通过感应卡与收费站

的感应器进行信号对接后，就可以实现自动扣费，这

样极大的缩短了车辆通行的时间，这就是智能交通系统

应用的优点。

2、在处理交通事故和违法行为上的应用

在高速公路或者城市道路上车辆比较多，所以有很

大的概率会发生交通事故。而当发生交通事故时，现场

信息可以被摄像记录下来；按传统的交通系统，拍摄的

图像或者视频需要人工识别信息、找出线索；而在智能

交通系统当中，可以对图片进行可视化分析，提取出相

应的特征，精确的找出相关的数据信息，这可以大大减

轻工作人员的工作量。并且在摄像抓拍到交通违法行为

的照片后，也可以用同样的技术处理图片，这样可以提

高执法的效率，减少交通违法的现象。

3、在环境监测上的应用

智能交通系统同样可以应用于环境监测。现在大

城市的道路上每天都会有早高峰和晚高峰，严重的交

通拥堵极大的增加了交通系统的压力，容易使交通系

统发生瘫痪。而通过使用大数据技术与物联网技术相

结合，可以对道路的拥堵情况进行实时的环境监测和

分析处理，并且能做出及时的车辆调整和交通疏通，

可以有效的解决城市交通拥堵问题。而且该技术同样

可以用于道路养护，传统的交通系统，需要人工检测

道路的受损情况，即费力又费时，而且还不能保证及

时维护道路，这样即加大了维护成本又容易造成交通

事故。而使用智能交通系统，可以实时监测道路情况，

实时监测的流量图如图 3 所示。当发现有道路破损情

况时可以及时维修，这样既能节省维修成本，又能减

少交通事故的突发。

四、结论

本文介绍了基于大数据技术构建的智能交通系统的

总体框架，它是由感知层、网络层、数据处理层、应用

层构成，每一层都有着不用的功能，都需要不同的技术，

这四层组成的智能交通系统框架，应用在现实交通上，

极大的减少了交通事故的发生，缓解了城市交通的管理

压力，极大的促进了我国智能交通的发展。

通讯作者：蔡雅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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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十字路口实时监测交通流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