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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交通大脑方案的设计与实现
毕清君　张德跃

（浪潮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   250101；
浪潮智慧城市科技有限公司   济南   250101）

摘 要　文中基于文献研究方法、内容分析法等方法，结合实际项目中的用户交通管理需求和部分城市现状调研，以实

际项目经验为基础，利用电子信息技术，设计了一套标准化的“交通大脑”解决方案，以促进城市交通实现高效、便捷的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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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Urban Traffic Brain Scheme
BI Qingjun and ZHANG Deyue

（Inspur Industrial Internet Co.，Ltd.，Jinan 250101，China；
Inspur Smart City Technology Co.，Ltd.Jinan 250101，China）

Abstract　Based on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content analysis, combined with user traffic management needs in 
actual projects and research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ome cities, this paper designs a standardized “traffic brain” solution 
using electronic information technology based on actual project experience to promote efficient and convenient management of 
urban transpor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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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当前，传统的交通管理方式已经难以满足现代交通系

统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需求，因此，迫切需要一种更加智能

化、高效化的交通管理方式。交通大脑方案正是基于这种

需求而提出的，它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结

合现代电子信息技术，全面感知、分析、决策和优化交通数

据，以实现交通系统的智能化管理。该方案旨在提升交通

管理效率，增强交通安全与服务水平，推动交通领域的智能

化转型。

1　设计概述

城市交通管理指挥中心是实施交通管理的主要阵地，

因此需提前规划建设，以满足未来交通管理的需要，尽量避

免早晚高峰期间，使用人海战术。通过各种类型外场子系

统建设，利用科学监测与监控方法来采集城区道路交通信

息，通过计算机控制技术和信息分析研判技术来实现对城

市道路交通的控制和管理。方案集成七大重要功能，通过

“数据智能、孪生城市”等技术夯实城市新基建能力，赋能智

慧交通管理的成果［1］。本文结合城市交通平台功能的通用

性，并利用电子信息数在信息传输的优势，设计了城市交通

大脑“1+1+N”方案，如图 1 所示。方案提供公共 GIS 平台服

务，实现统一用户管理、报表管理等基础服务的同时，根据

实际需求建设了警情态势、指挥调度、信号管控、视频融合、

智慧铁骑、违法违章处理、运维保障等功能。

2　方案设计

2.1　交通云脑设计

建设统一的云存储与计算平台（包含设备和平台），集中

存储和管理各种配置、日志、管理等。智慧交通的算力基础

设施化将全面加速智慧交通场景的落地和应用推广［2］。通

过建设资源中心，将全面推进各类交管信息资源高度整合共

享和综合开发利用，依托该平台开展全方位、深层次、多视角

的交通管理信息的挖掘分析，智能发掘交通安全隐患、工作

薄弱环节，为排堵保畅、事故预防、效能改进等实践需求提供

数据支撑。利用大数据思维、大数据技术考虑和破解实际管

理难题，建立“数据驱动交通管理精准决策”的现代化交通管

理工作机制新常态，实现从“经验决策”向“数据决策”的

转变。

2.1.1　指挥中心云存储系统

云存储平台针对海量的监控音视频文件的集中存储与

共享需求，解决了视频监控高清化、系统集中化、建设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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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带来的存储容量需求。针对存储压力增大的困难，可以

建立一套具有高可靠、可在线弹性伸缩，满足高吞吐量并发

访问需求的云存储平台，为系统数据存储提供便捷、统一管

理和高效应用的基础平台支撑。

2.1.2　交通视频云融合管控平台

视频云融合平台以视频云作为核心支撑平台，通过视

频云解决设备接入管理、视频图片存储、流媒体转发、实时

数据订阅推送、海量设备管理、海量告警处理等问题，为交

管用户提供行业特色服务，同时建设 AR 实景应用系统、交

通诱导发布系统以及运维管理系统等多业务系统建设。

2.1.3　交通车辆大数据研判平台

交通管理部门汇聚了大量数据，包括机动车、驾驶人、

交通流、交通控制、交通违法、交通事故等基础业务数据、各

类业务统计和监管数据等。在数据资源统一汇聚的基础上

建设交管大数据综合分析研判平台的大数据中心，其可以

汇聚、归并、整理各类数据，按照业务需要进行科学、合理的

数据库存储，基于大数据、云计算关键技术，为上层分析研

判提供更加有力的数据及技术支撑。深入开展综合分析研

判工作，研判内容需要包含交管部门日常工作中的研判任

务，对机动车、驾驶人、交通违法、交通事故等方面进行态势

感知和预警监督，并将结果以报告形式从系统导出，提升一

线人员工作效率。从分析工作和指挥应用层面考虑，应可

视化展示数据关系和结果，一方面协助研判人员更加直观

地理清数据脉络、多维度操作分析。另一方面通过展示工

具，将研判的结果或实时情况进行展示，为决策部门提供指

挥依据。

2.1.4　交通信号联网控制平台

系统可以实时监测路网状态，快速准确地定位路网中的

堵点，并支持实时信号调控和交通诱导快速处置拥堵，通过

大数据分析深度挖掘出常发性拥堵、路口车流分布等路网运

行特征规律。从信号控制、路口渠化、交通干扰、交通秩序等

维度诊断路口交通问题并提供优化策略建议。系统可以提

供优化工具，智能地实现单点优化、绿波优化，辅助用户及调

优人员快速、高效地完成调优工作。从“堵点定位-堵因分析-

快速处理-拥堵治理-综合评价”等步骤实现交管拥堵治理业

务流程的闭环，协助交警解决城市交通治理问题。

2.1.5　交通违法审核平台

违法审核系统为执法人员提供了违法数据审核的界面，

以挖掘真实有效的违法数据供审核人员审核，缩短了审核时

间，提高了有效违法数据的产出性，减少了违法数据未被审

核导致的数据被抛弃带来的效益损失。而违法数据可视化

分析又可以帮助执法人员观察整个城市违法状态，以便执法

人员的管控，促进城市交通高效性、舒适性的健康发展。同

时，其可以解决执法人员工作量过大的问题，提升城市形象。

该系统减少了交通违法人工审核的工作量，提高了对交通违

法行为查处力度，能有效打击交通违法行为，提高了交通违

法行为事后处罚的执行力度，维护了交通秩序和交通安全，

减少了人工审核的人员数量，其释放的警力可以到现场解决

各种突发问题，提升城市交通效率及交警公信力。

图 1　方案架构图

2.2　智慧感知设计

为了满足对城市交通管控的建设需求，除了指挥中心

岗位、平台的建设外，还需要外场和内场子系统的建设，本

文借鉴一线城市的建设经验，结合电子信息技术的数据通

信传输技术、电子传感技术、控制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等综合

运用于整个地面交通管理系统的技术，选取对于交通管控

最重要的一些系统来说明，并设计建设了“7 子系统”。

2.2.1　交通信号控制系统

通过建设智能化的交通信号机（能执行单点自适应和感

应控制，可以接受上级下发的控制策略）。同步建设配套的

交通流监测设备，实时监测与输入，使信号机具有智能调节

功能。指挥中心建设交通信号控制系统，配备专业的技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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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进行调节和控制，在很大程度上缓解或减少交通拥堵。

由于城市交通类项目具有建设体量大的特点，可分为

多期建设项目。（1）近期核心城区，围绕交通流比较大的路

口和主干路网上的信号路口，安装基于视频的交通流采集

设备，并给信号机做交通流配套，使信号机工作通过实时优

化调节模式，选取主干路网做单向或双向绿波控制。（2）远

期目标结合城市路网特征，交通流在不同时段的流向、流

量、流速特点的基础上，将控制规模扩大化，建立交通信号

控制系统的控制模型，实现整个核心城区的区域协同控制。

2.2.2　道路视频监控系统

视频监控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系统。考虑到道路视频

监控特殊需求，全系的摄像机建议支持低照度、强光抑制、背

光补偿、电子透雾、宽动态等功能。点位设置上，推荐以低点

和高点监控相互配合的方式，低点位监控分布在十字路口、

重要路段，以监视实时交通状况。高点监控安装在 50 m 及

以上的高度，以 30倍或 40倍光学变焦云台一体机主体，可以

覆盖数个路口的场景，以宏观、大场景的交通状况监控为主，

同时还具备预置点的拥堵检测、排队长度检测等智能功能。

2.2.3　交通违法检测与抓拍系统

建设交通违法行为检测与抓拍系统可以对城市常见交

通违法行为进行自动监测与抓拍，通过适度的处罚达到规

范交通秩序的目的。根据城区规模的扩大和实际路口的交

通秩序情况，逐步扩大建设规模。采用多种类型交通违法

采集设备相互配合的方式来达到规范取证的目的。具体做

法如下。（1）十字/丁字路口。正向（朝向路口），采用机动车

闯红灯违法抓拍设备，可以采集机动车闯红灯、不按导向箭

头行驶、违法变道、违停、禁左、违法掉头等违法行为。（2）十

字/丁字路口。反向（朝向路口），采用带违停检测的卡口系

统，可以有效采集违法变道、违停等行为。（3）重要的路段

上。建设电警设备，可以做卡口抓拍、采集机动车逆行、违

法变道、骑压双黄线、违章掉头等违法行为。路段两边禁止

停车区域，布设违停球机检测，可以采集违章停车等违法行

为。（4）国省道。采用测速抓拍设备，采集超速等违法行为。

2.2.4　公路车辆智能监测记录系统

高清智能卡口系统即公路车辆智能监测记录系统，其

利用先进的光电、计算机、图像处理、模式识别、远程数据访

问等技术，通过视频触发方式，对监控路面过往的每一辆机

动车（含经过的非机动车及行人）进行记录、识别、存储和管

理，可以保证 24 h 不间断记录，并对车辆进行布控，从而对

超速、逆行等违法以及被盗抢、违法黑名单、肇事逃逸、作案

嫌疑车辆进行报警。点位布设主要围绕、国省道、城市快速

路、主干道等，通过过车记录，可以为机动车缉查布控系统

提供直接有效的数据支持。

2.2.5　交通诱导发布系统

结合物联网、5G、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北斗

高精度定位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以及交通强国、新基建、数字交

通的提出，构建以数据驱动的综合交通数字治理和服务体系，

为出行参与者提供出行服务［3］。结合城市的特点及交通拥堵

点的外围等关键地点，可以考虑一些可变 LED诱导屏的建设，

实时发布实时路况信息、天气信息、交通管制信息、交通施工

信息和突发事件等，为各种出行者提供交通信息分享服务。

前期建设 LED显示屏，完善中心的平台建设，充分发挥建设成

效。评估分析建设效果，在此基础上再酌情增加设备和系统

的建设。中心需要配套交通信息发布平台支持。后期再扩建

LED大屏，实现信息发布、交通状况预警、交通流引导等功能，

进一步完善交通信息发布功能。

2.2.6　非现场执法系统

建设一套集交通违法自动监测、取证、数据汇聚、证据

合成、违法数据审核、上传、数据统计分析和报表生成于一

体的交通违法数据采集与非现场执法系统，满足大量违法

数据汇聚审核的需要。

2.2.7　设备智能运维系统

建设一套智能运维管理系统，实施视频全网运维管理，

降低人员工作量的同时提高运维人员工作效率，保障业务

人员的工作效率，提高业务系统运行状况，进而提高整体管

理效益。整合视频质量诊断、录像检查和设备状态检测等

功能，通过故障联动报警、故障流转处理、统计报表等贴合

用户业务的功能，达到无人值守、规范管理、量化考核的目

标，从而最大程度地减少视频监控系统运维的人力成本，提

高运行维护水平，保障系统安全可靠运行［4］。

3　结语

交通大脑方案作为一种新型的交通管理方式，取得了

显著的成效并得到了广泛应用。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

断推进，城市的人口、车辆也不断增加，城市交通问题给城

市管理者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城市交

通领域应用的不断深入，城市交通效率得到了极大提高，人

们的出行体验也随之提升。然而，仍然需要持续关注和解

决其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为交通领域的智能化转型提供更

加全面和深入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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