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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朱 昊 上海市城市综合 交通规划研究所

书呵污勃叱

北京奥运智能交通 系统

是科技奥运行动规划的一个组成部

分
。

从北京市交通管理部门的分工来

划分
,

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一是由北

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负责推进和落实

的十大智能交通系统 二是由北京市

交通委员会负责推进和落实的七大智

能交通系统
。

一
、

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的十

大智能交通系统

现代化的交通指挥调度 系统

该系统集成了电视监控
、

交通信

号控制
、

诱导显示及单兵定位等多个

应用系统的相关数据
,

通过制定的预

案进行智能化的指挥调度
。

依托交通

指挥调度系统
,

建立了由现代化的奥

运交通指挥中心
、

仰山桥交通勤务指

挥中心和 个场馆群交通指挥所组

成的三级奥运交通指挥科技体系
,

对

社会交通和奥运交通进行有效组织
、

精确管理
,

保证奥运交通和社会交通

有序并行
、

和谐运转
。

遇有突发事件
,

指挥人员通过警

力定位系统
,

实时掌握全局路面警力

部署
,

动态调整警力投入 也可以根

据需要
,

调派装备卫星通信
、

无线传

输及图像采集等科技系统的交通指挥

通信车赶赴现场
,

实现快速反应
、

扁

平指挥
。

同时
,

在指挥调度集成系统

可视化的图形界面下
,

可以按照预案

同步实现电视监控
、

交通控制和交通

诱导等多个技术系统联动
。

一方面
,

利用信号系统对事件周边路 口
、

快速

路出入 口进行控制
,

减少附近车辆向

事件地点的汇聚 另一方面
,

利用路

侧大型可变情报信息板发布诱导信

息
,

提示附近驾驶员绕行
,

缓解事件

点段交通拥堵
。

交通事件的 自动检测报 警 系

统

奥运会期间
,

由安装在道路上的

上百台交通事件检测器等组成的交通

事件检测系统
,

可在第一时间发现交

通事故
、

路面积水等各种意外事件
,

自动报警并对事件过程全程录像
,

在

指挥中心实时显现
。

指挥人员使用警

力定位系统迅速显示事件区域的警

员
、

警车分布情况
,

指派最近民警在

最短时间内到达现场进行处置
。

意外

事件自动报警系统应用以来
,

对交通

意外事件的处置时间平均减少 一

分钟
,

大大提高了对交通意外事件的

快速反应和处置能力
,

确保城市主干

道的安全与畅通
。

自动识别
“

单双号
”

的 交通

综合监测 系统

遍布全市快速路
、

主干路网和奥

运专用路线上交通综合监测系统的上

万个检测线圈
、

超声波和微波设备
,

是城市交通管理的神经末梢
,

小

时自动准确采集路面交通流量
、

流速

及占有率等运行数据
。

系统还能对每

天上路的几百万辆车进行 自动检测
,

包括违反
“

单双号
”

限行规定等多种

违法车辆
,

为保证道路的通畅
,

创造

良好的交通环境
,

提供强有力的技术

支撑
。

高清数字化 的奥运 中心 区综

合监测 系统

在奥运中心区建成的基于高清数

字化技术的综合监测系统
,

实现了对

进出中心区车辆的全时空
、

全方位监

测
。

这个系统的路面监测设备
,

把原

来视频监控
、

流量统计
、

车辆识别
、

事件检测和违法检测 种功能融为一

体
。

一个设备替代多个设备
,

如此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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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环 管理 的数字化 交通执 法

系统

固定安装在路面上的 套电

子警察全部联网
,

对闯红灯
、

超速等

种路面违法行为进行 小时自动监

测
,

并将违法信息上传中心数据库
,

与 个车辆检测场
、

车管所及执法

站高度共享
,

实现了科学的闭环执法

管理
。

此外
,

利用移动的巡逻警车车

载交通监测设备
,

在行驶过程中随时

随地无线联网中心数据库
,

对过往车

辆进行实时检测
、

抓拍
,

自动识别逾

期未检
、

套牌车等涉车交通违法行为
。

该系统每小时可检测车辆约 辆
,

从识别到系统终端报警不超过 秒钟
。

智能化的区域交通信号系统

根据北京路网结构
,

以及行人
、

机动车
、

非机动车混合的交通特点
,

在城区建成了交通信号区域控制系

统
。

系统通过埋设在路口的交通流检

测器采集到的交通流信息
,

对路口交

通信号进行实时优化 ,’可以实现单点

的感应优化
、

干线绿波协调和区域优

化协调的控制
。

在高峰时进行最大通

行量控制
,

在平峰时进行协调控制
,

在低峰时进行感应自适应控制
,

大大

提高了路口
、

路段的放行效率
,

增强

了路网整体管控能力
,

路网综合通行

能力提高 巧
。

另外
,

在奥运中心区

内的信号灯控路 口
,

还首次增加了行

人过街绿灯倒计时和盲人语音提示功

能
,

最大限度地提供人性化服务
,

礼

让民权
,

保障行人安全
。

灵活 管控 的快速路 交通控制

系统

快速路网
,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环

路及其联络线
,

是北京市道路交通的

主动脉
。

其承担了城区一半以上流量
,

也是奥运专用路线的组成部分
。

北京

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建成了目前世界上

最大规模的智能化快速路交通控制系

统
,

利用设置在二
、

三
、

四环及其联

络线主要出人 口的信号灯
,

根据流量

变化 自动关闭和开启出人 口
,

对进出

快速路交通流进行智能控制
。

在快速

路主路流量达到拥堵警示标准时
,

通

过信号灯控制进出主路车流
,

诱导驾

驶员从辅路通行
。

当快速路主路出口

由于拥堵造成车流不畅时
,

出口信号

灯控制出口上游辅路车流量
,

为主路

出口提供更为顺畅的通行条件
,

保证

主动脉的畅通
。

同时
,

通过可变信息

板及时提示驾驶员选择路线
,

注意进

出口车辆
,

有效预防出入口交通事故
。

公 交优先的 交通信 号拉制 系

统

奥运期间
,

在已经施划公交车道

和奥运专用道的道路上
,

建设了

个具有公交优先控制的信号灯路 口
。

当公交车辆通过这些路 口时
,

设置在

道路上的公交车辆检测器将检测到的

公交车辆信息传送给信号控制系统的

计算机 计算机根据当前路口的信号

放行状态和流量情况
,

缩短或延长当

前路口不同方向的绿灯放行时间
,

使

公交车辆在路口的延误时间最短
,

达

到优先放行的目的
。

这样
,

充分满足

大容量
、

高速度的客运需求
,

为奥运

大家庭成员
、

观赛人群提供高效
、

快

捷的交通服务
。

连续诱导的大型路侧 可 变情

报信息板

利用分布在全市主干路
、

环路的

块大型路侧可变情报信息板
,

每

两分钟一次发布本区域的实时路况信

息 以红
、

黄
、

绿 种颜色分别表示

拥堵
、

缓行和畅通
,

提供给道路交

通参与者
。

同时
,

每天发布奥运交通

管制
、

道路限行及绕行路线等交通服

务信息
、

上千条
,

实现对奥运车辆和社

会车辆的全程连续诱导
。

交通实时路

况预 测预报 系统

系统 对交通检

测设备采集来的全

市路网交通流数据
,

进行深层次挖掘分

析
,

准确掌握实时

的 路 网 运 行 状 态
,

并通过预测预报数学模型
,

预测路网

流量变化
。

在该系统的支持下
,

利用互联网

站
、

手机 网站和各种媒体
,

为

广大民众提供最权威
、

最及时
、

最准

确的个性化交通信息服务
。

它不仅包

括实时交通路况信息
、

交通管制信息
,

而且提供交通预报和行车路线参考
,

为广大民众做好服务
。

特别是交通信息发布中心应用之

后
,

广大道路交通参与者可以通过多

种渠道实时地掌握路面交通状况
。

出

门之前
,

可以上网看交管局网站的出

行提示 上路之后
,

可随时收听电台

的路况信息 行驶途中
,

通过室外诱

导显示屏了解周边路网情况
,

真正做

到了为广大交通参与者提供随时随地

的贴身服务
。

二
、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的七大智

能交通系统

智能公交系统

北京智能公交系统以 监控

调度运营管理系统为特色
,

具有公

交车辆 调度
、

视频监控
、

信息

服务及 公交信号优先等功能
。

北京

系统已经成为国内 系统的

应用典范
。

无论从公交票价优惠幅度
、

公交路权优先体现
,

还是政府补贴资

金等方面来看
,

都是国内在公交优先

方面落实力度最大的城市
。

轨道 交通信 息系统

在奥运会前
,

北京轨道交通系统

完成 了对原有线路的一票通
、

一卡通

改造
,

建立了轨道交通 自动售检票系

统
、

联网调度系统
、

站点和车内信息

服务系统等
。

北京市地铁运营公司将

移动数字广播技术应用于地铁车厢和

北京奥运会电子门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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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车站
,

使广大乘客可以实时观看

奥运比赛实况和新闻
。

轨道交通车站

有触摸屏查询设备和信息发布屏
,

可

以查询全路网轨道交通的线路信息
、

周边交通等
。

通过车厢信息板可以一

在国内尚属首次
,

其中的路况数据采

集
、

处理
、

发布等关键技术
,

已经达

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

数据质量经过测

试覆盖率为
,

准确率为
。

此外
,

动态导航仪还可提供停车场车

位
、

高速公路路况
、

交通气象
、

临时道路施工及临时道路管制

等相关的信息
,

为奥运会提供

良好的交通信息服务
。

长途客运联网售票系统

北京省际长途客运联网售

票系统建立后
,

市民可以通过

地铁列车运行动态显示

目了然地了解当前所在车 一
站

、

已经过的站点和将要

到达的站点
。

电子收费系统

电子收费系统包括市

政交通一卡通系统
。

目前
,

北京已有 万市政交通
一卡通用户

,

应用领域包 一
括公交

、

出租
、

地铁和高

速公路 电子不停车收费系统

等
。

作为交通部高速公路 系统

的试点项 目
,

北京建成了 示范

工程
,

有 万试验用户
,

使连接北京

市的 条高速公路的 个收费站
、

条车道实现不停车收费
。

公 众 出行动 态交通 信 息服务

系统

北京市公众出行综合交通信息服

务网站
,

可提供公交出行
、

行车导航

及实时路况等 大类 项服务
,

可

接受 日均 多万次的访问
。

已经建

成的服务于北京奥运的动态车载导

航
,

能为奥运会的车辆和公众提供多

模式的城市动态交通信息
。

在动态交

通信息采集方面
,

北京自主研发的浮

动车数据采集发布系统
,

有 万辆

浮动车在运行
,

是国内外城市应用方

面最大规模的一套系统
。

该系统在五

环内可导航道路的覆盖率已经达到了

弹
,

实现 了动态交通信息向车

载导航的发布和接收
。

动态导航服务
,

网络预订车票
,

并且能够通过网络查

询各车站的售票
、

车辆到达和所乘坐

车辆的座位情况
。

通过网络查询
,

乘

客可以选择适合自己出行的车次和时

间
。

同时
,

该系统的运营费用全部由

运营单位承担
,

不会增加旅客订票
、

购票和查询的费用
。

该系统完全实现

了国产化
,

国产芯片在价格和技术等

方面的优势逐步显现
。

出租汽 车调度及信 息采集 系

统

为了使出租汽车行业以全新面貌

迎接奥运会
,

北京几大国有投资主体

的出租汽车公司分别建成了出租汽车

调度系统和浮动车信息采集系统
,

实

现 了出租汽车 定位
、

调度
、

翻

译服务
、

实时交通状况数据采集
、

一

卡通付费及员工考勤等功能
。

交通综合信息平台

北京交通综合信息平台基本建

成
,

旨在整合交通行业各部门的交通

信息
。

这些信息经过分析处理
、

数据

融合和挖掘等
,

为政府决策
、

企业和

公众提供交通综合信息服务
。

三
、

对上海世博会的经验借鉴和

启示

上海世博会是上海发展 的历

史机遇
,

需要认真总结和学习北京奥

运智能交通系统的经验
。

一要尽快发布世博会智能交通系

统行动指导意见
,

或世博会交通信息

服务实施意见
。

以世博局与市城乡建

设和交通委的名义联合发文
,

明确世

博会智能交通系统的建设 目标
、

任务

— 分工
、

项目安排和时间节点要

求
。

二要形成上海交通综合

信息服务的优势
。

通过世博交

通网站
、

电话
、

手机及电台等

多种手段
,

发布交通综合信

息
,

为游客提供
“

一站式
”

交

通信息服务
,

提供普遍性和个

性化的交通路径服务
。

在道路

交通信息服务上
,

继续发挥在

路侧交通情报板方面的优势

在停车换乘 交通组织和停车

诱导信息服务上
,

提供公共停车信息

服务和停车换乘诱导信息服务 在交

通枢纽综合信息服务上
,

提供跨行业
、

跨部门
、

连续一致
、

覆盖多种交通方

式的透明的交通综合信息服务 在发

布方式上
,

采用规范一致的交通引导

标志
、

触摸屏
、

车站广播及车内显示

屏等多种手段
。

三要重视公交优先支撑技术的开

发和应用
,

为世博会提供公交优先保

障
。

要加快开发和落实责任主体
,

在

公交补贴政策和公共运营体制改革方

面
,

保障世博专线巴士运行的车辆
、

交通组织方案及智能化设施的落实
。

四要重点开发和建设长三角区域

性智能交通系统
,

形成上海区域特色
。

长三角区域性智能交通系统包括长三

角高速公路交通信息交换平台
、

高速

公路 系统
、

一卡通 系统
、

长途

客运联网售票系统及动态车载导航系

统等
。

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