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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系统结构为背景 把最尖端的计算机技术 电子

ITSITS定义定义
以系统结构为背景：把最尖端的计算机技术、电子
技术、通信技术应用于陆上交通运输，是力求大幅
度改善 提高其安全性和效率及其他方面的系统概度改善、提高其安全性和效率及其他方面的系统概
念。通过这些技术，可以将100年来独立发展起来的
汽车和道路，还有铁路紧密地联接起来，实现安全汽车和 路 有铁路紧 联接起来 实现安
而高效的联合运输、交通。

以信息通信技术为背景：利用最先进的信息技术建
立道路与车为 体的系统 达到提高安全性 输立道路与车为一体的系统，达到提高安全性、运输
效率及舒适性等目的，力求推进有助于环境保护的
高度道路交通系统高度道路交通系统。

以交通管理为背景：以信息通信技术将人、车、路
三者紧密协调、和谐统一，而建立起的大范围内、三者紧密协调、和谐统 ，而建立起的大范围内、
全方位发挥作用的实时、准确、高效的运输管理系
统。



ITS定义（续）

以标准化为背景：应用信息技术、通信技术、电子技
术把汽车和交通管理体系高度地结合起来的社会性交通术把汽车和交通管理体系高度地结合起来的社会性交通
技术系统的集合体。通过建造这种集合体，使人、汽车、
道路相关系统协调起来，实现能够安全舒适驾驶汽车的
社会社会。

以发展战略为背景：ITS消除了以前道路交通的负面
作用，是一种面向21世纪的人与环境相协调的崭新的道作用，是 种面向21世纪的人与环境相协调的崭新的道
路交通综合技术。

以突出核心技术为背景 ITS是对通信 控制和信以突出核心技术为背景：ITS是对通信、控制和信
息处理技术在运输系统中集成应用的通称。



ITS定义（续）
国家标准《智能运输系统通用术语》：

在较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之上 在先进的信在较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之上，在先进的信

息、通信、计算机、自动控制和系统集成等技术
前提下 通过先进的交通信息采集与融合技术前提下，通过先进的交通信息采集与融合技术、
交通对象交互以及智能化交通控制与管理等专有
技术 加强载运工具 载体和用户之间的联系技术，加强载运工具、载体和用户之间的联系，
提高交通系统的运行效率，减少交通事故，降低
环境污染 从而建立 个高效 便捷 安全 环环境污染，从而建立一个高效、便捷、安全、环
保、舒适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ITSITS定义（续）定义（续）

本教材：本教材：有别于传统的交通治理、改善技
术，它是国际上对运用当代高新科技（计算
机、信息、通信、自动控制、电子、系统工
程等）提高交通运输效率 增强交通安全性程等）提高交通运输效率、增强交通安全性
的一系列先进技术或技术集成系统（如交通
控制与路线导行系统 车辆行驶安全控制系控制与路线导行系统、车辆行驶安全控制系
统、交通运输信息服务系统等）的一个统称。



ITSITS核心技术核心技术

信息技术

控制技术控制技术

ITS是对通信 控制和信息处理ITS是对通信、控制和信息处理
技术在运输系统中集成应用的通称。技术在 输系统中集成应用的 称

——【美国】《智能交通系统手【美国】《智能交通系统手
册》（第二版，2004年）



ITSITS核心技术及与基础设施的关系核心技术及与基础设施的关系

信息技术、通信技术、控制技术及其集成
技术在ITS中将能发挥重要的作用 而技术在ITS中将能发挥重要的作用，而
ITS也为这些技术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

本身不属 基础设施范畴ITS本身不属于基础设施范畴

ITS必须以交通基础设施为基础，通过必须以交通基础设施为基础，通过
ITS可以使交通基础设施发挥更有效的作
用用



ITSITS服务特点服务特点

是最具数字时代特点的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
革命的产物革命的产物

从本质上讲，ITS服务可视为一个信息链从本质 讲， 服务可视为 个信息链



运输系统 ITS信息链ITS信息链

数据处理 信息发布数据获取数据获取数据获取 数据处理 信息发布

信息使用 ITS用户外部因素



ITSITS体系框架体系框架ITSITS体系框架体系框架

既使ITS的各独立的单元系统保持必需的性能
指标 又确保它们之间的接口有效性 以集指标，又确保它们之间的接口有效性，以集
成为一个完整的系统

逻辑框架与物理框架逻辑框架与物理框架

逻辑框架：描述为满足已确定了的功能需求
所必需的功能模块和模块间的数据流

物理框架：将逻辑框架定义的功能模块分配物理框架：将逻辑框架定义的功能模块分配
到用硬件和软件体现的物理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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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ITS标准标准

保证各硬件、软件配合工作的严格规范

作用作用

保障兼容性

有利于系统集成

有助于拓展产品有助于拓展产品

有利于减小风险



ITSITS主要作用（主要作用（11））ITSITS主要作用（主要作用（11））

提高道路通行能力提高道路通行能力

使 有高速公路的通行能力至少增长 倍可使现有高速公路的通行能力至少增长一倍

可以减少车辆对道路的占用

可以减少车辆在道路上的停留时间



ITSITS主要作用（主要作用（22））ITSITS主要作用（主要作用（22））

减少和防止道路交通事故

可以使驾驶人更安全地驾车可以使驾驶人更安全地驾车

可以使未来20年交通事故发生率降低50-80％，
每年每年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可减少30-70％
一旦发生事故可以快速处理



ITSITS主要作用（主要作用（33））ITSITS主要作用（主要作用（33））
提供信息服务

可以使驾车人获得道路交通信息可以使驾车人获得道路交通信息

可以使驾车人获得道路设施信息

可以使驾车人获得气象信息

可以使驾车人选择适宜的出行时间和出行路线



ITSITS主要作用（主要作用（44））
保护环境

可使燃油消耗减少30％ 尾气排放减少26％可使燃油消耗减少30％，尾气排放减少26％
提高传统产业的效益，开辟新产业



ITSITS研究内容（以美国为例）研究内容（以美国为例）

1.出行和运输管理系统

2 公共交通运输管理系统2.公共交通运输管理系统

3.电子收费系统

4.商业车辆运行系统

5 紧急情况管理系统5.紧急情况管理系统

6.先进车辆安全系统

7.信息管理系统

8.养护和施工管理系统8.养护和施工管理系统



ITS部分关键技术

路线导行系统

交通控制系统交通控制系统

交通拥挤收费系统

先进的公交管理系统

交通异常事件管理系统交通异常事件管理系统

交通信息服务系统

综合交通管理系统



路线导行系统路线导行系统路线导行系统（路线导行系统（RGSRGS））

定义

与VNS的异同点

与信号控制系统的互补性与信号控制系统的互补性

分类

按检测交通状况信息分
静态导行系统

按检测交通状况信息分

按信息发布方式和功能分

静态导行系统
动态导行系统
路边可变标志导行系统
车载信息显示导行系统

按导行方案的确定方式分
交通广播系统
车载确定式导行系统
中心确定式导行系统



动态路线导行系统举例动态路线导行系统举例动态路线导行系统举例动态路线导行系统举例

8: 00
8: 08 8: 15 8: 268: 08 8: 15 8: 26

8: 40



动态路线导行系统关键问题动态路线导行系统关键问题

动态交通预测动态交 预测

导行车辆的加载影响导行车辆的加载影响

动态交通分配与导行周期



交通拥挤收费（交通拥挤收费（TCPTCP））
定义

交通拥挤收费与道路收费的区别交通拥挤收费与道路收费的区别

交通拥挤收费的意义

可减少城市交通的出行总量可减少城市交通的出行总量

可改变交通需求在空间上的分布

可改变交通需求在时间上的分布

可改变人们的出行的方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可改变人们的出行的方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

可提供交通信息

可增加交通改善资金可增加交通改善资金



交通拥挤收费（交通拥挤收费（TCPTCP））交通拥挤收费（交通拥挤收费（TCPTCP））

英国伦敦案例

实施TCP需要考虑的问题实施TCP需要考虑的问题

TCP是最后的措施

有负面影响

要时刻注意TCP的主要目标要时刻注意TCP的主要目标

要充分考虑实施TCP的公平性

要研究费用标准要研究费用标准

费用使用的透明度



我国的研究重点我国的研究重点我国的研究重点我国的研究重点

制定ITS标准

管改善和完善城市交通管理系统

开发交通信息系统开发交通信息系统

发展公共交通系统

开发汽车安全和事故预防系统开发汽车安全和事故预防系统

构建快速货运系统

开发和完善监控、通信和收费系统



我国实施我国实施 SS案例案例我国实施我国实施ITSITS案例案例

北京市智能交通管理系统示范工程

2002年至2005年10月2002年至2005年10月
投资4.5亿人民币

改造了二环以内交通控制系统和快速路控制系统

扩展了实施动态信息系统扩展了实施动态信息系统

建立了信息服务平台

二环以内300个路口平均停车次数减少12 42%二环以内300个路口平均停车次数减少12.42%，
平均旅行时间缩短13.38%，排队长度减少
15 30% 车速提高19 75%15.30%，车速提高19.75%



交通监控硬件简介

软件
方案、程序、手册、说明与框图等软性设施

硬件硬件
传感检测设施

信号控制机信号控制机

信息管理控制中心的控制计算机

信息传输设施信息传输设施

信息显示终端设施



设施结构关系设施结构关系设施结构关系设施结构关系

传感检 信息/管理/传感检
测设施

信息/管理/
控制中心

信息传输

信号控制机

信息传输

信号控制机

信息传输

信息显示

信息传输

终端设施









软件之软件之一



传感检测设施

功能

实时检测道路上的交通量、车速或占有
率等各种交通参数。率等各种交通参数。

任何有效的任何有效的 必须必须任何有效的任何有效的ITSITS必须必须
依赖于传感检测器依赖于传感检测器依赖于传感检测器依赖于传感检测器
的检测能力！的检测能力！



传感检测设施分类传感检测设施分类传感检测设施分类传感检测设施分类

通过型检测器
按检测参数分存在型检测器 按检测参数分

地上型检测器

地下型检测器
按设置位置分

地下型检测器

定点型检测器定点型检测器

连续型检测器 新分类
空间型检测器



环形线圈检测器

控制
机箱机箱

电缆导线
引线

接线盒

电缆导线

导线导线传感线圈



超声波超声波
发生器

超声波检测器超声波检测



5～5.5m

>2.5m

超声波检测器超声波检测器



微波雷达检测器微波雷达检测器



视视
频
图
像像
检
测测
器器



其它传感检测设施其它传感检测设施

红外线检测器外线检

光电检测器光电检测器

闭路电视摄像机



各类检测器汇总各类检测器汇总各类检测器汇总各类检测器汇总

新分类 传统分类 名称 新分类 名称

环形线圈 连续型 车辆自动定位系统等

地下型 地磁 空间型 视频图像等

压力式 其他 车辆和行人障碍检测

定点型
超声波 车距与车速检测

声响 驾驶人状态检测

地上型

声响 驾驶人状态检测

雷达 路面状况检测

红外线红外线

光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