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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detection and analysis technology of China’s vehicular ad Adhoe Network in the transportation process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the reliability of the overall system is not high, and the real-time performance is not good. It can be said that under 
the intelligent flow detection technology applied by the Internet of things, the vehicle ad Adhoe Network will achieve better traffic 
data processing effect through wireless network and Internet, in terms of accuracy, reliability and real-time,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technology is also one of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s of China’s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in the futu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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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物联网的智能交通流探测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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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中国的车载自组网在交通运输流程中的探测与分析技术还有待加强，整体系统的可靠度并不高，且实时性也不好。而
物联网则可以较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可以说，在物联网技术应用下的智能流探测技术下，车载自组网将通过无线网络和互联
网达到更好的交通数据处理效果，在精确性、可靠性和实时性等方面都有了非常好的提高，所以该技术的应用也是未来中国
交通事业的发展方向之一，论文针对该技术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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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交通运输事业是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事业之

一，也是影响中国国民日常生产生活的重要因素。在传统的

交通运输事业下，交通流量的探测技术的使用效果并不好，

无法准确地探测和分析交通流量，这为交通事业的发展和交

通管理工作带来了很多的麻烦。现阶段，物联网技术的出现

为交通流量探测技术带来了新的发展方向，而该系统模型的

构造和数据收集分析与处理工作是该技术的应用要点之一，

对其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2 智能交通流量探测系统概述

中国的互联网事业正迎来一个个高峰，在技术层面大多

都已经达到世界的前列，而各领域内也纷纷开始普及数字化

和智能化，交通领域就是其中之一。所谓智能交通流量探测

技术，就是将物联网技术与交通流量探测技术结合起来，从

而达到更好的应用效果。所谓物联网技术，就是一类具有超

强数据收集、分析与处理效果的技术，其能将交通、气象等

信息资料准确、实时地传达给储量，并且帮助车辆规划好行

车路线，从而有效地提升路网的流通性，达到更好的行车效率。

而交通流量探测技术其实是一类全方位综合性的技术，其需

要使用到传感技术、通信技术、网络技术、信息处理技术和

智能控制技术等，是一类在交通管理工作中有着强大应用效

果的技术。而物联网技术与交通流量探测技术的结合，一方

面大大减小了流通费用，改善了交通信息流探测系统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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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而另一方面则提高了道路的流通性和车辆运行效率，

这对于中国缓解交通压力，建设国民经济有着重大的意义 [1]。

3 系统的构建
3.1 系统基本组成

一般来说，基于物联网的智能交通流探测技术要包含有

物联网控制器、车载传感器节点、汇聚点等结构组成，其中

车载传感器是主要的组成部分，其用于对车辆行驶过程中所

经道路的基本情况进行探测，储存相应的数据，并且实时记

录下车辆本身运行状态参数。在收集数据的同时，传感器将

数据发送到相应的系统中，比如说车载 GPS、控制终端等，

从而做到精确定位和有效决策。而物联网控制器则是针对各

车辆传感器节点的数据进行汇总，并组成路段模型，对各个

路段的交通流量信息进行综合。

3.2 网络模型构建

在智能交通流探测技术中，通过智能化的技术奖道路转

变为网格，从而实现道路交通流的全面探测，而该过程一方

面需要用到车载节点，获取相应的路况和车辆信息并进行处

理，另一方面虽然车载传感器节点的移动速度较快，但是因

为道路以及前方车辆也具有一定的移动速度，所以需要建立

起网络动态模型。在网络模型中，基于物联网的智能交通流

探测系统中的道路将被换作为网格，从而有效地对道路交通

流进行探测。目前，常采用网络拓扑的方式来对车辆的运行

状态进行加监测和预测，这是由于网络拓扑具有很强的动态

性，可以通过车载传感器和汇聚点数据进行分析，使数据可

以在互联网控制中心得到有效的融合和分发，从而更好的为

驾驶员提供更多的道路信息 [2]。

4 数据的收集
4.1 车载传感器的工作

车载传感器最重要的功能就在于对车辆行驶状态数据的

监测与收集，特别是移动速度，这是后续计算的基础所在。

首先，通过对节点的交通流量以及道路的交通流量速度进行

计算，并结合当地该路段道路的速度限制等基本要素来传递

信息。其次，就是需要针对于该道路的车辆密度进行分析和

计算，并将结合通过车内的节点广播来告知司机，从而确保

司机能获取到更加精准的路况信息。如果司机听到的广播播

报频率增高，那么就意味着该地区的车辆密度较大，很有可

能会出现拥堵的情况，这就需要改变行驶方向。最后，传感

器所收集到关于车辆以及道路的所有数据信息都需要进行计

算和利用，并结合所有的信息发送给中央处理器，建立拥堵

模型，实时反映拥堵的具体情况。

4.2 汇聚点的工作

在车辆行驶的过程中，如果只依靠车辆自身传感器的数

据是远远不足的，无法为驾驶员提供更多更加精准的道路拥

堵信息，也无法反映出各路段的拥堵程度，所以在基于物联

网的智能交通流探测技术中，还需要在路段中设定固定的监

测点，专门用于对道路拥堵情况和车辆行驶情况的监测，而

这些点就叫做汇聚点。汇聚点的数据有两个来源，一方面来

自于车辆发送的数据，另一方面则来自于自身监测的数据。

车辆在发送信息后将直接删除自身储存的备份信息，并接收

汇聚点发送而来的信息，这些信息是汇聚点结合车辆信息和

汇聚点自身经监测的信息总和，该数据将更加精确，也能实

现对不同道路拥堵情况的有效分析 [3]。

5 技术改进与仿真要点
5.1 技术改进

实际的交通过程中，交通流量并不是静态的，并且不同

时间段的交通流量不同，比如说城市交通的早晚高峰。所以

在基于物联网的智能交通探测技术中，车辆到达相应的路段

是需要一定的信息的，而一般来说在汇聚点之间的数据传递

要一分钟左右，但是在这一分钟的时间中道路的车辆信息也

已经不同，所以目前针对智能交通流探测技术的研究就在于

提高这个时间段交通流量数据的精确度，同时还需要加强系

统的建设，提高在该系统中的信息承载量以及信息收集与传

输处理能力，从而更好地面对城市中庞大的交通流。

5.2 仿真要点

在具体的分析中，网格十分重要，但是网格数的增多会

让网格内部的平均交通流量降低，所以在针对于实际情况的

仿真中，虽然道路上车的数量会随着时间的改变而变化，但

是可以通过对周期进行设置来达到智能交通流量探测系统的

护理应用，达到对道路交通流量的精确计算，这样也能确保

驾驶员能获得更加精准的数据。比如说，在交通拥堵，环境

较差的情况下，根据计算在一个小时以内该道路就会从流畅

变为拥堵，车流量将急剧增大，所以可以在车辆经过路口的

过程中通过不同的汇聚点来获取流量的平均值，从而得到车

流量的增加趋势，而与此同时也能获取到网格的交通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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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器将对这两类数据进行整合和对比，得到相应的比值，

而该比值则代表着该路段的拥堵程度。例如，在此时刻网格

内的车流量为 3000 辆，但是在一个小时内上涨到了 10000 辆，

这就可以从这 10000 辆车中随机选取一辆，对其进行观察和

分析，并对其行驶过程进行分析，包括其行驶间断率、行驶

时长、行驶速度等，在获取上述数值以及相应比值后，驾驶

员获取到的信息将更加精确，也更加实时稳定 [4]。

6 结语

综上所述，论文探讨在基于物联网的智能交通流探测技

术的应用，可以说该技术有着是未来交通事业管理与发展的

重点趋势，其建设成果也与中国城市化进程以及社会发展程

度直接挂钩，是中国基础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目前在

该技术上还存在有一些问题，但是笔者相信在科学技术的不

断发展下，智能交通流探测技术将有着更好的发展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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