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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信息技术在交通运输工程中的有效运用探析

贾� 真*

济南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山东� 250000

摘� 要：在交通运输领域中，应用信息技术可以提高交通运输工程的整体进度、质量、安全及环保水平，进而提

升城市品质和人们的幸福感。本文结合实际，对交通运输工程中信息技术应用的重要性进行了分析，探讨了信息技术

在交通运输工程中的应用要点。希望论述之后可以为交通运输领域的参与者提供一些参考，以此不断推进我国交通运

输工程事业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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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当今是互联网的时代，是信息化的时代，也是智能化的时代。在进行各种工程建设、城市化进程、交通运输等过

程中，都已实现或正在实现与信息技术的融合。通过与信息技术的结合，实现了智能化的管理，简化了过程中的繁琐

环节，我们对整个工程建设、城市化进程、交通运输都能够予以动态化的有效监督。本文分析了实践中的应用意义，

并探讨了如何应用才能够更好地发挥其作用。

二、信息技术的定义

信息技术是指在进行信息管理与传输的过程中应用计算机来实现目标建设。应用技术的过程中，涉及对计算机硬

件和软件设施的开发利用。信息的管理过程，包括信息的存储、信息的利用以及信息的传输三个环节。通信技术和计

算机的结合，能够实现快速的信息传播以及大容量的信息存储，另外还可以通过专业的程序输入分析管理数据。

三、信息技术发展的重要性

信息技术在国内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信息技术可应用于多方面，如经济与生活领域、科技与军事领域等，在一

定程度上，为国内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有效利用信息技术，能采集到多方面的信息，并能处理与分析

这些数据信息，在社会治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对于执法部门，具有很大的意义；利用信息技术，有助于

推进科技领域发展，为科技更好地发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利用信息技术，更加便于日常生活，有利于提高工作质

量，推动社会更好发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能提升国内经济水平。总的来说，信息技术不仅影响着人们日常生活，

也能影响着我国发展，因此，应重视信息技术的应用与发展，以更好发挥信息技术的应用价值���。

四、信息技术在交通运输管理中应用具有的意义

由于城市规模越来越大以及日常通勤、生产生活的需要，给交通运输带来较大的压力。为了缓解交通压力，我们需

要对交通运输的过程进行分析，通过制定专业的管理措施来缓解交通运输压力。在此过程中，工作人员需要观察和测量

交通运输的高峰期，对各个路口的过往车辆进行通行监测。而如何实现这一过程中的监管、如何实现最终的管理意义，

就需要我们利用信息技术分析和探讨交通运输这一过程。在交通运输的过程中，如果不能有效管理和指挥交通，就会导

致运输过程出现交通事故，这样不仅会危及人身安全，而且还会产生经济损失，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

五、信息技术在交通运输工程中的具体应用

（一）信息技术在车辆管理中的具体应用（(95）

车辆管理可体现于多方面，如车辆调度与收费，及车辆导航等。将信息技术应用于车辆收费中，可促使车辆收费

实现信息化，以实现收费系统信息化，通常情况下，信息化收费系统应包括四个部分，如计算机网络与车道系统、监

控与识别系统，在此情况下，方可用计算机取代人工进行车辆收费，车辆收费效率得以提升，且变得更加智能化，由

此，缩短了车辆通行所需时间，确保车辆顺利通行，总的来说，在车辆收费环节，工作效率得以提升。另一方面，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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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应用于车辆导航中，能更精准测量出车辆之间的空间距离，进而能为驾驶员提供安全距离范围，以确保驾驶

安全。将信息技术应用于车辆调度中，能有效收集到相关信息，并将这些信息传输至有关部门，以确保车辆调度更加

科学、更加合理。

（二）信息技术在电子不停车收费中的具体应用（(7�）

通过实际调查发现，在我国大多数地区实施交通运输管理工作中，已经纷纷开展了电子不停车收费系统

（(7�）。所谓的电子不停车收费系统，主要就是通过强大信息技术作用，针对出行车辆实施收费的先进系统。目前

来看，大到公路、隧道以及桥梁等多个出口，小到每一个商场等的进出口，电子不停车收费系统已经普遍存在。通过

较长时间应用可以看出，因为电子不停车收费系统的应用，一方面能够缓解传统收费人员的负担；另一方面也能够在

出行居民不需要停下车辆缴费的基础上，节省广大群众的时间，从根本上避免之前收费口大量聚集车辆的现象���。

（三）应用706进行车辆调度管理

城市交通调度管理系统简称706，该系统是城市智能交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系统具备强大的信息收集与处

理功能，可以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全面收集道路交通动静态情况，根据收集到的信息对道路交通状况进行分析，并合理

安排行车路线，从而实现对交通秩序的有效维护，实现对交通资源的充分利用。城市交通调度管理系统是城市实现交

通智能化的基础。706在交通运输监管领域中最常见的应用就是信号灯。交通信号灯中运用了信息技术，使其可以自

动指挥、调控车辆，让整个交通秩序更加规范稳定。例如，利用信息技术动态采集各路段车辆流信息，根据采集到的

数据调整信号灯的持续时间等，这样整条道路的秩序就更加有序，车辆拥堵情况将得到解决。此外，基于信息技术也

可实现对违规行车行为的有效监控。各主要路段中监控摄像头都具有监控、信息传输、存储等功能，一旦在监控中发

现违规驾驶行为，交通管理人员就可将高清道路图像作为依据进行查处���。

（四）信息技术在交通事故现场还原中的具体应用

之前我国交通安全问题出现时，遇事车主自行拨打交警电话，而交警借助网络在发现道路交通事故以后，能够组

织人员及时深入现场实施调查，找出安全问题出现的根源。因为全过程主要依靠自我主观判断，经过人工式勘察方式

下，存在主观性的判断缺陷，最终对事故双方责任认定精确性以及合理性会产生较大的影响。而信息技术的应用，能

够在短时间内获取到事故发生前后所有的图片以及视频等信息，将事故发生现场进行针对性还原，将所有信息呈现在

交警面前，在接下来交警处理事故过程中，在极高处理效率的基础上，也能够防止主观判断失误问题的出现。

（五）无线传感器网络技术在公路监控系统中的应用监控中心

对于监控中心来说，其主要接受多种图像与数据信息，这些信息源于中心监控系统，对交通运行状况进行监督，

并发布控制命令至监控分中心。

���监控分中心

监控分中心是分系统，主要采集各种图像、数据信息，并传输这些信息，不仅发布控制命令，也接受控制命令。

基于所监控的路段，对外场设备进行管理。

���监测子系统

监测子系统有着多种类型，如闭路电视系统（主要用以观察道路状况）、显示子系统（用于诱导信息及发布警

示）等。

（六）应用,76进行交通运输管理

道路交通发展主要有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发展和改进交通控制系统阶段；第二阶段是发展汽车导航系统以及引

入交通信息服务；第三阶段是引入辅助巡航系统；第四阶段就是实现自动驾驶与自动巡航。每一个发展阶段都与技术

以及信息数据有紧密联系。智能交通系统的基础技术是自动控制技术、计算机技术，在这两项技术之上又融合了更先

进的理论与技术，如数据通信传输技术、计算机处理技术、电子传感技术。集合各类先进技术构成了一个地面智能交

通系统，即,76系统，该系统具有智能化、信息化、社会化等特征，更适用于现代社会的交通运输工程。这一系统建

成与投运后，道路交通运输状况将得到改善，交通秩序得到维护，交通安全得到保障，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功能作用

得到充分发挥���。

六、结束语

综上所述，信息技术的发展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各行各业都在与信息技术的相互交融中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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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更高水平的发展。在交通运输的过程中，利用信息技术可以实现对于车辆通行的管理。在进行经济建设的过程

中，交通运输的压力如果无法缓解，那么工作人员的时间将会被浪费，进而造成经济损失，制约经济发展的进程。因

此，我们应当不断分析与升级信息技术；对这一技术应当如何利用，才能够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进行探讨；以信息技

术与交通运输工程的结合为研究重心，并对其进行分析，探讨在交通运输的过程中，信息技术如何实现深度融合，推

动工程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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