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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技术在智能公交系统的应用

杨若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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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后，我国社会高速发展，推动了科学技术发展速度提升，交通管理协同性也在云计算等智慧技术支

持下得到显著提升，集合大数据、智能化以及高实时要求的车路协同应用场景逐渐向边缘下沉。因此，在当前大数据

时代背景下探究新智慧交通规划建设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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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城市智能公交行业的信息化建设产生了大

量数据资源。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信息资源的总量

还在飞速增长，“互联网+”使无处不在的公共交通基础
设施网络、无时不有的人和物发生位移，从而产生海量

的动态数据。这些数据对企业的发展和社会的服务都起

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公共交通行业带来新的机遇与挑

战。纵观城市公交行业的信息化发展状况，发现其缺少

信息交换共享机制、缺少综合大数据服务平台、缺少信

息交换共享的基础设施和数据，行业宏观决策缺少数据

支持。通过构建大数据云平台，能有效解决平台搭建的

数据质量不高等问题。发展现代化城市智能公交系统，

就是用信息技术来改造和提升公共交通基础设施、运输

装备的智能化水平和运营效能。通过对大数据的交换、

整合和分析，探索出城市公交系统与大数据融合发展的

创新之路，促进城市公交系统的提质增效。通过对城市

公交系统内的海量信息进行资源规划，并以大数据平台

为支撑，为信息资源检索和开发利用提供有效途径。通

过搭建数据整合与共享服务平台，能实现各业务间的信

息共享，提高对社会公众和企业的信息服务能力。

1��大数据平台整体架构

结合信息资源规划的整体思路，智能公交大数据平

台的整体架构如图1所示。
智能公交大数据平台是以云化硬件为基础构架。大

数据平台的底层核心计算引擎分为两种，一是面向海量

数据离线处理的开放数据处理服务，二是面向大量数据

实时计算的实时计算服务。对不同的数据输出要求，提

供离线（实时）的数据服务。在这两类计算引擎的基础

上，提供产品化的应用功能，实现对底层技术复杂性的

屏蔽，为资源使用者提供数据标准化检测、数据交换平

台、可视化数据资源平台，并为具有开发能力和运维能

力的产品使用者提供开放的应用接口、运维平台、数据

仓库建模工具、可视化工具和数据授权系统等。以数据

交换平台为工具，为整个智能公交行业提供数据输出区

的共享和服务。纵贯整个体系的统一元数据服务，可实

现全生命周期的数据血缘和数据源追溯。

图1��智能公交大数据平台整体架构

2��智能公交调度系统现状

2021年智能公交领域进入发展冷却期，全国城市公
交客流量大幅下降，但智能公交调度仍是城市公交发展

的主要方向。随着智能公交调度系统的不断发展，一线

城市与非一线城市的差距逐渐扩大。一线城市的发展趋

于饱和，非一线城市的智能化基础设施完善程度有待提

高、信息化基础较为薄弱、城市信息化设备老旧等因素

为智能公交调度系统的发展带来巨大挑战。

在政策支持、技术进步、城市化进程和机动车保有

量持续攀升等多重因素推动下，我国智能交通行业规模

将稳步上升。综合政策规划和交通运输行业细分市场的

发展状况，预计到2026年我国智能交通行业市场规模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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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4000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在16%左右，智能公交系
统的整体发展趋势稳步上升。2021~2026年中国智能交通
行业市场规模预测如图2所示。

图2��2021~2026年中国智能交通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3��大数据技术在智能公交系统的应用

3.1  强化交通决策及管理水平
在当前城市化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交通需求

及供给在时间与空间层面的不平衡所引发的矛盾也逐渐

显现，并最终表现为城市交通拥堵问题严重。在传统思

维与技术下，通过增加道路数量及路幅等方式加大交通

基础设施供给能力是解决该矛盾的主要手段。然而随着

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该方面仅能解决短期问题

而无法保障未来的承载力。在大数据技术支持下，此矛

盾可通过如下手段解决：其一，对道路交通未来状态进

行模拟，并对技术方案的可行性进行评估，为交通部门

制定统筹与协调方案提供必要的辅助与支持；其二，评

估交通拥堵现状，实时发布交通信息，引导用户合理选

择出行路线、方式以及时间，进而实现缓解交通拥堵现

状问题。

3.2  数据标准化检测
在传输存储层要对数据采集层传输来的数据进行数

据标准化检测，对数据仓库上游的数据进行数据治理，

能有效提高入仓时的数据质量。数据标准化检测除了

对指标、数据元、数据库结构等数据自身的标准化进行

检测外，还要对交换数据的标准、元数据标准等进行检

测。数据标准化检测主要是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过滤、

筛选等，剔除和调整不合理的数据，同时对数据项的数

据类型、数据格式、数据单位、数据值域以及数据的一

致性和完整性进行检测。在智能公交大数据平台中，同

一应用数据有可能分布在不同的数据源中，在进行数据

采集抽取时，为了消除数据的不一致性，要根据数据的

真实性、有效性验证规则对数据进行整合，并对数据进

行转换清洗。该系统的数据标准化检测有以下四个方

面。①消除同名异义和异名同义的现象。例如，在业务

系统中，性别有的用“男/女”来表示，有的用“1/2”来
表示，含义是一样的，但在进入数据仓库前必须调整成

为统一的格式。②一致性检查。当同一数据来自不同的

数据源时，要对数据进行分析比较，只有审核一致后才

能进行入数据仓库中，从而达到系统的一致性。③冗余

数据删除。将重复出现的同值数据删除。例如，在系统

中将15位身份证号转成18位身份证号后，发现其会与已
有的18位身份证记录重复，且在其他关键数据域也记录
一致的话，可进行消除冗余工作。④数据归并。当某一

主题的数据是由不同的系统组合形成时，按照关键项对

数据交换与整合软件进行合并，如车辆的车牌号，对组

合后的数据要统一整合到数据中心。

3.3  打造智慧公交大数据运用平台
以数据中心为依托，开展数据管控机制、数据标准

的研究，开发公交大数据平台、可视化平台和基础数据

协同管理系统。通过对乘客出行数据、刷卡客流数据、

线路发班数据进行综合建模，促进各应用系统数据充分

融合与利用，提升信息化平台的应用价值。一是整合现

有数据资源，包括运营台账、运营收入、车辆综合信

息、调度信息、视频监控数据、线路数据、设施数据、

人员数据、客流数据、服务数据、安全数据等数据资

源。二是引人外部合作方的数据资源，对接包括政府交

委、互联网企业等数据资源。整合可以获取的交委数

据、滴滴、互联网中的公开数据（天气数据）等数据资

源。三是联合多方共同打造创新孵化器，成立创新实验

室，在智能公交顶层设计、客流数据应用、主动安全驾

驶、人脸识别支付、5G公交应用等方面开展数据业务创
新研究，奠定集团在信息时代的数据商业拓展基础。四

是搭建集团－分公司－基层三级联管联控体系兼具数据

中心、监控中心、调度中心、服务中心、应急指挥中心

五大职能的智慧管理中心。智慧管理中心承载“运调、

安全、维保、客服、出租、充维”六大业务板块，依托

智能化体系融为一体，可实现管理要求高效传达，安全

态势全面感知，全局资源协同指挥的效果，实现生产数

据动态分析与生产综合性管理，可对业务数据进行多维

度挖掘分析，为集团运营提供决策建议。打造为“集团

大脑”，国内行业一流的综合性管理和展示中心。

3.4  应用支撑层
应用支撑层位于应用展示层和数据资源层之间。通

过数据抽取和清洗技术为应用展示层所需的数据做准

备，使用数据整合与交换技术来实现数据的实时共享与

转发。应用支撑层包括数据交换平台。数据交换平台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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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整合交通行业数据，将文件、数据库、ETL等数据的接
入方式进行统一管理，并开发出数据融合汇聚、格式转

换、转换处理、实时转发、配置管理等功能。数据交换

平台的工作流程如下。首先进行数据的抽取。数据使用

者可根据不同的业务需求，对数据资源层中的数据仓库

各数据表中的数据进行查询操作。然后，根据数据交换

平台数据库的数据标准对抽取到的数据进行数据清洗，

并删除不符合数据标准的信息。同时，根据数仓下游系

统数据库的格式要求对符合数据标准的数据资源进行格

式转换，从而确保下发给数仓下游系统的数据格式的一

致性。最后，数据服务要面向行业数据需求来开发实时

的数据交互接口，服务提供载体是各类数据应用API，
API采用标准的Webservice规范、Rest风格的数据服务接
口、XML的数据返回，范围要覆盖到所有基础数据的简
单与组合查询，并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进行二次开发。

此外，要提供接口的注册与查询页面，可实现对服务注

册与服务描述的查看。

3.5  获取多元交通数据
从现实发展的观点来看，智能交通规划的建立必须

以交通、自然、经济、社会等多种交通数据来支持交通

的发展。自然数据实质上是一种以图像和文字表示的

多重信息，主要存储于包括高德地图、百度地图、遥感

影像、地理资料等在内的多种载体之中。在实践中，运

用ENVI技术对地面控制区进行了标定和界定，并根据
DEM的设定及提取参数，获得了各幅影像的斜向分布
图、高程分布图。经济、社会数据是一种以文字和数字

形式表达的多维信息，以地区统计年鉴、政府部门和城

市志为代表。在交通网络的海量信息中，交通规划者可

以利用交通信息的网页爬行技术来获得城市的历史、人

文和交通流量、关于人口数量和进程的资料。生态数据

作为一种大容量的图像和文字信息，交通规划者可以

通过对现有道路状况进行矢量化，从而得到相应的矢

量信息。同样，针对大量的数字和文字形式的费用，

在遥感图像上，可以将其属性费用信息转化为“万元/
（km·a）”，并将其分配到选线点的网格，并采用成本
分布图的格式进行集中研究。

结语

本文通过分析大数据在智慧交通中的实际应用，对

大数据与交通的结合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数据分析能够

帮助交管部门和驾驶员快、稳、准的获得实时交通信

息，为合理有序的交通秩序奠定基础，也为后续构建城

市交通模型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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