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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信息化在公路试验检测中的应用

曹�冲
宁夏润通公路工程试验检测有限公司�宁夏�银川�750011

摘�要：公路试验检测是公路工程建设和质量保障的重要环节。传统的试验检测方法往往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

且检测结果容易受到人为因素影响。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智能信息化技术逐渐应用于公路试验检测中，为公路工程

建设和质量保障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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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智能信息化技术在公路试验检测中具有广泛

的应用前景，本文介绍了智能信息化技术的具体应用，

包括公路表面的平整度和纵横坡度测量、轮胎摩擦系数

测量、公路承载能力评估、公路材料检测和评估、数据

分析与挖掘、智能决策支持、远程监控与管理、风险预

警与安全管理以及数据共享与合作研究。这些应用可以

提高试验检测的准确性和效率，降低检测成本和人力资

源需求，推动公路工程建设行业的整体发展，提高公路

行车的安全性和舒适性。

1��智能信息化在公路试验检测中的重要性

（1）提高公路试验检测的准确性。传统的公路试验
检测方法，受到人为因素和环境因素的影响，往往存在

一定的误差。而智能信息化技术通过使用各种传感器和

数据分析算法，可以减少这些因素的影响，从而提高试

验检测的准确性。（2）提高公路试验检测的效率。传统
的公路试验检测方法，需要进行繁琐的人工操作，时间

成本较高。而智能信息化技术通过自动化的数据采集和

处理，可以大大缩短试验检测的时间，从而提高效率。

（3）推动公路工程建设行业的整体发展。通过智能信息
化技术，可以实现公路工程建设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从

设计、施工到维护都可以进行全面的数据管理和分析，

从而提高工程的质量和效率。（4）促进公路工程质量管
理和控制。智能信息化技术可以实现实时的数据和信息

采集、处理和分析，从而可以及时发现公路工程建设中

存在的问题和隐患，及时采取措施进行整改和修复，有

效促进公路工程质量管理和控制。（5）降低检测成本。
传统的公路试验检测方式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投入，

而通过智能信息化技术的应用，可以实现自动化检测和

数据分析，大大降低了检测成本[1]。（6）降低人力资源
成本。公路试验检测需要许多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数据采

集、分析和判断等工作。然而，这些工作在人工操作下

既耗时又容易出错。借助智能信息化系统，数据采集和

处理可以实现自动化，减少对专业技术人员的需求。因

此，这种技术可以节省人力资源，并使其能够更好地应

用于其他重要领域。（7）还能够提供准确可靠的数据。
通过传感器、摄像头等设备实时监测道路状况、交通流

量和车辆性能等关键指标，并利用智能算法对数据进行

处理和分析，可以消除人为误差和主观因素的影响，提

高数据采集和分析的准确性。这些准确可靠的数据对于

评估公路质量、改进设计和制定交通政策都具有重要的

参考价值。

2��智能信息化在公路试验检测中的应用

2.1  实时数据采集与监测
（1）道路状况。通过智能传感器和摄像头等设备，

可以实时监测路面的平整度、摩擦系数、路面温度和湿

度等参数。这些参数的准确监测，可以帮助检测人员更

准确地了解路面的状况，及时发现路面缺陷和损坏。

例如，当路面出现裂缝或坑槽时，通过智能传感器可以

实时监测到这些缺陷的位置和大小，并及时进行修复，

确保道路的安全通行。（2）交通流量。通过智能传感
器和摄像头等设备，可以实时监测交通流量，包括车辆

数量、车速和车辆密度等参数。这些数据的准确监测，

可以帮助检测人员更准确地了解公路的交通状况，及时

发现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等问题。例如，当公路出现交

通拥堵时，通过智能传感器可以实时监测车辆数量和车

速，帮助交警及时调度交通，缓解交通拥堵。（3）车
辆速度。通过智能传感器和摄像头等设备，可以实时监

测车辆速度，包括车辆行驶速度和经过路面的振动等参

数。这些数据的准确监测，可以帮助检测人员更准确地

了解车辆行驶状况，及时发现超速行驶和路面不平整等

问题。例如，当公路出现超速行驶时，通过智能传感器

可以实时监测车辆速度和经过路面的振动，帮助交警及

时发现超速行驶的车辆，并进行处罚和教育。（4）可以
快速了解公路情况。通过智能传感器和摄像头等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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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实时获取公路的各种数据，包括路面的温度、湿

度、摩擦系数等参数，以及交通流量、车辆速度和车辆

密度等实时交通数据。这些数据的准确采集和监测，可

以帮助我们快速了解公路的实际情况，及时发现异常情

况和问题，从而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处理和解决。（5）
可以及时发现问题和异常情况。在公路试验检测中，及

时发现问题和异常情况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公路出现缺

陷或异常情况，不及时进行处理，可能会导致交通事故

或道路损坏等严重后果。而通过实时数据采集和监测，

可以及时发现异常情况，如路面裂缝、坑槽等，及时进

行修复和处理，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同时也减少了道

路维护的成本。

2.2  质量评估与性能测试
（1）公路表面的平整度和纵横坡度。通过激光扫描

仪和高精度测量仪器，可以获取公路表面的三维形状和

纹理信息，并计算出平整度和纵横坡度等参数。这些参

数的测量和分析，可以帮助检测人员发现公路表面的缺

陷和不平整，及时进行修复和改善，提高公路行车的舒

适性和安全性。（2）轮胎摩擦系数。轮胎摩擦系数的
大小直接影响到车辆的制动距离和行驶稳定性，对于公

路的安全性和通行效率具有重要影响。通过智能信息化

技术，可以测量轮胎摩擦系数，包括纵向和横向摩擦系

数。这些数据的测量和分析，可以帮助检测人员了解公

路的制动性能和行驶稳定性，为公路设计和改进提供重

要依据[2]。（3）评估和分析公路的承载能力。包括车辆
载荷、路面压力和弯沉等参数。通过智能传感器和监测

设备，可以测量这些参数，并根据国家标准和规范进行

评估和分析。例如，通过路面压力传感器可以测量车辆

行驶时路面受到的压力，通过弯沉仪可以测量公路路面

的弯沉值，从而评估公路的承载能力。（4）还可以应用
于公路材料的检测和评估。例如，通过电子显微镜和红

外光谱分析等技术，可以检测公路材料的化学成分和微

观结构，评估材料的性能和质量。这些技术的运用，可

以帮助检测人员更准确地评估公路材料的质量和性能，

确保公路建设的质量和稳定性。

2.3  数据分析与挖掘
（1）可以帮助理解公路性能和质量状况。通过收集

并分析试验数据，我们能够获得公路各项指标的实际数

值和变化趋势。例如，我们可以分析车辆行驶速度、轮

胎摩擦系数、道路表面平整度等数据，以评估公路的

性能和质量水平。这些数据的分析和挖掘可以揭示公路

的强项和薄弱环节，有助于制定改进策略和优化设计方

案。（2）能为公路养护和维护提供指导。通过分析历史

试验数据和维护记录，我们可以识别公路养护周期、关

键维护节点和优先处理区域。同时，利用数据分析技术

进行养护成本预测和资源配置优化，可以提高养护效率

和经济性。（3）还可以对试验数据进行挖掘，从中提
取有价值的信息。通过对试验数据的挖掘，可以发现隐

藏在数据中的规律和趋势，为公路设计、施工和维护提

供科学依据。例如，通过对交通流量的挖掘，可以得出

交通流量的规律和趋势，为公路设计和交通管理提供参

考。（4）建立模型和算法，对试验数据进行更深层次的
分析和挖掘。通过建立模型和算法，可以识别潜在的问

题和趋势，为公路设计、施工和维护提供更加科学和准

确的信息。例如，通过建立路面损坏预测模型，可以利

用以往的试验数据和路面状况信息，预测路面的损坏情

况和时间，为公路维护提供科学依据。

2.4  智能决策支持
（1）数据可视化。通过数据可视化，可以将试验检

测数据以图形化方式呈现，如折线图、柱状图、饼图

等，使得检测人员和决策者可以更直观地了解数据的变

化趋势和分布情况。例如，可以利用折线图来展示公路

质量随时间的变化趋势，利用柱状图来展示不同材料性

能的对比情况，利用饼图来展示交通事故的原因分布。

通过数据可视化，可以更好地把握试验检测数据的信

息，为决策提供支持。（2）趋势分析。通过趋势分析，
可以对试验检测数据的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和预测，从而

为决策提供依据。例如，可以利用回归分析等方法，对

公路质量的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和预测，从而及时发现潜

在问题并采取措施。通过趋势分析，可以更好地把握试

验检测数据的变化规律，为决策提供支持。（3）模拟仿
真。通过模拟仿真，可以利用计算机技术对公路试验检

测进行模拟和预测，从而为决策提供依据。例如，可以

利用仿真软件对公路设计进行模拟和预测，从而优化设

计方案，降低成本和风险。可以利用仿真软件对公路施

工进行模拟和预测，从而优化施工方法，提高施工质量

和安全性。通过模拟仿真，可以更好地把握试验检测数

据的未来趋势，为决策提供支持。同时，这些技术的应

用也可以提高公路试验检测的准确性和效率，为公路建

设和维护提供重要的支持和保障。

2.5  远程监控与管理
（1）远程监控可以实现实时数据获取。在公路试验

检测过程中，相关数据可以通过云平台进行传输和存

储。检测人员可以通过移动设备随时随地获取数据，了

解公路状况。例如，通过智能传感器和摄像头等设备获

取的路面状况数据、交通流量数据等都可以实时传输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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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平台，检测人员可以通过移动设备查看这些数据，及

时了解公路状况[3]。（2）远程管理可以实现远程操作和
控制。在公路试验检测过程中，检测人员可以通过移动

设备进行远程操作和控制。例如，可以通过移动设备控

制智能传感器和摄像头等设备的开关和调节，实现对公

路状况的远程监控和管理。这样可以减少人力资源的投

入，提高工作效率。（3）还可以实现故障预警和及时
处理。在公路试验检测过程中，如果出现异常情况，可

以通过云平台和移动设备进行故障预警和及时处理。例

如，当路面出现裂缝时，可以通过云平台和移动设备发

送预警信息，通知相关人员及时进行处理，避免事故的

发生。（4）在传统的公路试验检测中，需要大量现场人
员进行数据采集和处理。然而，通过智能信息化技术，

试验数据可以自动采集，并通过云平台进行传输和存

储。检测人员只需使用移动设备登录系统，即可随时获

取试验数据，并进行分析和报告生成。这样，可以减少

现场人员的需求，从而降低了人力资源的投入成本。同

时，也减少了人为因素对试验结果的影响，提高了数据

的准确性和可信度。

2.6  风险预警与安全管理
（1）可以实现对公路状况的实时监测。传统的公路

检测往往依赖人工巡视，容易遗漏或延迟问题的发现。

然而，利用智能传感器和监测设备，公路试验检测系统

可以对公路状况进行连续、准确的监测。例如，通过

车载传感器可以实时检测道路的平整度、摩擦系数等参

数；通过摄像头可以监控交通流量和事故情况。这样，

系统就能够及时捕捉到公路上出现的问题，为风险预警

和安全管理提供数据支持。（2）可以通过数据分析来识
别潜在的安全隐患和风险因素。通过收集和分析大量的

公路状况数据，系统可以发现一些隐藏的问题或趋势。

例如，通过分析道路表面的振动数据，可以识别出可能

存在的病害和凹陷；通过交通流量和事故数据的分析，

可以评估路段的交通安全性。这样，系统就能够及时发

现潜在的安全风险，并进行预警。

2.7  数据共享与合作研究
（1）可以通过实时监测公路状况，及时发现潜在的

安全隐患和风险因素。例如，通过智能传感器和摄像头

等设备，可以实时监测路面的平整度、摩擦系数、轮胎

磨损等情况，以及交通流量和车辆速度等参数。这些数

据的准确监测和分析，可以帮助系统及时发现潜在的安

全隐患和风险因素，如路面损坏、交通事故等，并及时

发出警报，提醒相关人员采取必要的措施进行修复和处

理[4]。（2）在公路试验检测过程中，可以利用智能传感
器和摄像头等设备进行安全监控和管理。例如，通过视

频监控可以实时监测公路交通状况，发现交通拥堵和交

通事故等异常情况，及时采取措施进行调度和处理。同

时，智能信息化系统还可以提供安全教育和管理等方面

的支持，如通过数据分析，对驾驶员的驾驶行为进行评

估和纠正，提高驾驶安全性和稳定性。（3）还可以进行
风险评估和预警。通过建立风险评估模型和算法，系统

可以对公路状况进行评估和预测，识别出高风险区域和

潜在的安全隐患。例如，可以利用风险管理模型，对公

路安全事故的历史数据进行分析和预测，发现潜在的安

全隐患和风险因素，并及时发出预警，提醒相关人员采

取必要的措施进行预防和处理。

结语：总之，智能信息化技术在公路试验检测中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未来，我们可以进一步探索智能信息

化技术在公路试验检测中的应用，为公路工程建设和质

量保障带来更加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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