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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的经济社会正在由原本的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各类高新技术的快速发展为社会

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无限可能。其中,先进技术与传统行业的融合发展成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途径。“交通-通信-能源”三网融合发展便是较为典型的代表,其中的现代通信技术和信息技术能够

有效赋能传统交通业,使其借助先进的技术优势拓展发展方向和服务功能,已经成为促进能源转型和建

设交通强国的必经之路。因此,下文首先分析“交通-通信-能源”三网融合的可行性和系统架构,并对

其中的关键技术进行探讨,以期通过关键技术的融合促进传统交通行业的绿色智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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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economy and society are transitioning from high-speed development to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various high-tech industries has created infinite possibilities for 

high-quality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mong them,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traditional industrie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way to achiev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three networks of transportation, communication, and energy 

is a typical representative. Moder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an effectively 

empower the traditional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enabling it to expand its development direction and service 

functions with advanced technological advantages. It has become a necessary path to promote energy 

transformation and build a strong transportation country. Therefore, the following text first analyzes the 

feasibility and system architecture of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ransportation communication energy" three 

networks, and explores the key technologies in i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green and intelligent development of 

the traditional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key techn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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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形势下,能源供应需求也随之增大,且

对交通和通信的服务需求也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其中交通与能

源的交集和联系主要体现在信息、能量和用户等层面,交通与通

信之间的联系也日渐紧密。在此种背景下,相关研究中提出了

“交通-通信-能源”三网融合发展的理念,认为三网融合发展有

助于推进经济和能源的可持续发展。现代能源利用背景下,急需

建立起能源利用网络,高效集成能源,并对能源进行合理分配与

利用,交通作为能源消耗中的关键组成,也需坚持低碳发展原则,

实现绿色转型目标。能源网和交通网的建设均离不开信息技术

的支持,为此,研究“交通-通信-能源”三网融合关键技术势在

必行。 

1 “交通-通信-能源”三网融合的可行性分析 

交通网、能源网和信息网均属于十分重要的惠民网络,三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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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发展有助于促进基础设施的融合建设,实现多技术和多学

科的交叉发展和技术创新。目前来看,我国在能源、交通和通信

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基本完成,三网服务效率均十分可观,

这也为三网融合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从技术创新层面来看,

产生了“能源+汽车”的电动汽车和电气轨道交通,实现了绿色

运输工具的创新发展。同时“能源+信息”的融合还生成了智能

电网技术,“交通+信息”生成了车联网和自动驾驶技术等,多种

技术的融合使得三网融合的条件和环境日渐成熟。当前,三网融

合技术在电动汽车充电服务中的应用取得了较好的应用成果,

通过市场调查发现,用户反响较好,将来可以进一步探索其在无

线充电技术中的应用,为用户带去更好的服务体验。特别是基础

设施的建设成果较好,且技术发展速度较快,这些因素均能为三

网融合创造良好的条件,综合多方面因素,三网融合的前景可观,

具备较好的可行性。 

2 “交通-通信-能源”三网融合的系统架构 

“交通-通信-能源”三网融合系统主要由物理层、感知层、

平台层和应用层共同组成,其中物理层主要包括系统运行中所

需的关键物理设备和多种用户终端,如通信基站、电缆线、交通

设施、发电机组和通信终端等；感知层则主要包括数据采集终

端、通信网络、计算资源和传感器,主要起到获取物理层关键运

行数据,对物理层运行状态进行全面监测的作用；平台层是由服

务于系统运行的关键平台组成,是将感知层获得的数据为主要

依据,通过对数据进行处理和计算后进行技术融合,形成功能各

异的系统平台,如交易监管平台、数据储存平台和调度平台等。

平台融合的过程中,通常是通过制定边界和协议的方式来保护

信息安全；应用层主要面向用户需求,可基于物理层、感知层和

平台层的信息和技术打造相关服务功能,为客户提供可靠的用

能服务和出行引导服务等,应用层的功能性往往决定着系统建

设的质量。 

3 “交通-通信-能源”三网融合系统架构中的关键

技术 

3.1物理层中应用的关键技术 

3.1.1三网联合优化技术 

我国目前已经基本建成交通网、能源网和信息网的基础设

施以及传输通道,并且形成较大体量的网络体系,呈现出结构复

杂和节点密集分布的特征。进行三网融合建设时,需要基于已有

的网络结构基础之上进行分布建设。为能建设出服务于三网融

合系统的物理层,需做好三网联合规划设计工作,具体而言,要

先对区域内已有的网络结构进行调研和分析,并且积极收集用

能、通信和出行的相关数据,以明确好各自的供需关系,通过对

已有数据的分析确定区域的三网融合扩建需求。结合当前的政

策文件对能源网、交通网和通信网的建设做好空间和阶段的划

分,有计划的实施三网基础设施建设方案,为三网融合系统的建

设打下坚实的基础。对于已经建成的网络可以采取复杂网络理

论对其结构特点进行分析,目的是找出已建网络中的薄弱环节

以及关键节点,并且根据既有网络与区域发展的供需关系来综

合规划三网融合物理层系统,期间需要重点考虑成本因素、建设

周期以及投资效益等。 

3.1.2三网连锁故障诊断技术 

为能保障三网融合系统的物理层始终处于 佳运行状态,

要着重关注设备终端的运行质量,对设备以及网络故障进行实

时监测,确保能够及时发现故障隐患,快速排除故障问题,尤其

是网络故障存在一定的传播风险,如不能及时管控和处理,很可

能造成在整个网络系统中传播的问题。因此,在建设物理层时,

还需积极引入科学可行的联锁故障诊断技术,目的是对故障问

题进行及时排查,并基于网络联锁故障的发展规律从源头上解

决和控制故障隐患。这主要是由于三网融合后的网络结构趋于

复杂化,致使在系统运行中的故障连锁反应和传播规律均发生

较大变化,传统的联锁故障诊断技术已经不再适用。为此,现阶

段需要重点围绕能源-交通-信息网络的融合状况研究出符合三

网融合发展的联锁故障诊断模型。主要方法为立足于传统能够

连锁故障分析方法,并将关键节点和参数控制方法融入其中,通

过量化分析的方式,明确故障发展时间,同时建模关键故障,提

取故障特征,实现对连锁故障问题的准确分析。此外,还可根据

复杂网络演化动力学、信息传播学和复杂网络理论等来揭示三

网融合背景下的联锁故障传播演化规律。同时,借助灾害蔓延动

力学模型还可实现对灾害影响的精准预测和分析,提高物理层

的故障响应能力。 

3.2感知层中应用的关键技术 

3.2.1新型传感器技术 

当前应用的传感器不仅功耗大、成本高,而且存在抗干扰能

力差的弊端,很难满足三网融合的数据采集要求。从某一层面来

讲,数据采集的水平直接关系到三网融合系统的感知能力,是决

定其能否高效运行的重要基础,因此,现阶段的工作要点为及时

更新传感器技术,保障对数据的高效采集与利用。为能实现对数

据信息的高效采集,保障数据采集的全面性、时效性和准确性,

需要基于三网融合系统中各类数据信息的特征量来研发新型传

感技术,并积极开发新的敏感材料,此后对新型传感器在不同工

况下的抗干扰能力进行测试,依据测试结果对传感器的封装工

艺进行调整,使其达到 佳的作用效果。这里要求传感器要同时

具备通信、测量和边缘计算等功能,同时对传感器的体积、能耗、

延时性和精度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应根据三网融合系统的信

息获取需求开发出小体积、轻量化、低延时、高精度的传感器,

使其能够满足三网融合的数据采集需要。 

3.2.2大数据分析技术 

能源网、交通网以及信息网在独立运行时便会产生海量的

数据信息,且每种网络结构均较为特殊和复杂,三网融合的形势

下所产生的信息数据量也更为庞大,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每种网

络用户均有上亿人,日常运行时产生的数据体量十分巨大。在当

前的时代背景下,数据信息的利用价值十分突出,如能实现对海

量信息的获取与分析,必定能够从中提取出大量有价值的数据

信息,不仅有助于对三网融合状态的评估,还能为网络调度和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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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控制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持,可以认为,基于大数据技术能够对

三网的高效融合与协同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因此,需要集成多

种先进的信息通信技术,如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和物联网

技术等对能源系统消费数据、交通运行数据进行汇总,并且生成

大数据集,确保能够为能源生产、交通出行引导等提供可靠的数

据支持。特别是在三网融合的过程中,对于各类数据的收集与分

析还可帮助相关人员了解行业发展潜力,挖掘潜在用户,指导行

业发展大方向。 

3.2.3新型通信技术 

在三网融合的形势下,所需服务的用户群也会随之增大,系

统运行过程中的数据量增大,且呈现出海量、异构的特点,为能

保障三网融合发展的效率,应及时了解感知设备状态,并确保各

类信息的及时交互和共享。鉴于此,需要打造一个兼容性较强、

信息传播速度快、信息安全可靠的通信服务系统。为能达成上

述目标,需开发出支持多种智能终端接入的通信网络,并且联合

5G移动通信和电力通信形成高效率的通信传输通道,同时加大

对本地通信芯片的研究力度,充分集成5G基站资源,强化通信效

率,为三网融合发展提供可靠的通信支持。 

3.3平台层中应用的关键技术 

能源网、信息网以及交通网均属于规模偏大的非线性网络

结构,在热与气的能源网络和交通网中表现出慢变特征,而信息

网和电网则表现为快变特征,三网结构上的差异导致三网融合

存在时间跨度大、多时间尺度交叉融合的现象,这无疑会为三网

融合的仿真带来更大的挑战,前期所采用的仿真技术已经难以

满足三网融合下的仿真验证需求。因此,考虑采用多时间尺度联

合仿真技术来支持三网融合发展,即利用网络流建模和分析的

手段进行三网融合系统的多时空耦合状态分析,同时联合动态

分析理论、稳态计算技术形成三网融合系统多空间尺度耦合模

型。因三网融合的过程中需要面临各个网络响应时间不同的难

题,需联合应用云计算技术和大数据分析技术等较为先进的信

息技术从中长期动态和局部暂态的角度上形成全局稳态多时间

尺度的仿真,确保在时间跨度较大的情况下,也能对三网融合过

程进行仿真验证,为三网融合系统的建设提供较为可靠的依据。 

3.4应用层中应用的关键技术 

鉴于用户层是直接服务客户的终端系统,需综合分析产业

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围绕用户需求这一核心,设计应用层的功

能。具体而言,可通过对用户行为的分析,明确用户需求,并打造

出用户与系统双向互动的应用层系统。现阶段的研究中绝大部

分均是针对单一网络以及耦合网络用户行为的研究,一般是利

用马尔科夫决策以及概率统计的方式来进行用户行为分析,并

且反馈用户群体特征,对于用户出行、通信以及用能需求等进行

分别分析后,通常是采取价格激励的方式来引导用户消费。还有

部分研究是从心理学的领域来研究用户行为,但实际上,对于用

户行为的分析很难真实的反馈现实需求状况,实际上有很大部

分用户存在不确定需求特征,这无疑会对系统运行带来不利影

响,具体影响还有待进行进一步验证。 

在现行的技术发展背景下,可以利用大数据技术和云计算

技术等对社会化行为进行多元分析。其中,对于能源网的分析中,

可以融入互联网思想,并从心理学、社会学等角度入手,建立起

对应的数据库,用于体现用户行为特征。利用相关的数据处理和

分析技术,能够深入挖掘用户群的交通出行和能源需求特征等,

通过合理分析和预测有助于彰显用户群体的普遍出行规律和时

空分布特点。应用层运行中,可以基于双向交互信息来进行数据

分析,在数据驱动的作用下科学预测用户行为,并做出正确的决

策。同时,还需在三网融合的过程中围绕气候、价格、环境和社

会动态等对行为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将其划分为不确定行为,

且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来确定用户在面临不同影响因素时的响

应特征,以此来揭示在不确定因素影响之下,对多元社会行为的

影响机理。 

4 结语 

“交通-通信-能源”的三网融合可以起到降低运营成本提

高土地资源和能源利用率等作用,同时,三网深度融合的形势下,

还能弥补在传统行业发展中存在的不足,形成多种新业态,有助

于革新行业发展方向,促进能源转型和推动交通强国战略的实

施。特别是在“碳中和”战略的指导下,三网融合发展可以加速

能源转型的进度,使得清洁能源成功代替不可再生能源,实现能

源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此外,可以使信息技术更好的服务于交通

和能源行业的发展,显著提升三网融合的决策效率,保障对信息

资源的高效共享与利用。因此,在今后的工作中仍需不断探索三

网融合的发展策略,以进一步提升三网融合发展的速度,促进三

网同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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