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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公路监控系统存在的普遍问题,提出了一种满足当前公路运营管理需求的智能系统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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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的公路建设实现了跨越式发

展,其配备的公路监控,充电和通信技术也得到了迅速发展,

特别是公路监控系统发展得更快。在一些具有重大交通危险

的区域,道路监控系统能够及时有效地向指挥管理部门提供

准确的监控信息,有效减少事故的发生,快速采取相应的救

援措施,确保运行平稳。 安全对于公路状况的监测具有重要

意义。 

1 目前我国高速公路监控系统存在的一些问题 

近年来,随着网络带宽,计算机处理能力和存储容量的快

速增长,以及各种实用视频信息处理技术的出现,视频监控技

术也从早期的模拟 CCTV 监控系统演变为数字-模拟视频监控

系统和数字视频监控系统已逐步发展。但是,高速公路监控系

统仍存在许多缺陷。 

1.1 软硬,缺乏信息整合。目前,中国大部分高速公路都配

备了视频监控,信息发布,道路和交通数据采集设备,但忽略

了软件的重要性。收集的基本数据无法有效分析和处理,导致

现有数据和信息失败。它应该具有的效果。 

1.2 监测强度大,控制强度小,联动处理能力差。发现问题

不是监测系统的主要目的。它是及时解决问题的核心。因此,

公路监控系统必须与道路管理,消防,医疗,交警等部门密切

配合,及时应对高速公路引发的各种突发事件。 

2 高速公路监控系统的功能需求 

高速公路监控系统应能够满足如下需求： 

2.1 准确及时采集交通流、交通环境和主要交通设施状态

的各种数据和信息。 

2.2 对高速公路实现全程、实时、不间断的监控。 

2.3 根据已掌握的信息,迅速做出有针对性的处理和优化

控制方案,并立即执行。 

2.4 建立多种信息发布渠道,为用户提供信息服务,通过

驾驶员调整行使行为,达到交通流动态平衡。 

2.5 专项监控：如探测和确认交通事件,隧道火情监控,

冬季路面状态检测等。 

2.6 对交通事故能做出快速反应,迅速排除事故根源,提

供救援服务。 

2.7 建立道路交通数据库,用以支持道路运行状况评价,

为改善道路经营和交通管理的决策提供数据分析。 

3 高速公路监控系统智能化设计方案  

高速公路智能化监控系统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信息采集

系统、中央控制系统和联动处理系统。 

3.1 信息采集系统。信息采集系统主要是利用外场设备对 

 

压缩空气先进入两个缓冲储气罐稳压和初步除水后,再按照

压缩空气功用的不同分别进入仪用、输灰用压缩空气净化处

理装置,经分别净化后达到各自用气品质后进入各自的储气

罐。检修及杂用压缩空气直接取自空压机出口缓冲储气罐。 

2.3 除渣系统设计 

锅炉底渣经排渣闸口排出,直接进入位于炉底的 2 台变

滚筒式冷渣器,滚筒式冷渣器单台出力为 2t/h,经过换热后

的渣冷却下来,由电动给料机均匀的给料到输渣混合器中,

输渣混合器中的渣由罗茨风机产生的输送风进行升压,每台

炉2台电动给料机后的输渣管道合并成1根输渣管道后直接

输送至厂内的灰库。 

3 建议 

与常规的燃煤锅炉相比,燃烧水煤浆的循环硫化床锅炉

的除灰系统的设置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如果水煤浆的雾化

由压缩空气系统提供,需增加空压机的出力设置；水煤浆锅

炉产生的渣量比较小,通过调研,有的电厂甚至没有设排渣

系统,如特利尔锅炉厂设计的水煤浆流化床锅炉就可以取消

排渣装置,但有的锅炉厂是必须设置排渣装置,如太原锅炉厂

设置的水煤浆流化床锅炉就设置2个排渣口,要求排渣。因锅

炉正常运行时排渣量比较少,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可以把少量

的渣直接排至灰库中储存。根据水煤浆工程设计规范中相关

规定：炉前供浆系统应靠近锅炉房或气化装置布置。条件允

许时宜布置在锅炉房内。但一般情况下输浆泵房是靠近锅炉

房进行的布置,故可以省去设置炉前供浆系统,经过调研,许

多水煤浆发电工程也是未设置炉前供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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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基础信息进行采集,或接收高速公路的其他管理系统传

输过来的相关数据。所需采集的信息主要有：交通量、车速、

车流密度、车间距、突发事件、道路气象等。外场信息采集

设备主要包括摄像机、车辆检测器、气象站、路面传感器等。

信息采集系统要求： 

3.1.1 准确及时采集交通流、交通环境和主要交通设施的

各种状态信息。 

3.1.2 对高速公路实现全程、实时、不间断的监控。 

3.1.3 能够进行专项监控。如探测和确认交通事件,路面

使用状态检测等。 

3.1.4 系统具有自我诊断功能。 

3.2 中央控制系统。通过现场传感器采集的信息是离散的,

只能代表高速公路某个断面或某个很小的区域内的状态,必

须采用统计、滤波、因果等分析方法对数据进行归纳与处理,

求解交通流与事件、车流速度与事件、车型与事件等各类回

归方程,建立交通事件检测、交通自动控制等算法模型,同时

与高速公路的其他管理系统如收费管理系统、路政管理系统、

养护管理系统、运营管理系统、办公自动化系统等有机结合,

实现高速公路信息分析、处理、发布、存储等的综合统一,从

而实现高速公路监控及交通组织的自动化,提高管理的效率

及水平。中央控制系统是介于信息采集系统和联动处理系统

之间的中间环节,它的主要功能是： 

3.2.1 信息的接收、确认、存储、分析、判断和预测。 

3.2.2 根据分析处理的结果,决定控制方案,经管理人员

审核后,发出相应的控制命令,指挥事件处理。 

3.2.3 设备运行状态的监测。 

3.2.4 其它系统的融合。如对收费系统、紧急电话系统等

数据的接收处理。 

3.2.5 人工/智能模式切换。一旦系统发生故障,导致监控

中心无法对外场设备进行控制时,系统应该自动进入人工模

式工作。 

3.3 联动处理系统。监控只是发现问题的第一步,如何快

速处理才是真正保障高速公路畅通的关键。因此,联动处理系

统应整合各类监控管理措施,并将相关管理单位和人员也纳

入到整个系统中。将多头管理、分散管理进行整合,达到集成

管理的要求,以提高事件处理的快速反应能力。联动处理系统

包括：信息发布子系统、交通诱导与控制子系统和事件处理

子系统。 

3.3.1 信息发布子系统。信息发布子系统主要是将道路信

息通过不同方式及时、有效地传递给道路使用者。信息内容

主要包括：前方路段交通阻塞情况、事故告警、气象情况、

道路施工情况等。信息发布方式主要有：路旁无线电广播,巡

逻车宣传,信息发布专用网站,服务电话,交通信息台(广播电

台和电视专题节目),车载导航终端或车载电话,公共场所(如

收费站、服务区等)的交通信息显示板,车载移动式信息显示

板,定制用户短信服务或传呼服务。 

3.3.2 交通诱导与控制子系统。交通诱导与控制子系统主

要是根据道路实时情况对交通流进行相应的调节,针对道路

突发事件采取相应的控制策略,以保证调整公路高效运营。可

通过可变警告标志、可变限速标志、车道控制标志、匝道控

制等设备,并辅以信息发布系统向道路使用者提供建议或控

制指令,如最佳行驶路线、车速限制、车辆分流等。在发生交

通事故、车辆抛锚、道路设施损坏、恶劣天气等情况时,向消

防、急救、服务区、养护等部门及时提供信息或发布指令。

针对不同情况,采取相应的应急预案,对匝道、主线及通道进

行控制,在最短的时间内使高速公路恢复正常运行。 

3.3.3 事件处理子系统。事件处理子系统主要是利用信息

化管理系统和监控系统,对事件处理过程实现全程跟踪,完成

事件的记录、上报和信息发布。 

4 结束语 

公路智能监控系统是确保高速公路交通安全和道路畅通

的重要条件。只有做好道路智能监控系统才能大大提升服务

质量和整体运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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