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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1.1研究背景

近年来,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飞速增加,根据交通部

的规划,到 2020年,中国将建成国家骨架公路网,全国高速

公路总里程预计将达到 70000公里。其中,我省高速公路建

设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从 1991年贵阳至黄果树汽车专用公

路建成通车,首次实现了我省高速公路零的突破之后,贵遵、

贵阳东北绕城、贵阳至新寨、贵毕、凯里至麻江、玉屏至铜

仁、关岭至兴仁等高速公路相继建成通车。至 2016年年底,

我省高速公路总里程达到 5800公里, 实现了县县通高速。

实现了黔中经济区核心城市与周边节点城市间 1小时互联

互通；2016年出台的《贵州省高速公路网规划(加密规划)》

明确,将在原 "678"网和《贵州省高速公路建设三年会战实

施方案》确定的 7768公路高速公路网基础上,提出“加密黔

中路网、完善省际出口、提升通道能力、强化市州服射、提高

过境效率、加强网络衔接”的新思路,由此将比原规划增加

建设 2328公里高速公路,全省高速公路网规划总里程将达

到 10096公里,其中,国家高速 4127公里,省级高速 3641公

里,地方高速 2328公里。但是,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近年来

高速公路安全事故也有大幅上升。据国家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统计 ,2016 全国公路上发生的交通事故共造成

83085人死亡, 其中仅高速公路上的交通事故就造成 6235

人死亡,比 2003年上升 18.3%,平均每万公里死亡 1823人,

远远高于二、三级公路的水平。在我省高速公路快速发展的

同时, 发生道路交通安全事故的次数和伤亡人数也逐年上

升。一方面,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带来了高等级公路数量的

增加,相应地造成了行车速度的不断提高、车流量增大；另

一方面, 机动车驾驶员总量的增加造成了驾驶员素质的良

莠不齐,加剧了交通事故的严重性,每万人死亡率开始上升。

随着交通安全事故发生频率的上升和事故破坏性的增加,

交通事故带来的经济损失也在逐年增加。由于高速公路上

的行车速度很快,车流量大,一旦发生事故,容易造成群死群

伤的特大恶性道路交通事故。

为了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保证道路畅通,提高道路的

使用率, 交通部要求各地相关部门加强高速公路机电工程

的建设,采用先进监控技术手段,减少并及时处理交通事故,

在保证高速公路畅通的同时, 为高速公路的养护及堵截漏

逃费行为提供辅助手段,使监控系统功能发挥实现最大化。

保障交通安全和道路顺畅已成为目前高速公路提高运营服

务质量的首要任务。因此,对高速公路全程监控系统进行研

究具有极其现实的意义。

1.2主要研究内容

研究内容主要包括：(1)高速公路全程监控设施配置原则

与方法研究；(2)高速公路交通事件检测技术研究；(3)高速公

路视频监视系统研究。

2高速公路全程监控设施配置原则与方法研究

2.1高速公路全程监控系统结构与功能

高速公路全程监控系统是通过现代化的检测和控制手

段相结合,调整道路交通流的状态以达到安全、舒适、快捷

的运输目的。全程监控系统是保证行车“安全”和道路“畅

通”,实现高速公路运行管理的重要手段。一般说来,高速公

路全程监控系统应具有以下基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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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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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立多种信息发布渠

道,为用户提供信息服务,通过驾驶员调整驾驶行为,达到交

通流动态平衡；(4)对交通事故能做出快速响应,迅速排除事

故根源和提供救援服务；(5)建立道路交通数据库,用以支持

道路运行状态状况评价, 为改善道路经营和交通管理的决

策提供数据分析。

实际的高速公路全程监控系统采用丰富多样的电子产

品完成交通信息和气象信息的采集交通控制以及交通疏导

功能。系统通过在高速公路沿线、立交、隧道、收费广场设置

CCD摄像机、车辆检测器、气象检测器、紧急电话等设备采

集道路交通信息,并把信息传输至监控站、监控分中心和监

控中心由运算单元进行处理, 控制系统根据处理结果决定

控制方案, 通过安装于道路中间分隔带或路旁的可变限速

标志及可变情报板等诱导设备为车辆行驶提供指导信息,

在必要时使用匝道控制限制进入高速公路的车辆数量或车

辆密度。在交通事件发生时,通过紧急救援系统为车辆提供

救援服务, 这些系统通过数据传送系统和计算机网络技术

连接成为有机的整体,完成高速公路的监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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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我国高速公路里程大幅度增加,高速公路安全事故也大幅度上升为了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保证道路畅通,

提高道路的使用率。本文对高速公路全程监控进行了研究,希望能起到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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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全程监控系统的功能要求和设备特点, 全程监控

系统可分为交通信息采集子系统、交通状态检测子系统、交

通控制子系统、交通诱导子系统和计算机网络子系统,其系

统构成如图 2-1所示。

图 2-1 高速公路监控系统构成示意图

2.1.1交通信息采集子系统

该系统的功能是获取交通信息原始数据, 通过车辆检

测器、检测线圈、通讯设备等形成的交通量采集子系统,获

得各段道路的交通量数据：通过在重要地段的摄像机和视

频传输设备获取该地段的视频实时数据；通过设在路边的

紧急电话获取紧急救援信号：通过气象信息采集系统采集

高速公路各个地段的能见度、温度、湿度、风向、风速、雨雪

等气象条件。在这些信息中,视频数据可在计算机或电视墙

上显示,并根据需要对视频数据进行抓拍记录,其他交通流

数据、气象信息数据和紧急救援信号数据一般通过电子地

图板或大屏幕投影的方式显示。

2.1.2交通状态检测子系统

根据采集到的交通信息原始数据, 计算机利用程序求

得各路段的交通状态参数, 并利用交通流理论分析该路段

的交通状态。在分析所获得交通流参量的基础上,判定该值

在通行能力、交通构成及气候条件所决定的高速公路交通

流基本特性曲线上处于哪一阶段, 即依据交通流模型判断

交通流状态。交通状态检测子系统包括：交通参数原始数据

的接收、交通参数的计算、气象条件数据处理。系统管理员

所关心的是交通系统的状况如何, 首先需要一个定性的描

述,然后才关心具体的数值分布的范围,因此,采用模糊算法

的控制系统, 通过隶属度函数计算当前值对各模糊集的隶

属度, 判断交通状态及交通气象信息条件隶属于哪一个模

糊子集(定性的状态值),以便模糊控制系统进行模糊推理。

2.1.3交通控制子系统

根据各路段的交通状态和气象条件, 选择或配置交通

控制方案。交通控制子系统包括：交通控制目标,交通控制

参数。控制参数以一定的控制形式作用于交通流。交通控制

方式可分为匝道控制、主线控制和通道控制三大类。在控制

算法上,有基于稳态交通模型和动态交通模型的推导方法、

基于模糊理论的算法、基于神经网络原理的算法等,这些算

法在实践和交流中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 为交通控制奠定

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2.1.4交通诱导子系统

状态检测子系统检测到交通事件, 交通控制系统由此

获得交通控制方案,计算出交通控制的参数,这些参数依靠

交通诱导子系统作用于交通流,为车辆提供诱导信息。交通

诱导子系统包括：可变限速诱导系统,依靠设置在道路两侧

或中间的可变限速标志,进行整条道路的车速优化,使车辆

以均匀的密度分布在高速公路上：可变情报板系统则提供

更为具体的诱导信息,向车辆提供准确的交通状态和警告、

指挥信息。

2.1.5计算机网络子系统

计算机网络子系统将其他各个子系统通过计算机网络

连接为一个整体,使之真正成为一个功能强大的有机系统。

计算机网络系统包括：计算机设备、网络连接设备、计算机

操作系统、数据库系统、计算机网络管理、监控系统应用程

序。

2.2高速公路全程监控设施配置原则

目前在我国, 与高速公路全程监控设施配置相关的标

准有《高速公路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设计通用规范》(JTG

D80-2006)、《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2003)、《高速公

路监控设施通信规程》(JT/T606-2004)、《高速公路监控系统

地图板装置》(JT/T601-2004)、《高速公路有线紧急电话系统

技术要求》(GB/T19516-2004)、《高速公路隧道监控系统模

式》(GB/T18567-2001)。按照《公路工程技术标准》和《高速

公路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设计通用规范》,监控设施属于管

理设施范畴,分为 A2和 A1两类,如表 2-1所示。A2类适用

于四、六车道高速公路的其他路段。A1类适用于：八车道高

速公路；四、六车道高速公路的特长隧道、特大桥、服务水平

低于二级的路段。在实际设计过程中,可根据不同类别的要

求对高速公路全程监控系统中的设施进行配置。

表 2-1监控系统分类

2.2.1 A2类系统配置

2.2.1.1 A22系统配置

(1)信息采集

①信息采集主要以交通巡逻车、服务信息等设施为主。

②在互通式立体交叉等重点区段, 宜设置少量车辆检

测器、摄像机等设施。

③设置气象检测器。

(2)信息处理与决策

①监控中心、分中心宜配置监控计算机、闭路电视、服

务信息等控制设施,并可设置图像显示设施。

②监控软件能辅助人工进行交通异常分析判断。

③备有应急处理预案。

(3)信息发布与控制

①可在重点路段设置小型可变信息标志、可变限速标

志等设施。

A2 A1 分

类 A22系统配置 A21系统配置 A12系统配置 A11系统配置 

适 

用 

范 

围 

四、六车道高速

公路服务水平

一、二级的路段 

四、六车道高速公路

服务水平达到二级下

限的路段 

八车道高速公路服

务水平一、二级的路

段。 

四、六车道高速公路

特大桥、特长隧道等

特殊区段 

八车道高速公路服

务水平达到二级下

限的路段。 

六车道高速公路服

务水平低于二级的

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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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应向用路者提供重点路段服务信息和发布相关的警

告、禁令告示。

③应向交通广播电台、交通信息网站等及时提供交通

服务信息以向用路者发布。

2.2.1.2 A21系统配置

(1)信息采集

①信息采集宜采用检测器、闭路电视、服务信息和紧急

报警设施等。

②在互通式立体交叉、长大桥、中长隧道等重点区段,

应设置车辆检测器、摄像机等设施；交通量大的路段可连续

设置摄像机等设施,以进行重点监视。

③设置气象检测器。

④宜设置交通信息网站、紧急报警设施。

(2)信息处理与决策

①监控中心、监控分中心应设置监控计算机、闭路电

视、服务信息和紧急报警等控制设施,并宜设置图像显示设

施。

②监控软件能配合人工进行交通异常分析判断, 监视

偶发性交通拥挤或交通事件,实行交通诱导或主线控制。

③备有多种应急处理预案。

(3)信息发布与控制

①在全线需要控制的路段应设置小型或大型可变信息

标志、可变限速标志等设施。

②应向用路者提供全线基本服务信息和发布必要的控

制指令。

③应向交通广播电台、交通信息网站等及时提供交通

服务信息以向用路者发布。

2.2.2 A1类系统配置

2.2.2.1 A12系统配置

(1)信息采集

①信息采集应以检测器、闭路电视、服务信息和紧急报

警设施等为主。

②在互通式立体交叉、特大桥、特长隧道等重点区段,

应设置一定数量车辆检测器,连续设置摄像机等设施；交通

量大的路段宜连续设置摄像机等设施,以进行重点监控。

③设置气象检测器。

④应设置交通信息网站、紧急报警设施。

(2)信息处理与决策

①监控中心、监控分中心应设置监控计算机、闭路电

视、服务信息和紧急报警等控制设施,并应设置图像显示设

施。

②监控软件能与人工干预相结合进行交通异常分析判

断, 对偶发性交通拥挤或交通事件实行交通诱导或主线控

制；可对重要路段实施匝道控制。

③备有齐全的应急处理预案。

(3)信息发布与控制

①重点路段应布设较完善的可变信息标志、可变限速

标志等设施。

②常发性交通拥挤等路段应连续设置车道控制标志。

③应向用路者提供重点路段较完善的服务信息和发布

控制指令。

④应向交通广播电台、交通信息网站等实时提供交通

服务信息以向用路者发布。

2.2.2.2 A11系统配置

(1)信息采集

①信息采集应由检测器、闭路电视、服务信息和紧急报

警设施等构成完善的系统。

②全路段应连续设置车辆检测器、摄像机等设施,实行

全路段监控。

③设置气象检测器。

④应设置交通信息网站和完善的紧急报警设施。

(2)信息处理与决策

①监控中心、监控分中心应设置监控计算机、闭路电

视、服务信息和紧急报警等控制设施,并应设置图像显示设

施。

②监控软件应具备应对多种交通条件的交通异常自动

判断功能, 能针对常发性和偶发性交通拥挤实行主线控制,

必要时可实行通道控制或匝道控制。

③备有反应迅速、完善的应急处理预案。

(3)信息发布与控制

①应布设满足及时诱导或疏导常发性交通拥挤所必需

的可变信息标志、可变限速标志等设施。

②交通量大的等路段应连续设置车道控制标志。

③应向用路者提供全线和路网的服务信息, 并发布相

应控制指令。

④应向交通广播电台、交通信息网站等实时提供交通

服务信息以向用路者发布。

2.3高速公路全程监控设施配置方法研究

2.3.1信息采集系统

在高速公路全程监控系统中监控机构用来获取信息的

一切手段都属于信息采集系统的范畴。信息采集系统按采

集的信息性质可分为数据采集系统和闭路电视监控系统,

数据采集系统是信息决策系统进行数据实时分析和处理的

基础,主要由车辆检测系统、气象检测系统和环境检测系统

组成；闭路电视监控系统是信息决策系统进行决策的重要

依据。

2.3.1.1信息采集系统功能

(1)数据采集

定时采集交通流参数、气象参数与路面环境参数,并检

测结构单元断路和短路的损坏情况, 同时对检测到的数据

进行存储、统计和预处理,并具有与便携计算机进行通信的

接口,以便于现场故障定位和检测。

(2)数据复原

操作面板或计算机对硬件部分进行重新设置时, 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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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数据应保持不变；如果数据库数据损坏,将自动通知系统

计算机并且要求下载数据；如果由于一些原因致使处理器

停止工作,监视计数器将重新启动处理器。

(3)本地操作与维护

操作面板要求提供一个本地操作通信接口, 以便连接

便携机进行维护和测试, 本地操作包括模拟数据接收和显

示、提取数据库维护数据、硬件测试与监视、通信线路的测

试和指令响应测试等。

(4)控制功能

控制功能主要包括系统同步时钟设置、检测器配置及

参数(如车辆长度、线圈宽度、线圈间隔)设定、数据采样时间

及灵敏度设置等, 同时系统应能够适于外场不间断地连续

工作,每周 7天、每天 24h全天候工作。

2.3.2信息处理与决策系统

高速公路信息处理与决策系统是高速公路交通管理的

核心, 通过信息采集系统将高速公路上的各种信息收集起

来,经信息处理与决策系统进行分析处理,根据实际情况形

成适当的控制方案, 最后通过信息发布与控制系统传达给

道路使用者,以实现高速公路高速、舒适、安全和通畅的效

果。同时,也使各道路管理部门对其所辖的区域内的道路交

通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从而增强对道路交通运行的控制能

力。

2.3.2.1信息处理与决策系统需求与功能分析

(1)信息处理与决策系统需求分析

①信息采集功能

根据信息处理与决策系统的不同职能要求, 计算机系

统通过通信系统收集来自外场设备的信息。计算机接收的

主要信息如下：

交通流参数：交通量、速度、占有率和车行方向；气象参

数：大气温度、湿度、风速、风向、雨、雪等路面状况等；可变

限速标志和可变情报板显示的反馈信息；收费系统和远程

监控的图像信息；紧急电话呼叫信息：呼叫时间、地点和次

数；各种设备工作状态的反馈信息；操作员输出的事件、事

故信息。

对道路上发生的第一事件的详细情况,如时间、地点、

伤亡人员状况、持续时间等信息均需要记录在案,及时地将

每一类事件所采取的措施、处理方法、当班值班员的号码也

一并输入计算机。

②数据处理功能

监控分中心计算机系统对收集到的信息进行如下处

理：

处理车辆检测器所采集的各种信息, 以判断交通状况

并通过人机界面告警；处理气象检测器和环境检测器提供

的各种信息,判断天气状况和路面情况,并通过人机界面告

警；记录、统计和分析历时数据,对控制方案做出可信服的

评估,并提供监控方案改进的依据。

③交通控制功能

在道路交通正常情况下, 监控分中心计算机系统综合

分析交通、气象和环境指标后,通过可变情报板和可变限速

标志对交通进行控制。

在紧急情况下(如事故、火灾),中心计算机根据数据处

理结果,进行告警并显示相应的控制方案,操作员根据巡逻

车、紧急电话等确认或修正,再下发控制指令,包括通知消

防,救援等部门进行异常情况处理。

④信息显示功能

监控计算机显示器是信息查询、故障告警、远程控制的

基本人机界面,交互式平台以图形、菜单、选择按钮等为主

要模式。

监控分中心地图板显示系统可直观、动态地显示道路

全线的交通运行状态和监控系统主要设备的工作状况。

彩色图形计算机显示器能够对显示图形作无级缩放,

可开列各种分析图表、报告等。有关道路信息传至地图板子

系统并控制刷新其显示内容.

⑤报文处理功能

a.统计、查询及报表

可显示和打印各种报表, 以便在需要时复制每日的数

据或调出历史数据进行各项分析处理工作。报表包括：

i)交通报表(15min,lh、日、周、月、季度、年的交通量、平

均车速和占有率)；

ii)环境指标报表(各种气象变化曲线表)；

iii)各种事件、事故报表(紧急电话报警、巡逻车报警)；

iv)发布命令报表；

v)设备工作状态报表；

vi)可任意查询一年内系统运行的详细数据：包括任一

时刻的交通、环境参数、设备状况、事件事故输入、命令发布

记录,并以报表形式打印出来。

b.数据归档存储

监控分中心计算机软件能完成系统每日的数据备份及

重要文件的存档、并带有时间记录,以便在需要时列出历史

数据进行各项分析处理工作。

⑥系统自诊断功能

监控系统可对系统中关键设备(包括监控分中心、外场

信号采集和信息提供子系统硬件的关键部分) 进行循环检

测,以判断系统设备的运行状况。发生故障时,可及时准确报

告故障点的位置和类型,提示管理人员尽快采取措施。此外,

监控系统软件同样具有自诊断和系统自恢复功能, 具有全

天候连续工作的能力。

(2)信息处理与决策系统功能分析

信息处理与决策系统应根据各省(市、自治区)高速公路

管理与养护体制与机构总体设计方案确定, 一般由监控总

中心、监控中心和监控分中心构成。

①监控分中心

监控分中心的主要功能如下：

a.通过通信系统汇集、显示外场监控设施传送来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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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数据、音频和视频；

b.将上述数据、声音和图像等信息上传监控中心；

c.根据各类信息判断交通现况,预测发展趋势,制定控

制方案；

d.对各外场设施进行控制；

e.数据统计、查询、存储、备份,图像存储、制作,打印各

类报表；

f.对控制方案做出可信服的评价提供方案改进的依据；

执行监控中心下达的指令。

监控分中心所辖范围以 50km为宜,设在所辖范围的中

间为宜,以使各种外设布置合理。

②监控中心

监控中心主要负责一条或一个建设单位的高速公路的

管理工作,其主要功能如下：

a.执行监控总中心下达的指令,收回或返还监控分中心

对外场设备的控制权；

b.通过通信系统汇集并显示监控分中心传送来的各种

数据并上传监控总中心；

c.监视各监控分中心的工作状态和系统运行状态,并对

各分中心进行协调控制；

d.根据各监控分中心提供的各类信息制定控制方案；

e.协调交通事件处理与控制,宏观优化车辆运行路线与

车速；

f.完成工作数据的备份、统计,制作、打印各类报表,为宏

观决策服务；

定期对控制方案做评价,并提出改进方案。

高速公路监控中心宜以行政区划为界, 不宜跨区域管

理,一般建在靠近地区中心城镇处,以方便管理人员的生活。

③监控总中心

监控总中心是全省(市、自治区)高速公路网的交通管理

核心,负责高速公路网的高效运行,加强对交通安全、畅通运

行的反应能力,其主要功能如下：

a.通过通信系统汇集并显示各监控中心传送来的各种

数据,经计算机系统进行处理,形成动态交通信息,通过广域

信息网或交通广播向社会发布, 保证行车快速、安全和舒

适；

b.切换全控制区域的高速公路的视频监视图像；

c. 结合路网实际运行状态, 发挥高速公路整体网络效

应,给用户提供最佳行驶路线；

d.向监控中心下达调度指挥命令,对各监控中心进行协

调控制；

e.根据各监控中心提供的各类信息制定总体控制方案；

f.完成工作数据的备份、统计,制作、打印各类报表,为宏

观决策服务；定期对控制方案做评价,并提出改进方案。

高速公路监控总中心应设在高速公路管理局内以充分

发挥其指挥核心作用

2.3.2.2信息处理与决策系统网络及配置

(1)信息处理与决策系统网络

信息处理与决策系统由三级计算机网络组成, 即监控

总中心、监控中心和监控分中心计算机局域网。每一级监控

系统计算机局域网都由监控服务器、多媒体工作站、路由

器、以太网交换机和打印机等设备组成。

①监控总中心网络

监控总中心有监控服务器、备份服务器(含磁带库)、多

媒体计算机等。

监控总中心服务器负责对高速公路监控系统外场设备

采集的历史数据和实时数据进行存储, 对于重要的数据用

磁带机备份,运行地理信息服务软件,同时负责接收从监控

中心上传的数据。

多媒体计算机通过地理服务软件调用数据库的信息,

生成图形地理数据,并在多媒体计算机上显示。

②监控中心网络

监控中心的计算机系统包括服务器、多媒体计算机、信

息发布控制计算机等设备。计算机系统中的串行通信接口

皆采用 RS-232C标准,如图 2-3所示。

图 2-3 监控总中心计算机系统

监控中心服务器上安装通信软件, 负责接收监控分中

心和监控总中心传来的数据信息,并存储相关的异常信息、

故障记录、人工干预控制方案和交通事件等信息,其上有地

理信息数据库,运行地理服务软件。

多媒体计算机通过服务软件调用地理信息数据库的信

息,并生成可视化地理数据,还装有监控管理软件,通过该软

件可以控制管理所辖范围的道路交通状况, 对外场监控设

备进行工作状态监视和控制同时还具有查询、统计、打印所

辖各分中心的交通数据的功能。

信息发布控制计算机与视频矩阵控制器连接, 对外场

摄像机进行控制, 还可以根据需要将监视图像调到计算机

内,实现对交通图像的重点监视、处理和存储功能。

闭路电视控制计算机与多媒体计算机配置同监控总中

心相同。

2.3.2.3信息处理与决策系统软件

(1)软件构成及其基本要求

①软件构成

信息处理与决策系统软件包括系统管理软件、通信软

件、交通监视与控制软件、图形处理软件和系统支撑软件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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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系统管理软件包括用户管理、系统监视和报表查询

软件等；

③通信软件包括外场设备监测与控制软件、紧急电话

控制接口软件、收费系统接口软件；

④交通监视与控制软件包括事件信息统计分析、事故

处理、控制模式的管理和实时控制软件；

⑤彩色图形计算机软件包括事故显示管理和地图数据

库工具软件；

⑥系统支撑软件包括操作系统、数据库管理系统、网管

系统和图形支撑软件。

(2)系统软件

①系统管理软件

a.数据采集

通信计算机对外场设备的数据进行采集, 通信寻呼周

期为 30-60s可调,接口为 RS~232C,速率 300-9600bit/s。

b.数据输入

数据输入是指操作员可将事件通过键盘输入图形计算

机中,内容主要包括重大灾害性事件（如火灾、塌方、人员伤

亡)、交通事故与阻塞、气象环境等。

c.数据处理

数据处理包括执行交通气象检测器原始数据处理,以

判断交通拥挤、阻塞或事故和天气状况,必要时通过人机界

面予以报警。

d.数据存储

数据存贮即将据档案存于系统主机(服务器)数据库中,

完成每日的系统数据备份及重要文件的存档, 以便日后分

析(例如交通量分析、事故火灾分析等)。

e.统计、报表生成

任意查询和打印一年内系统运行的交通、环境等详细

数据,并以报表形式打印出来。为了管理上的需要,统计报表

的时间间隔可调,最小间隔为 lmin。

②系统监测软件

a.外场设备监测

外场设备检测软件能监测外场设备状态, 接受其工作

状态确认信息。在监控系统主控程序工作过程中,发现外场

设备故障或非正常运行时, 设备监测程序就通过人机界面

向操作员发出报警信息。

b.监控中心监测

监测软件不间断地监测外场设备控制器及监控分中心

设备。当发现外场设备控制器及监控分中心设备非正常运

行时, 设备监测程序就通过用户接口向操作员发出警告信

息。

③交通控制软件

a.实时控制

交通控制执行程序应能接受沿线外场监控设备所采集

的有关数据进行计算、处理、记录并迅速准确地自动形成合

理控制方案,并通过信息提供外场设备予以发布。

b.信息编辑

建立图文数据库,存储一定数量的图文信息,并可进行

处理,为信息决策提供依据。

c.设备监视

接收可变信息显示系统反馈的工作状态信号, 发现异

常状态进行报警,并进行命令记录。

2.3.3信息发布与控制系统

信息处理与决策系统向道路使用者、交通管理部门、事

故救援机构等提供交通信息、诱导控制指令的一切手段都

属于信息提供系统的范畴,主要由可变情报板、可变限速标

志和大型地图板等组成。

设置可变情报板的目的是为了向高速公路上的司机提

供有关高速公路的各种异常信息；设置可变限速标志的目

的是根据高速公路实际情况向司机提供行车速度, 减少追

尾碰撞、平滑交通流, 以保证高速公路上交通的正常与安

全；设置大型地图板的目的在于实时显示监控外场终端设

备检测到的信息, 是交通控制与管理决策的重要基础和依

据。

2.3.3.1信息发布与控制系统结构原理

(1)可变情报板结构原理

可变情报板是用来实时发布气象变化、道路交通或其

他警示信息的可擦写、可变换显示形式的大型超亮度 LED

点阵显示屏,通常被安装于横跨高速公路的龙门架上,以方

便过往车辆的驾驶员观察预知前方交通情况 (如事故、施

工、堵塞或行车缓慢)和天气情况(如多雾、雷电、暴雨、能见

度),从而能够采取相应策略以保安全。

(2)可变限速标志结构原理

可变限速标志是用来发布路段准许行驶的最高速度信

息。它与固定限速标志的不同在于限速值是根据道路实时

交通或天气变化而随时设定,由计算机控制,超亮发光二极

管阵列显示,通常立于高速公路的中央分割带、路肩外侧或

桥梁引桥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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