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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项目概述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提出的“建设交通强国”、

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情、着眼全局、

面向未来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

系的先行领域，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

要支撑，是新时代做好交通工作的总抓手。

    刚要提出“构建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

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其中“交通安全”被列为

首要目标。

    本产品针对无交通信号灯控制的路口，采用

77GHz雷达、视频分析等多模感知技术、去中心化的

终端自组网技术等，通过风险定量模型算法，预测交

通参与者通过的安全风险，实现普通干线公路平交路口、车流交汇处安全风险警示、及交通安全诱导

等安全管控的可视化、智慧化，有效提升道路安全管控智慧化、自动化能力和道路安全应急处置水平。

同时，在有条件的情况下，通过4G/5G网络，将车流、车速等信息上传到数据中心，为交通规划、预测

分析提供数据支撑。



    国省道作为我国公路网的主干组成部分，承载全国

交通运输的要运力。但这类道路存在较多的无交通信号

灯控制的路口，随着道路条件的日益提升、机动车保有

量的飞速增长，该场合下的道路交通安全问题日渐突出：

Ø存在问题

01
主路车速较快，无安全隔离设施，
支路行人、非机动车突然进入主路，
造成路口安全事故频发。

02
部分路段两侧村庄，进出岔路多，

路侧绿植茂盛，容易遮挡司机视线。

03
只设置了单一的静态安全警示标志，

在道路照明条件有限的情况下，无

法有效发挥警示作用。

04
路侧基础设备匮乏，无法实现安

全诱导、及交通安全管控。



Ø系统组成--前端单元

① 对多元数据采集和分析

② 设备的自主信息交互

③ 潜在的通行风险进行预判

④ 通过图文、语音、声光等多种形式进行安

全警示

⑤ 对前端单元中各种机电设备的运行状态进

行监测，并实时上报中心平台

⑥ 通过4G/5G传输网络，将前端多元数据

（车流量、车速、车型、气象、运行状态

等）信息上传至中心

⑦ 各类采集数据可在前端进行循环覆盖存储

Ø功能设计

① 无线通信模块（支撑5G通信模块，最

大限度保障数据实时性）

② 77GHz雷达、监控探头等多模感知模

块，精准感知人、车、道路（环境）

③ 无线网桥，实现前端单元的自主组网

④ LED显示单元、语音播报单元、警示

灯等，显示交通安全图文、语音警示

⑤ 智能运维模块对前端单元设备运行状

态进行监测

Ø系统组成



Ø系统组成--前端单元

① 去中心化：前端单元中设备可实现实时自

主通信，无需中心平台参与。在主干网络

故障状态下，仍能保证前端单元的正常运

行

② 精准度高：采用77GHz雷达，具备更高的

距离分辨率、速度分辨率和精度。对车辆

和行人的速度、到达距离监测更为精确

③ 可靠性高：系统自带智能运维功能，可自

动监测机电设备运行状态，对于电子设备

常见的“死机”故障可进行自动复位修复。

Ø系统特点与优势

    考虑到实地环境和功能需求，产品设计

两种版式，可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定制组合。

Ø产品形态

立柱式 挂杆式



Ø系统组成--中心平台

ü 存储安全设计

    采用轻量级网络存储系统，实现数据的双备存储

ü 专题数据库

    针对多元、异构数据构建专题数据库，为非结构化数据建立关键信息索引，保存到相应的主题关

系型数据库管理系统

ü 外部接口

    平台保留对外部系统提供数据服务的功能，根据业主方业务的扩展，对数据进行分析、汇总、加

工，使各专题数据能最大限度发挥作用。

ü 业务功能

    针对现有业务，平台提供“道路安全警示系统”业务系统，主要功能包括：系统管理（管理组织

机构、用户、角色等），电子地图（在电子地图上对前端设备进行定位、显示其不同运行状态、进行

远程控制等），设备管理（终端设备及各类前端机电设备进行管理），运行状态、故障查询统计，故

障告警等

Ø功能设计



Ø系统原理
1. 交通参与者检测采用雷达探测、视频等多种检测方式。

2. 选用嵌入式主机作为处理单元接收外部输入，控制显示、语音模块。

3. 选用智能运维模块用于设备工作、环境状态采集

4. 选用网桥实现两点间通信。

5. 选用4G/5G全网通双网口路由器。

6. 通过无线网络，向云端实时上传道路、设备状况等信息。



Ø系统原理

A区雷达感应来车，向B区行人预警左侧来车 B区雷达感应行人，A区域向机动车预警行人即

将通行



Ø应用场景--非灯控路口

ü 设备部署：
A.主干道感知区：

    位于交汇口危险区500米的

来车方向，感知机动车辆，设置

1套管控桩A

B.交汇口感知区：

    位于交汇口危险区路口处，

感知行人与非机动车辆，设置一

套管控桩B

ü 预警方案：
    双向实时预警



Ø应用场景--高速汇车

设备部署：
    设备两端部署，设置两套管控桩，一套

位于车辆汇入匝道，另一套位于主线道路，

可以实现双向感知、双向预警。

预警方案：

   两端均检测到车辆，两端车载APP实时提

醒车辆汇入；汇入端LED红字显示“减速观

察”；直行端LED红字显示“车辆汇入”，伴

有红蓝警示灯闪烁提醒。

    当只有一端检测到车辆，车辆APP提醒注

意安全，LED均红字显示“减速慢行”，直行

端并伴有红蓝警示灯闪烁提示。



Ø应用场景--急弯路段

设备部署：
    设备应用在急弯路段（尤其是坡道急

弯），通行两端同时部署，设置两套管控桩，

可以实现双向感知、双向预警。

预警方案：

   单向检测到车辆、行人，车载终端提醒

驶入弯道，LED红字显示“急弯慢行”；双向

检测到车辆、行人，车载终端提醒对向来车，

LED红字显示“对面来车”，并伴有红蓝警示

灯闪烁提示。



Ø应用场景--多重预警强化

    针对部分路段两侧树木绿化较多，容易遮挡视线的情况，或车速较快、人流量较大的高危路段，

交通安全云整合分析路段情况，向车载终端发出高危路段警示。在车辆警示端及行人端可以采用多

组LED警示牌、以图文+声光等方式多次警示过往车辆；行人警示端在重点路口还可以设置可控智能

假人挥旗，强化安全警示效果。



Ø效果展示

主路警示端 支路警示端



Ø扩展应用
ü 区间测速
    针对事故多发路段，可进行特定路段间的区间测

速。例如：距离较长、岔路比较多、路况复杂、车速

较快、道路限速但没有测速设备的路段等。

1. 选定特定区间，例如A、B两点之间，在A\B端增配

高清智能相机，对过路车辆进行拍照，并计算车辆

在区间内的平均行驶速度。

2. 记录的数据可综合分析流量、车速，为交管部门

制定管理政策、安排警力巡查、建设交通安全设施

等决策提供数据基础。

ü 恶劣气象条件下的预警
    在雨、雾、雪、大风等天气条件下，能见度较低、路面湿滑，司机、行人的视线受到

影响，同时制动距离增加，易发生交通安全事故。采用气象仪+安全桩联动预警的方式，

强化恶劣气象下的安全预警效果，降低事故发生概率。气象仪将监测到的气象数据推送到

附近指定的安全桩，实现联动预警。



主道车流量采集 村口人车出入流量 无警示状况下车速

警示状况下车速 气象信息数据采集 点位24h录像

Ø扩展应用

ü 路况数据采集应用
    通过汇集多个安全桩采集的大数据实现多种信息的高精度监测



Ø核心技术

ü D2D技术
    设备到设备通信（Device to Device , D2D）是指用户数据可不经网络中转而直接在终端之

间交互，与传统的网络通信架构相比，在提高频谱效率、提升用户体验、扩展通信应用等方面具

有明显优势。 

    在D2D通信模式下，用户数据直接在终端之间传输，有限降低了蜂窝通信中、用户数据经过

网络中转带来的延时，由此可提高了链路传输效率和即时性。

    

ü 风险定量模型算法
    通过雷达感知距离、速度，判断行人通过道路是否安全；通过D2D通信技术，实现设备高速

互联，以此为基础建立行人通过风险定量算法模型。通过该模型在行人通过的跟踪过程中，给出

不同的安全风险警示。



Ø实用性分析

① 高危路段因存在视觉盲区或视觉阻塞、且行人存在侥幸行了，而易产生交通事故。产品针

对于此类问题，根据大数据分析和风险定量算法，实现了“实时双向感知，实时双向预警”。这

种感知预警方式、使潜在的交通冲突双方信息互通，使交通参与者对于存在的交通危险认识更为

直接。

② 产品采用77GHz雷达、视频分析等多模检测方式，相较于24GHz雷达，具备更高的距离分辨

率、速度分辨率和精度。对车辆和行人的速度、到达距离监测更为精确、及时。

③ 针对人、车采用不同的警示方式（行人通过声音+文字提醒，车辆通过灯光+文字提醒）。

另外，可配合导航APP进行提醒，多重的警示方式使人们对交通危险的防范意识更高，极大降低

因缺乏警示信息和交通不文明行为造成的事故。

④ 设备分为立柱式和挂杆式，可根据不同的环境和需求搭配组合；设备集成化，安装简单，

供电模式多样，无需复杂的工程施工，可实现快速安装，快速运行，场地适用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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