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能交通

关于无线射频识别技术
在智能交通管理中的应用探讨
本文论述了无线射频识别技术 的主要工作原理及应用于当今智能交通管理领域

的设计和构思
。

经过对国内外成功案例的考察表明
,

该文论述的 智能交通管理系统
设计是可行

、

实用和高效的
,

在智能交通管理领域具有较高的推广价值
。

余峻彦

无线射频识别技术 明
,

是一种非接触式自动识别技术
,

它通过射频信

号 自动识别目标对象并获取数据信息
,

识别无须人工干

预
,

可工作于各种恶劣环境
,

并可同时识别多个目标对

象
,

操作快捷方便
。

系统由电子标签
、

阅读器
、

天线 三大部分组成
。

技术具有

防水
、

防磁
、

耐高温
、

使用寿命长
、

读取距离远
、

标签上

数据可以加密
、

存储数据容量大等优点
,

其应用将为智能

交通管理带来革命性变化
。

目前
,

发达国家在智能交通方

面已开始推广应用 技术
。

随着该技术的日趋成熟
,

开始逐步在国内门禁管制
、

仓储物流管理
、

航空行李分拣

和智能交通管理 自动收费等领域得到了一定的应用
。

然

而
,

对于智能交通管理上的应用还只是凤毛麟角
,

只有几

家 业内公司提出了各 自的公路 车辆 管理系统

方案
,

通过对车辆进行非接触式信息采集处理
,

从而自动

识别和自动管理车辆活动
,

例如不停车收费系统等
。

本文论述的 智能交通管理系统是基于对每辆合

法注册的机动车辆加装 电子标签 如将电子标签固

封在车辆号牌中
,

为这些车辆配发一张固定且唯一的
“

电子行驶证
” ,

再通过特定的阅读器识别道路上行驶的

各种车辆信息
,

实现对机动车辆
、

交通流量和可疑车辆等

方面实时监控管理的目的
。

同时可将该系统与银行结算
、

路费征稽
、

高速公路或各种停车场收费系统结合起来
,

可

实现电子钱包结算
,

不停车收费
,

从而提高道路通行能

力
,

保证交通安全
。

一
、

基于 技术的智能交通管理系统需
求分析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

人民生活水平 日益提高
,

各种各样的机动车辆成为了人们生活和工作不可或缺的重

要交通工具
。

然而
,

随着道路上交通流的不断增加
,

交通

状况 日趋繁杂
,

交通违章
、

交通事故和交通阻塞等现象的

频频发生
,

不但给人们的出行带来种种不便
,

同时也给道

路交通安全管理带来了诸多困扰
。

如何建立一套行之有效

的交通管理系统
,

己成为今天交通管理者最关心的课题
。

智能交通管理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系统
,

单独从

道路或车辆的角度来考虑
,

很难解决交通问题
,

必须把车

辆和道路综合起来全盘考虑
。

在这样的需求背景下
,

借鉴

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
,

引进了 技术
,

并与信

息技术
、

电子通讯技术
、

自动控制技术
、

计算机技术以及

网络技术等有机的结合
,

可以实时
、

准确
、

高效的监管交

通情况
,

及时发布交通诱导信息
,

疏导交通
,

以达到强化

交通指挥
,

有效提高道路使用率的目的
。

二
、

智能交通管理系统工作原理及框架
智能交通管理系统的工作原理很简单

,

在系统

工作过程中
,

阅读器 首先通过天线发送加密数据

载波信号到机动车上固化的电子标签 也就是所谓的

应答器
,

应答器的工作电路被激活
,

之后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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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载有车辆信息的加密载波信号发射出去
,

此时阅读器便

依序接收解读数据
,

送给应用程序做相应的处理
,

完成预

设的系统功能和自动识别
,

实现车辆的自动化管理
。

阅读

器和应答器的工作原理和过程参见右图
。

在 智能交通管理系统中
,

对每辆合法注册的机动

车辆加装 电子标签
,

标签可安装在汽车内部的仪表盘

或固封在车辆号牌中
。

阅读器的安装可在主干道上每 至 公

里设置一组 天线设置于门架
、

阅读器设置于路侧
,

或直

接安装在各个高速公路收费车道内及交通流量大的路口 ,

当

车辆通过时
,

阅读器经天线读得通过车辆的 及经过时间值

等
,

然后通过光纤
、

移动 网的 方式或短信通信方

式传输到信息中心
。

由后端计算机收集及统计相关车辆和车

流动态信息
,

经数据分析处理后
,

可作为交通疏导决策的依

据
,

并实时调整该路段信号灯或可变标志
,

对外发布相关交

通信息
。

另外
,

在各路段阅读器收集到的交通流信息
,

除用于

提供实时路况信息外
,

还作为历史数据保存于数据库内
,

以

便日后作为交通道路规划的依据
。

三
、

智能交通管理系统功能设计
、

在机动车辆证照管理业务上的应用

到目前为止
,

国内道路交通管理上应用最为广泛的还是

电子摄像监管技术
,

也就是大家都熟识的
“

电子眼
” 。

它可为

道路交通管理提供可视图像和大量交通管理实时信息
。

缺点

是容易受地形
、

建筑物
、

大型车辆及其他障碍物遮挡 受天

气 如雨雾等 能见度和夜间照度等因素影响
,

可靠度相对

较低
。

据相关调查
,

社会上部分驾驶员为了躲避
“

电子眼
”

的

监管
,

故意遮挡
、

污损
、

涂抹机动车辆号牌
,

甚至出现了
“

克

隆车
”

等严重违章
、

违法的行为
,

严重干扰了道路交通秩序
,

危害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

技术的应用正好解决了这一难题
,

以下是两个

成功的案例
。

《 时报 》 年 月 日报道 今年 月底
,

广州

东莞首批安装了
“

电子身份证
”

的 辆出租车正式投人

运营
。

要辨别眼前驶过来的那辆出租车是

否
“

黑车
” ,

交通稽查人员只要设置好路障
,

等车辆减速

通过时手持读卡器
“

叮
”

地一声扫描
,

车辆的
“

底细
”

就

能摸得一清二楚
。

如果手持读卡器上显示不出资料
,

稽查

人员就可截停该车进行检查
,

以判断是电子标签坏了还是

“

克隆车
” 。

另外
,

由于
“

电子身份证
”

中记录了车辆的

车号
、

营运公司
、

车型等资料
,

相关部门可以实时监控营

运车辆是否按规定线路
、

站点行驶
。

“

四川在线
”

网站在 年 月 日报道 成都市区

每辆合法的出租车在尾部都会安装有一个
“

电子密标
” ,

这张
“

身份证
”

里包含了车牌号
、

所属公司
、

颜色
、

有无

违章记录等唯一的车辆信息
,

执法人员只需用专用检查设

备对着车尾一扫
,

或装有雷达的移动检查车靠近行驶
,

没

有显示信息或显示错误信息的克隆车便会立即现出原形
。

可见
,

技术的应用
,

使车辆证照的稽核工作变

得十分安全
、

简便
,

从而大大提高了执法效率
。

、

在交通流检渊及交通违章取证 上的应用

目前
,

常用的道路车流检测一般为线圈车辆检测器和

视频车辆检测器
。

线圈地下埋置技术的优点是技术成熟
,

易于掌握
,

计数精确度较高 缺点是安装过程对可靠性和

寿命影响较大
,

维护或安装时会中断交通并且会影响路面

寿命
,

易被重型车辆
、

路面修理等损坏
。

视频车检技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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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交通

最近发展起来的一种车流检测技术
,

在进行路面维修时一

般不影响它的使用
,

但车流的检测精度
,

以及其较高的故

障率
,

限制了其大规模的推广应用
。

经过国内某些省份的测试
,

智能交通管理系统

的数据传输速率可以达到 千比特每秒
,

标签移动速度

车速 可以达到 公里 小时
。

因此
,

技术为道路交

通流检测提供了一种可行方案
。

在交通流检测
、

分车型
、

确定道路畅通情况等道路监管上提供了较为准确的数据
,

同时
,

通过在关键路口设置阅读器
,

可实现对车辆冲红灯

或禁令的违章取证
。

这些应用
,

既满足了道路交通管理者

对道路交通情况的实时监管需求
,

又大大减少了设备建设

的初期投人
,

以及有效降低了设备日常维护成本
。

、

在交通意外救援和特殊车辆监控 上的应用

通过在在主干道上
、

各高速公路出人口及交叉路口
,

设立 信息采集点
,

当车辆通过时
,

阅读器得到通过

车辆的 及经过时间
,

形成记录
,

这样便可以准确知道车

辆的行驶路线
,

及大概位置
。

一旦车辆发生突发意外
,

需

紧急救援
,

而又不能描述具体事发地点时
,

交通管理部门

可迅速根据事主提供的车牌及事发时间等线索
,

搜索该时

段内发生意外车辆的相关行驶信息
,

确定大致事发地点
,

以方便救援队伍及时赶赴现场实施救援
,

减少意外造成的

生命和财产损失
。

另外
,

根据各 信息采集点收集上来的车辆通过

信息
,

大大方便了交通事故逃逸车辆的排查和跟踪工作
,

同时
,

也为其他需跟踪或
“

关注
”

的可疑或
“

特殊
”

车辆

的监控工作提供了便利
。

、

在不停车收费中的应用

在路费征稽
、

高速公路或各种停车场收费中的

应用体现为不停车收费
。

利用 技术
,

通过与银行帐

户的捆绑
,

可实现电子钱包结算
,

不停车收费
,

这样可以

最大限度地缓解收费站
、

停车场出口等因收费效率低而引

起的交通堵塞
,

提高收费车道的通行能力
,

减少车辆在收

费口等待时不必要的燃油消耗
,

降低收费口的噪声水平和

废气排放
,

减轻车辆对环境的污染程度
,

达到节约能源
、

保护环境的目的
。

高速公路不停车收费系统是 技术最成功的应用之

一
。

将阅读器天线架设在距收费口约 一 米的道路上太
当车辆经过天线时

,

车上的电子标签被头顶上天线唤醒
,

发

射出车辆 信息
,

如发卡商 发卡银行 编号
、

车牌号
、

车类参

数
、

电子标签号等标识信息
,

阅读器接受到信息后
,

传送至

车道控制器 后台计算机
,

对进人收费车道的车辆进行电

子标签的合法性校验
,

分析出车辆的相关信息
,

并进行通行

费用计算和自动扣费
,

最后用指示灯及蜂鸣器告诉司机收费

是否完成
,

不用停车就可通过
。

年
、

佛山市政府安装了

系统用于自动收取路桥费以提高车辆通过率
,

缓解公

路瓶颈
。

车辆可以在 公里的时速下用少于 毫秒的时间

被识别
,

并且正确率达
。

四
、

结束语
与传统的交通监管数据采集方式相比较

,

智能

交通监管技术具有及时
、

准确的信息识别和采集优势
。

同

时具有系统建设投资价格低廉
,

设备维护简便的优点
,

实时交通信息采集市场发展空间巨大
,

资深分析师

表示
,

交通数据收集系统市场非常可能被无线射

频技术所取代
。

相信随着 技术的日渐成熟和 日趋完

善
,

智能交通管理系统可以给全球的生命健康与安

全提供交通安全保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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