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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随着城市微单元常住人口和机动车保有量的持

续增长，单纯依靠人力来实现新形势下的交通秩序管

控并非长远之计。利用科学技术手段，通过智能交通

改善复杂的交通环境，持续提升通行能力势在必行。

智能交通取决于智能化的基础建设以及集各项功能

于一体的综合管理平台。微单元智能交通从智能化

发展的控制大脑出发，利用人脸识别、车牌识别、自动

驾驶等先进技术推进智能一体云管平台的搭建。智

能一体云管平台是基于大数据分析、云计算、人工智

能等先进技术构建的智能交通中心指挥集成系统。

该平台从交通管理和运维的细节出发，为城市微单元

建设提供多媒体的信息采集、综合化的信息交换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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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微单元（以下简称“微单元”）作为智慧城市的核心组成部分，承载着包括工

业园区、矿山、港口码头、机场、商圈、步行街、商务楼宇、小区社区、特色小镇等

场景业务正常运转的重要功能。随着经济飞速发展，现有城市微单元的交通出

行模式已逐渐无法满足生产工作及生活出行的需求。智能出行将先期于城市

微单元内得到广泛应用，而这些应用场景需要有强有力的大脑来管控，智能出

行平台集无人售卖车、无人配送车、无人接驳车、无人快递车、无人清扫车、无人

巡检车、智慧停车等管理支撑能力于一体，作为城市微单元智能出行大脑，构建

微单元智能出行新体系，提供微单元智能化主动出行+被动出行新方案。

Abstract：
As the core component of smart city，urban micro unit（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micro unit"）carries the important functions

of normal operation of scene business including industrial park，mine，port and wharf，airport，business district，pedestrian

street，business building，community，characteristic town，etc.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nomy，the existing traffic

mode of urban micro unit has gradually been unable to meet the needs of production，work and daily travel. Intelligent travel

will be widely used in urban micro units in the first time，and these application scenarios need to be controlled by a strong

brain. The intelligent travel platform integrates the management support capabilities of unmanned sales vehicle，unmanned

distribution vehicle，unmanned transfer vehicle，unmanned express vehicle，unmanned cleaning vehicle，unmanned patrol ve-

hicle，intelligent parking，etc.. As a large intelligent travel of urban micro units brain，the intelligent travel platform builds a new

system of micro unit intelligent travel，and provides a new scheme of micro unit intelligent active travel + passive travel.

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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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智能化的决策和立体式调度指挥等功能。

2 城市微单元智能出行场景

智能出行是智慧城市的重要表现形态，是智慧园

区的重要入口和载体。其体系结构与发展模式是智

慧城市在一个小区域范围内的缩影，便于实现智能

化。利用 5G+ABCDEI（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

数据、边缘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面向微单元基础

设施建设及运营、企业和个人提供交通综合服务，构

建信息全面、交互及时、绿色出行、高效集成及特色定

制于一体的园区智慧出行生态圈。从边缘云、管道、

终端各方面实现一体化，对智能出行提供全面支撑。

主动出行定义为通过本体的位置改变到达目的

地实现诉求的业务类型；相反，被动出行定义为本体

无需移动，通过客体的位置改变实现主体的目的和诉

求。

城市微单元智能出行的应用场景举例如下。

2.1 主动出行

a）无人接驳车：通过智能出行平台和移动智能终

端调度管理自动驾驶车辆，完成指定捷运、接驳、观

光、导览。

b）无人运货车：设有无人车基地，搭建了基于物

联网的车联网系统，通过云端可以调度无人车，让它

们自动完成园区内多个仓库、分拨中心之间的包裹运

输、物资调拨。

c）无人清扫车：可对清扫区域的环境信息进行数

据采集，绘制出三维环境地图，并根据地图确定清扫

路线，全自动完成无人作业。

d）无人巡逻车：巡逻车配置有监控摄像头、拾音

器等，可将现场视频、声音实时传回相关平台，并且遇

到异常时可自动报警。

e）智慧停车：根据当前停车场存在的问题，构建

智能化停车场管理平台，实现停车预约、停车费用支

付等功能；同时结合大数据对车辆停车进行智能化调

度，提高车辆管理效率。

f）远程驾驶：提供虚拟驾驶舱远程遥控驾驶、四

路视频回传、驾驶模式切换、紧急情况介入、车辆状态

远程监控等功能。远程遥控驾驶系统不仅能提供前

后方视频画面，还提供了顶部视野的俯瞰图和侧方姿

态图，可为驾驶员提供360°无死角的观察视野。

2.2 被动出行

a）无人零售车：通过手机下单的方式，使无人零

售车移动到呼叫地点，通过多种智能化交互方式完成

商品购买。同时，无人零售机可实时感知人流量热点

的分布情况，实现动态调整部署。

b）无人快递车：结合电梯和门禁的控制，实现室

内外场景无缝切换，准确无误的配送快递。当快递送

达指定位置时，自动通过手机APP、短信等方式通知用

户取物。

在不久的将来，主动出行将逐渐解脱人们双手，

在微单元内逐渐实现全智能服务模式，而被动出行作

为更高级的出行发展趋势，将不再仅仅停留在零售、

快递等场景，而是通过 5G+ABCDEI分析，提供出行服

务新形态。

3 智能出行平台

3.1 系统架构

智能出行平台按功能架构分为感知层、传输层、

处理层（近场处理、云端处理）、应用层共4层。

a）感知层：通过车载设备或近端感知设备的信息

获取来实现对车辆或环境状态数据的上报，通过智能

终端进行数据的传输。

b）传输层：保证数据在传递过程中的实时性，传

输通道通过 5G、LTE、NB-IoT等网络连接方式实现，在

保证数据传递的低时延的前提下，完成整个控制链路

的可靠性，安全性。

c）处理层：包括近场处理以及云端处理2个过程，

无论是车端还是路端，都可通过边缘计算等技术实现

近场处理，大大降低了数据传输的距离，大大提高了

时效性，保障了低时延的需求。而云端处理则是通过

将大量的数据上报之后进行综合分析，处理的数据具

有高安全性的同时能够为应用层提供服务。

d）应用层：包括车辆管理、支付管理、视频管理、

系统管理、内容管理、云网管理等多方面应用，可以根

据平台应用的环境进行设计，也可以通过丰富的人机

交互设计实现客户的多重服务需求，最终将使城市微

单元内的“人-车-路-云”实现高效协同。

系统架构设计如图1所示。

3.2 平台功能

智能出行平台具有自动驾驶车辆管理与调度、智

慧停车、远程驾驶等主要应用场景功能，同时客流统

计、环境感知、电子支付、视频回传、数据分析等基础

功能为应用场景提供分析支撑。具体功能如表 1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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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平台界面

3.3.1 自动驾驶平台界面

自动驾驶平台作为智能出行平台的最核心子平

台，APP约车、状态监控、自动回充、车辆调度、车速控

制等功能能够让管理者灵活调度管理包括无人接驳

车在内的各类自动驾驶车辆，为微单元出行赋能。

3.3.2 智慧停车管理平台

智慧停车平台作为智能出行平台不可或缺的子

平台，能够维持微单元内车辆停车秩序有条不紊，实

现车位共享、智能报警、智能引导、反向寻车、车位监

表1 智能出行平台主要功能

图1 系统架构设计图

平台

自动驾驶管理平台

远程驾驶管理平台

智慧停车管理平台

基础功能

功能

APP约车

公交微循环

状态监控

自动回充

自动配送

车辆调度

智能调度

360°全方位感知

安全护航

室外高精度导航

车速控制

运维管理

远程驾驶

智慧停车

客流统计

视频回传

电子支付

内容管理

描述

用户通过手机APP下单约车，系统根据需求动态分配空闲车辆

车辆根据预设的固定路线，在指定时间段循环行驶

直观展示车辆信息及运营状态；在地图中显示车辆当前位置；车辆在行驶过程中，可以通过地图实时看
到车辆行驶路径

车辆电量低于阈值时，可自动返回充电桩充电

可对快递进行点对点配送，到达目的地后自动呼叫收件人签收

用户通过手机APP下单，根据下单信息到达指定地点接收物品，并运送至目标位置

智能调度系统可预先设定，将车辆调度至指定区域，并进行循环行驶、

360°无死角检测车体周围环境，并对回传的视频实时识别分析，根据实际场景需求安装特定检测设备

发现异常事件时自动呼叫最近公安分支机构，并将告警、视频回传至平台

采用高精度视觉导航+GPS/北斗，可实现分米级定位精度与自主导航

可在云平台设定车辆速度阈值，在恶劣天气下做到减速慢行，保证交通安全

报告车辆错误/异常等事件；运维人员定期对刹车、电池、胎压进行监测，并进行检测结果的展示

远程驾驶员对车辆进行操控，驾驶更加灵活高效，同时为驾驶员的安全性提供了保障，只需要在后台进
行监控或者进行程序的调控就可以实现灵活使用

实现停车诱导、余位查询、反向寻车、无感支付等智慧停车功能

对区域客流量进行统计分析，并根据结果动态调度

对自动驾驶视频、停车场视频、远程驾驶视频等进行回传分析

对各个平台产生的订单整合管理

车载屏幕广告管理、停车场LED屏管理等

环境感知

动态感知

事件感知

客流感知

道路感知

车速感知

前段接入通信

无线通信

专网通信

干线传输 综合业务接入网

前端即应用

LTE-V/5G-R/NB-LOT

云计算

支付管理

车辆管理

车
辆
与
公
共
安
全

通
信
网
络
连
接
安
全

基于场景的边缘计算处理

平台管理

感知层

传输层

处理层

应用层

内容管理

系统管理

大数据分析 数据中心

视频管理

云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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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车位管理、多维度统计分析等多个功能，高效管理

区域内的所有车位。

3.3.3 远程驾驶管理平台

远程驾驶管理平台是自动驾驶平台的拓展平台，

当自动驾驶车辆切换至远程驾驶模式时，驾驶员可在

驾驶舱内控制车辆，平台可实现车速控制、安全监控、

360°感知、车路协同等功能，为微单元出行模式提供新

思路。

4 城市微单元智能出行趋势展望

城市微单元的智能出行以数据为基础，利用大数

据全面支撑交通规划、建设、管理、服务和决策，巧妙

地让交通活动中的人、车、物、交通设施互联互通。数

据汇集使公交线路查询和车辆到站时间预测更为便

捷、准确，还可帮助规划部门更合理地布设公交站点、

确定发车频率。通过手机提前查询或参考诱导牌数

据，对空余车位全面掌握，实现线上预订、费用缴纳。

对微单元所有公共停车泊位数据进行实时采集与汇

聚，连续有效的交通诱导外场设施系统，并与充电桩

相关管理平台数据对接、功能协同，布设智能停车管

理子系统，基于智能出行平台提供多主体服务。将微

单元有关数据汇集在智能出行平台进行关联分析，绘

制完整的交通图景，决策者可利用仿真工具和数据模

型进行预演，科学规划交通发展，以智慧为手段打造

绿色、安心、可持续的交通环境。智能出行平台作为

核心管理中枢，随着技术演进、各类业务发展，具备开

放的扩展功能，能够为今后更多的场景提供更好的支

撑。

5 结束语

未来城市微单元道路、公交、停车、物流等交通行

业的智能管控及服务系统将更加完善，形成综合智能

交通全息感知、共享、融合、服务和管理的基本框架与

机制。同时，每个终端所产生的海量数据，通过网络

融入平台，能够为微单元交通注入生命力，实现微单

元生活、娱乐、生产等场景下的集公交、慢行、旅游、商

业等一体化的交通信息服务。未来，智能出行平台将

为这一愿景提供核心管控能力，提供高效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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