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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篇文章结合某综合交通枢纽建设的需求，从目标、架构、协同管理、综合调度、应急指挥等方面，阐述了智慧交通

枢纽智能化、信息化的建设内容及实施过程，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由此归纳总结了智能化与信息化结合运用

的规划设计思路和方法，为综合交通枢纽规划建设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指导和技术支持。 

[关键词]交通枢纽；综合调度；应急指挥；信息化；智能化 

DOI：10.33142/sca.v4i1.3532  中图分类号：TU855  文献标识码：A 

 

Combining Intellectualization with Information to Build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Hub 

XU Junru, JIAO Guanghua, GE Yuntao, ZHANG Guohua 

The Second Construction Co., Ltd. of China Construction Eighth Engineering Division, Jinan, Shandong, 250000 

 

Abstract: Combined with the construction needs of a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hub,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construction content 

and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intelligent and informatization of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hub from the aspects of target, structure, 

collaborative management, comprehensive dispatching, emergency command, etc., which has achieved good economic and social 

benefit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planning and design ideas and methods of the combination of intelligence and informatization, 

which provides a certain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technical support for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h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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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成果背景及选题 

1.1 成果背景 

（1）社会背景 

本工程为集聚机场接驳、铁路客运、长途客运、公交、旅游集散、社会停车场等多种运行方式于一体的大型综合

交通枢纽，建成后将改善城市交通网络和空间结构，充分地发挥区域辐射和经济、社会带动作用。 

（2）行业背景 

综合交通枢纽信息化管理在我国起步较晚，很多规划没有统一考虑不同交通方式的衔接差异和对应不同的空间组

织，导致综合协调调度能力欠缺。诸如现在普遍存在的城市道路拥堵，客流与运力不匹配，高峰旅客集散问题，出行

信息孤岛问题；以及管理部门不能及时有效的了解运营现状，不能充分挖掘经营数据价值等一系列问题。 

1.2 工程概况： 

本工程由长途客运站、旅客过夜及司乘用房、室外总体及地下空间、加油站加气站组成。业态分为酒店、长途客

运、公交客运、旅客集散中心、社会停车场。 

1.3 选题理由： 

（1）多个第一：本工程是省内首个 PPP 工程，为市首个综合性交通枢纽，首个交通类信息化应用工程，工程的建

设和运营对日后的交通建设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2）业主需求： 

①面对交通枢纽存在的问题：如何实现客流全面、准确、及时检测的问题；解决突发事件难以快速响应、高效处

置的难题；解决缺乏时间处置效果评价和经验积累工具的问题。 

②面向公众服务存在的问题：动态信息难以及时获取，枢纽周边道路、室内道路的路况、交通管制等交通状态信

息难以掌握； 

③面对旅游服务存在的问题：无法实现“多景区、跨系统”统一集中展示；无法实现“多业务、标准化”凸显高

效管理；无法实现“多角度、全方位”直观视频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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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面对经营管理存在的问题：没有充分挖掘出“沉睡中”的数据价值；缺少针对业务的精细化设计，只监不管现

象比较普遍； 

（3）政策指导：“十三五”期间，交通运输部门加大对综合客运枢纽的支持力度，重点支持汇集多种运输方式、

客运转换量大、辐射范围广、一体化衔接水平高的枢纽线路。通过综合运输智能管控与协同运行的关键技术，提高便

捷高效的人性化、高品质服务。  

2 实施重点与难点 

2.1 实施重点 

（1）明确需求与目标：调研行业现状，明确本项目的实际功能需求；根据城市交通、铁路、客运、机场等客流及

现有运输情况针对性制定功能目标。 

（2）智能化、信息化的方案与设计：方案设计是实现功能的先决条件，方案设计阶段对需求和目标的反馈为重点

关注控制点。 

（3）实施效果的过程控制与持续改进：信息化建设是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通过实际反馈效果持续改进，逐步达

到预期目标。 

2.2 实施难点 

（1）国内涉足交通类建筑信息化建设缺乏一定的建设经验；对交通类建筑运营管理了解的专业人员比较少、对流

程及预案分析难度大。 

（2）基础智能化建设设施较多，对质量、功能稳定性要求较高；外部接口较多，数据对接，兼容难度大。  

3 策划及创新特点 

3.1 需求定位 

日照枢纽综合调度信息化建设的服务对象主要包括三大类用户：管理者、旅客、车辆。管理者通过信息化应用系

统实现运营、安全、服务管理。旅客通过枢纽管理系统获得乘车、换乘、商业、资讯等信息化服务；车辆通过枢纽管

理系统获取车辆停车/寻车服务、行车诱导等信息化服务；三方互动，提升枢纽运营管理、乘客服务水平。 

3.2 确定目标 

通过对日照枢纽的运营、客流、车流、设备、环境、视频等信息采集，自动分析监测枢纽运行异常事件，并实现

枢纽内各交通方式之间信息共享与交换，为枢纽及各交通方式的运营管理提供数据支撑，为交通行业主管部门提供辅

助决策支持；加强旅客信息服务能力，以提供多种信息和内容，高效便捷换乘为目标，构建日照枢纽的公众信息服务

体系；加强枢纽内运行监测和应急处置能力，全面掌控枢纽的运行态势，及时处理突发事件和识别危险隐患，实现突

发事件下的协同决策支持，及时疏散客流，确保安全运行。 

基于上述业务需求，提出下列业务目标： 

（1）运行感知能力：通过对各班次、票务、客流分布、车流分布、场站状态、周边路况、设备状态、监控视频等

信息采集，在此基础上自动分析检测运行异常，全面掌控枢纽内整体运行态势； 

（2）协同管理能力：通过各交通方式运行信息的共享和交换，基于采集到客流数据对枢纽内客流规律进行分析，

研究大客流出现的预测分析方法，提前准确预测大客流的出现，促进多交通方式协同运营； 

（3）应急联动能力：通过设备监测与事件预警相结合方式，提供枢纽安全保障能力，有效降低综合枢纽的运行安

全风险，降低安全隐患；另一方面，通过各交通方式协调联动、设备联动、信息联动等手段，提升应急情况下的协同

指挥能力。 

（4）旅客服务能力：全面整合各交通方式信息服务资源，为枢纽旅客提供统一、综合、连续的换乘和导乘信息发

布，提高旅客服务水平； 

（5）辅助决策能力：基于全面的枢纽运行信息感知基础上，系统通过大数据分析、规则引擎、数据挖掘等手段，

为枢纽管理决策、旅客智慧换乘提供智能化辅助决策支持，以提升枢纽管理能力和智能化水平。 

3.3 方案策划 

通过应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智能控制等新一代的信息技术，打造一体化的协调、应急、信息服务体制，

实现综合交通管理、智慧旅游管理、高效指挥调度与控制、枢纽建筑智能化、企业运营管理科学化，提供及时动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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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化交通、旅游信息服务，保障枢纽及周边城市道路、高速公路、铁路的安全与畅通，提供城市智慧旅游大数据分

析，建成领先的一体化智慧枢纽、智慧旅游城市。 

本设计面向政府部门、运营企业和出行公众，设计了“一个城市数据中心、四大应用平台”，具体内容如下： 

（1）一个城市数据中心：通过接入铁路、长途、公交、出租等各交通方式信息系统，并对接入数据进行集中管理、

实时更新于共享交换，并与行业内其他管理系统以及行业外相关系统实现权限范围内的信息互联互通。 

（2）智慧枢纽运行管理平台：全面整合日照奎山客运枢纽的资源信息，打造以枢纽协同管理平台为基础的九大应

用系统，为公交集团、运输企业、出行旅客等提供一体化的管理和多元化的服务，实现枢纽运行效率和服务水平提升。 

（3）交通旅游综合信息服务管理平台：建立统一的信息服务中心，整合枢纽各交通方式、城市道路、停车预约、

旅游景区、酒店住宿、租车订票、服务设施等多源信息，统一交通信息服务出口，为公众提供“一站式”的动态交通

信息服务。本系统通过 APP、微信、诱导屏、自助查询终端等多种信息发布渠道，为公众提供综合交通换乘信息和综合

旅游服务信息。 

（4）公交集团经营管理平台：通过接入公交集团下属五个子公司的业务数据，对其运营状态的进行实时监控，并通过

综合统计分析，为企业经营决策提供数据支撑。实现集团运营过程的可视化、统计分析的自动化、辅助决策的科学化。 

4 实施措施 

4.1 系统架构 

（1）外部接入层 主要数据来源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各交通方式的运营数据，包含班次数据、客流数据等，二是

枢纽自建系统，包含枢纽内的客流检测数据、安防监测数据、楼宇监控数据、枢纽停车场运营数据、各交通方式停车

场场站及临时停车带数据，三是咨询信息，包含天气、旅游、商业等数据。 

（2）业务应用层 主要面向枢纽管理人员，主要包括 9 个应用子系统，实现枢纽运行监测、协同指挥、统计分析、

信息服务、长途智能管理、酒店管理、设备运维等功能。 

（3）信息发布层  主要面向交通出行者及驻场单位，系统可以向枢纽内的 LED/LCD 显示屏、门户网站、周边道路

诱导屏、其它部门共享发布综合交通、商业资讯、旅游气象等信息，也可以向旅客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推

送枢纽综合交通、商业资讯、旅游气象等信息。 

 

图 1  枢纽运行管理平台总体架构 

4.2 系统部署 

4.2.1 综合交通一体化运行监测 

整个综合交通枢纽智能管理平台软件部署分为两部分：枢纽中心机房、枢纽指挥中心。其它部分为枢纽智能管理

平台的原始数据输入及信息发布输出相关的软硬件平台。 

通过以“事件驱动”为导向的一体化监控，全局掌控枢纽整体运行态势，自动侦测枢纽运行异常，协同多交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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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高效运营，提高枢纽整体运行效率，提升枢纽运营管理和旅客服务水平。 

4.2.2 公交车辆监控及应急调度 

通过接入公交行业基础数据，包括公交车 GPS 数据、IC 卡刷卡数据、旅客投诉数据等公交运行信息，对其进行整

体运行状态的实时监控。通过车辆的远程监控，接入各类车辆基础运行数据，实现对车辆的实时监控;并可通过车载终

端设备，实现应急情况下，调度指令的下发与接收。 

4.2.3 交通运力综合协调指挥调度 

通过各交通方式数据共享和信息联动，实现交通枢纽内日常状态下多交通方式互联互通的协同共享机制，应急客

流疏散时同步跟踪运力调度进展，保障枢纽整体畅通、安全、高效运行。 

4.2.4 基于智能视频分析技术的安全事件自动检测与报警 

通过接入前端设备的检测数据，对枢纽内售票厅、候车厅、周边道路、广场等关键位置的客流排队长度、区域客

流密度、车辆违规现象等一场事件进行自动检测和预警分析，为枢纽的安全防范、应急指挥提供技术保障。 

4.2.5 音视频统一调度 

通过新一代通信技术，提供语音、视频、数据等各类资源的统一管理和分配调用，实现枢纽内设备、人员互联互

通，音视频联动调度，提高枢纽管理的协同调度与指挥能力，提高反恐处理突发事件的通信保障水平，实现通信透明

化、通信人性化和通信移动化。与公安系统对接，现场与指挥中心多级联动，统一指挥调度。 

4.2.6 科学辅助决策 

建立枢纽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为枢纽监控与应急、协同管理、行业监管提供数据支撑，提供自定义辅助决策分析

工具，用户可根据业务需求，灵活、快速的生成专题式报表，为发现管理短板、改进管理水平提供支撑。 

4.2.7 长途智能综合管理 

满足长途客运站的运营管理基本需求，提供售票、检票、班次调度、行包、结算及车辆管理等业务功能，自助售

检票，提升客运企业服务水平。 

4.2.8 智慧枢纽综合管理 

智慧停车管理：车牌识别、无卡出入、多种方式缴费、反向寻车，提高通行效率和泊位周转率，降低停车场管理

成本。 

智慧运维管理：通过集成建筑设备监控系统，自动检索故障、自动生成工单报修，实现全生命周期建筑设备运维

管理。 

信息发布管理及自助查询服务:建立统一的信息服务中心，整合枢纽各交通方式、城市道路、停车预约、旅游景区、

酒店住宿、租车订票等多源信息，为公众提供“一站式”的动态交通信息服务。 

5 过程检查与监督 

（1）信息化平台实施过程中，项目部通过 PDCA 循环原理，定期进行平台及常规智能化系统数据测试，定期统计

缺陷数据情况，并制定遗留问题列表，明确后续跟踪情况，进而逐步完善信息化平台（如下表 1 所示）。 

表 1  数据缺陷跟踪统计表 

标识 严重程度 概要 解决结果 缺陷原因描述 后续跟踪措施 

Rz-101 一般 

Rz-101 页面 echarts 图不能自适应

屏幕大小切换，致使布局产生混乱，

影响页面美观 

未修复 

此类问题不能写公用适应

方法，运行时图表找不到这

个方法 

需要跟踪 

Rz-102 一般 
地图效果在 ie浏览器下有时会出现

加载失败问题， 
未修复 

地图加载时间过长，优先加

载 
需跟踪 

Rz-103 一般 
[决策支持]时间插件失效，导致程

序无法继续向下运行 
未修复 

插件函数命名或者属性命

名和已有代码产生冲突 
需要跟踪 

（2）每次测试过程将反馈问题按致命、严重、主要、一般、轻微五个缺陷等级进行分类，并进行原因分析和解决

措施（如下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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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数据缺陷等级统计表 

缺陷严重程度 总数 百分比 

致命 0 0.00% 

严重 3 7.5% 

主要 2 5% 

一般 5 12.5% 

轻微 10 25% 

总      计 20 50% 

6 管理效果与评价 

（1）经营效益 

本交通枢纽智能化、信息化的建设，为交通枢纽高效、稳定的运行提供了有力保障。截至 2019 年末共开通公交线

路 21 条，城乡公交线路 12条，日均班次 1300 于此，日均公交客流量 3.69 万余人次；长途客运运营线路 84 条，日均

始发班次 225 次，日均发送旅客 2200 余人次，客流量 2150 万人次（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出租车日均 1500 余车

次，社会车辆日均 500 余车次；转送高铁、机场换乘旅客日均近 2 万人次。 

（2）社会及媒体关注 

工程实施过程及投入运行后受到市电视台、搜狐网、直播等媒体广泛关注报道，市交通运输局、水务集团等单位

多次观摩学习。至今交通枢纽已平稳运行近 2 年，社会反响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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