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进步奖推荐号：120-437

项目名称 信息化条件下交通控制与管理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三等奖及以上）

提名单位 河北省教育厅

项目简介

交通学科的技术和方法随着基础学科的发展而飞速发展并深刻变化。交通学科属于应用性较强的学科，基础

学科的飞速发展，也给交通控制与管理的技术和方法带来了深刻的变化。本团队不断基于信息技术发展的新特性，

改进交通控制与管理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并将其应用于实践，在交通网络可靠性分析与优化、城市干道交通

信号控制优化和交通节点交通仿真优化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成绩。围绕信息化条件下交通交通控制与管理技术

相关问题，通过产学研结合进行技术攻关和工程应用，攻克了系列技术难题，对经典交通交通控制与管理的技术

和方法进行了改进，改进后的方法充分利用了信息技术的特点，控制与管理的效果有了较好的提高。

主要研究内容和技术成果如下：

（1）信息化条件下的道路交通网络可靠性分析与优化。提出了基于 GIS的动态智能型城市震后道路抢通决

策理论。该理论通过收集震后路网中交叉口、路段和标志性建筑物的基础数据，通过 GIS平台实现数据属性与地

理位置一体化。选取全局特征量介数作为理论值来描述城市路网，并计算网络中各个路段的介数值。借助

Dijkstra算法就可以找出任意两点的最短路径。当地震发生后，会根据信息自动计算路网中部分被损毁路段及

相关情况，预测抗震救灾的最优生命线，并根据信息源的变化动态调整。

（2）信息化条件下的城市干道交通信号控制优化方法。提出了基于新型交通信息检测技术的交通信号控制

方法。依托视频交通检测的新技术，基于实时延误提出了一种新的交叉口控制优化方法。在这种新的交通控制方

法中，在每一个信号周期，在停车线附近的每一辆车辆的延误（包括停车延误和加减速所引起的延误）和速度都

被实时检测。能依据分析延误实时变化结果来实时调整周期长度，绿信比，黄灯时间和全红时间等参数。与经典

方法相比，这种方法能有效应对设定的交通控制方案与实际情况不符的情况，如雨、雪或雾情况引起的道路通行

能力等交通参数的变化。

（3）信息化条件下交通节点设计与维护的优化。将交通仿真技术应用到多个具体交通项目，并形成 2 个省

级标准。针对畸形平面交叉口、交叉口群、立交、大型交通枢纽和地铁等的设计优化问题，采用交通仿真技术进

行设计与维护优化。该方法可直观体现各种设计细节，并能真实的模拟交通的实际运行情况。具有经济性、可操

作性、安全性、可控制性、较强的独立性、快速真实性、可拓展性 、可重复性等优势。并成功形成了河北省交

通厅的《公路交通仿真准则》DB13/T 2529—2017 和《公路改扩建工程交通仿真指南》DB13/T 5085-2019。



本项目成果获国家发明专利 3项，实用新型 3项目，软件著作权 20 项，出版专著 2部，发表三大检索论文

18 篇，培养研究生 15 名。项目自主创新成果在石家庄中山路、南京扬子江大道、西昌南山隧道工程等工程中得

到应用。对提高我国信息化条件下交通系统控制与管理系统的水平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主要完成单位及创

新推广贡献

主要完成单位：石家庄铁道大学、石家庄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完成单位创新推广贡献：

石家庄铁道大学主要负责理论研究与分析，并参与成果的推广工作。

石家庄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主要负责成果的推广工作，并参与理论研究与分析。

推广应用及经济社

会效益情况

推广应用。项目自主创新成果在石家庄中山路、南京扬子江大道、西昌隧道工程等工程中得到应用。对提高

我国信息化条件下交通系统控制与管理系统的水平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经济效益。项目成果在石家庄中山路南京扬子江大道、西昌隧道工程等工程中得到应用。并通过地方标准的

实施，应用到河北省全省，取得经济效益约 2000 万元。

社会效益。本项目研究成果解决了信息化条件下交通控制与管理的关键技术问题，有效提升了信息化条件下

交通控制与管理的效率和安全性。通过对信息化条件下路网、城市干道、关键交通节点优化方法的研究，构建了

高效的控制与管理体系，并制定了 2部河北省地方标准。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通过出版著作，

公布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发表科技论文和培养研究生，培养了人才，促进了行业进步，社会效益显著。研

究成果的推广应用可以提高信息化条件下交通控制与管理的水平，提升科技工作对交通发展的支撑水平和贡献

率，为加快推进现代交通运输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代表性论文专著目录

1. 论文.震后城市道路阻断模型

2. 论文. An traffic control method based on the real-time detector delay
3. 专著. C#语言环境下的 SuperMap Objects 组件式开发

4. 专著. 交通仿真实验教程

主要知识产权证明目录



1. 专利.一种基于道路标线的驾驶疲劳预警方法.
2. 专利.混合动力车辆冷却系统及混合动力车辆.
3. 专利.一种交通设施管理方法及终端设备.
4. 河北省地方标准.公路改扩建工程交通仿真指南.
5. 河北省地方标准. 公路交通仿真准则.
6 .软件著作权.石铁城市道路交通信号控制优化系统.

主要完成人情况表（排名、姓名、技术职称、工作单位、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曾获奖励情况）

排名 姓名 技术职称 工作单位 完成单位 贡献 曾获奖情况

1 王兴举 教授
石家庄铁

道大学

石家庄铁

道大学

提出了基于 GIS的动态智能型城市震后道路抢通决策

理论，丰富了信息化条件下的路网优化理论。
无

2 刘博航 副教授
石家庄铁

道大学

石家庄铁

道大学

提出了基于实时延误提出了一种新的交叉口控制优化

方法，丰富了城市干道交通信号协调理论。
无

3 关彤军
教授级

高工

石家庄市

政设计研

究院有限

责任公司

石家庄市

政设计研

究院有限

责任公司

参与提出了基于实时延误提出了一种新的交叉口控制

优化方法，并负责在多个项目中的成果转化工作。

获河北省优秀工程勘察设

计二等奖、第三届中国智

能建筑节优秀设计师、石

家庄市优秀工程勘察设计

奖一等奖（3 项），二等

奖

4 陈队永 副教授
石家庄铁

道大学

石家庄铁

道大学

制定了两个河北地方标准，较大的提升了成果转化水

平。

2015 年河北省交通运输

厅优秀成果三等奖，排名

1；2016 年河北省交通运

输厅优秀成果三等奖，排

名 3。

5 王云泽 讲师
石家庄铁

道大学

石家庄铁

道大学

提出了一种基于道路标线的驾驶疲劳预警方法，有效提

升了信息化条件下路网节点的交通驾驶安全。
无

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



本项目由石家庄铁道大学（第一完成单位）和石家庄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第二完成单位）共同完成。各完成单位分工

明确、优势互补、联合攻关，自 2009年开始对信息化条件下交通控制与管理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历经数年科技攻关，合作提出了信

息化条件下交通控制与管理关键技术。本项目的主要完成人及排名情况为：王兴举/1、刘博航/2、关彤军/3、陈队永/4、王云泽/5。主要

完成人的合作关系如下：

完成人王兴举、刘博航、陈队永、王云泽均为石家庄铁道大学教师，是石家庄铁道大学交通安全与控制研究团队核心成员，已进

行长期合作。石家庄铁道大学与石家庄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关彤军）自 2012年开始展开本项目的合作，对信息化条件下交

通控制与管理关键技术进行推广应用。刘博航和王兴举共同研究了“基于主控策略的干道优化综合数解算法”项目，刘博航和陈队永

共同研究了“基于实时延误的城市干道协调闭环优化算法”项目，王兴举和刘博航共同研究了“动态智能型城市震后交通生命线应急

保障决策理论”项目，王兴举和刘博航共同研究了“基于 TGIS 动态城市震后路网阻断模型及路网评价方法”项目，王兴举和王云泽共

同研究了“京津冀综合交通一体化发展研究理论”项目，王兴举和王云泽共同申请了“一种基于道路标线的驾驶疲劳预警方法”专利，

刘博航和陈队永共同撰写了“公路改扩建工程交通仿真指南”地方标准，刘博航和陈队永共同撰写了“公路交通仿真准则”地方标准，

刘博航、关彤军、王兴举和陈队永共同申请了“石铁城市道路交通信号控制优化系统”软件著作权。

完成人合作关系情况汇总表

序号 合作方式 合作者/项目排名 合作时间 合作成果 备注

1 共同鉴定
刘博航/排名 1
王兴举/排名 5 2009-2010 基于主控策略的干道优化综合数解算法

2 共同鉴定
刘博航/排名 1
陈队永/排名 4 2012 -2014 基于实时延误的城市干道协调闭环优化算法

3 共同鉴定
王兴举/排名 1
刘博航/排名 5 2009-2010 动态智能型城市震后交通生命线应急保障决策理

论

4 共同鉴定
王兴举/排名 1
陈队永/排名 8 2011-2013 基于 TGIS 动态城市震后路网阻断模型及路网评价

方法

5 共同鉴定
王兴举/排名 1
王云泽/排名 2 2015-2016 京津冀综合交通一体化发展研究理论

6 共同专利
王云泽/排名 1
王兴举/排名 2 2017-2019 一种基于道路标线的驾驶疲劳预警方法



7 共同标准
刘博航/排名 5
陈队永/排名 7 2018-2019 公路改扩建工程交通仿真指南

8 共同标准
刘博航/排名 4
陈队永/排名 5 2016-2017 公路交通仿真准则

9 共同软著

刘博航/排名 1
关彤军/排名 2
王兴举/排名 3
陈队永/排名 4

2020 石铁城市道路交通信号控制优化系统

注：所填报内容必须与推荐书中提交的完全一致，否则责任自负，可自行调整行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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