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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智慧城市交通整体系统发展的重点项目之一就是

智慧交通的应用建设。这一管理系统将 5G技术、信息
技术、遥感技术、数据通信等技术进行有机结合，再统

一用于城市的交通管理工作中。在这些技术的保障下，

交通管理工作的精准性与效率性都得到了显著的提

升。其中 5G技术对智慧交通事业的建设更是功不可
没，如何将“5G+智慧交通”这一新型管理模式广泛应用
于交管工作中，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1 公路治堵
公路拥堵是交通管理中最为常见也最为严峻的内

容。公路的拥堵类型主要包括：常态化拥堵与突发事件

造成的拥堵。使用“5G+智慧交通”对公路拥堵这一现象
进行治理（图 1），主要工作流程大致可分为开展实况监
测、拥堵现象研判以及缓解并消除拥堵现象三步。针对

第一环节，即对交通路况的实施监测，该环节可以采用

“雷达+视频”这一监测手段，具体的检测内容应包括但
不仅限于：机动车流量、非机动车状态、道路基础设施

情况、以及与交通相关的环境参数。对于机动车状态检

测一般包括：车辆速度、车辆状态、车道流量、道路流

量、路口排队长度等内容。异常状态包括交通事故、道

路施工、非法停车等。环境参数包括：路面抛洒物、道路

积水、路面坑洞、横风、雨雪、大雾等[1]。交通拥堵的研判
的基本方法是在历史、及实时交通态势综合分析的基

础之上对拥堵现象展开研究与判定，其中的研判内容

主要包括对当前车流量的分析、统一时段不同路段的

对比、对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或车辆进行统计分析并

进行预判，在此基础上通过相关技术手段进行预警、分

流、诱导、管控，通过提前介入的方法缓解拥堵。缓解交

通拥堵的技术手段一般包括：车路协同（V2X）、车联网、
动态诱导、自适应信控管控等。

2 智能精准管理与养护
5G这一科技成果具有较大的容纳性，借助这一特

性就可以对具体道路内相关的交通设备进行串联，并

对各设备进行智慧化的控制，这样不仅能提升对单位

道路内交通设备的集中性调控，还满足了不同道路间

开展综合调控的工程。举例说明，5G技术可以将同一
条马路“管辖”范围内的信号灯、路灯等照明设备、防撞

击护栏、安全岛与绿化区、电井水井光缆等一切关乎道

路能否正常使用的基础性设备进行统一的掌握与调

控，在这些关键性设备旁边设置较为清晰的摄像设备，

以便于交管人员能够实时查看各要素的实际情况，判

断当前道路的变化趋势。例如，当某一路段突然发生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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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公路治堵的具体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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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严重的交通事故，这就需要交管部门及时对故障现

场进行紧急的调控与调度，以确保相关人员和车辆的

安全[2]。

3 慢行过街环境
5G技术可以被广泛应用于行人的慢行过街环境

中，为过往行人营造安全性较高的慢行过街条件。可以

在车流量较大、易发生剐蹭事故道路区域的人行横道

上设置人工智能设或者红外感知系统，这样就便于交

管部门对过往行人途经重点路段时的实时状态进行掌

控通过。尤其针对老人、儿童、残疾人、孕妇等较为特殊

的行人，要为行人充分营造慢行的条件。人流通过斑马

线时可以将这一信号传输给对应的感知系统，智慧交

通系统就可以及时发出对应的提示或者信号，提醒车

辆的驾驶人员减速慢行或者礼让行人。用这样的手段

可以有效地减少意外事故的发生，为交通出行提供基

于新模式的安全保障[3]。

4 智慧公交服务
广州珍宝巴士和广东电信合作，于 2019年推出了

“5G+智慧公交车”并投入使用，深圳、厦门等地也陆续
推出了不同场景下的智慧公交服务（图 2），这一举措标
志着“5G+公交”的时代已经逐渐来临，而广州市也因此
已然成为国内首个将“5G+公交”这一新型概念进行商
业性转化的示范性城市。这台公交车内采用了超高清

视频图像设备，以便远程管理人员对车辆内部人员展

开实时的监测，行驶过程中，若前方道路出现意外情

况，还会触发实时化语音提醒功能。这样的举措使公交

运行服务的水准得以不断提升，也充分满足了出行的

市民的新鲜感与体验感。

对公共交通的出行运营工作进行调度的过程中，

5G技术的引入可以实现对公交实时行驶状态、站台内
乘客等候数量、车辆到达距离、等候时间等多方面决定

因素的实时掌握。还能及时了解公交经停道路在特定

时段是否存在拥堵的现象，方便司机进行车速的控制，

也方便了候车乘客对等车过程中耗时的精准把控。这

一举措极大程度地便利了各路公交的运营能力与管理

调节工作。处于对乘客安全负责的角度，司机每日上车

前都要进行基于人脸识别系统的数据信息采集。这样

就能有效避免冒名驾驶危害乘客安全的恶性事件发

生。还能在驾驶人员没有严格遵守驾驶过程中安全规

定的时候采用智能化语音系统对其开展及时的提醒，

以确保司机驾驶过程中的稳定与乘客的安全[4]。

5 轨道交通运营
城市中轨道交通具有极大的吞吐量，也是城市中

最富有生机活力的公共交通运输手段。但由于轨道交

通大部分运行空间都在地下，在地面交通的通信手段、

大数据手段都会受到制约。而通过 5G技术的相关特性
可以对城市轨道交通的客流量进行实时的了解与控

制，将城市内的轨道交通利用 5G技术就可以缓解客流
高峰期的拥堵情况。例如处于上下班高峰期间段，地

铁、轻轨等相关城市轨道中常常会出现由于候车人数

过多导致的人流量过大，采用 5G技术对其进行监测，
对人流进行智慧化的语音提示，就可以对这一现象起

到适当缓解的作用。

6 交通枢纽
大型城市的长途汽车站、高铁枢纽、国际机场等关

键性交通枢纽处于多种交通运输方式交汇、城际交通

流量交汇的状态，利用 5G技术对客流的实时情况集中
反应给各交通枢纽的调度管理系统，提升其管理工作

的效率，还可以将人脸识别与定位技术广泛应用在这

些关键性的交通枢纽中，对行为反常的游客个体或群

体开展针对性的控制，以避免发生较为恶劣的紧急性

安全事件。以上第三、四、五六点对于 5G技术的具体应
用架构与细节，如图 3所示。

图 2 智慧公交运行原理

图 3 智慧交通具体工作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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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交通应急救援
当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时，就导致事故点附近的路

段乃至路网发生交通拥堵，而交通事故产生的拥堵一

般会快速蔓延，这样必然会对其救援工作的开展产生

妨碍，也关乎事故发生现场的保护与当事人的生命财

产安全问问题，合理利用 5G技术，就能在事故发生的
第一时间将重大性交通事故的相关情况自动反馈至调

控系统的后台，交通指挥中心也就可以迅速对现场情

况进行了解，及时展开布防与调控，号召车辆绕道而

行，并确保无关车辆能够远离事故现场。消防、公安、应

急、路政等涉及的处置能力通过基于 5G的技术手段快
速配置，对于交通事故的高效解决意义重大[5]。

8 交通运输转型升级
8.1 智能车辆

5G技术的使用可以明确降低数据的传输速度，提
升工作效率，并且可以在车辆与路况、车辆与车辆之间

实现信息的对接与数据的互通。

8.2 边缘计算
边缘计算也是充分利用了 5G技术时效性较高、反

应速度较快等特征。这一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以云服

务与大数据信息技术作为技术基础。对前方路况、等相

关数据信息进行提前的掌握与调取，这样就有利于司

机及时掌握车辆身处环境与周围的路况。

9 车联网 V2X技术
在当前阶段，车联网可以利用当前较为先进的信

息技术与通信手段来达成车辆内外、车辆与车辆之间、

车辆与驾驶者之间，车辆与具体道路及路况之间、车辆

与集约化平台之间网络联系的充分建立。并借助这一

平台的建立促进车辆自身的智慧能力、自动化水平与

自主驾驶功能的提升。这样也有利于业内构建新型交

通服务的行业状态，这一平台可以支撑智慧交通在当

前与未来的发展。这一技术是以全球统一的“3GPP”标
准为基础，建立了先进的名为 C-V2X的车网互联的信
息技术。其内容主要涵盖了从 LTE等移动通信技术为
支撑的 LTE-V2X 与 LTE-eV2X 等技术类型或基于
5GNR（新空口）平滑演进形成的 5G-V2X 或 NR-V2X
技术。

C-V2X这一技术在促进智慧交通发展的过程中。
起到了较为重要的效能，这一技术主要通过将驾驶者

与驾驶车辆、驾驶路线与网络四者进行有机结合。利用

这一技术可以满足原来司机参与单车驾驶所不具备的

信息连通与及时更新等优势。还可以有效解决司机在

视线难以波及到的非视域区域中难以解决的例如、天

气、具体路况等问题。这一技术能够积极助力智慧交通

体系的创建与完善，并协助管理车辆优先级等问题、促

进交通调控系统的完善，减轻交通管控工作的中体工

作量，也促进了汽车驾驶与交通管控等工作的简易化

发展操作，形成了业界的新模式，促进智慧交通行业的

发展。

所谓多接入边缘计算（Multi-access Edge Comput-ing）
是从移动边缘计算（Mobile Edge Computing）发展而成
的，这也是当前这个 5G的智能化时代拥有的较为关键
的技术类型。这一计算内容的工作原理是借助边缘处

化部署平台化的网络节点，满足在网用户高时效的网

络需求，并且具有极强的计算能力与极大的储存空间，

并能够满足不同客户对于服务内容的不同需求。借助

这一网络系统的建设与生成，就可以对一定区域范围

以内的交通管辖内容生成个性化服务系统。

10 结语
关于 5G技术的使用虽然具有明显的技术性优势，

但在当前智慧交通这一方向的应用还处于探索与磨合

的过程中。与传统意义上的用于交通管理方面的单一

的信息系统不同的是，5G移动系统的架构体系较为复
杂，涉及运用到的科技成果也种类繁多，所以关于二者

的适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随着我国当前智慧交通及

相关产业的不断发展，关于智慧交通的体系构建也必然

会走向完善与成熟，所以这更需要业界各方配合协调，

积极创新，共同推动 5G技术同智慧交通的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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