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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交通运输与智能交通”重点专项 

2018年度项目申报指南建议 

 

为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

2020 年）》《“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以及《“十三

五”交通领域科技创新专项规划》等提出的任务，推动交通运

输科技进步和加快形成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的现代综合交

通运输体系，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启动实施“综合交通运输与智

能交通”重点专项。根据本专项实施方案的部署，现提出

2018年度项目申报指南建议。 

本专项总体目标是：解决我国综合交通运输系统存在的运

行监管能力弱、多方式协同运行效率低、运输安全主动防控能

力差、集成服务不足等突出问题，重点突破综合交通运输基础

科学难题和重大共性关键技术，开展典型应用示范。大幅增强

综合交通运输协同运行和智能监管能力，全面提升我国综合交

通运输的综合化、智能化水平和服务品质。到 2022 年，形成

新一代综合交通运输与智能交通技术体系，为实施国家重大发

展战略，提供高效、可持续的综合交通运输系统支撑。 

本专项遵循“基础研究、重大共性关键技术、典型应用示

范”的全链条创新设计、一体化组织实施原则，按照交通基础

设施智能化、载运工具智能协同、交通运行监管与协调、大型

交通枢纽协同运行、多方式综合运输一体化、综合运输安全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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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防控与应急救援等 6 个创新链（技术方向），共部署 15 个

重点研究任务。专项实施周期为 5 年（2018-2022年）。 

1．交通基础设施服役能力保持与提升 

1.1 道路基础设施服役性能智能仿真（基础研究类） 

研究内容：针对道路基础设施服役性能长期保持与灾害主

动防范要求，研究道路基础设施全寿命周期材料、结构与功能

衰变规律，揭示道路基础设施全寿命周期性能演变机理；研究

特殊地区复杂环境条件对道路基础设施服役性能的影响及道路

基础设施灾变机理；建立道路基础设施全寿命周期真实静动力

响应状态智能仿真分析理论与方法；建立道路基础设施服役期

间灾变衍化智能仿真分析理论与方法。 

考核指标：形成道路基础设施服役性能与灾变衍化的表达

与预测理论；构建道路基础设施全寿命周期服役性能智能仿真

平台，道路基础设施全寿命周期性能预估模型精度≥75%，复

杂因素耦合灾变预判模型精度≥70%，结构维修周期延长 20%

以上；形成相关技术标准/设计规范草案，自主知识产权。 

1.2 道路基础设施智能感知理论与方法（基础研究类） 

研究内容：面向智能道路建设，研究道路基础设施智能感

知机理及感知数据解析方法；建立基于多源信息的道路基础设

施服役性能大数据集成分析方法；研究与智能感知相融合的高

性能道路材料设计方法、智能道路铺装结构系统集成技术及系

统设计理论体系。 

考核指标：形成道路基础设施智能感知与解析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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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道路基础设施智能感知与性能分析系统，设施状态智能感

知率≥30%，智能感知平均精度≥80%，设施材料性能自感知平

均精度≥90%，自修复平均程度≥60%；建立智能道路铺装结构

设计体系，智能道路铺装功能持续性大于 10 年；形成道路设

施服役性能智能感知与智能道路铺装技术标准/设计规范草案，

相关自主知识产权。 

2．交通重大基础设施智能联网监测与预警 

2.1 道路设施状态智能联网监测预警（重大共性关键技

术类） 

研究内容：针对道路基础设施智能监管要求，研发道路基

础设施运行状态评估分析技术，重大道路基础设施智能巡检、

在线状态监测与运行可靠性保障技术，分米级道路基础设施快

速数字化和分发技术；研制道路基础设施全生命周期运行维护

支持系统；开发道路基础设施智能联网监测与监管平台。 

考核指标：形成道路基础设施智能化联网监测与预警技术

体系；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选择典型示范

区建成跨区域道路基础设施智能联网监测平台，道路基础设施

在线监测覆盖率≥90%，道路基础设施状态异常预警准确率

≥80%，基于地理信息的道路交通设施数字化精度≤30cm；形

成道路设施智能联网监测技术标准/规范草案，相关自主知识

产权。 

2.2 内河航道设施智能化监测预警与信息服务（重大共

性关键技术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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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内容：针对智能航道建设要求，研究内河航道设施服

役状态评价指标体系与评价方法；研发内河航道设施服役状态

在线智能监测与预警技术，典型内河航道设施功能恢复智能决

策技术，面向船岸协同的内河航道多源信息融合与智能服务技

术；研制内河航道设施服役状态信息便捷快速采集装备；开发

内河航道综合信息服务系统。 

考核指标：建成国家内河高等级航道智能化在线监测与预

警示范河段≥2 处，且航道里程≥120km，示范河段典型航道设

施（航标、航道整治建筑物、通航建筑物）预警覆盖率与准确

率≥90%；形成基于地理空间数据库和航道数学模型的多维航

道基础设施运行场景地图，并具备 3 种以上典型航道设施的在

线监测、联动研判、动态预警功能；形成内河航道设施服役状

态信息快速采集装备样机不少于 3 类；形成内河航道设施智能

化监测预警与信息服务技术标准/规范草案，相关自主知识产

权。 

3．协同环境下交通要素耦合特性与群体智能控制 

3.1 车路协同系统要素耦合机理与协同优化方法（基础

研究类） 

研究内容：研究车路协同环境下驾驶人认知机理与人机交

互特性，车路系统耦合效应对驾驶行为的影响机理；研究网联

与非网联车辆混行状态下车-车耦合机理，车-车/车-路互联环

境下交通系统协同运行优化方法；研究驾驶行为与交通流一体

化仿真理论与测试验证方法。 



5 

考核指标：建立车路协同环境下驾驶行为感知方法，超车、

换道、转向等典型行为驾驶人意图识别准确率≥80%；建立网

联与非网联车辆混行耦合运动关系模型，车辆运动轨迹重建误

差≤8%；交通流瓶颈区域和混行区域交通状态仿真精度≥85%；

形成相关自主知识产权。 

3.2 车路协同环境下车辆群体智能控制理论与测试验证

（基础研究类） 

研究内容：研究复杂交通环境下人车运动态势演化机理，

基于交通大数据的全景交通状态重构方法；研究多交通主体协

同运行的多模式交通信息可信交互机制；研究车辆群体协同决

策与优化理论，基于群体智能的混和交通控制理论与方法；研

究车路协同环境下异构交通主体的群体行为仿真与智能控制测

试验证方法。 

考核指标：形成多模式可信交通信息交互测试验证系统，

支持不少于 3 种无线通信方式；建成异构交通主体群体协同行

为仿真测试平台，支持人工驾驶-自主驾驶混合场景下的硬件

在环仿真，实现大于 100 个节点的路网和 1000 个以上交通主

体的车路及车辆群体协同仿真分析；建成车路协同环境下异构

交通主体智能控制测试验证环境，支持大于 3 类的 20 个以上

实体交通主体参与、不少于 15 种安全和效率类交通应用场景

的测试验证；形成相关自主知识产权。 

4．车辆智能联网联控 

4.1 大规模网联车辆协同服务平台（重大共性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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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研究内容：研发网联车辆多源信息端-云间信息融合、基

于边缘计算的智能路侧信息融合、端-网-云架构下网联车辆信

息安全、端-云间资源优化与协调等技术；研究基于云平台的

驾驶行为动态辨识及危险预警、车辆工况监测和能耗实时优化

管理、安全/生态驾驶一体化评价等方法；研发车辆联网感知、

预警及服务一体化终端装置；开发社会化网联车辆/新能源网

联车辆运行大数据分析与服务平台；研究大规模网联车辆端-

云间信息交互、服务、安全等技术规范。 

考核指标：联网车辆运行大数据分析与协同服务平台服务

能力≥500 万辆、单车数据采集周期≤60s，具备大规模车辆联

网环境下信息安全态势感知与主动防御能力；开展联网商用车

/乘用车等协同服务示范应用，车载终端应用规模≥10 万套；

在不少于 20 个地级城市进行示范应用，联网服务非营运社会

车辆/新能源车辆接入规模≥100 万辆，联网车辆与非联网车辆

相比平均事故率降低 35%，综合能耗降低 10%；形成行业技

术标准/规范草案，相关自主知识产权。 

5．协同式智能车路系统集成与示范 

5.1 封闭和半开放条件下智能车路系统测试评估与示范

应用（应用示范类） 

研究内容：面向智能车路系统产品认证需求，研究智能车

路系统测试评估标准场景及其在封闭环境、半开放环境下的布

设及优化方法；研究复杂交通环境下智能车路系统测评体系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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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研发智能路侧、车载信息交互设备与交通控制设施的测

评技术；研制专用测评系统与装备；研发基于车辆运行安全性、

系统适应性的封闭和半开放条件下智能车路系统集成测试与综

合评估系统；研究系统测试与评估标准规范体系。 

考核指标：基于已建或正在建设的封闭、半开放条件下智

能车路协同系统国家级测试基地，形成涵盖典型应用和极限条

件下的标准化通用测试项目不少于 100 个，支持不少于 3 种通

信方式、5 种路侧设施功能、8 种车载功能和 5 种路侧交通控

制功能的测试，支持不少于 6 组或 10 辆乘用车辆同时开展测

试，支持不少于 4 组或 8 辆商用车辆同时开展测试；研制车路

系统专用评测系统与装备不少于 3 种；完成封闭和半开放交通

环境下均不少于 100 家企业（或产品）的测试评估；制定国家

或行业测试标准草案，形成相关自主知识产权。 

6．多模式交通系统供需平衡与动态协同 

6.1 城市多模式交通供需平衡机理与仿真系统（基础研

究类） 

研究内容：研究城市多模式交通需求形成机理和演变规律，

基于大数据的多模式交通网络动态需求辨识与出行时空分析模

型；建立复杂城市环境下可计算交通网络模型及动态承载能力

分析理论体系；研究复杂交通环境下多模式交通流运行特性和

分析方法，城市形态、交通调控措施与多模式交通需求的交互

作用机制，公交主导型土地利用与多模式交通耦合机制及仿真

模型；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城市多模式交通网络仿真分析



8 

软件与系统平台。 

考核指标：建成涵盖 30 个以上百万人口城市的交通模型

参数库，交通模型参数不少于 100 个，参数样本不少于 100 万

个；完成城市多模式交通网络动态仿真环境建构和软件开发，

具备城市土地利用、交通需求、交通调控等多要素融合仿真分

析功能，交通供需平衡分析模型精度≥85%，动态承载力分析

模型精度≥80%，分析网络节点数≥10000 个，计算时间≤1 分钟；

形成相关自主知识产权。 

7．城市交通系统智能化协同管控与服务 

7.1 城市多模式交通系统协同控制关键技术与系统集成

（重大共性关键技术类） 

研究内容：针对城市交通时空资源高效智能管控要求，研

究基于路网容量的区域拥堵热点主动均衡动态调控、基于动静

态交通场景多目标导向的交通组织与控制协同优化等技术方法；

研发城市交通管控终端物联交互、多模式交通系统互联的数据

共享与认证技术；研发数据驱动的交通实时响应控制、情报主

导的精准执法管控、系统联控的公交优先通行、协同管控的系

统集成测试等技术；开发城市多模式交通系统联网智能化协同

管控平台。 

考核指标：建成大区域联动的城市多模式交通协同管控平

台，选择 3 个以上不同类型城市进行示范，每个城市示范联控

信号路口不少于 500 个；多模式交通系统互联数据交换实时性

≤1 分钟，交通拥堵热点诊断预警准确度≥85%，重点警情联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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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时间≤3 分钟；示范前后主要道路通行效率提升 15%，关

键节点延误降低 15%；制修订行业（或国家）技术标准草案，

形成相关自主知识产权。 

8．面向城市交通治理的数据智能集成与示范 

8.1 城市交通大数据智能计算平台（应用示范类） 

研究内容：研究城市多源异构交通大数据智能分析、语义

融合与知识表达方法；研发与交通相关的视频数据在线结构化

交通特征提取与深度分析技术，城市多模式交通大数据的分类

应用架构、数据共享服务应用、时空大数据融合分析技术，面

向城市交通治理的交通运行状态在线智能研判及态势推演技术；

研制城市交通大数据智能计算云平台。 

考核指标：建立交通大数据智能分析计算方法，构建亿级

交通实体的大规模交通知识图谱分析、百万路级别的视频实时

结构化分析技术方法和系统原型；建成交通大数据智能计算云

平台，具备 20 种以上交通数据源、千万亿字节（PB）级别的

日数据处理能力，城市全路网运行状态在线智能研判预警时间

≤5 秒，准确率≥85%；形成相关技术标准/规范草案，相关自

主知识产权。 

9．大型交通枢纽协同运行 

9.1 综合客运枢纽高效运行与智能服务关键技术及示范

应用（应用示范类） 

研究内容：研究大型综合客运枢纽的多交通方式协同运行

模式和业务流程、多主体联合管理机制、一体化服务综合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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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研发枢纽运行状态智能监测、枢纽多交通方式高效协同

组织与柔性调度技术；研发枢纽公共区域人群分布精准感知、

分布态势推演仿真、动态预警及应急疏散技术；研发枢纽内面

向旅客出行链的智能自助服务、智能化导航导乘技术；开发综

合客运枢纽协同运行管理与智能服务系统。 

考核指标：依托京津冀等地区大型空港或大型高铁客站，

建成综合客运枢纽协同运行与信息服务平台，枢纽运行服务信

息动态交互率≥90%，重大事件动态预警准确率≥80%，客流疏

解效率提高 30%以上；建成智能导航导乘系统、多交通方式

换乘自助服务系统，自助服务覆盖率提高 20%，枢纽内换乘

智能识别准确率不低于 95%，交通方式间平均换乘时间降低

30%，旅客出行效率提高 20%以上；形成综合客运枢纽协同运

行与服务技术标准草案，相关自主知识产权。 

10．城市群智慧客运系统 

10.1 京津冀城市群多模式客运枢纽一体化运行关键技术

（重大共性关键技术类） 

研究内容：研究城市群多模式客运枢纽功能分工、协同服

务机制，一体化交通运行衔接模式；研究基于移动互联和广域

大数据的城市群交通联程出行需求链分析、集散点辨识、枢纽

群布局优化技术；研究枢纽间换乘客流实时监测与分析、运行

态势仿真评估、多模式交通运力动态协同调度与应急处置技术；

研发枢纽群多模式交通出行票务一体化和出行全过程信息服务

技术；开发城市群枢纽协同运行与综合服务一体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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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指标：建成城市群枢纽协同运行管理与服务平台，集

成航空、铁路、公路、城市客运等城市群客运数据不少于 7 种，

依托京津冀城市群进行示范应用，协同运行枢纽不少于 3 个；

城市群客运换乘需求预测精度≥85%，换乘客流感知率与检测

精度≥90%，运行异常状态识别率≥90%，城市群枢纽整体集疏

散能力提高 20%，联运客流提升 20%；形成城市群多模式客

运枢纽运行监测与一体化服务技术标准/规范草案，相关自主

知识产权。 

11．高效货物运输与智能物流 

11.1 智慧物流管理与智能服务关键技术（重大共性关键

技术类） 

研究内容：研究智慧物流组织模式与管理创新机制；研发

移动互联环境下物流供需能力动态辨识与分析预测技术，基于

大数据的物流供需匹配规划建模技术；研发基于物联网和北斗

导航系统满足多式联运需求的物流快速识别、实时跟踪与优化

调度技术，物流系统低碳低能耗控制与优化技术，城乡一体化

高效共同配送与无人配送技术等；研制智慧物流智能化装备；

开发基于移动互联的服务系统，支撑高效低碳的智慧物流综合

管理和服务平台。 

考核指标：研制智慧物流智能化专用终端装置 3 种以上；

建成智慧物流综合管理与智能服务平台系统，平台接入物流车

辆不少于 10 万辆，物流需求即时响应率提升 15%，供需物流

匹配率提升 30%，货物周转单位能耗降低 20%，配送效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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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 20%；形成行业（或国家）智慧物流技术标准/规范草案，

相关自主知识产权。 

12．基于船岸协同的航运安全与应急搜救 

12.1 基于船岸协同的船舶智能航行与控制关键技术（重

大共性关键技术类） 

研究内容：面向船岸协同技术前沿，研究内河和沿海条件

下船岸协同技术测试体系；研究支撑船舶智能航行的智能化电

子海图、智能感知和认知、岸基信息支持、通信及网络安全、

远程驾驶技术；研发船舶智能航行信息集成与自主驾驶技术；

开发内河船舶重点航段的智能航行系统，沿海船舶航线智能优

化及自主航行系统。 

考核指标：建立沿海智能船舶测试场，海域面积不小于

200 平方海里，具备船舶远程驾驶、自主航行、自动靠离泊等

测试功能；智能航行感知目标识别准确率开阔水域≥98%，繁

忙、港口水域≥95%；船岸协同通讯网络连通可靠性≥99.9%，

实现内河与沿海高等级航道的远程驾驶；建立船舶智能航行信

息集成平台，支持 5 种以上不同类型的岸基信息服务，下发成

功率≥98%，延时平均≤30 秒；建立船舶航行跟踪系统与自主

避障系统，在内河典型航段两种以上船型上实现船舶自主驾驶

示范应用，在沿海典型海域开展海运船舶自主航行示范应用；

形成相关技术标准草案，自主知识产权。 

13．区域交通与城市安全协同防控 

13.1 冬奥会交通与安保协同管控体系（应用示范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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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内容：研究基于综合交通运输、社会感知与公共安全

跨领域多源数据融合的城市安全与区域交通关联分析、预测预

警方法；研究面向交通场景的人工智能弹性学习框架，冬奥会

及重大安保活动中的城市安全隐患感知、预警与应急响应方法；

研究服务于冬奥会及重大活动交通运行的城市安全风险分布式

动态感知体系与管理体系，交通全要素信息安全监管机制；研

究多态化物流在途风险特征、风险聚合研判及应对机制；研究

新兴交通形态在城市安全约束下的应用边界与协同管控模式；

开发面向公共安全事件的应急指挥与协调决策支持系统。 

考核指标：建成针对冬奥会安保场景的区域交通与城市安

全交互分析、协调指挥决策支持系统；基于多源数据的重点对

象识别准确率≥90%，交通场景下风险判别算法的计算效能值

达百万次/秒，交通要素触发的城市安全事件有效预警率≥75%，

辅助决策方案生成时间≤10 秒；研制一整套集信息采集、传输

与处理三位一体的智能安全感知终端设备；形成交通与安保协

同管控的技术标准草案，相关自主知识产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