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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1、研究背景和思路

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迅猛、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交通需

求量急剧上升，随之而来的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安全隐患等“城市病”

问题日益突出。智慧城市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得城市交通也迎来了

新的机遇。全面的、动态的交通大数据包括人、车、路、环境，全量、

全景数据，是典型的时空地理信息大数据。以时空可视化挖掘分析技术

为核心的新一代交通地理信息系统，支撑着城市交通大脑建设，同时也

将成为智慧交通的数字底座和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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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在国家 863 计划、国家自然基金、北京市自然基金等国家、

省部级课题及交通行业科技项目支持下，与相关交通行业管理部门采用

“产学研用”的模式，历时 10 多年，突破以要素图层为基础和静态分

析为核心的传统交通 GIS 空间数据建模和分析方法，针对多源出行位置

大数据隐含的交通出行活动模式，建立支持关联关系挖掘的时空数据模

型和可视化分析方法，形成了“多源出行位置大数据融合可视化分析成

套技术”，在北京市和其他地区开展了一系列的应用示范，为公共交通

线路优化、重大活动协同指挥调度、应急客流疏散等交通问题的解决提

供决策信息，进而支撑城市交通规划和管理的需要。

2、关键科技创新

（1）支持大数据分析的多源出行位置大数据融合模型

在北斗/GNSS 多频多系统融合高精度定位技术研发基础上，构建了

集公交、地铁、出租车、行人轨迹等出行位置数据的融合模型，突破了

不同类型路况信息实时填补、居民出行链精准重构等技术瓶颈；研发了

支持时空大数据分析的数据汇聚与清洗成套技术与软件平台，实现了与

交通行业业务系统无缝对接，破解了多源出行位置数据整合难、易用性

差的难题。

（2）面向交通运行监测的时空大数据可视化挖掘分析技术

构建了多源出行位置大数据多层次、多尺度、多模态的时空挖掘技

术体系，实现了交通出行全要素特征的精准识别、动态评估与风险分析，

更精细化地表达出交通运行的时空分布规律和可靠模式；研发了自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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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交通大数据可视化应用平台，解决了管理决策信息高效产出、市区

两级协同决策调度的问题。

（3）低成本高效率的路况快速检测及可视化验证技术与装备

针对特殊路段路况数据的快速检测，研发了 GNSS、惯导、全景相机

等多传感器集成的路况信息采集平台和可视化验证系统。通过高精度定

位大数据融合分析改进了交通路况快速采集与验证方法，实现了路况检

测和验证过程的自动化，将原有检测时间从 24 小时缩短至 2 小时、定

位精度从 10 米提高到 2 米以内，为重点区域路况研判预警提供了先进

手段。

3、成果应用与效益

本项目形成了多源出行位置大数据融合可视化分析及交通应用的

新方法、新技术、新装备，为城市交通大脑的建设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

填补了多模式交通出行时空动态综合分析空白，引领了地理信息技术在

城市交通智能监测与精细管理中的创新应用。研究取得发明专利 14 项，

软件著作权 9 项，专著 3 本，发表相关研究论文 101 篇。

本项目成果先后在北京、鄂尔多斯等地 21 个交通信息化项目中得

到推广应用，成果服务覆盖轨道交通、地面公交、出租车、共享单车等

完整交通网络，为提高公共交通运输组织效率，缓解城市交通拥堵，降

低社会出行总成本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节约成本及创造效益

2.1 亿元以上；被北京卫视、央视新闻频道、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

科技日报等主要媒体报道，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社会、环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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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以多源出行位置大数据为基础，通过研发科学、定量的可视

化分析技术提升交通运行效率和安全水平，是解决城市交通精细化管理

问题的有效工具。成果涉及地理信息、卫星导航、移动测绘等多方面的

方法研究和技术应用，大大促进了智慧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和时空信息平

台建设和应用，推动了测绘地理信息行业与交通行业的深度结合。

2021 年 4 月，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组织专家对本项目形成的科技

成果进行了评价。以周成虎院士为主任的评价委员会认为“该成果整体

居于国际先进水平，其中基于多模态时空数据融合的长时间大规模居民

出行链精准重构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