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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依据多媒体物联网技术和服务设计理念对高校庞大的自行车数量进行有效管理。方法方法

通过射频识别、红外感应器、全球定位系统等信息传感设备，把物品与移动互联网连接起来，进行信息

交换和通讯。结论结论 解决了校园自行车停放中存在的车辆停放凌乱、难于识别和容易被盗等一系列问

题，使校园自行车停车系统的使用和管理更加方便、快捷，提高了用户体验和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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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pus Bicycle Service System Based on Internet of Th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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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aims to effectively manage the large number of bicycles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ased on multimedia

Internet technology and the service design concept. Through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infrared sensors，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information such as sensing devices，the item is connected with the Internet to make information

exchange and communication. Reasonable solution to the campus bicycle parking in the parking lots messy，difficult to

identify and easily stolen and a series of problems，and make the use and management of campus bicycle parking system

more convenient，improve the user experience and service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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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时代，物联网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重要组成

部分，核心为“物物相连的互联网”，其用户端延伸和

扩展到了任何物品与物品之间[1]，建立了联系。多媒

体物联网是在多媒体传感器网络基础上形成的具有

图像、音频和视频等多媒体信息感知功能的网络系统
[2]，它是能将物品与电信网、广播电视网、局域网、互联

网、卫星定位等连接起来，进行信息交换和通信，以实

现智能化识别、定位、跟踪、监控和管理的网络，其特

点是对目标进行全方位、立体化、多元化的多媒体感

知和管理。将其运用到校园自行车服务系统中并搭

建校园自行车交通系统平台，通过合理的体系架构和

良好的数据融合体系从而使停车流程得以简化，同时

也能更好地体现服务设计的理念。

1 服务设计理念

服务设计是一种设计思维方式，其核心是以人为

本，以用户群体为中心的设计[3]，目的是通过为用户设

计和策划易用和有效的服务来提高用户体验和服务

质量。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的消费水平

大幅度提高，使一些现有的服务设施或系统已不能满

足用户的需求。如何在公共交通领域合理地运用服

务设计理念使用户获得更良好的使用体验和满足感

是问题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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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多媒体物联网校园自行车停车系统分析

对校园自行车停车系统采用案例调查、文献研

究、等效替代、问卷调查、实践运用等方法，分析了整

个系统的内涵、表象、数据以及解决思路，对自行车服

务系统的架构有了一个非常细致的了解。

当前校园内最主要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由于校

园面积大，并且课程安排在不同的教学楼，不同专业

的学生在课堂间隙都要在很短的时间内赶到下一个

场地，这个时间段内自行车的使用频率最高，会出现

拥挤导致无法有效停车和混乱停车等诸多问题，同

时，学生的自行车属于临时用品，随着校园生活的结

束，学生必须处理掉自行车，而新的学生又必须购买

新的车辆，造成资源的浪费。

通过调研发现高校校园自行车流动性大，校园内

自行车停车场的空间有限且缺乏合理的规划，运用多

媒体物联网技术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以随机抽样

的一所高校为例，对不同时间点教学楼停车场中的自

行车流量进行调研分析，见图1，纵轴代表自行车流量

的等级，可较为直观地发现停车场中自行车数量随时

间点变化较大，因此并不能简单地根据不同的区域（如

教学楼、食堂、宿舍等）对校园自行车停车场的大小进

行划分，需要一套相对完善的多媒体物联网停车系统

对其进行合理的分配以及有效的管理，才能给用户更

优质的服务，才能发挥校园车辆管理的最佳效能。

3 多媒体物联网校园自行车停车服务设计

3.1 系统框架

本系统基于“智慧城市”服务系统理念，运用多媒

体物联网技术搭建完整的校园自行车交通系统平台[4]，

在每块停车场区域内都设有智能终端，通过终端和网

络可以清楚地了解自行车停车场在校园内的位置区

域以及停车系统中现有的自行车数量，同时每个终端

都与校园自行车交通平台上的数据实时交换，用户无

论身处校园的任何一个位置都可以通过手机等移动

设备轻松而及时地掌握整个校园自行车的分布状况，

从而能更快地找到就近的停车位进行存车或取车。

车场内每个停车位都设有唯一的编号，根据整个系统

有效地管理停放的自行车，提高效率。

3.2 多媒体物联网停车系统与传统停车系统的对比

多媒体物联网校园自行车停车系统和传统的自行

车停车系统在存车和取车两个环节中流程的对比见图

2，多媒体物联网停车系统在整个过程中只需要使用唯

一的信用凭证（校园一卡通等）就能完成存车和取车，

而且，用户还可以通过校园自行车交通系统平台上的

信息及时了解整个停车状况，省去了传统的人工找车

位、上锁和开锁的繁琐流程，提高了效率。

3.3 物联网停车服务系统的构建

3.3.1 导视系统

导视系统运用物联网关键领域四大技术中的传

感网技术，传感网通过感知识别技术[5]，让物品“开口

说话或是发布信息”，也是融合物理世界和信息世界

的重要一环，是物联网区别于其他网络的最独特的一

部分。导视部分利用传感网发布最新的停车场中的

停车信息以及校园内总体的自行车分布状况。多媒

体物联网停车服务设计并不是简单的机器与机器之

间的数据传输，更为关键的是，它是机器与机器之间

的一种智能化的、交互式的通信[6]。

通过对自行车停车场导视系统中加装数据采集

终端，停车场中的数据会实时汇总并发布到校园自行

车交通系统平台上，实现对停车场中停车状况的实时

图1 教学楼停车场自行车流量统计

Fig.1 Bicycle traffic statistics in the teaching building parking lot

图2 停车系统流程对比

Fig.2 Parking system process comparison 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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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和掌握。

导视系统结合现代多媒体技术给使用者直观的

图片信息，例如其在色彩方面根据停车场内的现有自

行车数量以及空余的车位数量分为3个层级，停车场

内空余的停车位数量较多时，导视系统显示绿色图

标，停车场内空余停车位数量适中时显示黄色图标，

而当停车场已经没有或接近没有空余车位时，导视系

统显示红色图标。导视系统颜色指示设计见图3，用

户在进入停车场时就能更加直观地了解停车状况。

导视系统在视觉方面结合人机工程学设计合理

的显示区域，根据人机工程学中人的正常站立视高，

以及人眼对垂直视角15°、水平视角20°的可视范

围，结合视角的计算公式 a=2arctanD/L，其中 a代表视

角，D代表试看对象两点之间的距离，L代表眼至试看

对象的距离，最后得出合理的导视系统显示区域的大

小和高度[7]。

3.3.2 存取自行车服务系统

存取自行车服务系统是多媒体物联网校园自行

车停车系统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运用物联网中的

射频识别技术和传感网技术。射频识别技术通过无

线电讯号识别特定的目标并读写相关数据。

例如在校园内每块停车场中设有一个存取自行

车的认证终端，用户利用信用凭证就能通过射频识别

技术与终端实现交互，在存取车过程中系统经过交互

自动识别并打开相应的空余车位的车锁，从而完成用

户存取车时的认证过程，同时将用户的基本信息上传

到校园自行车交通系统平台的数据库中，实现一人一

车制，为日后用户的自行车管理提供便利。

3.3.3 自动锁车服务设计

自动锁车系统在整个多媒体物联网校园自行车

停车系统中属于信息的接收端，当用户与存取自行车

认证系统交互后，锁车系统会作出与之相匹配的反

应，见图4。锁车系统的锁车轮环是专门针对自行车

设计的。高校自行车并不统一，高校用户个体之间的

自行车车轮大小、直径差距较大，如果采用统一的车

锁势必会造成有的车不能进入锁车轮环，故应采用新

的车锁设计。

3.4 多媒体物联网校园自行车停车服务设计的实用性

多媒体物联网技术运用到校园自行车停车系统

中，它并不像电子校园停车系统那样只是简单地实现

自动化存取车，更重要的是，它能通过物联网的四大

技术更加直观地向用户群体发布和传达实时信息，使

车辆使用过程更加方便快捷[8]。多媒体物联网校园停

车系统与电子校园停车系统实用性对比分析见表1。

通过两者的对比分析，多媒体物联网校园自行车

停车服务设计虽然在有些部分仍然运用了和现在电

图3 导视系统颜色指示设计

Fig.3 Color of signage system design

图4 自动锁车系统

Fig.4 automatically lock system

表1 停车系统实用性对比分析

Tab.1 Analysis of the utility comparison for the parking system

多媒体物

联网平台

导视系统

存取车认

证系统

自动锁车

系统

多媒体物联网校园停车系统

用户群体可通过手机等终端在

校园的任意地点就能掌握最新

的校园自行车停车信息，并能通

过信息选择合理的停车地点

运用传感网实现对停车场停车

数量精确的把控，并根据实际情

况运用多媒体手段向用户传达

视觉和听觉信息

运用射频识别技术与传感网技

术，不仅能够取得认证完成存取

车的过程，还能将信息同步到校

园自行车交通平台上，实现一人

一车制

适用于高校校园自行车停车场，

且适用的自行车车型较广，通过

与系统交互后自动上锁和解锁

电子校园停车系统

简单地运用电子

技术，信息不通

畅，只是单向联系

导视系统不够完

善或较为简单，数

据陈旧，只能大致

地了解一些基本

的停车信息

采用自动化的存

取方式

仅仅适用于统一

车型的公共自行

车的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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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停车系统相近的方式，但是结合了物联网系统后更

加符合智能化和自动化的设计理念，对自行车的适用

性也更广，同时在和用户群体的交互过程中能够提供

更多的信息，使用过程更简洁，更能体现以人为本的

服务设计思想。

多媒体物联网校园自行车服务设计的实用性具

体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1）它基于现在所使用的智慧校园系统技术，保留

了物联网对物与物连接的特点，在对车辆管理中不仅

仅可进行信息交换，还能将用户的基本信息加以统计

和整理，实现服务设计的双向化，实现大数据的管理[9]。

2）它运用多媒体物联网的四大技术将存取自行车

的流程进一步的简化，将用户的基本信息和校园自行

车交通系统平台结合，方便用户对自行车进行控制。

3）它通过传感网和两化融合将信息进行更加全面

的收集与归纳，利用终端设备就能更加直观地了解整

个大环境中的车辆服务状况，给用户充分选择的余地。

4 结语

在当今数字化的潮流中，多媒体物联网技术也必

将会被运用在更多的服务设计领域[10]，多媒体物联网

校园自行车服务设计也有着更为广阔的研究和发展

前景，并能一步步走向实用化。从服务设计理念的角

度出发，围绕以人为本的核心思想，运用现代科技智

能手段，构建更加亲民的交通公共服务设施在未来会

有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和使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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