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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对城市交通信息网络系统进行升级与创新设计，从而提升整个城市交通的运行效率。方方

法法 首先对目前城市交通信息系统的潜在问题进行充分挖掘，然后分别通过对交通信息系统与用户的

对比、分析与研究，初步提出了一种新型的智能城市交通信息提示系统的概念模型，并选择合适的载

体与技术将这个功能系统予以具体实施。最后基于使用环境、人机关系、美学原则与生产要求，对系

统载体的外观、结构与界面进行了创新设计，并成功申报了国家发明专利。结论结论 将交通信息提示延

展至其他交通照明工具上，使城市交通信息的提示功能更加立体化、具体化、人性化，对于提高行车安

全，降低交通拥堵状况，减少交通对环境的影响有着较为明显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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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ity traffic information network is upgraded and innovated to promote the efficiency of the whole city trans⁃

portation. The potential problems of city transportation information system are fully excavated. By the comparison，analysis

and study of transportation information system and user，a new form of conceptual model of intelligent city transportation in⁃

formation prompting system is proposed and implemented by the suitable institution and techniques. At last，the innovation

design of appearances，structure and interface is developed based on the using circumstances，man machine relation，aesthet⁃

ic principle and production requirements. It has already declared China′s patent successfully. Reminders of intelligent city

transportation can be three dimensional，objectify and humanized，which has remarkably effects to greatly improve driving

safety，make less of a hassle and reduce the impact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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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城市交

通规模迅速扩大，交通拥挤、事故频发、环境污染等已

经成为刻不容缓和必须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信息技

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与融入，为城市交通信息网络的

构建提供了有力的工具支持[1]，进而也对城市交通运

行效率的提升与城市交通系统压力的缓解提供了助

力[2]。目前城市交通信息系统在具体实施中，还存在

一些潜在的问题，需要设计师与工程师根据实时实地

的交通状况来进行改良与完善。

1 从城市交通信息角度来发现问题

庞大而复杂的交通网络信息的收集、整理与传

递，使驾驶者能准确、及时地掌握到瞬息万变的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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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从而提前做好出行路线的规划与突发状况的应

对准备，这是城市交通信息系统的建设目标，也是提

升城市交通安全与运行效率的重要手段[3]。目前，交

通信息系统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发现了一些问题，例

如实时交通信息瞬息万变，系统内信息接收点较少导

致实时传递不成功；交通信息在传递过程中由于某种

原因被中断导致传递延缓或滞后等问题。这些看似

微小的问题其实在严重地影响着城市交通运行的效

率，因为在交通繁忙路段，交通信息的提示滞后将导

致每辆机动车产生延时启动或延时行驶。

2 对城市交通信息问题的分析

2.1 用户分析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机动车驾驶员由于坐高较低

或者前车窗局限等原因，容易形成视觉盲区，从而导

致一系列交通信息传递中断等问题。另外，机动车驾

驶员由于交通拥堵而产生的烦闷、急躁心理也往往容

易降低行车安全，引发交通事故[4]。

2.2 系统分析

对城市道路交通系统的整体分析可以参照城市

给水管道系统，因为两者的原理相似，都是通过管道

网络将物体进行即时与合理的输送。通过两者的对

比分析可以发现：管道系统的交叉点及相连部位是问

题易发点。与此相似的是，作为城市道路网络的节点

与转换点的交叉路口，是道路交通效率较低与交通事

故高发的地点，也是整个系统中交通信息最密集、变

化最快的地点。按照形态来分类，交叉路口一般可分

为：十字形、T形、L形等，交错与汇聚的形态在强调这

些交通节点的复杂性[5]，因此在这些节点以及相连位

置，对机动车驾驶员进行交通信息的及时提示是非常

有必要的。

3 智能城市交通信息提示系统创新设计

3.1 概念模型

为了能使城市交通信息全方位、及时、稳定地传

递给机动车驾驶员，通过分析和研究，提出了一种新

型智能城市交通信息提示系统的概念模型。这个概

念模型的主要作用是收集、整理与分析交通信息，然

后再通过交通信息网络快速、准确地传递给机动车驾

驶员，使其作出及时、合理的行车规划与应对措施。

智能城市交通信息提示系统概念模型见图1（文中图

片均为笔者绘制）。

3.2 功能元件构成

这套智能城市交通信息提示系统的主要工作流

程：首先交通数据采集器将采集、分析的交通数据发

送至数据合成与编码器，然后数据合成与编码器将其

进行编码后发送至编码发射器，接着编码发射器再将

数据发送至编码接收器，之后编码接收器再转发至显

示控制器或语音处理器进行转码，最后显示控制器或

语音处理器将转码后的信号，发送至显示屏或扬声器

传递给机动车驾驶员进行交通信息提示，因此，这套

系统的构成部件主要包括交通数据采集器、数据合成

与编码器、编码发射器、编码接收器、显示控制器、语

音处理器、显示屏和扬声器。

3.3 系统载体选择

智能城市交通信息提示系统必须根据现有道路

交通网络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载体才能具体实

施。在载体选择方面，系统模型中编码与发射部分选

择交通灯作为主要载体，因为在目前的城市交通系统

中，交通灯是不可或缺的有效管理交通秩序，保障交

通安全与效率的重要工具[6]，而且存在于每一个交通

节点。系统模型中接收与解码部分选择路灯作为主

要载体，路灯也是现有城市交通系统中必不可少的组

成部分，数量多且位于每一条道路两侧，离机动车驾

驶者距离较近。另外，在最近几年的国家节能改造计

划中，大量LED路灯的改造也较为适合此智能交通信

息提示系统的安装与实施[7]，因此，选择交通灯与LED

路灯作为载体，可以使整个系统构建出全方位和立体

式的交通信息提示网络。

在具体实施中，交通数据采集器、数据合成与编

码器和编码发射器可安装于交通灯上，编码接收器、

显示控制器、语音处理器、显示屏和扬声器可安装于

图1 智能城市交通信息提示系统概念模型

Fig.1 The conceptual models of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prompting

system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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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两旁的LED路灯上。智能城市交通信息提示系

统的主要载体见图2。

3.4 技术及应用

1）自动调节色温技术。不恰当的路灯色温，将导

致驾驶员眼睛疲劳，加大交通事故发生的可能性；此

系统中LED路灯中的光线感应器能自动感应天气状

况，并自动调整LED的显示亮度，根据不同的光照环

境来自动调节色温，增加交通安全性。自动调节色温

技术在系统中的应用见图3。

2）GPRS无线控制技术。为满足节省能源和道路

照明安全的需求，在整个系统中融入了GPRS无线控

制技术，可以通过电脑甚至手机以GPRS无线网络为

媒介对系统进行控制，从而避免了重新铺设线路的高

成本投入。另外，作为接收信号和传递信号载体的

LED路灯在城市中数量众多，且分布较广，因此也使

无线信号的接收与传递更稳定。GPRS无线控制技术

在系统中的应用见图4。

3.5 LED路灯载体的外观创新

由于本系统中的交通灯载体部分的功能创新，主

要是通过芯片植入与集成来实现，因此在工业设计创

新方面就主要针对LED路灯载体部分进行。在LED

路灯载体的设计过程中，设计师紧扣城市交通产品的

定位，以精致、简约为核心设计理念，创造出一款极富

现代城市气息的时尚产品。

简洁、流畅的曲线勾勒出整款LED路灯的外轮

廓，使其形态硬朗、挺拔且富有生机；该产品的光源部

分选择的是发光二极管，因此在满足功能体积的前提

下，能最大限度地减轻该产品的造型体积与质量，目

的是凸显现代科技产品的极致轻薄；基于使用环境与

安全的考虑，此类型产品的色彩不宜过于鲜艳与跳

跃，因此目前这款LED路灯外表选择的颜色是高级

灰，作为工业代表色彩的高级灰能更加彰显该产品的

科技感与简约感[8]；造型创新使得该产品在实现系统

功能的同时，也成为城市里的一道靓丽风景。LED路

灯载体的造型创新设计与应用场景见图5。

在设计灯柱位置的信息提示面板时，设计师考虑

得更多的是用户体验与人机关系[9]。对机动车驾驶员

来讲，安全是首要因素，因此清晰、简洁、明了的提示

设计是关键，而且经过设计的提示信息也必须符合国

际交通法规的要求。只有这样的人机设计才能与机

动车驾驶员的心理模型匹配，从而减少误操作，提高

行车安全。

对于前方交通灯的情况与前方道路拥堵的原因，

LED路灯载体以语音和显示的方式对机动车驾驶员

图2 智能城市交通信息提示系统的主要载体

Fig.2 The major carriers of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prompting

system

图3 自动调节色温技术在系统中的应用

Fig.3 The application of automatic regulate temperature technology

图4 GPRS无线控制技术在系统中的应用

Fig.4 The application of GPS wireless control technology in system

图5 LED路灯载体的造型创新设计与应用场景

Fig.5 The modeling innovative design and application scene of

LED lamp carri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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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提示。LED灯柱部分的红灯、黄灯、绿灯闪烁或

语音播报，提醒机动车驾驶员前方交通灯的信号状

况；在灯柱位置的电子显示屏通过动态图标来提醒机

动车驾驶员：前方发生交通事故，前方车流量大，前方

道路施工，前方恶劣天气。LED灯杆的信息面板设计

见图6。鉴于路灯的间隔位置、距离等原因，使得路灯

本身的可视范围较窄，因此在系统具体实施的过程

中，信息界面与提示图标的显示方式一般会选择3D

全息投影技术来完成。另外，通过在交通灯与LED路

灯上安装监控摄像头组，还可将路面实时交通情况反

馈给交通控制中心。

3.6 LED路灯载体的材质与结构

为了实现稳定的结构与优秀的散热性能，这款

LED路灯的外壳主要采用了铝合金材质，铝合金由于

其高强度与良好的焊接性能已经成为工业中应用最

广泛的一类有色金属材料[10]。另外，生产后期对铝合

金表面的阳极氧化处理使该产品更富有视觉质感。

基于批量生产与运输的考虑，这款产品的结构采

用了模块化创新设计，集成的各个模块紧密、合理地分

布在产品内腔之中，相互匹配又互不干涉；蜂巢式的结

构处理可以使LED模组更易于散热，从而减缓光衰，延

长LED灯珠的寿命；灯头部分与灯柱立面的夹角使灯

光能均匀地反射到地面，在满足照明的前提下也不会

形成明显的光斑。LED路灯的结构与材质见图7。

4 结语

本智能城市交通信息提示系统的创新设计将交

通信息提示延展至交通照明工具上，使城市交通信息

的提示功能更加立体化、具体化和人性化，对于提高

行车安全，降低交通拥堵状况，减少交通对环境的影

响有着较为明显的成效，并已成功申请国家发明专

利。在离交通灯还有一段距离时进行提示，让机动车

驾驶员知道前方交通灯的信号状况；对前方路段车行

缓慢的原因如道路施工、交通事故等进行提示，使机

动车驾驶员做好及时应对准备；通过语音与显示的方

式进行提示，使城市交通信息能更立体、更清晰地呈

现给机动车驾驶员；LED路灯灯柱上的显示屏利用其

调色、调光功能，可作为节日彩灯或音乐彩灯使用，另

外配合上整款路灯现代、简约、时尚的造型，将成为城

市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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