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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联网技术在智慧交通中的融合
应用与发展趋势

●韩永胜

　　

[摘要]车联网技术作为智慧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正逐步推动交通管理系统的智能化与高效化.通过车辆、

路侧设施与云平台的互联互通,可以实现交通数据的实时采集、分析与共享,从而优化交通流量、提升道路安

全与降低能源消耗.车联网在智能导航、自动驾驶、车路协同等方面展现出广泛应用前景,有助于改善城市

交通状况.未来,随着５G技术的普及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的融合发展,车联网将在智慧交通领域展现出更强

的驱动作用,推动智能交通体系的全面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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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与交通压力的增大，传统交通

管理模式已难以满足现代交通发展的需求。 车联网

技术的出现，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解决方案。

通过车辆与交通基础设施的深度连接，车联网不仅实现了实

时信息共享与动态调度，还在智能化交通管理、自动驾驶等

方面开辟了新的应用领域。 随着５G、人工智能等技术的不

断进步，车联网在智慧交通中的潜力正得到进一步释放，未

来的发展前景广阔。

车联网技术概述与发展历程

车联网技术(VehicularAdＧhocNetwork，VANET)是指

通过无线通信技术将车辆、路侧设备、交通管理系统及其他

交通参与者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智能化的交通网络。 其

核心目的是实现信息的实时共享与交换，从而提高交通系统

的运行效率、安全性和环保性。 车联网通过车与车、车与

路、车与云平台之间的互联互通，构建了一个高度协同的交

通环境，推动了交通管理的智能化和自动化进程。

车联网技术的起源可以追溯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期，随

着无线通信技术和智能车辆技术的发展，车联网逐渐从理论

研究转向实际应用。 初期的车联网主要聚焦于车辆之间的

信息交换与无线通信，采用的是车载无线通信技术，如

DSRC(DedicatedShortRangeCommunication)等。 这些技

术为后来的车联网发展奠定了基础，促进了车载系统的智

能化。

随着互联网、物联网(IoT)和大数据等技术的快速发

展，车联网技术也迎来了重要的转型。 尤其是５G技术的到

来，使得车联网的通信能力大幅提升，低延迟、高带宽的特

性为车联网在智慧交通中的应用提供了更强的支持。 通过

５G网络，车与车之间的实时信息交换更加顺畅，车辆与交

通基础设施的互动也变得更加智能化。 此外，大数据分析

和人工智能的应用，使得车联网能够实时监控交通状况，预

测交通流量，优化交通信号控制，从而实现智能化的交通

管理。

从应用角度来看，车联网技术经历了从单一的车辆信息

传递到全面集成的智能交通系统的转变。 最初，车联网更

多集中于车辆之间的安全警示与信息共享，随着技术的发

展，逐步拓展至智能导航、自动驾驶、车路协同等领域。

车联网不仅提高了驾驶安全性，还极大地改善了交通流量，

减少了交通事故的发生率。 同时，车联网的环境监测能力

也在推动城市交通的绿色低碳发展。

车联网在智慧交通中的核心应用

车联网技术在智慧交通中的核心应用主要体现在提升交

通管理效率、增强道路安全、优化交通流量和支持自动驾驶

等方面。 这些应用不仅解决了传统交通管理中的瓶颈问

题，还为智能城市交通系统的建设提供了技术支持。

车联网在智能交通管理中的作用尤为显著。 通过车与

车、车与路侧设施、车与云平台之间的实时数据交换，车联

网能够实时获取交通流量、车辆速度、路况信息等，并将这

些数据反馈给交通管理中心。 这使得交通管理部门能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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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监控城市交通状况，及时做出反应，例如调整信号灯、发

布交通预警信息等。 这种动态调整大大提高了交通管理的

灵活性和高效性，能够有效缓解交通拥堵，减少能源浪费，

降低碳排放，推动绿色出行。

车联网在道路安全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通过

车与车之间的信息共享，车联网能够实现碰撞预警、紧急制

动等安全辅助功能。 例如，当前方车辆发生刹车或其他紧

急情况时，后方车辆可以收到实时警报，提前采取措施，从

而有效减少事故的发生。 此外，车联网还可以通过路侧传

感器和摄像头实时监测路面状况，识别交通事故、障碍物、

行人等潜在危险，提前预警驾驶员。 车联网的普及与应

用，显著提高了道路的安全性，尤其在复杂的城市交通环境

中，能更好地保障驾驶员与行人的安全。

车联网在优化交通流量方面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 通

过对实时交通数据的收集与分析，车联网能够对交通流量进

行智能调控，实现交通流的优化分配。 例如，在高峰期，

车联网可以根据道路拥堵情况调整交通信号灯周期，确保车

辆能够更快速、高效地通过交叉口。 此外，车联网还支持

智能导航功能，驾驶员可以根据实时路况和交通预测，选择

最佳路线，从而避免拥堵，提高通行效率。

在自动驾驶领域，车联网的应用为自动驾驶车辆的运行

提供了关键支持。 车联网技术能够实现车辆之间的协同工

作，使自动驾驶系统能够与其他车辆、交通信号灯、交通管

理系统进行无缝对接。 通过实时交换路况信息，自动驾驶

车辆能够更精确地判断道路状况、预测前方交通情况，从而

优化行驶路线，确保行车安全。 车联网不仅提升了自动驾

驶技术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还为实现无人驾驶车辆的大规模

商业化应用提供了技术保障。

车联网与自动驾驶技术的融合发展

车联网与自动驾驶技术的融合发展，标志着智能交通时

代的到来，两者的结合不仅为交通系统的智能化提供了重要

支持，也推动了车辆自主决策与交通安全的创新。 车联网

通过无线通信技术，将车辆、路侧设施、交通管理系统和云

平台进行互联互通，而自动驾驶技术则依赖于传感器、人工

智能和机器学习等技术来实现车辆的自主驾驶。 两者的融

合为智能交通系统的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并且推动了交通

管理、道路安全和驾驶体验的全面提升。

车联网为自动驾驶技术提供了实时的外部环境数据，增

强了自动驾驶系统对复杂路况的感知能力。 自动驾驶车辆

依靠车载传感器(如雷达、激光雷达、摄像头等)来感知周围

环境，但在一些复杂的道路场景中，如交通拥堵、事故多发

的区域，单一的感知系统可能存在盲区。 车联网通过实时

共享来自其他车辆、路侧设备和交通基础设施的数据，能够

为自动驾驶车辆提供更多的外部信息，如交通信号、路况变

化、天气信息等。 这些信息有助于自动驾驶车辆做出更加

精准的决策，从而提高行车安全性与行驶效率。

车联网为自动驾驶技术的协同工作提供了技术支持。

在自动驾驶车辆之间，车联网能够实现车与车之间的信息共

享，促进车辆之间的协同行驶。 例如，自动驾驶车辆可以

通过车联网系统了解前方车辆的刹车状态、加速状态或变道

信息，从而提前做出反应，减少刹车距离，避免碰撞。 这

种车与车之间的协作，能显著提高道路的通行效率和行驶安

全性，特别是在高速公路或拥堵路段，车辆之间的高效协作

能够有效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率。

车联网还为自动驾驶车辆的远程监控和控制提供了可

能。 在车辆行驶过程中，车联网能够将车辆的运行状态实

时传输到交通管理中心，帮助管理部门实时监控道路交通状

况，并对车辆进行远程控制或调整。 当自动驾驶车辆出现

异常或需要紧急处理时，交通管理部门能够通过车联网对车

辆发出指令进行调整，确保行车安全。

随着５G技术的普及，车联网与自动驾驶技术的融合将

更加紧密。 ５G网络提供的低延迟和大带宽特性，能够支持

自动驾驶车辆实时处理和交换海量数据，确保自动驾驶系统

对环境变化做出快速反应。 车联网与５G的结合，将进一步

提升自动驾驶技术的可靠性和实用性，加速自动驾驶车辆的

商业化落地。

车联网对交通管理系统的优化作用

车联网技术在交通管理系统中的优化作用主要体现在提

升交通流量效率、实时监控道路状态、智能调度交通资源以

及降低事故发生率等方面。 这些优化措施不仅有助于提升

城市交通系统的运行效率，还能改善城市交通的安全性和环

保性，为智慧交通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车联网通过实时数据的采集与共享，显著提升了交通流

量的调控能力。 传统的交通管理系统依赖于固定的交通信

号灯和路况数据，缺乏灵活性，难以应对复杂和瞬息万变的

交通情况。 而车联网通过车辆、路侧设备和云平台之间的

信息互动，能够实时获取道路交通的动态数据，包括车速、

交通流量、停车情况等。 这些数据经过云端平台的处理

后，能够为交通管理部门提供准确的实时交通状况，进而实

现交通流的动态调控。

车联网能够提供精准的道路状态监控与预警功能。 在

车联网系统中，路侧设备和传感器不断收集道路上的各种信

息，包括道路状况、交通事故、交通堵塞等，一旦发生异常

情况，系统能够迅速识别并通过无线通信将信息传递给车辆

和交通管理中心。 管理人员可以及时发布交通预警或调整

交通流向，防止或缓解交通事故的蔓延。 此外，车联网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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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车与车之间的协同作用，提前预测并预警可能发生

的事故，从而避免因交通事故引发的交通瘫痪。

车联网还可以通过智能调度系统来优化交通资源的分

配。 在高峰时段，某些交通路段可能出现严重拥堵，而其

他道路却相对畅通。 通过车联网技术，交通管理系统可以

实时获取不同路段的交通流量数据，并依据这些数据动态调

整交通信号、引导车辆绕行或选择备用路线。 这种智能调

度能够确保交通资源得到最合理的分配，减少某些路段的负

荷，提高全网的通行效率。

车联网在事故管理和安全方面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传

统的交通管理系统通常依赖人工巡检和固定传感器来发现交

通事故，而车联网通过车与车之间的通信和车辆上的智能感

知系统，能够实时发现交通事故并进行警报。 例如，当某

辆车发生碰撞或停车时，其他车辆能够通过车联网收到警示

信息，避免因未及时发现事故而导致的二次碰撞。 此外，

车联网还可以通过事故发生地的实时数据，帮助交通管理部

门快速调度救援资源，缩短事故处理时间，降低事故对交通

流的影响。

未来发展趋势:５G与大数据推动车联网升级

随着５G技术和大数据的不断发展，车联网的升级将进

入一个新的阶段。 这些新兴技术为车联网带来了更高的传

输速率、更低的延迟和更强的处理能力，从而进一步推动智

能交通系统的演进。 ５G和大数据的融合应用不仅提升了车

联网的功能性，还为未来交通管理、自动驾驶、环境监控等

方面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５G技术的引入大幅提升了车联网的通信能力。 与４G
相比，５G 在数据传输速率和连接稳定性方面有了质的飞

跃。 ５G的低延迟特性，使得车与车、车与路侧设施、车与

云平台之间的通信几乎实时无延迟，这对于自动驾驶技术尤

其重要。 自动驾驶车辆需要快速响应周围环境的变化，５G
网络的低时延使得车辆能够更快地接收到周围的交通信号，

进行即时决策，从而提高驾驶安全性。 例如，车辆在高速

行驶时，能够实时获得前方路段的交通状况、突发事件等信

息，及时做出行驶路径的调整。 此外，５G还支持大规模的

设备连接，使得车联网系统能够支持更多的智能设备和传感

器，提供更加全面和精准的交通信息。

大数据的应用使得车联网系统在数据处理和分析方面具

备了更强的能力。 车联网产生的数据量庞大，涉及车辆行

驶轨迹、路况信息、交通流量、天气状况等各类数据。 大

数据技术能够对这些海量数据进行实时处理和智能分析，提

供有价值的决策支持。 通过大数据分析，交通管理部门可

以更精准地预测交通流量、判断路段拥堵情况、评估天气或

事故对交通的影响，从而实施更加智能的交通调度。 例

如，大数据技术可以分析历史交通数据，预测某一时间段或

区域的交通流量，帮助城市交通系统提前调整信号灯周期，

优化交通管理策略。

大数据还可以通过车联网系统监测车辆的运行状态，提

供车辆健康管理服务。 通过对车辆状态数据的持续分析，

车主和管理机构可以及时发现车辆故障或性能下降，进行预

防性维护，从而减少车辆故障导致的交通事故或道路拥堵。

此外，结合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车联网系统还能够识别

驾驶员的驾驶习惯，提供个性化的驾驶建议，优化驾驶行

为，提升道路安全性。

结束语

车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５G、大数据的深度融合，为

智慧交通系统的升级和自动驾驶技术的推广提供了强有力的

支撑。 通过实时数据交换和智能决策，车联网能够有效提

升交通管理效率、优化交通流量、增强道路安全，推动绿色

出行。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车联网将不断演化，推动更

加智能、高效和安全的未来交通体系，为全球智慧城市建设

和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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