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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大数据：来源、特征与意义

分析与应用：
      ——以浮动车、手机信令和交通事故数据为例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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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大数据获取

采集

网页抓取

智能手机
GPS浮动车

社交媒体
签到

共享单车
公交刷卡

专业机构
共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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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ngth
宏观（群体）行为
多维度分析
       时间：早晚、平日周末
       空间：点、线、面

Weakness
微观（个体）行为
精确轨迹还原

Opportunity
数据获取便捷
覆盖空间范围大
多时间序列可对比

Threat
用户隐私
信息冗余

位置大数据特征



浮动车数据

手机信令数据
定位精度随基站分布变化
覆盖人群范围广

城市POI数据

种类丰富，位置准确
反映城市功能区域分布

定位精度高，记录间隔短
反映城市道路结构

位置大数据特征



位置大数据意义

清洗去噪
扩样处理
匹配分析

预处理

空间分布分析
时间序列分析
属性语义分析

内容分析

城市异常识别  路况监测

人流预测 噪音诊断 城市结构认知
   交通调查 位置推荐 路径优化

商业选址 环境评估

应用场景 



反映城市的现状和

居民的行为特征，

帮助理解城市现象

本质

有助于提高居民生

活品质，促进城市

运转。

……城市环境的综合感

知与集成带来了解

决更多问题的机遇

位置大数据意义



分析与应用

浮动车轨迹数据挖掘

手机信令数据挖掘

02

交通位置大数据挖掘



浮动车轨迹数据挖掘

数据
来源

上海市

某星期连续七天

8000辆出租车

4000万条数据

数据
结构

车辆编码、时间、瞬时车速、

经度、纬度、高程、空车/载客

浮动车轨迹(点)空间分布

浮动车数据概况



浮动车轨迹数据挖掘



浮动车轨迹数据挖掘

城市中心区域的出租车下客点时空间分布强度 城市热点识别（图中黑点）

城市热点识别



浮动车轨迹数据挖掘

南京西路

陆家嘴

淮海中路 豫园

徐家汇 五角场

内环线
外环线
低值

高值

内环线
外环线
低

高

商业中心 轨迹数 轨迹最大位移 距离衰减  F(d)~β·eαd   *

南京西路 11841 35.0km F(d) = 1989.7e-0.291d, R² = 0.8667
陆家嘴 7965 22.8km F(d) = 3614.4e-0.370d, R² = 0.9519
五角场 3020 21.6km F(d) = 1011.9e-0.318d, R² = 0.9478

商圈吸引力分析 南京西路

陆家嘴

五角场

* Brockmann et al.(2006), González et al. (2008)



浮动车轨迹数据挖掘

不同尺度下各区域人群流动模式——行政区尺度

模式一  早高峰 流出 + 晚高峰/深夜 流入
郊区 / 杨浦 / 普陀  
居住
模式二  早高峰 流入 + 晚高峰/深夜 流出
徐汇 / 黄浦 / 浦东   
商业 / 娱乐 / 居住

模式三  早高峰 流入 + 晚高峰/深夜 流入
静安 / 虹口
商业 / 居住
模式四 早高峰/晚高峰 流入 + 深夜 流出
长宁
商业 / 娱乐 / 居住

由左至右：长宁-杨浦-徐汇-松江-青浦-普陀-浦东-闵行-静安-金山-嘉定-黄浦-虹口-奉贤-崇明-宝山

流
入

 > 流
出

流
出

 > 流
入

早高峰 中午

晚高峰 深夜

红色：中心城区    蓝色：郊区

崇明

宝山
嘉定

青浦

松江

金山

奉贤

闵行 浦东新区

杨浦

虹口
静安

普陀
长宁

黄浦
徐汇

区内流动量：62%
区间流动量：38%



浮动车轨迹数据挖掘

不同尺度下各区域人群流动模式——街道尺度

汇集区域
靠近城市边缘   
    颛桥镇、高东镇、莘庄镇、马陆镇

源头区域
部分郊区
    松江区北部、青浦区东北部、宝山区北部

均衡区域
外环内大部分区域
   旅游景点：南京东路、外滩、七宝
    居民区：四平路、宜川路
    交通枢纽：虹桥火车站



手机信令数据分析

• 数据概况：中国移动，上海，2014年单日数据。记录手机与基站

        通讯事件，如语音、短信、位置变化

• 基站概况：全市约有10,000个基站。中心城区基站

        间距100-300米，郊区1000-3000米。

• 记录数及用户数：约2000万条记录，700万用户

   （占2014年上海2415万常住人口的30%左右）。
手机基站访问量 用户轨迹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识别人群移动特征



交通位置大数据管理及实时监测

面向主动交通安全的城市车辆服务平台

手机端实现违法事件、事故多发点、突发事故预警

基于传感器网络的空间大数据采集

交通事故黑点判别和空间分析

主动交通安全分析及预警服务



交通事故数据挖掘

研究对象

苏州工业园区

2005-2016年交通事故

13万余条

事故相关字段

交通事故数据概况
群众报警

现场取证

系统录入

事故归档

人员相关字段

• 事故编号 • 道路类型

• 事故时间 • 道路状况

• 事故地点 • 照明情况

• 事故原因 • 天气类型 

• 所属辖区 • 信号控制类型

• 死亡人数 • 受伤人数

• 事故类型（简易、疑难、重伤、死亡、
群死群伤、恶性逃逸）

• 事故编号 • 驾龄

• 姓名（加密） • 驾照类型

• 性别 • 车辆类型

• 证件类型 • 责任类型

• 证件号码（加密） • 违规行为类型

• 人员状态 • 牌照类型

• 人员类型（常住、暂住）



交通事故数据挖掘

• 事故时间分布情况
• 按年份
• 按月份
• 历年月分日
• 历年日24小时

• 事故原因、现场及形态
• 事故原因
• 路口路段
• 天气条件

• 肇事人员及车辆情况
• 交通方式
• 肇事人性别
• 肇事人年龄

交通事故属性统计



优化后的交通事故点空间分布

古
城

区

交通事故数据挖掘

由于事故位置由手工录入，大量的位置描述模棱两可，
因此需要通过地理编码确定事故坐标，以便较为准确
地描述事故位置。

交通事故地址解析

撒点优化前后结果对比

阳澄湖



交通事故数据挖掘

事故多发点逐年空间分布演化

2011年

2013年

2012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湖西金融区
苏州大道西至中新大道西
星杭街至星汉街

环湖景区入口
星湖街-石港路
中新大道东环洲路

工业园保税区
现代大道-胜浦路



交通事故数据挖掘

苏州大道西

中新大道西

星杭街 星汉街金融街区

环路入口
交通事故黑点辨识

多源空间数据
综合判读

路口交通流数据
线圈+视频检测器

路网结构数据
属性+拓扑

交通事故记录
语义位置+事故属性

城市POI
坐标+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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