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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源数据融合思路

数据：丰富但多源

问题：如何最大化利用数据？

挑战：在数据准备的每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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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按需所取，优势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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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营数据
卡口，RFID，车联网，轨道闸机
GPS, 手机信令

交通设施数据
道路、轨道、公交、停车场、公路、铁路、
港口、机场、步行与自行车，地下管网，加
油气站等

交通规划数据
交通规划（总规，控规，综合，专项，研
究），规划用地、现状用地、现状建筑、建
筑平面图

。

交通地理数据
电子政务地图、卫星（航拍）影像图、地形
图（1:500）、地名数据

交通多源数据



样本量 覆盖范围

RFID路网分布间隙大
GPS不覆盖隧道

卡口路网分布密度大

缺失值

各数据源有不同程度的缺失值

GPS样本偏少
车联网样本丰富

数据质量



统一数据

建立一套基础数据指标体系

数据互补

提高样本量，减少缺失值

数据融合

路段指标刻画

Data	profiled	KPI

平均速度

Ave	speed

低速里程占比

Ratio	– low	
speed

低速时间占比

Ratio-time
拥堵点位置

Position	

拥堵区间长度

Duration

平均行驶时间

Ave	time

路段拥堵状态

Status



拥堵模型方案设计

方案架构

方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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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价值



方案架构

大数据平台（BigInsight）

基础硬件环境

手机信令 车联网 轨道卡

大数据分析平台
(SPSS Analytic Server/Modeler/ IBM DSX/ IBM Machine Learning)

交通预测分析算法及模型
Traffic Predictive Models

交通异常检测 拥堵趋势预测 拥堵模式发现

出租GPS

天气数据 交通事件 RFID/卡口路网规划

应用 应用 应用



方案内容

d

车联
网

GPS

RFID
卡口

交通指标体系
常发
拥堵

拥堵
模式

拥堵事
件

拥堵事
件识别

拥堵事
件刻画

拥堵
原因

2.拥堵事件的自动识别

3.拥堵事件的刻画

4.常发拥堵路段识别

5.拥堵模式分析

§ 拥堵事件是识别
常发拥堵路段的
基础

§ 全新的、智能的
方法，自动识别
交通路网中所有
的拥堵事件，为
后续分析奠定可
靠的基础

§ 拥堵事件的刻
画是对拥堵事
件进行特征性
描述

§ 对拥堵事件准
确的刻画是拥
堵路段识别的
数据来源。

§ 对常发拥堵的路
段进行识别，能
够更好地定位拥
堵核心点，辅助
决策者进行缓堵
决策

§ 在现实道路交通流
中，路段拥堵模式
均不相同，不同模
式的拥堵对整个交
通网络的影响也不
同。

§ 对不同拥堵模式下
，常发拥堵路段的
识别，对拥堵原因
提供了更深入的见
解

1.路段指标形成

§ 从原始数据中抽
象出能代表路段
交通状态的各类
指标如：

§ 车速
§ 低速行驶里程
§ 低速行驶时间
§ …



方案价值

§ 识别常发拥堵路段

§ 堵点识别及其扩散规律

§ 分析拥堵趋势

§ 挖掘拥堵模式及成因分析

建立数据利用体系 全方位、深入地数据分析 辅助决策，提升服务水平

§ 智能交通方案的专业知识

§ 先进的大数据分析技术

§ 探索将数据转化为生产力以解

决实际交通问题的方法和路径

§ 指导大众出行，帮助交管配置优

化出警资源

§ 从交通拥堵模式及规律中形成洞

察，以辅助交通规划决策

§ 提升整个城市交通综合服务水平

“数据研究” “数据洞察” “决策制定”



工程实践结果展示

模型实现

开发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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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展示



模型设计 模型验证

模型验证环境搭建

模型迁移及验证
• 在更大数据集上
• 区域路网
• 中大型Cluster

性能测试及调优

基于验证结果模型更新及重构

模型工程化
• 健壮性
• 稳定性

模型实施

生产环境集成与测试

全数据测试

集群性能调优

模型可行性确定
• 模型算法选择
• 基本参数确定

初步验证基于
• 一个月数据
• 小路网
• 小型Cluster

模型实现



算法模型 迭代，快速迭代

细分功能场景
逐个快速迭代

应用平台

低耦合
集群参数优化

准确性
可扩展性

健壮性

开发准则



结果展示

7条常发拥堵路段

拥堵常发路段

7 F=0.569655

G大道

1 F=0.669488

A大道

2 F=0.664070

B东路



结果展示

拥堵趋势变化 – 整体情况
通过7个月历史数据探索路段拥堵总体趋势，得到以下结论

• 432条主干道中

• 0条路段逐渐向好

• 4条路段拥堵情况持续恶化

• 176条快速路中

• 9条路段拥堵情况逐渐向好

• 0条路段持续恶化

• 52条高速路中

• 1条路段拥堵情况逐渐向好

• 1条路段拥堵情况持续恶化



结果展示

拥堵趋势变化- 示例图

• 恶化最严重的主干道路段

• EE大道南段（由南向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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