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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交通协调控制系统设计研究

温毓铭， 滕国文

（吉林师范大学 计算机学院， 吉林 四平 １３６０００）

摘　 要：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普通家庭也有了购买汽车的能力。 日渐发达的交通拓宽了人们

的生活半径，但是驾驶者们也经历了越来越多的挑战。 由于现代交通工具的数量和道路的需求量不成正比，热门的出行线路

因为人们每日对此需求和经济条件的影响不能得到有效的拓宽，再加上驾驶者对路况信息的生疏和拥堵状况的错误判断，无
论是初来乍到的驾驶员、还是对日常驾驶效率要求较高的出行者，都亟需用最快的时间获得最有效的出行路径规划，从而节

约时间成本。 智能交通路径规划系统正是对此问题的解决办法。 这里，通过结合 Ｄｉｊｋｓｔｒａ 算法、数据库和 Ｅ－Ｒ 图等实用设计，
针对智能交通协调控制系统的实现从初始化、运行、直至得到规划结果进行了各重点功能的关键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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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随着国内经济的迅猛发展，百姓的生活水平在

不断提升。 对于日常出行的需求也在增加。 随之而

来地，人们购买汽车的刚性需求则越来越强烈，汽车

总销量和乘用车销量近年来始终都在保持一路攀升

态势［１］。 自从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正当国内处在将近

二十年的大幅推进科技社会的城市规划建设的同

时，国内的道路交通网络也从之前单一的一条主干

道和若干辅道演变为现如今的科技化的柏油马路和

灵活转向的高架桥，但是碍于车辆的保有量增速太

快，城市的交通建设部门在预筹时却难以做到如此

庞大的人力物力投入，如此一来势必会导致现阶段

一定范围内的城市出现交通车辆拥堵问题。 为了改

善这种拥堵状况，在这些城市的繁华路段、拥堵的集

中区域实行智能交通协调控制即已成为科学和有效

的应对办法［２］。

智能交通是信息化社会中解决交通拥堵问题的

有效途径之一，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提出［３］，就是利用

数学建模的方式，把一个路网层上的道路交叉和道

路直通信息，通过计算机予以呈现和表达［４］。 最优

路径的选择问题与社会生产及现实生活息息相关，
除了日常的道路导航需求，对于火警、匪警和医疗急

救等社会服务车辆，也均发挥至关重要的交通疏导

作用［５］。

１　 研究方法

为了寻求最短路径，本设计以 Ｄｉｊｋｓｔｒａ 算法为

基准［６］，分析了现实交通环境中的路况情况，加入

了拥堵因子的判断，由此选择得到了最优路径［７］。
Ｄｉｊｋｓｔｒａ 算法已由学界公认为是图论［８］ 中寻求最优

路径的优秀算法。 根据此算法利用计算机系统可以

计算出任意 ２ 个路段之间的最短路径［９］。



２　 系统设计

２．１　 功能设计

研究中在全面剖析了用户的直接需求后指出，
本次设计主要包括路段的设置和最短路径的寻找功

能。 基于此，对比参照了其它道路规划系统，同时又

探究总结了现实生活的实际问题，因而设计开发了

系统的如下重点功能：路段的增除删改、路段连线的

添加和取消、拥堵路段的查看、计算路段的距离和路

径的规划［１０］。 系统功能架构如图 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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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系统功能模块

Ｆｉｇ． １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ｕｌｅ

２．２　 数据库设计

数据库的设计原则可表述为：数据共享性、数据

独立性、数据的完整性、灵活性，可在短时间内回答

用户的复杂、且灵活多样的查询问题、安全性与保密

性，对数据指定保护级别和安全控制［１１］。
２．３　 概念设计

实体－联系图（Ｅｎｔｉｔ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Ｄｉａｇｒａｍ，Ｅ－Ｒ
图），提供了表示实体型、属性和联系的方法［１２］，用
来描述现实世界的概念模型［１３］。 Ｅ－Ｒ 图是表示概

念模型的一种方式，构成 Ｅ－Ｒ 图的基本要素是实体

型、属性和联系［１４］。 其中，实体型（Ｅｎｔｉｔｙ）用矩形表

示，矩形框内写明实体名；属性（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用椭圆形

表示［１５］，并用无向边将其与相应的实体连接起来；
联系（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用菱形表示，菱形框内写明联系

名，并用无向边分别与有关实体连接起来［１６］。 根据

交通流的概念［１７］，研究可得本系统节点表的 Ｅ－Ｒ
图如图 ２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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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名称

节点IDy坐标

x坐标 节点信息

图 ２　 节点信息表实体属性关系图

Ｆｉｇ． ２ 　 Ｅｎｔｉｔｙ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ｎｏｄ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ａｂｌｅ

２．４　 逻辑设计

数据库逻辑设计就是指数据库表的设计，设计

内容见表 １。
表 １　 节点信息表

Ｔａｂ． １　 Ｎｏｄ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ａｂｌｅ

字段名 中文名 类型 长度 ／ 字符

ＩＤＤ ＩＮＴ ４

Ｘ Ｘ 坐标 ＶＡＲＣＨＡＲ １６

Ｙ Ｙ 坐标 ＶＡＲＣＨＡＲ １６

Ｉｄ 节点 ＩＤ ＩＮＴ ４

Ｎａｍｅ 节点名称 ＴＩＮＹＴＥＸＴ ２０

３　 系统实现

３．１　 操作运行步骤

打开本系统，在用户点击载入地图后，将会进行

地图的初始化。 一般情况下，地图加载都是先加载

界面的布局，而后则是地图和定位信息的初始化，对
节点信息进行查找和添加，此后再进行图层的初始

化。 用户可在地图上选择出发地和目的地，当用户

点击后，通过接口把程序发送到服务器或用户主机

上。 进行分析判断，结合拥堵状况后，返回结果。 在

输出设备上显示最优路径的规划结果。
３．２　 系统运行结果

本着界面简洁、友好的原则，研发设计后的系统

登录界面如图 ３ 所示。

图 ３　 登录界面

Ｆｉｇ． ３　 Ｌｏｇｉｎ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利用线段表示目标点的距离，对于每个地标和

目的地，用蓝色的点标记，左击鼠标添加标记，右击

鼠标删除标记。 操作界面效果如图 ４ 所示。

图 ４　 操作界面

Ｆｉｇ． ４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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