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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采取理论建模、信息化技术，结合实际应用，对高速公路运营大数据一

体化管理服务关键技术开展了研究，取得如下创新成果：

1． 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研发了运营大数据一体化管理服务平台，

建立了全过程一体化大数据管理流程、规范和体系，统一了主数据、元数据、数据

目录、数据服务等，提供从数据源端到数据应用端的全流程管理，实现了数据资产

化。

2．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车辆数据融合方法，补充门架缺失流水数据，提

升了数据的完整性，实现 AI 算法反哺数据管理。

3． 基于流式计算实现低延迟高性能实时计算和分析决策能力，通过对门架大

数据的实时计算形成在途车辆实时定位和跟踪，结合深度学习的多源数据流批融合

预测算法，应用于异常事件判定、短时车流量预测、行程时间预测等多种场景。

4． 建立了运营数据的分类分级规范，提升了数据的安全性。

本项目获得软件著作权 2项，申请专利 4项，论文 1篇已被《中国交通信息化》

收录。项目成果已在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应用，社会经济效益显著，具有广

阔的应用前景。

评价专家名单

序号 姓名 单位 专业领域 职称

1 华玉文 山东省交通运输厅信息中心 信息工程 研究员

2 房培阳
山东省交通规划设计院集团

有限公司
信息工程 研究员

3 荆玉才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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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工程 研究员

4 李树彬 山东警察学院 交通运输 教授

5 吴建清 山东大学 智能交通 教授

6 王善美 浪潮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工程 高级工程师

7 刘 杰 山东交通学院 交通运输 副教授

组织评价单位：山东公路学会

2024 年 4 月 8 日，山东公路学会在济南组织了“高速公路运营大数据一体化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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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服务平台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研究成果评价工作。评价委员会（名单附后）听

取了项目组的汇报，审阅了相关技术文件，经质询和讨论，形成评价意见如下：

一、项目组提交的技术文件齐全，内容完整，数据翔实，符合评价要求。

二、项目组采取理论建模、信息化技术，结合实际应用，对高速公路运营大数

据一体化管理服务关键技术开展了研究，取得如下创新成果：

1． 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研发了运营大数据一体化管理服务平台，

建立了全过程一体化大数据管理流程、规范和体系，统一了主数据、元数据、数据

目录、数据服务等，提供从数据源端到数据应用端的全流程管理，实现了数据资产

化。

2．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车辆数据融合方法，补充门架缺失流水数据，提

升了数据的完整性，实现 AI 算法反哺数据管理。

3． 基于流式计算实现低延迟高性能实时计算和分析决策能力，通过对门架大

数据的实时计算形成在途车辆实时定位和跟踪，结合深度学习的多源数据流批融合

预测算法，应用于异常事件判定、短时车流量预测、行程时间预测等多种场景。

4． 建立了运营数据的分类分级规范，提升了数据的安全性。

三、项目成果已在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应用，社会经济效益显著。

综上所述，项目成果总体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建议进一步加强成果的推广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