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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系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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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狭窄路段交通拥堵智能控制系统存在控制能力差&控制效果不明显的问题$据此&设计了一种基于北斗卫星的狭

窄路段交通拥堵智能控制系统$系统硬件设备由全方位磁传感器'交通调度控制器和基于北斗卫星的微控电路与
9

+

,

芯片组成$

采用
9H,RR

6

"&&

型号数据频率&采集狭窄路段车流量信息数据&应用频率无线网络传达远程信息&采用
]̂ @* *#

数据识别器

对压缩融合数据包进行数据模型转换&通过
9

+

,

解析电路板'

,

+

9

解析电路板产生的高频电流作为脉冲信号&采用
,P2

线路对

脉冲信号进行放大增益&实现对狭窄路段交通拥堵的调控$根据硬件结构分别设计了综合性交通通信应用程序'空间信号智能控

制程序'感应控制
->̂ ,

技术程序$通过对比该系统与传统系统的智能控制能力&实验结果表明&文章设计的基于北斗卫星的

狭窄路段交通拥堵智能控制系统控制能力强&控制效果好%

关键词!北斗卫星$狭窄路段$交通拥堵$智能控制

I'+7

<

,"H[,&'..7

<

',&!",&(".0

2

+&'#H"(6(*HH74!",

<

'+&7",",Q*((">

3"*5+M*+'5",M'75"%0*&'..7&'

bC<1

=

EB3

!

_3h<17L<II30K1

=

31BBL31

=

.1P535F5B

&

_3h<1

!

+&#(##

&

RC31<

"

/9+&(*4&

(

7CB0FLLB15315BDD3

=

B150?15L?DP

A

P5BJI?L5L<II300?1

=

BP53?1?11<LL?[PB053?1PC<P5CB

6

L?WDBJP?I

6

??L0?15L?D<W3D35

A

<1Q31BIIB053OB0?15L?DBIIB05!̂ <PBQ?15C3P

&

5C3P

6

<

6

BLQBP3

=

1P<1315BDD3

=

B150?15L?DP

A

P5BJI?L5L<II300?1

=

BP53?1311<LL?[PB053?1P

W<PBQ?1 B̂3Q?FP<5BDD35B!7CBP

A

P5BJC<LQ[<LBB

d

F3

6

JB150?1P3P5P?I<IFDDL<1

=

B?IJ<

=

1B530PB1P?LP

&

<5L<II30Q3P

6

<50C0?15L?DDBL

&

<

J30L?40?15L?D03L0F35W<PBQ?1 B̂3Q?FP<5BDD35B

&

<1Q<19

+

,0C3

6

!9Q?

6

59H,RR

6

"&&J?QBDQ<5<ILB

d

FB10

A

&

0?DDB055L<II3031I?LX

J<53?1Q<5<?11<LL?[L?<QP

&

<

66

D

A

ILB

d

FB10

A

[3LBDBPP1B5[?L25?0?JJF130<5BLBJ?5B31I?LJ<53?1

&

FPB]̂ @*4*#Q<5<3QB153I3BL5?

6

BLI?LJQ<5<J?QBD0?1OBLP3?1?10?J

6

LBPPBQIFP3?1Q<5<

6

<02B5P

&

<1<D

A

\B03L0F35W?<LQ

&

,

+

9<1<D

A

\BP5CBC3

=

C4ILB

d

FB10

A

0FLLB15

=

B1BL<5BQW

A

5CB03L0F35W?<LQ<P<

6

FDPBP3

=

1<D

&

<1QFPBP5CB,P2D31B5?<J

6

D3I

A

5CB

6

FDPBP3

=

1<D5?<0C3BOBLB

=

FD<53?1?I5L<II300?1X

=

BP53?1?11<LL?[PB053?1P!900?LQ31

=

5?5CBC<LQ[<LBP5LF05FLB

&

<0?J

6

LBCB1P3OB5L<II300?JJF130<53?1<

66

D30<53?1

6

L?

=

L<J

&

<P

6

<0B

P3

=

1<D315BDD3

=

B150?15L?D

6

L?

=

L<J

&

<1Q<131QF053?10?15L?D->̂ ,5B0C1?D?

=A6

L?

=

L<J<LBQBP3

=

1BQ!̂

A

0?J

6

<L31

=

5CB315BDD3

=

B15

0?15L?D0<

6

<W3D353BP?I5C3PP

A

P5BJ[35C5L<Q353?1<DP

A

P5BJP

&

5CBBZ

6

BL3JB15<DLBPFD5PPC?[5C<55CB315BDD3

=

B150?15L?DP

A

P5BJI?L5L<II30

0?1

=

BP53?1311<LL?[PB053?1PW<PBQ?1 B̂3Q?FP<5BDD35BQBP3

=

1BQ315C3P

6

<

6

BLC<PP5L?1

=

0?15L?D<W3D35

A

<1Q

=

??Q0?15L?DBIIB05!

='

2

>"(5+

(

B̂3Q?FP<5BDD35B

$

1<LL?[PB053?1

$

5L<II300?1

=

BP53?1

$

315BDD3

=

B150?15L?D

?

!

引言

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加快了城市化建设的步伐%城

市交通在城市建设及人民的生活水平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由于城市内道路的建设难以跟上车辆急剧增加的速度&

车辆的增长数量远远超出了道路的增长数量&导致城市交

通拥堵的问题逐渐凸显出来)

&

*

%产生交通拥堵的原因有很

多&如(汽车数量的增长过快'城市内交通系统不够发达'

外来人口的不断增加'驾驶人员的安全意识缺乏'道路资

源的占用比例较低'狭窄路段过多等%大量数据表明&我

国首都每天由于交通拥堵问题所带来的经济损失高达上千

万元&在一些发达国家同样面临着交通拥堵的问题&美国

每年因交通拥堵问题有着高达
)##

多亿美元的损失&英国

因交通拥堵问题所造成的损失高达每年总
S,8

的
"f

左右&

而这些交通拥堵问题在狭窄路段表现尤为严重)

"

*

%在
"#&*

年&全国两会中曾提出过交通拥堵的问题&要求采取针对

性措施解决交通拥堵问题&把交通拥堵问题放在城市建设

中的重要位置&提升人们的出行质量&同时也改善了城市

内交通运行环境)

(

*

%

综上所述&本文针对城市内狭窄路段交通拥堵问题&

提出了基于北斗星的狭窄路段交通拥堵智能控制系统&通

过利用我国北斗导航定位系统对城市内狭窄路段的车流量

和信号数据进行分析和调理&从而改善狭窄路段交通拥堵

问题)

%

*

%本文将建立北斗卫星导航控制系统&通过北斗卫

星的基本理论'硬件设备'应用程序&研究并提出北斗卫

星在狭窄路段交通拥堵方面的控制系统&使硬件设备与应

用程序相结合&以较高精度的定位以及大量的实时数据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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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础&解决狭窄道路交通拥堵问题%

@

!

基于北斗卫星的狭窄路段交通拥堵智能控制硬

件设计

!!

本文提出的基于北斗星的狭窄路段交通拥堵智能控制

系统&在稳定运行的工作过程中&需要依靠性能稳定的硬

件设备来支撑&同时还需要硬件设备对狭窄路段交通拥堵

相关数据进行采集整理&为应用程序的有效运行奠定良好

的基础)

)

*

%本文设计的系统硬件设备主要由全方位磁传感

器'交通调度控制器和基于北斗卫星的微控电路与
9

+

,

芯

片等组成&本文系统硬件设备总体结构如图
&

所示%

图
&

!

系统硬件设备总体结构图

@C@

!

全方位磁传感器

全方位磁传感器主要是实现狭窄路段交通拥堵数据的

采集任务%传感器的出厂默认数据采集频率倍数为
"#

倍&

采用
9H,RR

6

"&&

型号数据频率&对狭窄路段车流量信息

数据进行无线采集&并应用特定的频率无线网络进行远程

信息传达%当磁传感器中磁传感芯片启动&磁传感器将应

用装有
M,̀

!

(

型号的流动性数据采集设备定位系统对数

据进行采集&结合
S8H

北斗卫星定位和无线网络传达技术

对狭窄路段交通和车辆数量分布进行有组织有规划的数据

排版设计)

*

*

%

在全方位磁传感器中&本文还置入上位机结构&实现

了北斗卫星的数据控制系统与全方位磁传感器所采集的交

通数据中心之间的数据传输与信号通信功能&磁传感器的

控制中心主要通过
HÙ

数据发送源发射交通流量信息以及

车流量信息&通过传感器上位结构与控制中心的应答机构

进行通信&并应用
>_U>K4"*$##

数据采集
4

转换一体机

对采集器上位结构发送数据命令&实现上位结构对数据采

集的控制)

+

*

%磁传感器的对数据采集的收发转换结构如图
"

所示%

根据图
"

可知&本文采用的数据收发转换结构有多个

数据缓冲端口&可以通过数据缓冲端口用来构建数据采集

复位体系&以编程的方式控制逻辑电路&从而更好地控制

磁传感器)

$

*

%

本文采用的磁传感器&与北斗星卫星基地相呼应&通

过磁场对狭窄道路的车流量以及道路拥堵状况进行定位分

析&精准度可以达到
"

!

)0J

&并且没有最大数量限制&结

合了卫星雷达
H̀ ,

采集数据模型&使覆盖范围达到全球&

图
"

!

磁传感器的对数据采集的收发转换结构图

对于数据的采集传输速度与实时的数据信息时间误差不超

过十秒)

'

*

%正常情况下&磁传感器的数据传输是通过网络

渠道&但是本文磁传感器采用
8̀ 74"#&#

型号的传输设

备&对于网络没有依靠性&极大地提升了磁传感器数据传

输过程中存在的安全性问题&同时本文采用的磁传感器也

具有了一定的独立性)

&#

*

%

@CA

!

交通调度控制器

交通调度控制器主要负责对狭窄路段交通拥堵智能控制&

属于执行硬件设备%采用低功耗的
&*

位数据模拟转换器进行

数据输入&为数据控制中心与狭窄路段实时车辆搭建沟通渠

道&方便交通控制器对狭窄路段的车辆进行调度分配)

&&

*

%

在交通调度控制器中&含有
H4+##

型号的信号数据调

度控制电路&这种型号的调度电路能够对交通拥堵情况进

行及时地分析&将采集到的数据信息集成处理压缩为数据

融合包&再应用
]̂ @*4*#

数据识别器对压缩融合数据包进

行数据模型转换&实现实时分析处理交通拥堵数据信号)

&"

*

%

本文的交通调度控制器还可以车载安装&车载安装调度控

制器为
;4P

/A

$#

型号&具有信息汇聚与处理的功能&能够

接收北斗卫星总交通控制中心传达的命令&主要由数据服

务器'线路服务器'北斗指挥器'数据管理层模型与网络

设备构成&能够较好地承载对狭窄路段交通拥堵智能控制

任务)

&(

*

%车载交通调度控制器实物如图
(

所示%

图
(

!

车载交通调度控制器实物图

本文的交通调度控制器还具有一定的智能性&在数据

控制主板中植入
Ŷ

芯片&此芯片能够对数据进行实时差分

处理&并且可以自动屏蔽已经解决的交通拥堵路段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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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能够对即将发生拥堵的路段进行任务调度&此设备与设

备之间具有一定的关联性&由物联网进行设备关联)

&%

*

%采

用
HY4($###O

型号循环电池&并配备
NĤ

电源接口与太

阳能续航电池&其续航能力也得到相应的保障%交通调度

控制器相关联的硬件设备或系统的架构如图
%

所示%

图
%

!

交通调度控制器关联设备或系统架构图

@CB

!

基于北斗卫星的微控电路与
/

$

I

芯片设计

基于北斗卫星的微控电路是本文整个控制系统的控制

中心&通过
9

+

,

解析电路板'

,

+

9

解析电路板产生一定的

高频电流&作为狭窄路段交通拥堵的智能系统脉冲信号&

并采用
,P2

线路对脉冲信号进行放大增益&微控电路根据

增益信号的大小来调整自身的调控频率&再向北斗卫星发

送相匹配的控制命令&实现对狭窄路段交通拥堵的调控)

&)

*

%

在基于北斗卫星的微控电路中&

9

+

,

芯片起到控制枢

纽的作用&本文所采用的
9

+

,

芯片为卡西莫多公司生产的

_U4"##

型号的高频外围芯片&芯片的接口安装方式为串并

行通用版本&运行电压为
*:%Y

&芯片的数据采样频率为
"#

>\

&选择适应的输出电路&根据脉冲电流的数值来控制数

据解析器解析样本%微控电路的设计如图
)

所示%

图
)

!

微控电路设计图

本文采用的基于北斗卫星的微控电路还具有数据信号

预处理设备%预处理设备的输出端口采用
_9

总线模块接

口&采用时钟电路智能识别总线&其信号预处理的触发总

线由
%

条
8RE

线和
*

条
8R̀

线组成&应用四核控制器对狭

窄路段交通拥堵控制信号进行集成控制&实现对控制信号

的智能识别与集成处理%数据信号预处理电路设计如图
*

所示%

图
*

!

数据信号预处理电路设计图

A

!

基于北斗卫星的狭窄路段交通拥堵智能控制应

用程序设计

!!

在基于北斗卫星的狭窄路段交通拥堵智能控制系统中&

为了能使硬件设备与硬件设备之间协调运行&需要设计运

行应用程序来对硬件设备进行控制%

AC@

!

综合性交通通信应用程序设计

本文系统在综合通信技术方面并没有设立通信基站&

而是应用卫星通信宽带使狭窄路段拥堵的车辆&与北斗卫

星控制中心之间实现双向通信%综合性交通通信应用程序

的实现&能够使北斗卫星控制中心对狭窄路段交通堵塞的

车辆进行定位&进而更好地实现对狭窄路段拥堵车辆的调

度控制%

本文首先分析北斗卫星控制中心与狭窄路段拥堵车辆

之间的通信需求量&并计算出所需要的宽带范围达到车载

通信设备的最大容量&主要以覆盖区域手段实现区域综合

性交通通信&在未被覆盖的通信区域中&主要通过互联网

%S

技术实现通信技术%对于既无通信覆盖区域也无
%S

网

络的情况下&将用基于北斗卫星的短文通信技术&实现车

载通信设备与北斗卫星控制中心端综合性通信同步%以上
(

种情况均需要通过应用程序模块实现&首先对硬件设备的

主控板进行数据优化&使其与模块之间产生通信连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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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
%S

通信技术与通信覆盖技术具有一定的兼容性&需要在

相应的硬件设备之中设立共同走线&而北斗卫星短信通信

技术需要使用单独的通信走线&根据车辆的流动性及卫星

控制主板智能检测车辆的流动空间&实现车辆各通信通道

之间相互转换%

在北斗卫星中心端设置自动发文程序&此程序负责发送

通信短文&并且将短文内容转换为数据包进行压缩集成&通

过微型电路板以及
9

+

,

模块对数据包进行整理&程序将数据

通信协议同步到信号输出端口&将短文以及其他通信方式同

步为同一种格式&并使通信信息特征码'内容'容量保持一

致%综合性交通通信应用程序设计结构如图
+

所示%

图
+

!

综合性交通通信应用程序设计结构图

ACA

!

空间信号智能控制程序设计

狭窄路段交通拥堵性问题属于空间属性问题&解决此

类问题必须实现全感应空间控制&且车辆具有一定的空间

流动性&需要设计一套空间信号智能控制程序&实时控制

狭窄路段的交通拥堵%

在狭窄路段的交通拥堵中&大部分车辆只有前后两个

方向进行选择&同时也有少部分车辆可以左转或右转&本

文将方向定义为东'西'南'北'东北'东南'西北'

西南%

本文将设计程序模块对拥堵车辆进行控制&此程序模块

主要由
$

个单元电路体系组成&

Ĝ

单元体系为核心程序&

根据车辆即将发生的方向变向&接收传感器所传来的信号以

及电路时钟所发来的信号&此时&各单元程序向显示单元程

序发出控制命令信号
ÛE)#M

'

ÛE)&M

'

ÛE)"M

'

ÛE)(M

'

ÛE)%M

&将命令信号通过磁传感器向计时单元格输出&并将

最后的输出效果&显示到控制单元格中翻译成代码&再将代

码传入数码显示管进行译码&完成译码并显示驱动信号%交

通控制器转换状态表&如表
&

所示%

表
&

!

交通控制器转换状态表

状态方向 东 西 南 北 东北 东南 西北 西南

停
# # & # & # & #

行
& # # # # # & &

即停
& & & # # # # #

即行
# & # & # & & #

根据表
&

可知&狭窄路段交通拥堵车辆共有
$

种行驶状

态&可以根据控制模块和系统中的时钟'传感器所产生的

决定状态信号&及时改变行驶状态&此应用程序的正确运

行使狭窄路段交通拥堵的车辆&在空间控制层次中更加具

有规律性与协调性%

ACB

!

感应控制
8XMI

技术程序设计

本系统在感应控制
->̂ ,

技术程序设计的过程中&将

实时接收到的车流量数据信息&存放到数据压缩包中&借

助数据压缩包访问数据库文件&并且为数据库的管理提供

了统一的程序设计端口&通过程序设计端口将采集到的车

流量数据保存到数据库中&使数据库中的数据具有一定的

流动性%

感应控制
->̂ ,

技术应用程序在运行的过程中&首先

通过计算机创建
->̂ ,

项目&打开计算机菜单栏选中 ,项

目-选项&选定程序的类型&建立文档单击 ,数据文件-

选项&然后在对话框中选择相匹配的狭窄路段交通拥堵数

据库&选择数据库后建立需要访问的感应表&最后单击

,确定-按钮&感应控制
->̂ ,

技术应用程序运行完毕%感

应控制
->̂ ,

技术应用程序的运行流程如图
$

所示%

图
$

!

感应控制
->̂ ,

技术应用程序运行流程图

B

!

实验研究

BC@

!

实验目的

为了测试本文设计的基于北斗卫星的狭窄路段交通拥

堵智能控制系统&在改善狭窄道路交通拥堵状态方面的调

度控制性能&本文设立对比实验&在相同的狭窄路段交通

拥堵状态下&通过对比本文系统和传统系统的智能控制能

力&验证本文系统的有效性以及稳定性%

BCA

!

实验过程

采用
Y_U!\C"#

仿真模拟技术&模拟狭窄路段拥堵交

通运行状态&建立系统测试平台环境&设定本文系统和传

统系统的硬件设备频率电压均为额定工作状态&在相同的

狭窄路段交通拥堵状态下&本文系统和传统系统分别对狭

窄路段交通拥堵状况进行调度控制%

BCB

!

实验结果分析

经过本文系统和传统系统对狭窄路段交通拥堵状况调

度控制后&分别将狭窄路段交通拥堵状况记录下来&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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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斗卫星的狭窄路段交通拥堵智能控制系统设计
#

&")

!!

#

的拥堵状态如图
'

所示%

图
'

!

不同系统控制前后拥堵状态对比图

根据图
'

可知&本文系统对狭窄路段交通拥堵状况的控

制能力明显优于传统系统%本文系统基于北斗卫星实时定位

能力&结合全方位磁传感器对狭窄道路的车流量进行实时精

准定位&有着高效的综合性交通通信程序及控制程序&大幅

度地提升了本文系统对狭窄道路拥堵状况疏通的效率%

根据图
'

的实验结果&对本文系统和传统系统的控制

能力进行统计&得到的实验结果如图
&#

所示%

图
&#

!

控制能力图

分析图
&#

可知&在未控制前的狭窄路段交通拥堵车辆

为
%#

辆&当时间为
":##P

时&传统系统控制后的狭窄路段

交通拥堵车辆为
"#

辆&而本文系统控制后的狭窄路段交通

拥堵车辆为
&#

辆&且时间在
":##

!

%:##P

之间&传统系统

和本文系统控制后的狭窄路段交通拥堵车辆均保持不变%

由此可见&本文研究的智能控制系统控制能力更强&控制

效果更好%

D

!

结束语

城市内道路拥堵问题是城市建设发展道路中的一大难

题%北斗卫星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非常重要的科技成果之

一&它对车辆的实时定位提供了精准信息&能够获取绝对的

定位坐标%本文针对城市内狭窄路段交通拥堵的情况&设计

了基于北斗卫星的狭窄路段交通拥堵智能控制系统&应用全

方位磁传感器'交通调度控制器增强了北斗卫星的定位与数

据处理性能&应用微控电路与
9

+

,

芯片提升系统的智能性&

并设计应用程序连接系统中的硬件设备&使本文系统在面对

狭窄道路拥堵的状态下对汽车智能控制更加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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