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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渣土运输行业普遍存在着一些管理难的现象'其主要表现在管理者无法有效地管控车辆的运行+安全等情况$针对渣

土车辆管控的要求'着力于分析渣土车驾驶员的驾驶行为'以达到提高渣土车驾驶员的驾驶素质+规范其日常驾驶行为和行车安

全意识'减少安全事故发生的目的$研究通过对渣土车辆的北斗定位数据和
@-/

数据进行采集与解析后$首先'利用
b,RKH7V

聚类算法对渣土车驾驶员的驾驶倾向性行为进行分析识别'帮助管理者在管理车辆的同时'有效地监督驾驶员的驾驶行为规范$

其次'构建司机驾驶行为评分模型'使用熵权层次分析法来确定每个指标的权重'进而由权重来制定指标分值$最后'对渣土车

驾驶员进行综合评分'实现对渣土车驾驶员的驾驶行为分析$研究对渣土车驾驶行为的分析'有利于驾驶员更有针对性地改善其

驾驶行为'提高驾驶安全'减少事故%

关键词!驾驶行为$聚类$北斗定位$评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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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的

发展离不开城市建设工程以及汽车工业的支持%由于人口

的发展'建筑工程会不断增加'城市的渣土量会日益增多'

近年来渣土车的数量也在逐年攀升%在货运行业中'一直

以来'渣土运输行业普遍存在着一些管理难的现象'使管

理者无法有效的管控车辆的运行+安全及驾驶员等情况%

"#%)

年
)

月
(

日'交通运输部+我国税务总局发布了

3网络平台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管理暂行办法4'对网络货运

经营者的法律定位+行为规范和对监督管理机关的监管责

任等提出了明确要求'也为货运行业规范健康发展提供了

良好的制度环境%一辆渣土车(

%

)在国道上的超限站限重
*#

吨'合法载重
$&

吨左右'在记重收费的高速公路上限重
&*

吨'合法载重
")

吨左右%在渣土车运输的情况下'其扬尘+

遗漏建筑垃圾+驾驶行为不端等不良现象会给道路交通安

全(

"

)造成一定的威胁%在交通安全中'有以下因素主要影

响着道路交通安全*交通参与者+交通量+道路线形+自

然环境等各方面的影响%其中交通参与者对交通安全的影

响程度最大(

$

)

%同时为了协助驾驶员增强行车安全意识'

降低安全事故的产生'国内外在这一方向的研究者们针对

驾驶行为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研究发现'记录下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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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程中的不良驾驶行为并使驾驶员能够及时看见自身驾驶

行为的反馈情况'可有效降低驾驶员在驾驶过程中危险性

驾驶行为的出险概率%

廖向阳(

&

)等人通过
3̀ 2

接口来接入车辆的
@-/

!

@-/

'

6E7;PETTKPHPKH7K;UEP8

"总线'通过收集和分析

@-/

总线报文'得到了车辆正常行驶时的十二个主要运行

特征参数及具体数据%从而实现了对车辆运行状况的数据

化+可视化展示以及对异常工作情况的及时预警%许静

雯(

*

)等人通过因子分析提取与驾驶员行为相关的特征参

数'来筛选特定的车辆样本'通过聚类来对车辆驾驶行为

危险程度进行分级'探究高速公路上重点营运车辆的驾驶

行为规律'以便及时确定驾驶行为具有危险性的车辆%高

宇(

(

)等人通过对车辆上某保险公司外接的北斗系统内的车

辆数据进行分析'来分析车主的驾驶行为和驾驶习惯'并

分析其对出险概率的影响'以此降低电力行业工程车的出

险概率'提高车辆的利用效率%

J?]D

L

9

L

TH7QE

(

+

)等人利用无

监督学习'将不同群体的司机聚集在一起'运用一种验证方

法来检测实验中测试聚类的稳健性'同时还提出了一种利用

选定的
@-/

总线信号子集对驾驶员行为进行分析和分类的

新方法%

B?-PDRD

L

HR

(

'

)等人通过对管理驾驶方式模型的类

别来进行详细调查'提出一种解决方案'通过考虑驾驶员的

行为和情绪因素来发现侵略性驾驶和路怒事件所带来的风

险'有助于保险行业更准确地评估驾驶风险%

研究通过对急加速+急减速+超速+平均速度+发动

机平均燃油率等九种驾驶员驾驶行为数据进行分析+检测

其个人驾驶倾向(

)

)以及对其进行驾驶行为进行评分(

%#

)

'以

达到提高渣土车驾驶员的驾驶素质+规范其日常驾驶行为

和行车安全意识'减少安全事故发生的目的%

B

!

数据处理

BDB

!

数据来源

在数据来源方面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
@-/

总线

数据'来自汽车生产商在生产渣土车辆时自主安装的
@-/

总线'这一安装是为了便于后期车辆在使用时能向上级平

台传输
@-/

总线数据'其相对于使用车辆的
3̀ 2

接口外

接其他设备而言没有更多的外加电路'更具安全性%一部

分为车辆的北斗卫星定位数据(

%%

)

'这一数据由北斗数据运

营商提供%这两部分数据的结合能更好的对渣土车驾驶员

的驾驶行为进行分析%通过实际考察某公司
+#

位渣土车驾

驶员在
$

个月中的
@-/

总线数据和北斗定位数据'其中车

辆在启动时将以
$

秒每次的速率发送数据'最终共接收

@-/

数据
$($$'+&

条'接收北斗定位数据
$&"&*%(

条%

BDC

!

数据解析

渣土车辆北斗定位数据电报的内容包含*时间+经度+

纬度+当前时速+方向以及海拔等%在后续工作中'根据

报文格式与数据位长度'使用字符串截取函数对报文进行

截取'然后将其从
%(

进制转换为
%#

进制'以供研究其它部

分使用%其短报文通信定义来自于*3

0=

&

='#',"#%%

道路运

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终端通讯协议及数据格式4'其北斗定

位数据解析信息如表
%

所示'数据组列表中由数据块信息

组成'

@-/

数据解析上传的部分数据块含义如表
"

所示%

表
%

!

北斗定位数据解析信息

起始位置 数据长度 描述

% &

自定义通信协议传输方式

* &

消息
42

) &

消息体属性

%$ %"

终端手机号

"* &

消息流水号

") "

透传消息类型

$% "

主版本

$$ "

次版本

$* &

自定义消息
42

$) &

自定义消息体长度

&$ "

数据组个数

&* %(

采集起始时间

表
"

!

@-/

数据部分数据块信息

块
42

块名称 块类别

%

报警信息块
%

报警

"

报警信息块
"

报警

$

开关信息块
%

开关量

&

开关信息块
"

开关量

*

车速信息项 数字量

(

油耗信息块 数字量

+

动力信息块 数字量

@-/

数据解析首先需判别此段信息的自定义通讯协议的

数据传输方式'再获取消息体
42

+消息体+消息体属性+消

息流水号等信息'若自定义消息体
42

为
#+#(

'则此信息为

车速+开关+油耗等信息'需获取块
42

与块个数'根据块

42

来区分块的类别'也就是消息属于开关量还是数字量%开

关量数据需根据块个数来切分块列表的信息长度'以此获取

到偏移时间与数据项列表'通过解析数据项列表来得到需要

的信息$数字量数据则需根据块
42

与数据项位图确定数据块

长度'然后调用相应方法来解析数据块列表信息%

若自定义消息体
42

为
#+'*

'则此信息为超速行驶+空

挡滑行+急转弯等行为信息%根据自定义消息体中数据
42

的信息来判别当前的异常行为是什么状态'进而在解析其

当前状态的位置与开始结束时间后'存入数据库%

若自定义消息体
42

为
#"##

'则此信息为车辆位置数

据%同样可获取到消息体
42

+消息体+消息体属性+消息

流水号等信息%还可获取到
'

位的
%(

进制报警标识与状态

标识'以及经纬度+速度+方向+海拔高度等信息%此时

需要对报警标志位进行设定相应内容'拆分消息体报警标

志'存入
6CHP

()类型的
UHP797

L

XHP8@CHP

中'通过循环来

获取相应的报警标志位'并对应标志位内容进行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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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渣土车驾驶行为分析
#

%')

!!

#

C

!

驾驶行为倾向性分析

驾驶行为分析模块包含了周行驶里程统计+周行驶速

度统计+驾驶员评分+驾驶员倾向性判别%驾驶行为分析

主要分析驾驶员在驾驶过程中车辆的
@-/

总线数据与北斗

数据'以此来实现对驾驶员的驾驶行为倾向性判别与驾驶

员评分等功能%其中驾驶员的驾驶行为倾向性判别是在利

用车辆行驶中驾驶员的定位数据+超速次数+平均速度+

发动机平均油耗率+疲劳驾驶次数等数据的基础上'使用

b,RKH7V

聚类算法对渣土车驾驶员的驾驶倾向性进行判别%

其中驾驶员评分功能需先使用熵权层次分析法来构建驾驶

行为评分模型'再确定模型中每个指标的权重'以此分析

每个指标的分值'最后结合实际来对渣土车驾驶员进行综

合评分%

CDB

!

@5#'*,+

聚类算法

聚类分析即根据数据中描述对象与其关系的信息'将

数据对象进行分组%目的是'组内的对象相互之间是相关

的'而不同组中的对象是不相关的%相关性越大'组间差

距越大'表明聚类效果越好%聚类分析也是数据挖掘的重

要手段'它也称为群分析'是研究分类问题的一种统计分

析方法%

b,RKH7V

!

b,RKH7V6TDV;KP97

L

HT

L

EP9;CR

"聚类算法(

%"

)

是在聚类分析中一个常用的算法'亦为
b,

均值聚类'是一

种由
XH6

_

DKK7

在
%)(+

年提出的无监督学习算法'它也是

一种简单的迭代性聚类算法'使用距离作为它的相似性指

标%所谓无监督学习是指无需知道所要寻找的目标'直接

通过算法得到数据的共同特征%

b,RKH7V

算法需指定数据

集中的
>

值'也就是使数据最终分为几个簇 !类"'迭代时

需要使用的每个类的中心也为质心'它是根据类中所有值

各维度取平均值得到的%其目的是让每个样本到每个簇中

心点的距离越小越好'也就是通过连续迭代的方式将
)

个

样本点划分为
>

个簇'使得相似的样本被尽可能的分到同

一个簇中%该算法具备原理简单+容易理解+速度快等优

势'可处理数值+文本+图像等数据'但得事先得确定
>

值的选取%其具体步骤如下*

%

"数据集
D

中有
)

个样本点'首先指定需要划分的簇

数
;

'并随机初始化其各自的质心 !

1

%

'

1

"

'

1

$

'/'

1

;

-

.

"%

"

"用欧式距离作为度量指标'计算第
,

次迭代时每个

样本点
*

S

!

Sg%

/

)

"到质心
=

!

,

"

;

的距离
A,<S

!

S

'

,

"'找出

样本点
*

S

距离质心
=

!

,

"

;

的最小距离'将样本点分配在距离

质心最小的簇中%

A,<S

!

S

'

,

"

"

!

*

S

6

=

!

,

"

;

"槡
"

!

%

"

!!

$

"次计算每个簇的中心点作为新的质心%

=

!

,

'

%

"

;

"

%

)

,

1

)

,

S

"

%

*

)

!

"

"

!!

&

"算数据集
D

中
)

个样本点的误差平方和
0

,

'如果

C

0

,d%

:0

,

C)*

则表明质心位置变化不大'算法停止'否

则返回步骤
"

再次进行迭代%

0

,

"

1

)

,

,

"

%

1

)

,

S

"

%

*

,S

6

=

!

,

'

%

"

;

!

$

"

CDC

!

基于
@5#'*,+

的驾驶倾向性识别

基于
@-/

数据的解析结果'获取驾驶倾向性分类中所

需的特征参数(

%$

)

'具体包含平均车速+超速次数+行驶里

程+急加速+急刹车+发动机转速+超速次数+行驶里程+

驾驶时长等特征'每车
$

秒会发送一次数据'将
+#

辆车每

天的数据量进行整合'成为驾驶员当天的数据总和'具体

的特征参数如表
$

所示%

表
$

!

部分样本数据

急加

速次

数

急刹

车次

数

超速

次数

平均

速度&

!

8R

&

C

"

时长

&

C

驾驶

疲劳

次数

里程

发动机平

均燃油消

耗率

发动机

平均

转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进行
b,XKH7V

聚类后'把驾驶员的驾驶行为分成稳健

型+一般型+激进型
$

种'经过
b,RKHRV

聚类后'对急加

速次数+急刹车次数+超速次数等特征数值较大的数据对

象'可以推测这一类型为激进型驾驶员$同理'对于急加

速次数+急刹车次数+超速次数+平均车速较低的数据对

象'可推测这一类为稳健型驾驶员$剩下的数据介于二者

之中的为一般型%不同驾驶员不同日期的样本有
"*%&

条'

其中共有分类类别为 ,

#

-的一般型驾驶员的标签
%%+(

条'

共有分类类别为 ,

%

-的激进型驾驶员的标签
'(+

条'共有

分类类别为 ,

"

-稳健型驾驶员的标签
&+%

条%其统计结果

如图
%

所示'可知'一般型的驾驶员占比达到
&+f

'稳健

性的驾驶员占比
%)f

'激进型的驾驶员占比高达到
$&f

'

本研究对改善驾驶员行为具有重大意义%

图
%

!

驾驶行为倾向性聚类分布图

E

!

评分模型构建

EDB

!

熵权法

熵是一种热力学的概念'是用于衡量体系的无序与混

乱程度的'熵越大'表明事务越混乱'它广泛应用与工程

技术+社会经济等领域(

%&

)

%信息熵这一概念最先由信息奠

基人香农 !

BCH77E7

"引入的'他把信源所含有的信息量称

!

投稿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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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

!!

#

为信息熵%熵权法是计算权重指标的经典算法之一'是用

来判断某个指标的离散 !混乱"程度的'它通过指标的变

异性大小来判断客观权重'即信息熵越小'离散程度越大'

信息量越大'标对综合评价的影响 !权重"也就越大'反

之亦然(

%*

)

%熵权法的客观性与适应性较强'精度高'能够

很好的分析权重结果%因此'可以使用计算熵值来确定某

一事件的随机性和无序程度'也可以通过它判断某些指标

的离散程度'熵权法的赋权具体步骤如下*

%

"数据归一化'由于各指标的计量单位不同'因此在

计算权重时需要对它们进行归一化处理'使数值在
#:%

之

间浮动%如给定了
+

个指标
K

%

'

K

"

'

K

$

'/'

K

+

'转化后

的指标值为*

L

%

'

L

"

'

L

$

'/'

L

+

'则*

L

,

4

"

K

,

4

6

),+

0

*

%

4

'/'

*

+

4

1

)(*

0

*

%

4

'/'

*

+

4

1

6

),+

0

*

%

4

'/'

*

+

4

1

!

&

"

!!

"

"计算指标的比重
T

,

4

'其中
,

为行'

4

为列%

T

,

4

"

L

,

4

1

+

%

L

,

4

!

*

"

!!

$

"计算指标的熵值
@

4

'若
T

,

4

g#

'则
T9R

,

4

/

#

T

,

4

T7T

,

4

"

#

'

!

4

"

#

'

%

'

"

'/'

+

"%

@

4

"6

%

T7

!

+

"

$

1

+

,

"

%

T

,

4

$

T7

!

T

,

4

" !

(

"

!!

&

"计算信息熵冗余度
A

%

A

4

"

%

6

@

4

!

+

"

!!

*

"计算各项指标权重

3

4

"

A

4

1

+

%

A

4

!

'

"

EDC

!

层次分析法

层次分析法
-1>

!

H7HT

S

;96C9KPHP6C

S<

PE6KVV

"是美籍

运筹学家萨蒂在
"#

世纪
+#

年代初期根据网络系统理论和多

目标综合评价方法而提出的一种层次权重决策分析方法(

%(

)

%

它是利用多因素分析方法来判断指标权重的一种主观赋权

方式'能够对多目标决策问题进行灵活处理%所确定的指

标权重相对合理'所以在各个领域都得以广泛的运用%但

层次分析法对定量因素的运用还有不足'其判断矩阵大多

依赖决策者经验判断'主观因素往往对权重计算的结果产

生了较大的影响%它的基本思想是把所有需要加以分析的

问题层次化处理'按照问题的基本特性及其最后要达到的

目标'来把问题划分为不同的构成因素%层次分析法的具

体步骤如下*

%

"建立层次结构'要把决策的目标+对象和影响因素

按照它们之间的关系分为目标层+指标层+方案层%目标

层为决策的目的'指标层为需要考虑的因素'方案层为决

策的方案'设评分模型有
)

个标准层+

+

个指标层+指标

内对应
+

%

'

+

"

'/'

+

;

个指标%

"

"构建判断矩阵%这里使用了一致矩阵法'即将所有

因素两两相互比较'尽可能减少性质不同的因素相互比较

的困难'以此增加准确度%判断矩阵
%

,

4

的标度方法见表
&

所示%

$

"计算各层要素对应权重%这里采用算数平均法计算

权重'先求出判断矩阵
%

每列的和'之后再进行按列归一

化 !计算该值所占该列比例"得矩阵
-

'最终对每行求算数

平均值得到每行的权重
3

,

!

,g%

'

"

'

$

'/'

+

"%

3

,

"

%

+

1

+

,

"

%

-

,

4

!

)

"

!!

表
&

!

判断矩阵标度

标度 含义

%

两因素相比具有相同重要性

$

两因素相比'一个因素稍微重要于另一因素

*

两因素相比'一个因素明显重要于另一因素

+

两因素相比'一个因素强烈重要于另一因素

)

两因素相比'一个因素极端重要于另一因素

"

+

&

+

(

+

'

上述两相邻判断的中间值

倒数 两个元素的反比较

&

"进行一致性检验%计算判断矩阵
%

的最大特征值

'

RHZ

与一致性指标
VN

'其中
+

为指标层个数%

VN

越大'不

一致越严重'当
VN

越接近
#

'表示有越满意的一致性%

'

RHZ

"

%

+

1

+

,

"

%

!

%3

"

,

3

,

!

%#

"

VN

"

'

RHZ

6

+

+

6

%

!

%%

"

!!

*

"定义一致性比率
V.

%为了衡量
VN

的大小'引入随

机一致性指标
.N

'其值如表
*

所示%当
V.

)

#?%

时'认为

构建的判断矩阵通过一致性检验'构造合理'可用其权

重
3

,

%

V.

"

VN

.N

!

%"

"

表
*

!

随机一致性指标
.N

值

+ % " $ & * ( + ' )

.N # # #!*' #!)# %!%" %!"& %!$" %!&% %!&*

EDE

!

评分模型指标体系构建

熵权法为客观赋权法'层次分析法为主观赋权法'主

观赋权法通常是由专家依据自身的知识经验和问题实际状

况确定权重'主观性较强%客观赋权法是通过与原始数据

之间的关联来判断权重'客观性较强%为此结合两种方法

使用熵权层次分析法来实现驾驶行为评分模型的构建'使

用熵权法来削弱层次分析法主观性的影响'同时平衡了熵

权法结果的突出与局部差异(

%+

)

%熵权层次分析法的主要方

法为*首先使用熵权法与层次分析法分别得出各自权重'

然后把两种方法计算的权重通过组合赋权法(

%'

)来加以综合'

从而得出综合权重
3

4

'其中
3

4

<

为通过熵权法计算的权重'

而
3

4

8

则为通过层次分析法计算的权重%

3

4

"

3

4

<

$

3

4

8

1

+

,

"

%

3

4

<

$

3

4

8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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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渣土车驾驶行为分析
#

%)%

!!

#

!!

根据解析的数据'统计出车辆超速+疲劳驾驶+急刹

车+急加速等次数%根据熵权层次分析法将车辆行驶情况+

出行情况+驾驶行为表现+发动机情况列为标准层即一级

指标$将平均车速+超速次数+每日里程+每日驾驶总时

长+急加速次数+急刹车次数+驾驶疲劳次数+每日发动

机平均油耗率+每日发动机平均转速这
)

个因素列为指标

层即二级指标'具体信息如表
(

所示%

表
(

!

驾驶行为指标分层

目标层 标准层 指标层

驾驶行

为评分

行驶情况
$

%

出现情况
$

"

驾驶行为表现
$

$

发动机情况
$

&

平均车速
$

%%

超速次数
$

%"

每日里程
$

"%

每日驾驶总时长
$

""

急加速次数
$

$%

急刹车次数
$

$"

驾驶疲劳次数
$

$$

每日平均油耗率
$

&%

每日平均转速
$

&"

EDF

!

评分模型指标权重

结合文献 (

%) "#

)中的驾驶行为调查结果和专家建议

来对各项指标进行评定'得出了驾驶行为的评分模型判断矩

阵'具体见表
+

%通过驾驶行为评分模型判断矩阵中构建的

值'通过使用式 !

)

"

$

!

%"

"来进行一致性检验'经过运算

后得出'标准层的一致性比率
V.

的数值为*

#?##$)

'其值

小于
#?%

'即建立的判断矩阵通过了一致性检验'其构造合

理%同理'指标层也依次进行一致性检验'结果构造合理%

表
+

!

驾驶行为评分模型判断矩阵

标准层 指标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通过使用式 !

&

"

$

!

'

"来计算熵权法中标准层与指

标层权重$再根据判断矩阵的值'使用式 !

)

"来分别计算

得出层次分析法中标准层与指标层权重%最终通过式 !

%$

"

使用熵权层次分析法来将权重加以综合'得出熵权层次分

析法指标层的权重
3

4

'最终结果如表
'

所示%

表
'

!

$

种方法下的权重对比

标准层 指标层
熵权法权重

3

4

<

层次分析法

权重
3

4

8

熵权层次分析

法权重
3

4

行驶情

况
$

%

平均车

速
$

%%

#B""&

超速次

数
$

%"

#B%(%

#B#&

#B#&*&

#B%'%+

#B"$

#B#%%$

#B#$"*

#B#&

出行情

况
$

"

每日里

程
$

"%

#B##&"

每日驾驶

总时长
$

""

#B%"#'

#B%$

#B#+*+

#B%*%*

#B"$

#B#$*

#B"#$$

#B"%

驾驶行

为表现

$

$

急加速次

数
$

$%

#B&%+'

急刹车

次数
$

$"

#B%'&%

驾驶疲劳

次数
$

$$

#B#&&$

#B(&

#B#(#&

#B%"#)

#B"&%'

#B&"

#B"'#$

#B"&+"

#B%%)#

#B(*

发动机

情况

$

&

每日平均

油耗率

$

&%

#B%*$*

每日平

均转速

$

&"

#B#$('

#B%)

#B#&#'

#B#'%+

#B%"

#B#()*

#B#$$&

#B%#

由表
'

中的数据可知熵权法+层次分析法和熵权层次

分析法这
$

种权重计算方法对于驾驶行为评分模型的权重

计算值'其中熵权法计算的各项标准层指标权重为*

#?#&

+

#?%$

+

#?(&

+

#?%)

%层次分析法中的标准层权重分别为

#?"$

+

#?"$

+

#?&"

+

#?%"

%其中'熵权法中权重的结果值'

体现了数据在局部特征之间的不同情况'它削弱了指标之

间重要程度对最终结果的影响'但对于层次分析法来说'

它所计算的权重结果值和判断矩阵的参数设置有很大关系'

决策者对指标重要程度的知识经验对最后权重的结果值影

响比较大'而熵权层次分析法则融合了熵权法和层次分析

法'最终的权重值也融合了两者的权重'可以更好的体现

各个指标对于驾驶行为的影响%

对上表权重的计算结果进行分析后'将采用熵权层次

分析法计算出来的权重作为驾驶行为评分模型的指标分数'

其中驾驶行为评分采用一百分制'按照不同指标的权重值

来确定相应的指标分数'具体指标分数见表
)

所示%

表
)

!

驾驶行为指标分数

指标

急加

速次

数

急刹

车次

数

超速

次数

平均

速度&

!

8R

&

C

"

时长

&

C

驾驶

疲劳

次数

里程

&

8R

发动机平

均燃油消

耗率&

!

G

&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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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行为综合评分

在确定了各个指标的分值后'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制

定详细的评分标准%研究结合了文献 (

"%

)与车辆保险行

业车联网解决方案白皮书以及根据现有数据的实际分布情

况'采用了如表
)

所示的驾驶行为评分指标分数'制定了

如表
%#

所示的具体评分细则%其中
(

为指标所占分值'

-

为该指标实际的最终分值'

*

为指标实际值%

表
%#

!

驾驶行为评分细则

指标分值 评分细则

平均车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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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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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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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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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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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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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加速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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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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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刹车次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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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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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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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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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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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疲劳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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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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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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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0 $

每日平均油

耗率&!

G

&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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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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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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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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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平均

转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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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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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通过驾驶行为倾向性识别后的
+#

辆车在不同日期下

产生的
"*%&

条数据样本'按照倾向性识别类型*一般型+

稳健型+激进型分类'再进行驾驶行为评分'得到如图
"

$

&

所示的不同倾向驾驶员的分值分布%

图
"

!

一般型驾驶员分值分布情况

由图
"

+图
$

+图
&

所示'激进型驾驶员的分值分布在

(#

$

+*

分之间的次数比较多$稳健型驾驶员的分值分布在

图
$

!

稳健型驾驶员分值分布情况

图
&

!

激进型驾驶员分值分布情况

'*

$

%##

分之间的次数比较多'而一般型驾驶员的分值主要

分布在
(*

$

)*

分之间'由此'研究所构建的驾驶评分模型

具有合理性'可以为管理者和驾驶员提供驾驶行为信息'

为后续驾驶员的行车操作做出警示'对于分值较高的驾驶

员需要继续保持'对于分值较低的驾驶员需要加以改善%

F

!

结束语

研究分析了基于
@-/

数据的渣土车驾驶行为%首先'

介绍了
@-/

数据的解析方案'进而获取到了数据'对

@-/

数据与北斗定位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其次'采用聚类

的
b,XKH7V

算法对渣土车司机的驾驶行为倾向性进行分析$

随后介绍了熵权法与层次分析法'在计算出二者在指标层

上的权重后利用熵权层次分析法集成权重$最后通过文献

结合实际情况的方式制定评分细则'计算得出渣土车驾驶

员的评分'以便帮助驾驶员更有针对性的改善其驾驶行为%

通过实验表明'改进方法能够满足用户的需求'有利于管

理员管理的同时提升驾驶员安全行车水平'能有效提升驾

驶员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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