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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且受地形限制自发形成的瓶颈

路、不规则路、T 形路口约占 65%，

城市道路基础设施欠账较多。

因此，早在 2015 年，宣城市便

启动了智能交通建设。一年后，公

安部交管局开始部署城市道路交通

信号灯配时智能化和标志标线标准

化工作（简称“两化”工作），这

在时任宣城市公安局副局长兼交警

支队支队长卢东林看来，为解决宣

城市交通和环境问题提供了千载难

逢的机遇。同年 11 月，宣城市智能

交通综合管控平台已顺利落成。

此后，宣城市交警支队以宣城

市被确定为安徽省“两化工作”试

点市为契机，主动和城市交通管理

集成与优化技术公安部重点实验室、

中山大学智能交通研究中心合作。

在推进“两化”排查整改工作的基

础上，政府部门与高校机构展开了

合作，探索宣城交通大脑建设，全

面提升城市道路交通管理水平。

这种合作的达成并非一蹴而就。

“2016 年公安部的城市交通管理任

务下达后，宣城在这一块的招标过

程中接触到中山大学余教授和他们

团队。对方看过我们城区一周的卡

口过车数据，发现基础数据不错，

具有较强的可行性。这与我们前期

打下的基础有关，因为当时宣城市

区信号控制路口的卡口电警覆盖率

已接近 80%，而且其他很多城市卡

口只抓拍违法行为，而不是像我们

记录流量，并且精准获知每一辆车

通过路口的准确时间。当然，这也

与宣城的城市规模密不可分。2016

年前后，我们市区各个卡口一共也

就 100 多个电子警察，这意味着数

据总量不会太大。”宣城市交警支

队科技科副科长王跃军接受《新民

周刊》记者采访时说道。在王跃军

看来，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宣

城的城市规模与数据基础，符合余

志教授团队的实验条件，因此成就

了这次合作。 

至于外界应当如何理解 IDPS 与

智慧交通之间的具体联系，王跃军

指出，IDPS 其实可以被看作智慧交

通或智能交通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这种特殊性体现在，IDPS 始终强调

体系内的统一。

“智慧交通实现的基础，离不

开一些前端设备。目前已有的传统

交通管理系统中，有一些要把前端

的数据传回来进行处理后，再供平

台使用及决策，即各个系统和环节

之间的关联性不高，而 IDPS 不存在

这个问题。首先，IDPS 所需前端设

备与已有的交通监测设备都是统一

的，这就避免外场设施重复建设；

其次，IDPS 设备的具体功效也有所

不同，其他设备只能感知到一辆车

过去，它记录的只是流量。而如今

IDPS 的系统能更微观，除了流量，

它还能感知车辆类型。这就令原有

的监控发挥了更多功效，不再拘于

抓拍道路违法行为。最后，鉴于以

上两点，由于每个卡口都能智能感

知，那就能够在任何时间点实现对

整个城市全量的信息掌握。换句话

偶然，反而是彼时城市的现实交通

状况与前期基础布局共同作用的结

果。

一方面，近年来随着城镇化加

速发展，宣城市中小型机动车保有

量年均增速超过 20%。另一方面，

中心城区大多建设较早，道路普遍

为四车道，已经饱和的交通流量与

不断增长的机动车保有量之间的矛

盾日益加剧，城市道路交通管理工

作任务十分繁重。同时，宣城的城

市路网密度远低于全省平均路网水

　　2017年 11月，宣城率先上线使用 IDPS系统。在这

一领域，宣城起步比国内大部分城市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