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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car ownership has risen sharply, which has made a 
huge impact on traffic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RFID technology provides a reliable technical basis for solving this 
problem. Firstly, the paper has introduced the modern intelligent traffic situation, RFID technology and vehicle net-
working technology. Secondly, the paper has described some typical applications of RFID technology in the vehicle 
networking, and the paper has studied the composition and establishment of intelligent vehicle identification system on 
this basis. The paper has also studied the interactive information model and coordination pattern between the car net-
working platform and the intelligent traffic control management platform. Lastly, the paper has proposed to improve the 
traffic efficiency with the method of large data 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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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汽车拥有量急剧上升，为交通和环境带来巨大的影响，RFID 技术为解决此类问

题提供了可靠的技术基础。本文首先介绍了现代智能交通现状、RFID 技术和车联网技术，阐述了 RFID 技术在

车联网中的典型应用，以此为基础，研究了智能车辆识别通行系统的建立和组成。此外还研究了车联网平台和

智能交通调控管理平台的信息互动和协同模式，最后提出利用大数据处理等手段来提升交通通行的效率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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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我国智能交通的现状及问题分析 

智能交通系统(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

简称 ITS)是将现有的信息技术、数据通讯传输技术、

电子传感技术、控制技术及计算机技术等有效地集成

运用于整个地面交通管理系统而建立的一种在大范

围内、全方位发挥作用的，实时、准确、高效的综合

交通运输管理系统[1]。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城

市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为城市的交通带来一系列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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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包括环境污染、交通拥堵和交通安全等。智能交

通概念的提出不仅能减少环境污染、减少交通拥堵、

保证交通安全，还有利于合理利用现有的资源，从而

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 
我国从 96 年开始 ITS 的研究，经过十几年的发

展在北京、广州和重庆取得了比较大的成果，北京 08
年奥运会、广州 99 年投入使用的在全市开展实施的

路桥“一卡通”不停车收费推广工程、重庆市交通指

挥与自动控制系统在交通管理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

效果，但是也存在很多问题。 
首先，城市化的飞速发展与扩大给智能交通设置

安装的使用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不断变化的道路结构

使得城市道路基本信息缺乏完整性与准确定；大量涌

入的人口、快速增加的私家车、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混

合交通等问题的出现，都显示仅靠 ITS 是不能完全解

决越来越严峻的交通问题的。 

1.2. 基于 RFID 技术的车联网介绍 

射频识别(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RFID)
又称电子标签，是一种通过无线电信号识别特定的目

标并读写相关数据的非接触式的自动识别技术[2]。其

工作原理是利用射频信号和控件耦合(电感或电磁耦

合)的传输特性，实现对被识别物体的自动识别。由于

RFID 在识别的时候无需人工干预，故其具有可工作

于各种恶劣环境、可识别高速运动的物体、可同时识

别多个标签等优点。 
车联网是物联网在汽车领域的一个典型分支应

用，它利用先进的网络技术、计算技术、传感技术和

智能技术等使车与车、车与路、车与人之间相交互，

从而实现车辆与公众网络通信的动态移动通信系统。

它通过车、人、路的互联实现信息共享，及时收集车

辆、道路和环境的信息传送至信息网络平台上对多源

采集的信息进行加工、计算、共享和安全发布，然后

根据不同的功能需求对车辆进行有效的引导与监管，

以及提供专业的多媒体与移动互联网应用服务。 
基于 RFID 技术的车联网就是把 RFID 技术应用

在车联网中，从而实现对车辆的智能化管理[3]。 

2. RFID 技术在车联网中的典型应用 

在公安管理和交通运输部门，RFID 技术得到了

广泛的应用，其典型的应用有以下几种[4]： 

1) 电子车牌 
电子车牌是将 RFID 技术与传统的车牌结合形成

的一种新型车牌，它利用经加密后存储了车辆信息的

电子标签，由于电子标签具有全球唯一性，因此黏贴

在汽车挡风玻璃上的加密电子标签只能被授权的读

写器读取，这样可以更好地对车辆进行管理，减少了

套牌、假牌等引起的多种问题。 
2) 智能停车场的管理 
当黏贴有电子标签的车辆经过停车场的入口和

出口门禁天线时，读写器就会读取电子标签，从而获

得车辆的相关信息，传至后台服务平台，平台的功能

是对停车场信息集中汇总后进行综合处理，使管理者

能是实时全面掌控停车场的各项信息指标，从而实现

临时车收费功能、车位引导功能、反向寻车功能机特

殊车辆管理功能，减少了停车寻位的时间，提高了停

车设施的使用率，优化了停车经营管理。 
3) 多路径识别的智能不停车收费系统 
针对国内高速公路收费是谁开发谁收费的现实，

要对车辆实际经过的道路进行多路径识别，目前广州

的高速公路提出了这方面的需求。车辆只在高速出口

处进行收费，但是收取的费用应该实际归谁，应该由

车辆实际经过的高速路段决定。与此同时，完整的不

停车收费系统(ETC)应包括自动车辆识别、自动车辆

分类、影像执法和财务收费系统。 
针对区域内不同开发商开发的高速路段进行编

码，在区域各路段的进出口和收费站安装 RFID 阅读

器。汽车上黏贴具有唯一标识的 RFID 电子标签，标

签内含有关联的收费银行、汽车车牌号、车型等数据。

当汽车经过非收费口的 RFID 阅读器时，阅读器只是

准确及时地读取通行车辆的信息，然后存入数据终端；

在收费口处的 RFID 阅读器将会自动识别，然后通过

ETC 系统的计算机网络迅速将车牌号、车型、经过的

路程等数据上传给收费银行和收费结算中心。银行根

据收费标准扣减车费后，将相应的款项划拨到收费结

算中心的账户上，收费结算中心在根据存储在数据终

端车辆实际通行的路段将款项划分到各自的开发商

手中，从而完成对车辆行驶过程的多路径识别和通行

费拆分。 

3. 智能车辆识别通行系统 

基于 RFID 技术的车联网主要应包括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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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信息识别、信息传输和后台信息处理。车联网是

要通过车辆把人、车、路联系起来，车辆作为车联网

的主体，RFID 标签卫其提供了一个唯一固定的电子

身份，该身份与车辆信息一一匹配，实现了车辆在网

络中的虚拟映射。RFID 阅读器在一定范围内感知到

RFID 标签，通过阅读 RFID 标签获取通行车辆的信息，

如车主、车型、寿命等。然后通过传输平台将获取到

的信息传送至后台信息中心，信息中心通过分析处理

再将结果反馈是系统前端以及智能交通管控平台(图
1)。 

智能交通管控平台通过分析车联网平台传送过

来的信息，智能感知道路的交通状况，对需要进行交

通管控的路段及时调整红路灯的通行时间，或进行人

工指挥，从而提高交通的通行率，减少交通事故的发

生。 

3.1. 车辆信息识别系统的建立 

如何建立有效的车辆信息识别系统是构建车联

网的关键，而此项工作的关键又在于为车辆安装具有

唯一身份标识的 RFID 电子标签。基于目前国内的具

体状况，该工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第一，

在一定范围内，通过行政手段统一为车辆安装 RFID
的电子标签，这种方法已经在特殊车辆(如渣土车)的
管理中应用，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第二，通过完善

车辆信息化服务基础来推动社会车辆安装 RFID 电子

标签，此种方法的推进过程也许比较缓慢，但大众接 

受程度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 
建立好良好的车辆信息识别系统后，其他行业就

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逐步建立与车联网的相关的网

络体系，从而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3.2. 车辆识别通行系统组成 

随着经济和汽车技术的发展，汽车的拥有量急剧

上升，而由汽车造成的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日益严重，

尤其是在通行量大的路口及停车收费口；与此相矛盾

的人工识别通行的效率低、通行量小、识别率低及人

工成本等问题也凸显出来。而最近几年 RFID 技术的

崛起为解决此类车辆的识别通行提供了有效的解决

途径，基于 RFID 的车辆识别通行系统如图 2 所示[5]。 
该系统主要由 RFID 阅读器、RFID 标签、通道控

制器、闸道、感应线圈、图像抓拍模块、计算机软件

等组成。 
1) 车辆识别部分由 RFID 阅读器、RFID 标签及

图像抓拍木块构成，主要完成车辆的识别和信息传送。 
2) 信息管理后台由计算机软件和本地及远程服

务器构成，主要完成信息的分析处理，然后发送至前

端或其他管控平台。 
 

 
Figure 1. System diagram of car networking 

图 1. 车联网系统图 
 

 

Figure 2. The composition of vehicle identification systems 
图 2. 车辆识别系统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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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前端操作部分由通道控制器、闸道、感应线圈

组成，主要完成通行车辆的位置感知和放行工作。 
该系统的工作过程是黏贴有唯一电子标签的汽

车进入 RFID 阅读器的磁场，标签接收到射频信号，

凭感应电流获取的能量发送出存储在其芯片中的信

息，阅读器接收到信息后将信息送至后台信息管理平

台，平台会通知感应线圈 A 感应出汽车距离闸道的距

离并进行图像的抓拍，然后根据感应的位置对允许放

行的车辆开启闸道进行放行；汽车通过闸道后进入感

应线圈 B 的感应区，当汽车驶离闸道后，平台控制闸

道关闭。该系统要保证阅读器的识别距离和感应线圈

的感应距离，避免在高峰期出现闸道砸车的现象。 

4. 车联网系统与智能交管平台的互动 

基于 RFID 技术的车联网在我国发展已经有一

段时间，在此期间，车联网技术的发展取得了不小

的成绩。但是要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车联网还必

须与其他网络平台相结合，信息共享，互相促进，

下图 3 为二者简单互动模型图。 
最近几年国有汽车保有量呈现出指数增长的趋

势，伴随而来的就是城市的交通拥堵，环境的日益恶

化，车祸的日益增多等问题。如何有效的进行车辆的

通行管理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事情。因此，车联网平台

与智能交管平台之间的信息共享与协同就尤为重要。

如何有效的处理较大批量数据是现今技术的热点，把

大数据处理手段应用到交通的海量数据处理中，将会

更加行之有效(图 4)[6]。 

大数据处理最具代表性的是 Hadoop 框架，其本

质是一个用于分析大数据集的机制[7]。针对大量的交

通数据，可以针对数据的产生和数据的流动速度进行

数据处理方式的变革。首先可以把数据进行分类，然

后按照不同的数据类型进行传统的存储或者流数据

的非结构化存储。非结构化的存储数据可以转化成传

统存储，也可以进行数据应用；但对传统存储的数据

则需要进行批量处理。通过这种变革的数据处理方式

来处理大量复杂的交通数据，能提高数据的处理速度，

以及与其他网络间数据的共享速度，极大地提高了数

据的利用率。 

5. 结语 

基于 RFID 的车联网的目的是想在信息网络平台

上实现对所有车辆和交通信息的获取，通过有效的利

用这些信息，实现车辆信息的采集和道路状况的分析，

解决交通管理中的套牌、假牌、行车路径拆分、交通

的智能指挥等难题，从根本上实现交通的实时、准确

和智能化管理。 
智能交通的引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城市交通

问题，有效的缓解了交通拥堵压力，这引起了各方面

的广泛关注，但是城市交通问题的彻底解决还需要更

多的资金和技术支持。把车联网与智能交通系统连接

起来，建立二者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实现车联网平

台与智能交通调控管理平台之间的信息互动与协同，

在通过大数据处理等手段来提升交通通行的效率，将

会是目前智能交通研究的大趋势。 
 

 
Figure 3. Interaction model between car networking and ITS 

图 3. 车联网系统与智能交管平台互动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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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Techniques of data handling 

图 4. 交通数据处理方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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