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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路建设得到高速发展，公路通车里程和高等级公路已经从落后大部分先进国
家状况上升到目前位居世界第二的水平，已经基本上形成了全国范围较完善的公路网体系。
目前我国大规模的公路建设逐步进入尾声，各地公路部门从以建设为主逐步过渡为以管理为主的阶段
。
面对公路部门管理重心的逐步转移，我国交通部门提出“大力推进公路信息化建设，打造‘数字化公
路’，全面提升服务和管理水平，推动整个公路行业实现新世纪的现代化发展目标”是一个划时代的
战略方针，是我国在21世纪初面对交通和公路现代化的一个实质性的奋斗目标。
　　本书作者放眼国际先进国家的公路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详细介绍了数
字化公路的由来、系统分类、框架组成和系统设计，实质内容详细，是目前在这方面作出详细介绍的
首篇著作。
内容涉及交通信息化建设、收费系统、交通控制与管理、交通安保、货运系统管理等范围，尤其是在
省级公路系统范围，详细介绍了数字化公路系统的设计，对公路现代化远景勾画了一个较完善的蓝图
。
　　本书内容丰富，理论深入浅出，实用性操作性强，便于读者参照应用，对我国公路设计和管理部
门的领导和技术人员都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相信本书的出版将对我国公路现代化建设，提高我国公路通行能力、营运安全品质，全方位数字化管
理与控制起到有益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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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数字化公路定义、概论和系统框架出发，较详细地介绍了什么是公路系统的数字化内容，以及
它与常规的智能交通之间的关系和区别。
并且以省域交通厅和公路局管辖范围作为设计依据，较详细地介绍了数字化公路系统的具体设计内容
和发展方向，是目前在我国发表的第一本关于数字化公路方面的应用技术文献。
    本书可以作为公路设计和管理部门在智能化和数字化公路设计方面的参数资料，也可以用作大中专
院校相关专业课程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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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DSRC协议，是DSRC的基础，采用基于5.8 GHz的DSRC国际统一标准。
DSRC标准可以分为3个层次：物理层、数据链路层和应用层。
物理层（PhysicalLayer）规定了机械、电器、功能和过程的参数，以激活、保持和释放通信系统之间的
物理连接。
其中载波频率采用5.8 GHz；数据链路层（DataLinkLayer.）制定了媒介访问和逻辑链路控制方法，定义
了进入共享物理媒介、寻址和出错控制的操作；应用层（ApplicationLayer）提供了一些DSRC应用的基
础性工具。
应用层中的过程可以直接使用这些工具，例如：通信初始化过程、数据传输和擦去操作等。
另外，应用层还提供了支持同时多请求的功能。
　　3G网：主要应用于信息采集和发布系统、诱导和导航系统中。
利用3G网络作为数字化公路通信骨干网的接入网，传输信息。
采用手机短信平台实现业务简要信息发布；采用3G网络移动接人技术实现无线数据传输。
　　5）电源。
　　包括沿线各通信站的高频开关电源系统、电源网管系统、电源系统的附件及其备件。
为保证通信设备处于连续运行状态，通信系统必须不间断供电。
采用的方案是在市电供电时，由采用蓄电池与整流器并联浮充对通信设备供电，此时对蓄电池充电；
在市电停电时，由蓄电池供电。
　　在通信总中心、中心、分中心配置高频开关模块电源设备，向光传输设备、程控交换设备和交换
机设备供电，同时配置蓄电池组，保证断电后维持4个小时的供电。
　　6）网络管理系统。
　　在通信总中心设置1个网管中心，对SDH传输系统、程控交换系统进行全面集中的管理和系统维
护。
收集网络性能指数，提供网元和网络级性能管理功能，提供视图、资源、安全、故障、集群、日志等
网络管理功能。
系统可对全网的设备及资源进行统一监控和调度，包括网络连接的建立、维持和拆除、网络级性能的
监视和网络级故障的发现和定位、网络的资源调度和保护、用户业务情况及服务质量跟踪等；它可以
和事务管理层进行交互，提供计费和资产统计的基础数据，为网络和业务规划提供决策依据，也可以
和网元或子网管理层进行交互，接收网元或子网管理层上报的网元性能报告、告警报告及交叉连接信
息，并下发对网元的控制和协调信息。
　　通信总中心是高速公路通信系统的管理中心，担负着所有通信系统的网络管理功能。
在通信总中心设置1个网管中心，对SDH传输系统、ATM数据传输系统、程控交换系统进行全面集中
的管理和系统维护。
　　①配置管理。
网络资源配置：软件、硬件资源工作参数的设定和校核；网络节点部件配置；网络接入速率以及中继
线带宽的配置（增、减和变动）；网络节点访问口令的设置和更改等。
　　网络业务配置：根据不同业务特性要求，配置通路，建立点到点的永久虚电路（PVC），可配置
和修改要求业务的级别、峰值信元速率、信元传送时延、信元时延变化容限等参数；对必要的故障，
拥塞监测门限进行设置和改变；可为用户配置虚拟专用网。
　　②数据搜集、存储和统计。
　　记录网络用户信息和网络资源信息，实时连续地收集、存储网络运行相关的性能数据，并同时作
阶段性的统计工作。
定期形成报告，同时进行网络分析，为网络规划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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