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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展现状 

二、技术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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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美国NHTSA研究报告》 

降低事故44% 
• 数据来源： 
• 美国safety pilot项目研究成果 

人 

车联网系统 



人车耦合 
人机共驾 

智能感知 

智能反馈 

优化决策 

脑机 

驾驶先
验知识 

路径规划 

人机交互 驾驶 
态势图 

自主 
决策 

要素1：人-车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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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2：车-车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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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3：车-路耦合 



英国考文垂和沃里克 

测试内容包含驾驶员、道路设备负载能力 
交通安全和信息网络安全等 

热点：英国无人车群 

全球首个能够在真实环境下，同时支持网联汽车、半自动驾驶汽

车、以及全自动驾驶汽车共同参与的车联网系统测试环境 



道路列车： 
卡车可能是领头汽车，私家车可以选择加入列队 

卡车头车 分流 合流 

每辆车都将配备精密的传感器和通信系统， 
可测量车距、车速和行驶方向，并根据前面的车辆进行自动调整 

促进交通安全 
减少至少80%由于人为因素造成的交通事故 

热点：沃尔沃无人车队 



Highway Pilot Connect 
 
 德国杜塞尔多夫A52高速公路 

卡车成为互联网的一部分， 
可以智能化处理规模不断扩大的物流 

3辆自动驾驶卡车队列 

成效 
1吨货物百公里耗油0.66升 

1吨货物百公里CO2排放13.3克 

节省7%的油耗，油耗量低于使用内燃发动机的小型乘用
车，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减少对路面空间的占用 

热点：戴姆勒卡车队列 



荷兰Wepod  
 运载5人 
 时速20公里 
 将在Wageningen镇一条长达6公里的路线上运行 

热点-荷兰无人驾驶巴士 

三种运营模式 
地铁模式，按照固定的时刻表行驶
并在每个站点停车 

巴士模式，按照乘客需求到站停车 
出租车模式，通过App叫车 

帮助前来Wegeningen大学的访客，解决最后
一公里的问题，即从当地的火车站前往大学 



 MIT Senseable City Lab  

 瑞士苏黎世理工学院ETHZ  

 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CNR 

The Slot-based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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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适用于自动驾驶车辆的“基于时段的交叉路口
通行方法”，是提高城市运行效能的新途径 

热点：无信号通行 



美国在安娜堡进行了3000辆车的开放环境测试；建成Mcity
封闭环境测试基地（占地12.9万平方米） 

欧盟大型示范测试床-DRIVE C2X  

日本全国设置超过1600个DSRC站点 

已经完成关键技术与原型系统测试，进入集成示范阶段 
美国推动立法预计将在2017年左右强制安装V2V终端 

传输距离:300米 

传输延迟:<50毫秒 

移动性：>60m/h 

通信带宽：10MhHz 

传输速率：3-27Mbit/s 

关键技术指标： 

集成示范-国外 



以汽车和交通产业为应用领域，部署4.5G/5G宽带移动
互联网为通信基础，以电动汽车、智能汽车为平台，提
供技术跨界融合和协同创新的应用和测试验证环境。 

集成示范-工信部 

基于宽带移动互联网的智能汽车与智慧交通应用示范 



集成示范-浙江 

试点主要内容包括交通大数据集成及信息服务模型构建 

以视频为核心的智能车载终端、路网设施、新能源汽车的

技术与产品示范及车联网综合运营平台 



北京亦庄 

 落地建设项目所有应用示范 

 落地建设创新中心、产业基

金与产业联盟 

 示范区包含：示范推广、实

验验证、检测评估与认证 

全面覆盖北京市经济开发区全境，
打造成为全国第一个基于共享经济
的，实现电动化、智能化、互联网
化、社会化的绿色出行生态圈 

集成示范-北京 



集成示范-重庆 

计划在未来3年内逐步开展由试验场地封闭环境到城市交通开
放环境（南岸区）的一系列试验。以此为基础，推动智能汽车、
智慧交通相关产业新技术、新产品研发、检测认证及标准制定 



一、发展现状 

二、技术展望 



载运工具向高度智能化发展已成定势 

无自动化 驾驶辅助（ADAS） 部分自动化 有条件自动化 高度自动化 

 自主式驾驶辅助技术趋于完善  自主式无人驾驶技术日渐成熟 有待突破 

1、智能运载工具 

谷歌 

百度 
国家自然基金重大研究计划 
“视听觉信息的认知计算” 



1、智能运载工具-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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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无人驾驶 

国内唯一通过ISO26262的
全自动驾驶项目 

城市、环路及高速道路混合路
况下的全自动驾驶路测成功 



测试的关键技术 
0-100公里全速自适应巡航 
自动刹车，紧急情况时自动减
速或停车 

单车道自动驾驶 
自动变道，自动超车 
限速识别 
语音控制 
 

4月12日 

4月17日 

长安无人驾驶 



WiFi 

蜂窝 

其他 

射频 

5G 

LT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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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gBee 

蓝牙 

短报文，短距离
(30m) 

短距离(10m) 
低功耗 

短距离(300m) 
低延迟(100ms) 
独立于核心网 
抗干扰能力强 

大带宽，覆盖广，技术成熟 

继承LTE，信道接入优势 

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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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多模式通信 



高带宽保障了 
视频、雷达大流量数据 
云+端协同计算与传输 

智能驾驶 
云+端协同计算 

智慧道路 
视频传输 

低延迟与大容量保障了 
大量车端与道路设施 

联网以及云+端交互协同 

便捷停车 

高带宽 

前方道路
路况视频 

道路侧视频传感设备 

智慧道路 
合流预警 

Ul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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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acity/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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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Gb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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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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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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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技术特点与智能汽车与智慧交通的技术需求 

5G网络 



北航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V2X自组网通信系统 

完成自然基金重大研究计划项目的关键技术测试 

通信终端 
OBU-RSU 

通信性能 
测评系统 

交通运输部公路交通试验场开展
封闭测试 

 占地2.4平方公里，总长
28.6公里各类试验道路 

 组网、路由、QoS通信性
能测试 

 车车碰撞预警验证 

 车路信息交互验证 



车联网系统V3.0(未来阶段): 
 多个互联“脑机”：车群学会“组织、协同” 

 多车自主协同 

车联网系统V2.0(过渡阶段): 
 单个“脑机”：使单车学会“思考” 

 全自动/半自动混合操控 

车联网系统V1.0(当前阶段): 
 车车/车路通信：可感知、可交互 

 基于人的主动/半主动操控、干预 

3、车辆智能联网联控 



3、车辆智能联网联控 

任务2：车路协同系统耦合和群体智能控制 

任务5：车辆智能联网联控 

任务6：协同式智能车路系统集成与示范 

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 

基础研究 

关键技术 

集成示范 



汽车中使用的计算和联网系统沿袭了计算机的既有架构，也继
承了其天然的安全缺陷，难以改进修复 

最新汽车上至少安装100个ECU，运行至少6000万行代码，出现
安全漏洞很难查找修补 

车载ECU 

维护难 

信息架构 

缺陷大 

车内通信协议种类增多，连接车内系统的渠道越来越多，受到
攻击的可能性增大 

通信协议

攻击多 

智能汽车开始兴起，智能驾驶辅助技术大规模进入市场，带来
了更多的入侵点，安全风险逐步提高 

智能汽车

风险高 

操作系统

漏洞多 
现有车载操作系统完整性差，软件升级慢，漏洞与攻击入侵点
多 

4、信息安全 



4、信息安全 

汽车信息安全防护-端网云 

端—安全网关 
    总线协议加密  安全设备认证  访问权限管理  总线数据过滤 

网—安全网络 
+ 防火墙   入侵检测   防护系统（IDPS）  VPN系统   数字证书 

云—安全数据 
 
+ 新防御体系 （可信认证  深度学习） 

信息安全系统实现彻底的国产化 



中国汽车信息安全工作委员会 

智能网联汽车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 

依托
单位 

发起
单位 

成员
单位 ··· 

4、信息安全 



5、车联网大数据分析与综合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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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车联网大数据分析与综合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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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联网 
大数据中间件 

数据挖掘、系统展示 

数据清洗、质量控制 

实现典型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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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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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车联网大数据分析与综合应用 

大数据关键技术 



基于深度学习理论的交通系统演化规律预测 

海量移动终端协同组网监测技术 

交通状态和驾驶人出行耦合分析 

大规模路网拥堵趋势辨识技术 

交通态势感知关键技术 

5、车联网大数据分析与综合应用 



智能驾驶服务 

荣获201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智驾服务平台 

 车辆异常状态感知 

 危险驾驶行为警告 

 突发事故警示 

 生态驾驶服务 

5、车联网大数据分析与综合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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