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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交通运输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先导

性、战略性和服务性行业。近年来，随着全球科技

（尤其是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学科间交叉融合

加速，使得我国综合交通运输的智能化水平和综合

服务品质得到极大提升。交通系统涉及人、车、路

线、设备、环节等众多因素，是一个多学科、跨领

域的复杂巨系统，这给系统的高效、可靠、安全运

营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当前，物联网、大数据、人

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给智能交通领域带了

新的机遇。因此，本刊发起了“智能交通系统与应

用”专题征文，经同行评议录用5篇文章，内容涉

及智能控制、信息安全、深度学习、路径优化、人

机混合增强等智能交通相关算法及其在路径优化、

交通流预测、速度曲线生成等方面的应用。 

轨道交通工业控制系统具有场景复杂、子系统内

涵不清晰以及人与系统的关系定义复杂等特点。近年

来，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网络形势的逐渐严

峻，轨道交通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受到了越来越

多的关注。李浥东等人撰写的《轨道交通工业控制

系统信息安全：分析与展望》分析了轨道交通工业

控制系统的系统组成，总结了轨道交通工业控制系

统面临的安全威胁种类，并对轨道交通工业控制系

统的信息安全威胁趋势进行了解析，同时给出了轨

道交通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技术的发展建议。  

移动目标轨迹预测是一个典型的涉及交通运

输工程和智能科学与技术的多学科交叉研究问题，

在智能交通监管、异常行为检测和无人航行器自主

导航等领域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价值。

刘文等人撰写的《移动目标轨迹预测方法研究综

述》从基于数据驱动和行为驱动的角度对移动目标

轨迹预测方法进行综述。文章结合智能交通系统的

发展情况，基于国内外移动目标轨迹预测的研究现

状，以是否利用历史轨迹为思路对轨迹预测方法进

行分类总结，同时简单介绍了移动目标轨迹预测的

应用，最后讨论了移动目标轨迹预测存在的主要问

题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需求响应公交（DRT）系统是一种具有一定自

由度，介于传统常规公交和私家车之间的交通服务

模式。随着新基建等技术的泛在应用，DRT正成为

未来城市交通发展的趋势，其能对城市公共交通的

健康可持续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冯帅等人撰写的

《需求响应公交及其路径优化研究综述》重点从

DRT模式的由来、DRT模式的介绍和DRT优化3个

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及述评，并在面向DRT

的应用场景、模型构建、算法求解、常规公交与DRT

协同优化等方面提出了展望。 

短时交通流预测是智能交通及计算机大数据处

理领域的热点研究问题之一。精确的短时交通流预

测是实现高效智能交通诱导和交通管控的关键技

术，是提高通行效率、缓解交通拥堵的重要环节。

张阳等人撰写的《一种考虑时空关联的深度学习短

时交通流预测方法》提出了一种考虑时空关联的深

度学习短时交通流预测方法。该方法通过构建预测

目标道路与周边关联道路的空间关联性度量函数，

增强预测目标的空间关联特性的量化描述。 

在地铁运输数据获取方面，芦玉琦等人撰写的

《基于AlphaZero的地铁列车大量速度曲线自动生

成算法》创新性地提出了人工生成虚拟地铁运行数

据的思想，为地铁运行速度曲线的生成提供了有效

算法。文章在理想状态下构建列车运行模型，提出

虚拟地铁运行数据生成方法，通过对福州市地铁进

行数据分析、设置相关参数、生成大量数据，得到

地铁运行时间频率分布图，可为地铁智能运行研究

者提供进一步的筛选数据，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本专题的顺利完成，离不开作者、审稿专家和

编辑部的大力支持与协助。在此，我们表示诚挚的

感谢，并希望本专题能给该领域的研究人员提供参

考，对智能交通领域的研究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