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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综合交通运输与智能交通”重点专项

2020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建议

（征求意见稿）

为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

2020年）》《“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以及《“十三

五”交通领域科技创新专项规划》等提出的任务，推动交通

运输科技进步和加快形成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的现代综

合交通运输体系，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启动实施“综合交通运

输与智能交通”重点专项。根据本专项实施方案部署以及国

家科技需求发展趋势，现发布 2020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1．交通基础设施智能化

1.1 机场飞行区设施智能监测与互联

研究内容：研究基于实时三维重构的飞行区活动态势精

确感知技术，跑道、滑行道设施智能监测、状态评估及道面

性能快速恢复技术；研发基于自主可控技术及多元宽带互联

的飞行区多设施系统信息共享和互操作技术；研究基于局地

气象大数据的场区雷暴等特殊气象实时精准预报及安全评

估技术；研究飞行区主动安全技术防范体系，研发面向机场

运行的智能决策技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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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指标：提出超大跨径缆索承重桥梁（斜拉桥主

跨>1200m，悬索桥主跨>2000m）等新型结构体系和智能结

构分析关键基础理论；研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融合结

构多重非线性及多荷载场耦合作用的超大跨径桥梁全过程

智能化设计分析软件系统 1套，计算精度>95%，商业化应用

不少于 20 套；建立超大跨径缆索承重桥梁国家技术标准体

系框架，编制超大跨径缆索承重桥梁设计国家标准（送审稿）

不少于 5项。

2．载运工具智能协同

2.1 智能新能源汽车车载控制基础软硬件系统关键技术

研究

研究内容：研究复杂行驶条件下支持智能控制算法的车

控操作系统和车载核心控制芯片的架构，建立符合车规级要

求的应用开发环境；研究恶劣工况下（高温、高寒、高原等）

的车载核心控制芯片的高可靠性设计技术和环境适应性增

强技术；研究车控操作系统和车载核心控制芯片的功能安全

性设计与保障技术，基于高速分布式光纤通信技术的控制信

号传输工具及通信协议故障诊断与自测试技术；建立车载核

心控制芯片的可靠性和安全性设计规范及测试标准。

考核指标：研发车载核心控制芯片样片及车控操作系统

原型；车载核心控制芯片的稳定工作温度范围为-50℃-125℃，

通过 AEC-Q100标准的验证；车载核心控制芯片及车控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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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产品开发及文档开发过程满足 ISO26262 ASIL-D等级

要求；分别在环境温度 50℃以上、环境温度-40℃以下、环

境湿度 95%以上、海拔高度 4700 米以上的典型道路极端工

况条件下，完成车载核心控制芯片的实车验证；控制信号光

纤通信速率不低于 3.75Gbps；形成行业技术标准/规范（送审

稿）不少于 3项。

2.2 路车智能融合控制与安全保障技术研发

研究内容：研究应对极端路况、高动态未知环境的路与

车多传感器超视距感知技术、基于空间阵列信号交联融合的

路车融合传感技术，研发基于感知驱动的传感组网器件；研

究业务感知的车载-路侧-中心多模式信息交互技术与信息安

全保障技术；研究基于分布式敏捷路侧边缘计算的协同认知

与控制决策技术，研发具备高精度定位、高可靠路车交互、

主动安全协同辨识等功能的智能路侧装备；研究无人驾驶安

全通行规则与交通组织方法，基于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生成

无人驾驶危险场景库，研发多场景业务需求驱动下安全可信、

自主可控的路与车智能融合控制技术，构建端-边-云架构的

云智能平台。

考核指标：车载与路侧融合感知下超视距感知能力不低

于 300m，传感组网器件的感知、定位与组网延迟不大于 30ms；

车车、车路信息交互等通信时延小于 20ms；危险场景数据库

样本规模不少于 1000 个；智能融合控制下单车纵向车速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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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控制小于 1km/h，横向控制精度直道小于 10cm（弯道处小

于 20cm）；在不少于 3 个恶劣路况环境下开展技术验证，

参与技术验证的无人驾驶运输车辆 200台以上；形成行业技

术标准/规范（送审稿）不少于 3项。

3．交通运行监管与协调

3.1 自主式交通复杂系统体系架构研究

研究内容：研究新一代自主式交通复杂系统的结构、功

能及技术特征，揭示系统基本属性及演化机理；研究自主式

交通系统共性主体要素分类方法、空间协同机制与系统时空

叠加需求特性；研究共性功能域的分层重构方法及融合演化

理论，建立自主式交通系统逻辑功能架构；研究逻辑功能与

物理实体间的映射关系和物理分层方法，建立自主式交通系

统物理架构；研究可部署的典型应用系统参考设计方法，系

统主体要素、功能、实体及信息流完整性的评估验证方法，

研发自主式交通系统复杂体系架构设计仿真软件平台；建立

新一代自主式交通复杂系统体系架构设计方法及理论体系。

考核指标：建立自主式交通复杂系统体系架构全流程设

计方法；开发自主式交通系统复杂体系架构设计与仿真研究

平台，支持数据信息流梳理，结构完整性分析等复杂系统架

构设计功能，平台包含服务器端和异地客户端，支持多名用

户同时在线操作；基于软件平台建立新一代自主式交通复杂

系统体系架构，架构覆盖交通系统功能域不少于 10 个，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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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主体不少于 60 种，交互信息流及对应的数据流各不少于

1000条，应用系统参考设计覆盖不少于 5类典型交通场景；

编制自主式交通系统复杂体系架构设计规程不少于 5项。

3.2 超大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高效运输与安全服务关键技

术

研究内容：研究超大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高效运行与服务

新型架构及标准体系；研究城市轨道交通网络高效韧性运行

与维护技术，研发客流-车流耦合的路网级协同调度系统；研

究乘客个性化服务新模式与无人化实现技术，研究基于北斗

技术的室内定位通信一体化信息技术，研发乘客全时程出行

交互服务系统与设备；研究城市轨道交通路网大规模客流风

险主动防控与疏导技术、满足地铁大客流场景的乘客身份精

准辨识与验证技术、基于乘客信用体系的快速通行和无感检

测技术，研发风险源精准辨识一体化装备与系统；开发轨道

交通关键装备运维增强技术与平台，城市轨道交通高效运输

与服务集成平台。

考核指标：建成智能人体一体化进站新模式与装备，可

疑物检出率≥80%，误检率≤10%，进站效率提升 50%以上；

建成智能自助服务系统与装备，实现服务响应时间秒级以内，

自助服务功能覆盖率不低于 95%；建成智能定位通信一体化

装备、非暴露空间定位精度达到亚米级;建成综合运行状态感

知装备与智能运行系统，感知准确率≥90%，调度效率提高



- 7 -

30%；建成覆盖全网的城市轨道交通高效运输与服务集成平

台，整体出行效率提升至少 15%，关键装备可靠性提升 15%，

路网客流风险辨识准确度≥90%，客流安全事故当量率降低

20%；重大活动期间运能运量贴合度不小于 90%；在超大城

市完成 1条完整线路、覆盖日常与重大活动场景的应用示范。

3.3 基于城市高强度出行的道路空间组织关键技术

研究内容：研究城市高密度路网、高强度出行条件下道

路网可靠性和韧性评估体系，研发与城市功能区相匹配的道

路空间通行效能提升技术、道路网关键瓶颈点段识别与治理

技术，开发城市道路网络可靠性监测平台；研究高密度聚集

条件下道路管控方式与个体交通行为选择映射机理，研发交

通个体出行路径识别技术及数据采集设备，基于出行起讫点

和路径识别的通勤交通时空调控技术和管理系统；研究基于

城市环境联动响应的地下交通空间全寿命安全风险敏感性

分析方法、多维风险源识别及预控技术；研究基于人因工程

的道路交通设施与交通空间组织一体化设计技术，研发基于

增强现实技术的道路交通工程设计和风险评估系统；研制适

应道路空间动态调整的交通组织设施和安全风险主动防范

装置。

考核指标：构建国家城市道路网络可靠性监测平台和网

络韧性评估体系，道路网络瓶颈点段识别准确率大于 90%，

实现全路网瓶颈点段拥堵车辆溯源分析；建立城市级道路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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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网络与出行行为调控管理系统，交通空间利用率提升 20%，

通勤效率提升 10%；研制个体交通行为数据采集设备不少于

3套，出行轨迹和起讫点识别准确率大于 80%；形成地下交

通空间施工风险预防与控制方法，预警准确率大于 70%；研

制交通安全保护、交通组织优化的新型设施和装置不少于 3

种；编制城市道路空间组织设计相关规程不少于 4项；在不

少于 2个地级以上城市进行综合应用验证。

4．综合运输安全风险防控与应急救援

4.1 新能源汽车运行安全性能检验技术与装备研究

研究内容：研究新能源汽车全寿命周期内运行安全性能

衰退机理和变化规律，建立新能源汽车安全性能表征参数体

系；研究基于运行大数据的新能源汽车电安全、动力电池安

全等运行安全性能检验检测方法，研究新能源汽车运行安全

检测与测试规程，研发基于大数据的新能源汽车运行安全性

快速、自动检验和测试系列装备；开发基于新能源汽车行驶

轨迹的交通安全执法系统；研究基于新能源汽车运行特征参

数的交通事故鉴定、交通场景重构等关键技术，开发新能源

汽车交通事故三维场景再现系统。

考核指标：建立新能源汽车包括电安全、动力电池系统

安全在内的安全性能表征参数体系，参数数量≥8个；研发

新能源汽车运行安全性能快速、自动检验和测试系列装备 1

套，适用主流乘用车和商用车各 3种车型以上，单车系统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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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时间≤10min；研发基于新能源汽车行驶轨迹的交通安全

执法系统 1套，对路网安全态势评估时间≤5min；新能源汽

车交通事故三维场景再现系统能清晰还原交通事故发生过

程，事故鉴定采信率≥98%；编制在用新能源车运行安全性

能定期检验与测试规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