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慧交通特勤系统解决方案 

第1页, 共4页 

智智慧慧交交通通特特勤勤系系统统 

解解决决方方案案 

杭
州
远
眺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版
权
所
有



 

 

                                  智慧交通特勤系统解决方案 

      

  第2页, 共4页 

 

一、 方案简介 

车路协同试点是运用 5G、云、AI、大数据计算等多项技术，政府结合通讯、互联网、车企为首的大

量上下游生态企业，共同探索技术孵化、打造满足更多交通场景诉求的综合舞台。比起我国企业在“聪

明的车、智慧的路”相关技术和内容上的多年积累，政府部门在交通管理上的落地应用尚未起航。2019

年底公路 ETC 收费改革，是交通管理在车路协同应用场景扎扎实实踏出的第一步，下一步必然需要直面

迎接信号控制、交通组织、事故预防、交通执法、应急监测等细分方向的赋能应用。在政策大力扶持下，

全国多地都在开展车路协同示范（先导）区建设，将率先落地并扮演“标杆示范”的角色。提供更为安

全、畅通的交通服务是管理部门、社会民生、智慧交通服务商三方的共同夙愿。 

城市应急救援时常面临交通拥堵、安全问题，严重影响救援需要快速、安全、精确的需求。实际使

用中，绿波协调控制是保障通行最有效的方法之一，确保车辆一路绿灯畅行，同时信号禁止别向车辆侵

入通道、提升安全性。但是信号控制权限限定于公安交警部门，应急场景下临时协调、手动配置的效率

低下，需要用信息化系统统一管控。 

智慧交通特勤系统（简称“一键护航”）成熟运用“聪明的车、智慧的路”车路协同技术，通过信

号掌控应急优先通行权，手机一键点击即可生成路线、开启特勤保障，救援路途上迅速、自动地调配信

号、视频、警力等多方资源，为 120、119 等特种车辆提供绿色快速通道。 

二、 总体架构 

1. 智慧交通特勤系统的组成 

1.1. 智慧交通特勤系统由感知层、开发层、应用层组成，如图所示。 

 
总体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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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设备感知层主要是整合全域信号控制，联动所有路口相机画面、以及手机终端定位信息，通过

4G/5G 网络进行数据联通，作为智慧交通特勤系统的设备基础。 

1.3. 开发层基于捷码低代码开发平台拖拉拽形式实现本项目相关系统、大屏、移动端的快速开发。

捷码低代码开发平台可提供多种开发能力，包括 3D 场景搭建、大屏搭建、前端快速搭建、一段

段搭建、数据接入、业务流程、快速表单、用户管理等。 

1.4. 应用层主要建设智慧交通特勤系统 PC 端、智慧交通特勤系统移动终端。 

三、 项目实施案例 

《浙江某县智慧交通集成管控平台项目》 
——重点打造“一键护航”自动化特勤保障模块 

 
1. 项目背景 

浙江某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建设智慧交通集成管控平台过程中，进行特勤保障任务时，发现传统

的特勤系统需要过于繁琐的预案设计和关联控制设备设定，使得对系统操作的保卫任务民警要求较高，

且要充足时间准备，不符合应急条件下临时使用需要。 

2. 项目方案 

项目依托捷码低代码开发平台搭建智慧交通集成管控平台。捷码低代码开发平台集成了丰富的业务

组件库和交通行业场景的模版，通过简易的积木式“拖拉拽”操作即可快速实现项目中所需的智慧交通

特勤系统 PC端、智慧交通特勤系统移动终端等应用。 

“一键护航”将临时优先通行权开放给社会大众，运用 5G通讯传递信息，最快地自动调配信号、视

频、警力等多方资源，为特种车辆、特殊应急状况下的社会车辆提供绿色通道。系统功能主要分为以下

四部分： 

1.创建申请：特殊需要的应急情况下，用户在手机 APP 中即可输入终点自动规划行驶路线、预测最

短通行时间，还可设置途径点，选定路线后发起特勤申请。 

2.管理审核：交警指挥中心派专员处理待审核信息，电话确认申请人真实情况后，可修改/驳回/通

过申请方案。 

3.协同控制：通过审核的特勤方案，可在 APP 中一键启动。通过申请人手机 GPS 定位，调取沿途监

控视频，配合途径路口的信号控制自动按照特勤路线实时推进；算法预测车辆通行情况，提前清空前方

排队车辆，保障一路绿灯通行；交警坐镇指挥中心把控全过程，同时发布消息。 

4.恢复交通：一键护航执行完成的路口解除锁定，信控方案快速恢复至正常，避免对交通造成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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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3. 项目亮点 

1. 打通车、路、人、监管者之间的信息传递通道，实现车路智能协同。 

2. 向特殊需求者开放自由线路的紧急畅行服务。 

3. 解决复杂线路绿信协调控制问题，智能联控所有设备，提升应急指挥响应速度。 

4. 项目成果 

（1）pc 端 

 

（2）移动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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