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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需要更多监控摄像机 

■张敬忠

我国的高速公路总里程位居世界第二，但高速公路的监控体系却很不完善。目前，高速公路上的一些设备不能很好使用或不能正常使用成为
普遍现象，这也导致我国高速公路在运行中频频出现拥堵、车祸等，以致有人说“高速不高”。如何规范高速公路的监控系统？监控系统如
何在高速公路中发挥作用？ 

两年前，美国《新闻周刊》记者克雷格·西蒙由北京驱车前往成都时，他被高速公路上的一切惊呆了：每个汽车司机都想抢先，每辆汽车都疯
狂地向前冲击着。一个路段上，一辆卡车被焚毁得只剩下一具焦黑的残骸，另一个路段上，一辆油罐车因为一个螺丝掉落只好停在高速路上
维修，时不时还会有一些石头从一些卡车的货厢蹦出掉到路面上。最终，他将方向盘递给了朋友。从此以后，这位美国记者在中国再也没敢

开过汽车。这次经历还让他写下了一篇引起了很大反响的文章:《行车中国高速公路惊险似看恐怖影片》。 
中国的高速公路真的那么可怕吗？ 
公路副效应呼吁智能交通系统 
“要想富先修路”，相信每一个中国人都会对这句话再也熟悉不过了。道路是现代社会的血脉，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为了各

地的经济大开发做准备，我国的公路建设在蓬勃发展20年后，又将进入新的一轮蓬勃发展期。 
在1949年时候的中国，全国的公路通车里程仅8万公里，没有高速公路。改革开放开始，成为新中国公路发展的最快时期。2004年底，我国公

路通车总里程达到了185.6万公里。2005年全国又新建公路里程4.13万公里。同时，我国高速公路也从零起步，在2004年底已突破3万公里，高
速公路总里程位居世界第二。从数据可以看出，我国既是当今世界上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速度最快的国家，又是交通需求增长最快的国家。

根据我国的公路远景规划，在未来的20年里，这种趋势将不会改变。 
与国外相比，我国目前的智能交通产业还处于起步阶段。目前，我国交通系统信息化的情况是：已建设了1.94万公里的公路通信设施，这与
我国的全部公路相比还是一个很小的数字。 
据日本对2000～2015年智能交通系统市场规模的预测，认为它将成为其21世纪前半期最大的产业，预计为60万亿日元（如同时考虑受其影响

的其他产业的话，市场规模将达到100万亿日元），包括汽车导航产品、车载信息设备等等。在发达国家，图像监控已经成为公路建设中必不
可少的一个部分。其中，摄像机作为公路监控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始终存在于这些系统并发挥着主要作用。 
高速公路涉及到的监控系统 
深圳市公安局安全技术防范管理办公室的高级工程师王达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我国有关部门曾经做过明文规定，要求在所有的高速公
路系统中都必须配备通信系统和监控系统。因此，在我国目前的高速公路上均建有交通监控中心，通过摄像机、超声波或磁感应传感器不断
采集道路的交通情况，并通过计算机对各种情报进行处理，确定相应的控制策略，通过可变情报板等将控制信息传输给车辆驾驶员。 
“监控”的含义包括了两个方面：即监视（或监测）和控制。 
所谓“监视”是指对一些主要交通参数，如交通量、车辆速度、车辆密度（或占有率）、车头距、拥挤度、道路堵塞度以及交通状况、事故
状况、路面状况、气象状况等信息的实时监视和测量。 
所谓“控制”是高速公路交通监控中心根据监视实时采集到的上述信息（包括数据和状态），按照某种预定的性能准则来调节（包括限速、
诱导、转移、分流、匝道调节、关闭等）高速公路上交通状态，从而使高速公路上的交通流始终保持在最佳的运行状态或自由流状态。主要

目标为：准确统计道路交通数据；有效监视道路的交通、气候情况，及时掌握道路运营状况;及时发现和处理交通事故，减少交通事故，降低

事故的严重性;减少偶发事件、交通事故及恶劣气候对道路交通的影响;当交通量达到饱和时，对交通流进行引导和控制，以提高道路网通行能
力。 
高速公路的监控系统的前端设备，主要由NetView网络视频服务器、摄像机（防护罩、摄像机、镜头、支架）等主要设备组成。再通过传输线
缆，将视频图像信号传送到这套监控系统的终端设备，即由录像机、控制器和数台装有专用监控软件的电脑组成。其中网络视频服务器是整
个系统中的核心设备，实现网络化、数字化处理工作，它完成模拟视频监视信号的数字采集、影像压缩、监控数据处理、报警信号的采集、
网络的传输等功能。它可将前端的模拟信号同时处理成高清晰的实时数字图像发布到网络中，可实现多用户同时监控现场图像，以便于高速
公路主管单位随时监测、随时了解路面情况。 
高速公路的监控系统，有的还包括一套专门用于识别车辆流量的传感器，它是埋于地底下的设备，当车辆从路面上行驶过去的时候，它就能
感受并自动记录下车流量的多少。 
以上的种种监测因为它的目的只是了解公路路面的大致状况以及计算车辆密集度的多少等，因此只是在收费站、高速公路出入口等地方必须
安装摄像机。而在一般路面上，有时相隔几百米或者几千米才安装有一部监控摄像机。因此，这样的监控系统并不能用作调查车祸的现场采
集的证据。 
至于要监控车祸频发地段以及监控、识别肇事车辆的方式，还必须由公安交警部门来安装并专门由公安交警部门来使用的机动车车牌自动识
别系统。 
现有监控设备不完备 盖不住3万公里高速公路漏洞百出 
在现实应用中，由于高速公路一般地处荒芜偏僻地区，它的监控系统的信号传送也存在很大问题，如供电问题往往不能解决、传输电缆也需
要单独设线布缆，成本很大，这是造成当前一些监控设备长期闲置不用或者不能很好使用的原因。  
深圳市公安局安全技术防范管理办公室的高级工程师王达说，此外，高速公路管辖权的不同，也是造成目前监控系统不能正常发挥作用的另
一个原因。如，高速公路的投资主体都是在由政府立项、通过招投标引进的建设单位，这些单位在建成道路后，也只是负责这条道路的收



 

益；对于发生在这条道路上的其他现象，如车祸等则基本是不管不问。 
对于以上出现的一些问题，有关专家表示，监控系统不必非常复杂，但监控项目从制定方案、设计、施工、验收到最后的长期使用，都要有
一套统一的管理程序。人员按规定培训，设备按规范定期维护，这样才能保证道路监控系统发挥应有的作用。  
此外，交警部门也经常会在高速公路上设置电子警察系统，它的外部硬件设备以其功能上可划分成三个系统：分别是前端感应系统、抓拍摄
像系统和后端传输系统。前端感应系统就是为了感应到有移动的机动车，接着由电子警察的心脏－－控制器来指挥摄像机抓拍摄像，这也是
视频电子警察最常用的拍摄工具。当图像被下载传输指挥中心以后，就可以对图像进行登记、编号等。随着科技的发展，电子警察还可以实
现远程无线监控、电子警察工作状态等功能，如某辆车在高速路上违章后不久，它的违章图片就会发射到下一收费站出口处，这对交通管
理、交通安全都带来了极大的好处。  
几年前，京津塘高速路开始使用一种专门用来纠正高速路上超速违章的流动测速仪，它使用车载雷达装置，在移动中测速。一旦有车辆超速
时，车载数码照相机便会对超速车辆进行跟踪拍照。过往司机慑于该设备的威力而自觉地放慢了车辆速度，为此，该路段的车祸死亡人数与

同期相比下降了6倍。 
由此可见，电子警察对遏制车祸频发有显著作用。 
然而，依照我国目前出台的相关法规，在高速公路上安装用以监控为目的的摄像机这一现状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也就是说还没有任何一
项明文规定要求已经建成或者未来要建设的高速公路上必须要强制按照一定距离或者一定密度来安装摄像机。 
因此，在没有统一标准这个前提下，我国各地的高速公路安装摄像机等监控设备的现状也就显得五花八门、各不相同。如有些省市的高速公

路可能会在1000米内就有一台或者两台摄像机，而在另一些省市的高速公路则可能会在10000米内也难以见到一台摄像机的影子。不仅仅是各
个省市的高速公路安装摄像机不同，就是在同一个省市的同一条高速公路的路段上，也会因为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的不同而会有很大的差
距，如他们会在某个路段安装大量的摄像机，也会在另一条路段拒绝安装一台摄像机。 
因为缺乏统一标准，因此在遇到类似现象发生时候，很难说某条高速公路的摄像机安装就是达标的，或者说另一条则是不达标的。这也造成
了现实中我国高速公路监控中漏洞百出，甚至是互不统属、条块分割的现状。 
我国公路建设带动摄像机产业发展 
按照交通部最新公布的《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预计到2030年，中国将建成国家骨架公路网，全国高速公路总里程预计将达到8.5万公里。

这也就是说，未来的24年里，我国还将斥资两万亿元建设高速公路总里程5.5万公里以上。这个数字，也远远超过了我国现有的3万公里的高
速公路的总里程数。  
众所周知，高速公路都是用“钱”铺出来的。图像监控系统，作为与高速公路收费管理、数据通信相并列的一个系统，已经是现代化高速公
路建设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虽然说，监控设备只是高速公路的土建、基建部分的附属部分，但它同样也是一项高利润的工程支出。记者
咨询了多位曾经做过相关工程的业内人士，但他们都对其中的成本核算三缄其口，连连拒绝了相关采访。最终，一家摄像机专业厂家的高级
工程师说，这项成本核算是非常难的，即使是按照有关的国家标准，由于相同长度的路段设置的摄像机数量的不同以及光端机等产品和售后
服务等的不同，同样一项工程的价格也会相差数倍甚至于数十倍之多。 
那么，我国的高速公路建设到底需要多少摄像机以及相关的设备呢？仍以美国为例，美国交通部门的专家菲德里柯·唐纳教授在他所提出的智
能化管理中这样认为，不再修路，而是从提高管理技术入手，充分挖掘道路的运作潜力，来满足交通量增长的需要。美国的一些城市采用了

这一方法并取得了明显效果。在圣安东尼奥市的高速路上,每隔0.5英里装有一台监测器，上面配有摄像机。这些设备随时收集路况信息，一旦

发生事故，摄像机当即抓拍现场，监测器在15秒内把情况传送给管理中枢，救援人员马上行动处理，这就是“交通事故监控系统”。唐纳教

授计划用10年时间在全美国建立交通运输智能化管理系统，其效果相当于扩展了24.5％的新路。 
唐纳教授的这项计划同样可以应用在我国，而且在我国又有现实的紧迫性。我国的现状是地少人多，因而也就更需要充分挖掘现有道路的运

输潜力。如果按照“每隔0.5英里装一台监测器，上面配有摄像机”的做法，我国已经建成和即将建设的7万公里高速公路将配套使用将近9万
台监测器。昆时科技有限公司经理王玉红乐观地说,如果两万亿元的建设资金到位,仅仅用它的1％的资金用来采购、安装监控设备，这就是一

个高达200亿元的庞大市场啊；再加上现有高速公路监控设备的改造，这块蛋糕肯定是非常大的。 
据了解，我国目前使用的每台道路摄像机价格为1500元左右计算，为安装和使用这些道路摄像机还要配套建设视频传输线缆，这些传输线缆

的价格每千米在2000元左右，再加上相应的其他配套设备如全天候防护罩和云台、微机终端、可变情报屏、可变限速标志等等，以及部分路

段相应地配备部分电子警察系统，我国高速公路上使用的监控设备将在未来的24年间达到数百亿元。 

记者手记 

记得以前听过一个笑话这么说，某地新建了一条高速公路，一天，当地交通局的局长驱车在平坦的路面分外惬意。可一会儿就因为遇到阻拦
而戛然停车，停车原因是一个老大爷站在高速公路的路面中央伸手拦车。局长下车要责备老人时，老人举着手中放满鸡蛋的竹篮却先说话
了：“同志，我搭个车去县城卖鸡蛋。你看看这个路是怎么修的，连个路口都没有，害得我爬了半天栏杆才翻进来。” 
这个故事讲的意思是，我国的高速公路还远远没有发挥它的“高速”作用。行人横穿高速公路、高速公路上经常拥堵、不少地方的高速公路
车流量不足、或者高速公路上停车交费时间过长，甚至于不少地段的高速公路成为车祸频发地段等等不和谐现象，都让我国的高速公路未达
到真正意义上的“高速”。为此，利用摄像机监测、辅之以现代计算机技术以及先进的系统集成技术为一体的“监”和“控”系统将很有必
要尽快铺设在我国的高速公路上，以此让我国的高速公路实现真正的“高速”，为我国的经济建设作出更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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