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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 的交通信号控制系统数据字典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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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在我国建立交通信号控制系统数据字典的必要性，提出了交通信号控制数据字典（’()**）的定

义、基本结构，并结合可扩展标记语言（+,-）对数据字典进行了描述，最后又提出了数据字典的应用

框架。

关键词：交通信号控制系统 数据字典 交通信号控制数据字典 +,-

.! 引言

目前，交通信号控制系统的建设和实施中，交通工

程师和系统集成者往往应用个人专用的和特殊的交通

数据的术语、定义来定制实施各自的系统，数据被描述

成专用或本地化的格式以及用这些专用的数据来构建

相应的数据集，从而限制了不同交通系统的交互和减

弱了不同部门、组织之间数据交换共享的能力［.］。比

如，一个交通管理部门的系统软件用“ 路段 / 节点”定

义的道路的消息可能和另外一个紧急事件管理中心系

统软件对同一道路的“ 路段 / 节点”定义不一致，这样

由于两个部门数据元素定义的相异性就导致了基本信

息的形成中产生了模糊性和不明确性，阻碍了系统之

间的信息共享和系统的交互。针对这一问题，本文分

析了交通信号控制系统数据字典建立的必要性，提出

了交通信号控制数据字典（ ’()**：’012234 (35617 )869
:087 ;1:1 ;34:38610<）的定义、基本结构，并结合可扩展

标记语言（+,-）对本数据字典进行了描述。

"! 交通信号控制系统数据字典的研究现状

及建立的必要性

!" # 数据字典标准的研究现状

数据字典在设计开发基于计算机的系统时是一个

必要的组成部分，它提供了一套系统通信所必需的数

据元素和基本信息定义，也提供了单个数据元素的所

包含的属性结构，其每个数据元素包括名称、定义、所

属类名称、数据类型、有效值范围等，并以字典顺序将

它们组织起来，使得用户和分析员对所有的输入、输

出、存储成分和中间计算（处理）有共同的理解［"］。

在国外，=’( 系统的研究比较成熟，其标准方面也进行

了大量的研究并颁布了一些标准。对于 =’( 系统的数据

字典标准，国外已制定和草拟了相关的标准，与交通信号

控制系统数据字典相关的标准如：国际电气和电子工程师

协会（=>>>）已经发布了智能交通系统（ =’(）的数据字典标

准“=>>> ?.$@A”；另外一个数据字典是美国交通工程师协

会（=’>）依照“ =>>> ?.$@A”发布的交通管理数据字典“’,9
**”；还有美国联邦公路局（BCDE）、=’> 和美国国际电话

电信公司（ =’’）联合开发了交通仿真软件数据字典（’(9
**）［F，$］。其中“’,**”很值得在建立我国交通信号控制

系统数据字典时借鉴，必须很好的融合国内交通流的特性

和控制模式，不能完全采标。

对于我国 =’( 的标准化，由设在交通部公路科学研

究所的“全国智能运输系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G39
61 H1:38617 ’I4G63417 )8JJ3::II 82 =6:I7735I6: ’016KL80:
(<K:IJK (:16;10;3M1:386）负责智能运输系统领域的标

准化技术归口工作。国内已有相关文献初步对交通信

号控制 系 统 数 据 字 典 的 相 关 标 准 进 行 了 探 讨，文

献［$ /N］对数据字典的需求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在我国

建立道路交通管理数据字典行业标准；文献［N］提出

建立国家智能交通管理系统数据元著录系统。但这些

文献均没有对交通信号控制系统数据字典开展具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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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我国也还未发布相关的数据字典标准。

!" ! 交通信号控制系统数据字典建立的必要性

城市交通信号控制系统各组成单元之间、与智能

交通系统 !"#（ !$%&’’()&$% "*+$,-.*%+%(.$ #/,%&0）各系统

之间满足“互操作性”和“互换性”，将成为交通信号控

制系统的基本需求。其所具有的互操作性可以实现系

统与其它系统的协同工作来完成特定的功能，其所具

有互换性可以有效的引入厂商竞争机制，实现系统内

多厂商设备的兼容共存。系统之间要真正实现互操作

和互换性就必须使如图 1 所示各层都需要进行标准

化。对于交通信号控制系统和信号机控制软件应当关

注图中金字塔低层的标准化，即元数据的标准，又称

“数据字典”。因此，对于交通信号控制系统的高端应

用标准化应当从数据字典的标准化着手。本文仅探讨

交通信号控制系统数据字典的建立。

图 12 系统互操作和互换性实现金字塔

交通信号控制数据字典标准作为系统实施的基础，

数据字典标准在我国的实施将会产生如下的效益：1）共

享控制外场设备和用中心到中心（343）的通讯实现信

息的协调：数据字典标准使相邻的部门可以容易、可行

的实现设备的共享控制和中心之间的信息协调来实现

系统高效的运行；4）推动阶段性的投资和实施：标准可

以使交通信号控制系统的功能阶段性的完善，实现更多

的即插即用功能，实现系统阶段性的实施；5）培育多厂

商产品共存的环境：标准降低了系统的实施只能依靠一

些特定厂商的设备，通过数据定义和数据通信的标准化

和开放性实现产品多样化并引入竞争机制。

52 交通信号控制系统数据字典的建立

#" $ 交通信号控制系统数据字典的定义

交通 信 号 控 制 数 据 字 典（ "#366："*+77(8 #()$+’

3.$%*.’ 9+%+ 9(8%(.$+*/）是交通信号控制系统中心与中

心、中心与设备之间通讯的元数据标准，是利用面向对

象的建模技术，把描述交通信号控制系统功能层次的

术语、数据元素和构建交通信号控制系统与其它 !"# 中

心（公共交通管理系统、交通紧急事件管理系统、交通

出行者服务系统等）通讯信息集封装在一起所形成数

据元素的最小单元集合［1］。

交通信号控制数据字典是与任何一门人类语言极

为相似的关于字、词拼写的交通信号控制系统功能描

述“数据元素”统一的术语、名称、定义和格式。其主

要目的是为交通信号控制系统建立提供一套必需的数

据元素的名称、属性、数据类型、有效值范围等，使得交

通信号控制系统从数据层上达到“ 交互性”和“ 互换

性”的需求。通过交通信号控制数据字典的标准化，使

得交通信号控制系统中的概念被定义、统一化和通用

化，便于不同的系统和中心以同一种方式应用。同时，

数据字典也应预留每个中心将拥有各自定义发送和接

受的特有数据的需求，允许扩展一些特殊个性化系统

或中心应用的特定数据元素。

#" ! 交通信号控制系统数据字典与国家 %&’ 框架及其

它标准的关系

交通信号控制数据字典是基于国家智能交通系统

体系框架中交通管理与控制功能的数据流需求建立，交

通信号控制数据字典所支持的数据流与逻辑框架中交

通管理系统和交通信号控制系统之间交换的数据流完

全一致，按照系统功能层之间一定的逻辑数据流关系来

确定其所包含的元数据，并以国际标准规定的标准格式

进行描述的一种系统数据存储、传递与管理的技术，是

实现部门间信息共享和开发管理控制软件的基础，交通

管理控制系统的软件设计者和开发者是交通信号控制

数据字典标准的典型用户，而系统的实际用户在日常管

理中并不直接应用标准的数据元素，使用的是软件转化

到功能层的数据元素和友好的人机对话窗口，但可以说

交通管理部门是直接的用户。间接的用户是与交通信

号控制系统相协同工作的一些系统。

交通信号控制数据字典必须与国家 !"# 框架相一

致并且与其它 !"# 相关的数据字典标准协同起来工作。

这就要求同时也要建立 !"# 其它功能领域数据字典标

准，比如交通事故管理数据字典标准（ !:66）、出行信

息系统数据字典（;"!# < 66：+9=+$8&9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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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等。而且应对文献

［.］中的 /01 标准进行细化，也要解决现存的系统和即

将规划建设遵从新标准的系统的融合和过渡的问题。

!" ! 交通信号控制数据字典的基本结构和数据元素格式

针对我国目前尚无交通信号控制数据字典标准的

现状，提出建立该标准的主要技术思路是：通过深入分

析交通信号控制系统’国内外相关情况分析’明确标

准的覆盖范围、层次结构’制定标准明晰表。交通信

号控制数据词典包括通用术语、数据的定义、命名和各

中心之间通常传输的元数据，主要是与系统功能层相

关的数据，规定了在交通信号控制系统完成相应功能

所用数据元素的详细定义和用于构造交通控制模型的

数据元素。其数据元素的基本结构［2，-］如下：

数据元素（ 名称、类别名称、定义、关键词、数据类

型、取值型式、有效取值、字典标准、更新日期、其它）。

按照交通信号控制系统执行相应功能所需的数据

信息来组织数据字典的基本结构和格式，本数据字典主

要包括路口描述部分、控制设备部分、实时数据部分、配

时方案部分、路口评价部分，共五大部分。该数据字典

是对交通信号控制系统和信号机功能层重要数据术语

的直接描述而非复杂深奥描述，不涉及系统内部的数据

库存储和设计。其详细的基本结构如表 2 所示，按照该

结构模式我们就可以建立完善的数据字典标准。

表 23 交通信号控制系统数据字典范围和基本结构

数据元素格式示例（ 限于篇幅仅以

路口数据元素为例）

名称：交叉口控制类型代码

类别名称：交叉口信号灯控制

定义：交叉口的基本控制类型

关键词：交叉口控制类型

数据类型：枚举类型

取值型式：数字代码

有效取值：2 4 信号灯控

制、5 4 单向停车控制、-
4多向停车控制、. 4 让

路标志控制、6 4无控制、

7 4其它

字典标准：8888
更新日期：599: ;5 ;5
其它：

路口描

述部分

路口

进口

出口

⋯⋯

控制设

备部分

信号机

信号灯

检测器

⋯⋯

实时数

据部分

速度

流量

⋯⋯

配时方

案部分

定时控制

感应控制

系统控制

⋯⋯

路口评

价部分

服务水平

排队长度

⋯⋯

!" # 交通信号控制系统数据字典针 $%& ’()*+,
交通信号控制系统数据字典针对元数据建模和应

用系统中数据交换的实现而设计。交通信号控制系统

作为一种计算机应用系统也以 <=$&)# > 1),?), 或 @ > A > B
的模式进行设计，因此可以采用 CDE 1+F)!" 模式的

形式来保存数据字典中队员数据模型的所有约束信

息。CDE（)C#)&’$G=) D",HIJ E"&KI"K)）即可扩展标记

语言，是以一种开放的、自描述的方式定义数据结构的

元语言［:，L］。CDE 是纯数据描述，与编程语言、操作系

统或传输协议无关，非常适合于元数据的描述和应用

程序之间的数据交换，为软件系统的开发提供真正的、

有开放标准和自描述数据控制的多层分布式系统，它

的灵活性和扩展性使其可以对不同应用甚至是差异很

大的应用间的数据进行描述。

基于 CDE 交通信号控制系统数据字典的一个主

要特点就是不同层次上元数据模型定义以内容“ 块”

的形式出现，每个内容块可以作为可复用的构件直接

应用其他应用系统的数据字典定义中。这意味着通过

数据字典定义的信息可以很方便地满足不同目标的需

求。当通过使用 CDE 模式完成数据字典定义后，在数

据字典管理系统中信息可以变为系统设计者的一项重

要资产。基于 CDE 数据字典的元数据建模需要达到

的目标包括：2）针对一个应用系统的不同版本，建立对

应的系统元数据对象模型中报表和科目的编码库，并

建立编码与实际数据文本之间一一对应的关系，使得

系统能够明确表示出每个基本数据科目的含义；5）提

供各种关于数据项的统计、校验规则和状态信息；-）针

对特定数据项的特点，实现对界面显示空间的配置；.）

确保数据元素命名的标准化［29］。限于篇幅，仅以表 2

中的路口控制类型元数据为例（ 路口控制类型：’$!M
J=)0(J) /&#),’)+#$%& +%&#,%= #(J)），使用 CDE1NO 软件完

成的基于 CDE 1+F)!" 描述如下：

命名空间：F##J：> > PPPQ (#&+ ; #’+** ; "**,)’’
数据类型：I&$%& %R（ ,)’#,$+#$%& %R 8’：I&’$K&)*/&#，

,)’#,$+#$%& %R 8’：’#,$&K）

说明：定义：路口控制的基本类型 字典版本：01<M
BB S2

代码：T 8’：’$!J=)0(J) &"!) 4 U /&#),’)+#$%&V+%&M
#,%=V#(J)U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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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信号控制（-）
* * * * * * 单向停车控制（.）

* * * * * * 多向停车控制（/）

* * * * * * 让路标志控制（0）

* * * * * * 无控制（1）

* * * * * * 其它（2）

! 3 "#：$++(%,& )
! "#：4&5678%’$’(&% )

定义：路口控制的基本类型 字典版本：9:;<< =-
! 3 "#：4&5678%’$’(&% )
! 3 "#：$%%&’$’(&% )
! "#：6%(&% )
* ! "#：#(7+>89?+8 )
! "#：@8#’@(5’(&% A$#8 B C "#：6%#(D%84E%’C )
* * ! "#：7(%E%5>6#(F8 F$>68 B C -C 3 )
* * ! "#：7$"E%5>6#(F8 F$>68 B C 2C 3 )
* ! 3 "#：@8#’@(5’(&% )
! 3 "#：#(7+>89?+8 )
! "#：#(7+>89?+8 )
* ! "#：@8#’@(5’(&% A$#8 B C "#：#’@(%DC )
* * ! "#：8%678@$’(&% F$>68 B C 信号控制C 3 )
* * ! "#：8%678@$’(&% F$>68 B C 单 向 停 车 控 制

C 3 )
* * ! "#：8%678@$’(&% F$>68 B C 多 向 停 车 控

制C 3 )
* * ! "#：8%678@$’(&% F$>68 B C 让 路 标 志 控

制C 3 )
* * ! "#：8%678@$’(&% F$>68 B C 无控制C 3 )
* * ! "#：8%678@$’(&% F$>68 B C 其它C 3 )
* ! 3 "#：@8#’@(5’(&% )

* * ! 3 "#：#(7+>89?+8 )
! 3 "#：6%(&% )

* ! 3 "#：#(7+>89?+8 )

0 * 交通信号控制系统数据字典的应用及

优势

交通信号控制系统数据字典在交通信号控制系统

的整体实施中对于系统的集成将发挥巨大的作用。图

. 是交通信号控制数据字典在交通信号控制系统中应

用的示意图。交通信号控制中心与信号机通讯依靠数

据字典标准来建立相应的数据格式实现协调控制。但

是，交通信号控制数据字典标准作为一套具有交通信

号控制功能的 E9: 系统通用的数据定义和格式化数据

方法，在我国要制定这样的标准还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我们可以参阅文献［/］，同时必须要充分考虑我国交通

流的特点和交通部门之间的协作方式和体制等因素，

深入研究后制定适合我国的数据字典标准。

图 .* 交通信号控制系统数据字典的应用

1* 结语

交通信号控制系统数据字典是实现系统的交互性

和设备的可互换性的基础标准，本文分析了在我国建

立交通信号控制系统数据字典的必要性，提出了交通

信号控制数据字典（9:;<<）的定义、基本结构，并结合

可扩展标记语言（GHI）对数据字典进行了描述，最后

又提出了数据字典的应用框架。但是，交通信号控制

的数据字典的提出是一项庞大的工作，另外从应用的

角度来讲，本数据字典标准的实施还涉及到和现有系

统的融合等一系列的技术问题，还有待于将来做更进

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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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确实解决了由于 !""#$" 特征所引起的得分偏向于长

句子的问题。

从所有实验中我们得出：!"" #$" 特征反映了文档

集中出现频率较高的重要词汇，单从统计特性上体现

出句子的一定的重要性，却忽略了句子之间重要信息

的包容性以及文档结构信息。标题句相似度特征有效

的反映出句子中包含重要信息的程度；句子位置特征

从文档的结构上充分体现重要信息的分布情况；句子

长度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句子过长或过短问题，弥

补了 !""#$" 特征引起的得分偏向长句子的问题。

通过实验我们发现，优化后的特征组合大大提高

了系统的性能，将 % 个特征结合并提高句子位置特征

的权重有效的提高了文摘的质量。在所有实验中 % 个

特征最佳的权重比值为 &：’：&：&。

() 结束语

本文采用了句子 !""#$"、位置、与标题句的相似度

以及句子长度这四个特征作为最终得分的评判标准，

通过组合方式找到了最佳的组合及它们的权重比值，

有效的提高了文摘评测结果。虽然评测结果有了很大

的提高，但在后处理部分以及句子相似度的计算中仍

有不足，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将外部资源引

入句子相似度的计算以及如何提高后处理方法的效

率，增加文摘的可读性是我们今后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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