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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8D魔幻城市”，重庆高楼错
叠、桥隧纵横的复杂路网面临治堵难
题。如何运用智能科技重塑城市交
通，让狭窄、陡峭的道路不再拥堵？对
此，记者进行了调查。

“会思考”的信号灯

“以前，信号灯的配时大多是固定
的，但每天的车流量并不恒定，会动态
变化。为此，我们制定了精细的配时
优化策略，确保每个路口拥有至少16
套配时方案。”渝北区公安分局交巡警
支队秩序大队副大队长涂锐介绍，通
过智能联网调控信号灯，科学调整配
时方案，为超负荷运转的路口减压。

信号灯如何识别车流呢？原来，
渝北区在多个路口设置了雷视系统、
地磁感应及线圈检测等监测装置，根
据实时检测到的交通流量，信号灯自
动调整配时方案。

简而言之，信号灯拥有了“眼睛”
和“大脑”，不仅能“看见”车流，还能通
过自主“思考”进行计算，选择整体通
行效率最高的配时方案，避免“绿灯空
等、红灯压车”的现象。

“通过将绿波控制与自适应信号
控制技术结合，我们实现了‘车流密集
时优先放行车辆、人流众多时侧重行
人通行’的智能调度。”涂锐表示，目前
全区已有65个路口实现绿波控制，还
有17个路口升级为自适应全息路口，

路网通行效率大幅提升。

高空之眼的守护

在余松路交通瞭望塔，全景摄像
机正旋转扫描实时路况。去年3月，两
辆小轿车在余松路立交桥发生轻微追
尾事故。驾驶员下车查看时，突然接
到渝北交巡警的撤离告知电话，指导
他们将车辆移至安全地点等待处理。
几分钟后，执勤警力到达现场，因事故
造成的拥堵很快恢复畅通。

这样快速的“出警”来源于市公安
局交巡警总队创新研发的中心城区道
路交通智能管理应用在发挥作用。

“该系统能对中心城区主要路
口、道路、区域进行实时分析，显示拥
堵指数、拥堵里程等。”市公安局交巡
警总队相关负责人介绍，该系统能对
中心城区主要路口、道路、区域进行
实时分析，显示拥堵指数、拥堵里程
等关键数据，交巡警能第一时间发现
拥堵点并派出警力疏导，同时精准调
控周边道路的交通信号灯，减缓交通
压力。

“目前，渝北区共设有45个高空
瞭望镜头、86套事件检测系统，全面覆
盖重要路段，织就一张全方位高空立
体‘防控网’。”涂锐介绍。

数字系统破解魔幻路网

3月10日上午，在洪崖洞观景平

台，来自成都的游客李薇正惊叹手机
导航的精准指引。这个曾让无数驾驶
员迷路的8D魔幻地段，如今依托厘米
级高精地图实现车道级导航。系统甚
至能预判观景车辆停驻时间，动态调
整周边18个信号灯周期。

这样的变化来自市交巡警总队
结合数字重庆与数字警务所建设的
中心城市道路交通智能管理系统。
该系统融合了高德、百度等导航数
据，汇集14个部门的120类数据，构
建了“1+3+N”中心城区道路交通智
能管理应用。

走进市交巡警总队指挥中心，屏
幕上实时显示着全市道路流量情况。
早高峰时段，路面车辆逐渐增多，指挥
中心的“智慧大脑”正飞速运转。“我们
为车流量大的路口配备了15套信号
灯方案。”市交巡警总队相关负责人介
绍，在早晚高峰、平峰、夜间、节假日等
不同时段，“智慧大脑”会计算出不同
的信号灯方案，缓解主要道路的交通
拥堵。

“通过这套系统，我们实现了一键
配时、一键诱导、一键派警、一键协同、
一键联动这5类管控措施。”市交巡警
总队相关负责人介绍。结合中心城区
道路交通智能管理应用，重庆公安建
立了交通警情分类处置、协同管控、部
门联动等系列机制，让城市交通治理
更加高效、精准。

重庆“数字大脑”重塑城市交通
城区人口突破千万的城市被划分为超大城市。截至2024年末，我国超大城市已达18座。
对重庆来说，人口聚集，资源集中，有利于产业发展，随之而来的却是交通拥堵、停车不易等“大城市病”。
今年全国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提升超大特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水平，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
作为超大城市的重庆，如何实现高效的城市运行？为快乐出行开出了哪些“处方”？一起来看看记者调查。

重庆爬坡上坎，停车场用地非常
有限，停车矛盾突出。为提升超大城
市现代化治理能力，智能数字化变革
是必由之路。近年来，市城市管理局
利用智慧城市、互联网、大数据、人工
智能建设，缓解车位难求、车库难找、
难进更难出的尴尬局面，提升城市整
体交通运转效率。

停车场“指南针”
精准匹配车位

2045P智能车库位于九街的鲤鱼
池路、洋河东路、长安中路交叉口，地
下5层空间布局着492个全智能平面
移动式机械停车位。与传统车库不同
的是，整个智能车库使用了自动化引
导系统，车主在这里既能智能停车，还
能拍照打卡。

九街是重庆有名的潮生活聚集
地，每到夜幕降临，想要在此找一个车
位，那就是一次考验。占道车位满员，
停车库外车辆排队，车辆通行在本就
不宽的马路上变得艰难。随着城市机
动车保有量迅速增加，停车难问题凸
显，而传统停车管理手段容易形成“信
息孤岛”。

去年，江北区城市管理局开展“停
车+数字协同”建设，采集九街停车泊
位的动态数据，指导2045P智能车库
建设。2024年底投用后，极大提升停
车效率，有效缓解周边交通拥堵。“存
取车时机械车位快速平稳升降，对比
传统停车场寻位需10~15分钟，这里
仅需2~3分钟。”2045P智能车库相关
负责人说，考虑到九街的夜生活场景，

车库在设计中融入赛博朋克风格，霓
虹与金属碰撞，散发科技与时尚气息，
消费者一入车库便仿佛置身数字未来
世界，开启独特的消费体验，成为九街
数字消费场景创新延伸。

“烟灰缸”其实是
智慧停车收费杆

走在万州街头，人们会发现支
路、背街等地施划了占道停车位，紧
邻车位的人行道边，立着一根类似

“烟灰缸”的杆子，上面有个摄像头，
这是万州新推出的智慧停车收费重
要部分——低位视频桩。它依托传
感器、物联网、无线通信、智能识别、
大数据等技术改造与整合万州区现
有停车资源，搭建全城统一的智慧停
车诱导系统，打破城区路内外停车信
息的孤岛效应，实现城区停车的统一
管理。

车辆停入车位后，摄像读取时间
开始计费，车辆离开时，扫码即走，无
人值守，保障了路段畅通。“视频桩解
决了路内、路外停车需求信息不对称
的问题，提高停车资源整体利用
率。”万州区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
说，万州智慧停车管理系统已经实
现智能停车位10869个，其中地磁泊
位 1764 个，高、低位视频桩泊位
2838 个，封闭式道闸泊位 1449 个，
行政事业单位错时共享停车泊位
430 个，另有 4388 个停车位采用便
携式收费终端。

据了解，万州区自2019年启动智
慧停车管理系统建设，去年完成初步

验收。该项目通过搭建统一的停车信
息共享平台，打破当前城区路内外各
停车场之间的信息孤岛效应，提高停
车效率及停车场的利用率，为万州区
民众提供高效便捷的车位查询、诱导
等服务，提升万州区社会公共服务水
平。

推动“渝畅停”应用
提升畅通效率

“推进智慧停车，是治理超大城市
停车问题的重要一环。”市城市管理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对此，重庆正在推动

“渝畅停”应用建设，将停车场数据归
集。目前，该应用已归集全市1700个
停车场、25.3万个泊位的动态数据，为
市民提供了实时、准确的停车信息，提
升交通畅通效率。

在停车资源方面，去年重庆市摸
清了资源底数，构建了全市停车资源
数据库。据统计，全市共有停车场2.9
万个，停车位630.21万个，机动车保有
量 639.27 万辆（不含摩托车 314 万
辆）。此外，通过抽查指导15.2万个泊
位，审核新增5500个泊位，撤除77个
泊位，路内停车规范率达到了98%以
上，停车秩序得到显著改善。

此外，针对部分“停车难”的老旧
小区，重庆市还印发《中心城区停车综
合治理实施方案》，因地制宜增设停车
位、整治城市停车秩序，持续提高中心
城区停车治理水平、完善停车管理体
系。通过多措并举，中心城区的缓堵
促畅攻坚行动争取今年有明显的提升
和改善。

有人说，除了学校医院周边，一些
网红景点周边地区也特别容易拥堵。
最近，渝中区在李子坝正街和虎踞路
片区进行了缓堵促畅的有益探索。

李子坝正街：
“限时通行”创新升级
在李子坝“轨道穿楼”景点处，游

客众多，网约车、出租车长时间等客停
放，行人过街需求量又大，导致路段拥
堵加剧。而该路段之前采取的限时停
车3分钟措施，因社会车辆采取“掀盖
停车”等方式躲避，效果不明显。

“因为现场是一个热门景区路段，
相应的车辆在这里停放后，到抓拍设
备抓拍到停放信息，是有一个时间延
迟的。在这个延迟的阶段，相关车辆
就有可能将它的后盖掀起，拍不到它
的车牌号，然后来规避公安交管部门
的执法措施。”区交巡警支队秩序大队
教导员刘傲霜说，从今年年初起，渝中
交巡警在李子坝正街单向700米路段
区域内，开始实施“8分钟限时通行”交
通管理措施。

同时，优化了路段交通标志、标线
设置，明确了限时通行起止点，并在驶

入路段前、行驶路段中进行提示，提醒
广大驾驶员在规定时间内驶出。

刘傲霜表示，同一个路段，A点
到B点，限制A点到B点的通行时间
为8分钟，从车辆进入A点的时间开
始，相应的执法设备就开始运行。大
概在4分钟的时候，会发送短信对相
关驾驶人进行提醒，只要没有在8分
钟内驶离该区域，渝中交巡警将根据
现场执法所拍摄的相关证据，依法予
以处罚。

虎踞路片区：
“单向微循环”精细调整
近年来渝中虎踞路片区日益呈现

出周边业态丰富、交通吸引量较大、车
辆通行需求高的显著特点。特别是早
晚高峰时段，由于虎踞路上段为双向
两车道，道路资源与交通流量不匹配，
虎踞路虎歇路路口交通拥堵现象较为
突出。

区交巡警支队秩序大队副大队长
马道银说，虎踞路虎歇路路口整体业
态以办公住宅为主。此前通过实地调
研，发现这里的路口在规划层面存在
不足，现状路口通行条件不够完善，虎
踞路西段为双向两车道，无法有效满
足车辆过境需求。同时，道路建设上，
虎踞路虎歇路路口整体结构为T形路
口，但路口空间及路幅宽度差异较大
且存在不足，容易造成交通拥堵。

“单向微循环结合了虎踞路片区
交通运行实际及车流需求，将虎踞路
西段由双向2车道调整为单向2车道，
形成虎踞路西段-虎歇路美源段-经纬
大道-红云路交通微循环，提高路口及
其周边道路交通运行效率。”马道银如
是说。据了解，通过各项交通管理措
施及工程改造后，虎踞路虎歇路路口
整体交通运行情况，无论是在交通流
量，或是交通拥堵指数，还是平均车速
方面，均得到了较大改观，区域交通运
行效率提升显著。

关键词：信号灯

从“导航失灵”到“一路畅通”

3月8日，星期六，春光明媚，
市民踏青出行激增。16时许，金
开大道园博园大门口车流量骤
升，市交巡警总队指挥中心大屏
实时预警。“立即联系辖区交巡警
大队！”指挥中心内，指令迅速下
达，附近的交巡警赶到现场疏导，
拥堵迅速化解——这场“交通保
卫战”背后，是中心城区道路交通
智能管理系统的精准调度。

现场直击

新闻
延伸

2024年以来，市交巡警总队紧紧围绕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不断深化城市交通管理机制模式改革，加快推广全
息路口、潮汐车道、串联掉头、立交平座、多车道汇入自适应控制等交通组织新技术新手段，不断优化绕城高速路、
内环快速路、城市核心区3个圈层的均衡交通管控，内环以内城市核心区通行效率提升5%。圆满完成43个停车问
题突出社区和487个堵占消防通道问题突出小区的治理，有序开展了55个城市交通堵乱点治理。在公安部全国大
城市交通运行与治理综合评价中，重庆市位居全国10个超大城市前列。

关键词：停车难

“智解”停车难 让城市更畅通

江北区九街的 2045P 智能车
库，不少青年男女正在拍照打
卡。霓虹灯充斥着整个车库，墙
上贴有金属造型的字体，充满未
来科幻与时尚气息的设计。整个
智能车库使用了自动化引导系统，
车辆进入车库后，各路口显示车位
数量，通过数字技术精准导航空余
车位，触摸屏操作引导车辆入库，
在这里，车主无须耗时寻位。

现场直击

渝北区交巡警在执勤

九街2045P智能车库

新闻
延伸

“重庆正借助现代科技，探索适合超大城市特点的治理新方式，以实现‘智慧城市’的整体推进。”市城市管理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将采取强化综合调控、补点扩面泊位、加大智慧赋能等方式破解超大城市“停车难”。推进公
共停车场建设、小微停车场建设，重点推动城市更新区、停车难区域公共停车场和轨道P+R停车场建设。加快推
动以“智慧停车”为重点的科技创新和以“共享停车”为代表的管理创新。

关键词：景点交通

“限时通行+单向微循环”
景点周边这样缓堵促畅

嘉陵江畔，碧波荡漾，空中列
车，宛若游龙……这里是山城重
庆最热门的景点——李子坝“轨
道穿楼”的生动画面。景点吸引
了国内外大量游客游览打卡，周
边交通管理压力也随之增大。此
时，一辆外省籍车辆驶进该路段，
面对不熟悉路段，司机有所犹豫，
车速慢了下来，导致后面有些缓
堵。大概在4分钟的时候，司机突
然收到警方发送的短信，提示车
辆迅速离开。司机随即迅速驶离
该路段，缓堵情形随即解除。

现场直击

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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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中区交巡警支队本着“精细调研交通需求，深入盘活道路资
源，提质提效缓解拥堵”的治理思路，深入实地踏勘情况，从交通需求
调查、空间资源利用、车流规律研析等多方面着手，开展了“虎踞路上
段西至东单向通行”交通组织精细调整，包括“单向微循环”盘活道路
资源、“智能化协调控制”提高交通效能、“推动设施建设”强化管理质
量、“道路拓宽+站点改造”释放路段空间等4方面。

支队负责人表示，李子坝正街限时通行交通管理措施运行成熟
后，支队计划将该管理措施运用在洪崖洞景区路段，缓解旅游景区周
边道路拥堵情况。

本栏稿件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郑三波 王尊 陈军 摄影报道

渝中区李子坝轨道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