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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智能车载服务平台又被称为车联网服务中心,是车联网的核心部分,主要可以实现车辆和信息的交互,是一个

基于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的智能车载平台。智能车载服务平台可实现车辆的远程监控、紧急报警、远程升级等功能。
车联网将汽车与互联网相结合,利用先进的传感技术、通信技术和信息技术等,实现了对汽车的全面监测与管理。物联

网技术与信息通信技术的深度融合,是未来车联网发展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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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intelligentvehicleserviceplatform,alsoknownastheInternetofVehiclesservicecenter,isthecorepart
oftheInternetofVehicles,mainlyabletoachieveinteractionbetweenvehiclesandinformation.Itisanintelligentvehicle
platformbasedonInternetofThings,cloudcomputingandothertechnologies.Theintelligentvehiclenetworkingservice
platformcanrealizeremotemonitoring,emergencyalarm,remoteupgradeandotherfunctionsofvehicles.TheInternetof
VehiclescombinestheautomobilewiththeInternet,andusesadvancedsensingtechnology,communicationtechnology
andinformationtechnologytoachievecomprehensivemonitoringandmanagementofautomobiles.Thedeepintegrationof
InternetofThingstechnologyandinformationcommunicationtechnologyistheinevitabletrendofthedevelopmentofve-
hiclenetworkinthe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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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车联网控制的基本概念

1.1 远程控制

远程控制是实现汽车智能化的重要手段。
远程操作指车辆控制模块,通过无线网络、GPRS、CD-

MA、5G等方式与计算机终端连接,可以对智能车载系统进

行管理和监控,如远程解锁锁车、解锁停车等功能。
通过远程操作将车辆的状态信息传输到服务器端,然后

在服务器实时监控车辆的运行状况是否正常(如是否存在电

瓶电压低或亏电、电池电量低或其他异常情况),如发生异常

状况,则需要及时报警。当车辆被定位后,还可以通过远程

控制向智能车载系统发送指令,完成对车内电器的控制(如
空调、音响等)。通过数据传输实现智能车载系统和计算机

终端之间的信息交互,在安全方面也可以起到重要作用[1]。

1.2 安全监测控制

安全监测控制可以通过分析、处理车辆的传感器采集

信息,然后将其通过网络传输到服务器,再由服务器的数据

库系统对这些数据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处理,最终得出结果。
(1)远程控制:通过网络远程操作车辆的控制功能。
(2)车内控制:包括对座椅加热、通风、空调、后视镜等

的控制。

2 目前车联网服务产品中存在的实际问题

通过对国内外的科研机构、汽车生产企业和第三方科

技公司的车联网服务产品研发现状进行分析,发现车联网

服务产品现阶段存在以下几点问题[2]。

(1)车企所生产的产品大多只应用于本产品的中高档

轿车,针对一般轿车的产品相对较少,同时终端设备比较

昂贵。
(2)汽车终端采用的通信技术,一般为蓝牙、WIFI等无

线通信技术,只能在汽车附近使用,不具有远程监控汽车的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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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针对驾驶人研发的移动APP车联网服务系统相对

简单,没有充分利用车辆信息,且当车辆发生事故时,系统

只能提供事故编码信息,并不能解释编码的具体意义或提

供具体的处理措施。
(4)针对车辆管理所的车辆联网服务平台的服务也相

对简单,只能提供定位功能,并未充分利用车辆信息。
(5)产品中没有单独针对汽车4S店而研发的汽车互联

服务平台,因此无法对4S店进行有效支持,也无法解决管

理瓶颈。

3 车辆管理

车联网服务中心通过数据采集与分析,可以实现对车

辆的管理,有效降低车辆维护成本和能源消耗,同时提高了

车辆的运行效率[3-6]。

3.1 通过车载终端采集车辆信息

车载终端是一种安装在汽车上的便携式计算机,是为

移动通信网络提供数据传输服务的终端设备。其包括车载

计算机、车载显示器、数据采集器、通信适配器等。

3.2 车载主机管理

汽车控制中心系统通过对汽车进行实时监控和记录,

可实时显示汽车的位置和状态,对车辆进行管理和控制,实
现对车辆故障的报警和紧急呼叫功能。当遇到故障时,其
可以在短时间内通过短信将信息发送给驾驶员或乘客。当

司机在驾驶过程中遇到其他车辆阻挡时,可以通过电话或

手机远程告知司机或乘客。当驾驶员出现疲劳驾驶等不安

全驾驶行为时,可发出紧急呼叫信号来通知驾驶员。当遇

到汽车无法控制的情况时,可以在事故发生后立即将现场

的图像和有关信息发送给公安机关。当汽车出现故障无法

正常行驶或驾驶员不能完全控制车辆时,可就近停车。

3.3 车载通信网络和数据采集

3.3.1 车载通信网络

智能车载通信网络是以传统的网络技术为基础,在车

载设备中进行数据处理、信息传输及管理的通信系统。智

能车联网系统是新一代的智能化车辆管理系统,它具有智

能化、网络化、信息化等特点,可以实现对车辆内部环境的

实时监控,也可以实现对车辆和道路交通环境的远程管理,
并能对道路交通事件进行及时处理。车联网车载通信网络

通过无线射频、视频图像、通信及计算机网络等技术实现对

车辆内部环境的监控和管理。与传统的网络相比,其具有

高可靠性、传输距离远、功耗低、抗干扰性强、可远程维护及

高带宽等特点,因此其在今后的车辆智能交通系统中将得

到广泛应用,在车辆智能交通系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车联网通信包括以下几个部分。1)无线传输网络,

包括基站、GSM 和 GPRS等。2)车载通信网络,包括车载

终端以及与之相连的移动通信网,如移动通信运营商和卫

星通 信 等。3)广 域 网 通 信 和 无 线 接 入,如 ADSL/Cable
DSL。4)车辆专用通信网,如各种传感器网络。

(2)车联网通信技术包括以下几个部分。1)无线通信

技术,包括车内通信和远程控制应用、远程诊断和信息安全

应用等。2)数据融合及处理,如车载信息处理与车载终端

之间的数据融合与转换技术、车辆行驶信息的融合与处理

技术等。3)智能交通系统,如车辆之间的信息交换等。

3.3.2 数据收集和分析

(1)车辆状态监控。可根据车辆的位置、速度、状态等

信息对其进行监测,并提供报警提示和故障检测功能。
(2)车辆状态查询。可通过多种方式查询车辆的行驶

信息和历史数据。
(3)车辆位置及历史轨迹。可对车辆进行定位、实时监

控,还可实现智能导航、在线存储相关数据,并将数据上传

至云端。另外,也可通过手机或平板电脑等设备,对车载数

据进行远程处理,并将其上传至云端。
(4)车辆故障诊断。对交通事故、故障等进行实时监

控。该系统可以自动识别异常行为,并进行报警提示。
(5)车辆行为监测。对道路上所有车辆的运行状况进

行监测,包括速度、方向、位置等。

4 车联网服务平台的总体架构及车载诊断技术

分析

4.1 车联网服务平台总体架构

基于网络的智慧汽车终端的人车互联服务平台主要由

智慧汽车终端、云服务器、服务端系统3个部分构成。
(1)智慧车载终端:信息的收集

其一般包含OBD信息内容收集模组、GPS定位模块、
陀螺仪模组、GPRS通信模块4个模块。其中,OBD信息内

容收集模组利用CAN总线通信方式收集汽车数据流和故

障码。GPS定位模块主要可以提取被监测汽车的经纬度信

息。陀螺仪模组主要用于获得被监测汽车行驶状态运动中

的倾角和加速度。GPRS通信模组则可以将智能车内客户

端收集的信息实时传输到云客户端。
(2)云服务器:资料处理与储存

利用ViSualStudio的开发工具对服务器进行设计,并
将客户端配置至阿里云服务器,从而配置终端并建立服务

数据库。智能车载终端会利用TCP技术,将所收集的信息

上传到阿里云系统的服务数据库中,并根据PC用户客服平

台及电话等移动客户端的系统用户特点,获取服务信息。
同时,通过智能车载终端上传到数据库的服务里程信息,可
以计算汽车维修保养期间花费的费用,从而方便4S店对用

户进行精准服务。
(3)服务器进行平台:大数据展示

服务器进行平台一般包括PC客户端服务系统和移动

客户端服务系统。PC客户端服务系统主要面向车队管理

移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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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和4S店企业,通过智能车载终端收集的信息,并按照

客户的需要,利用PC客户端展示给车队管理机构和4S店

企业。而移动客户端服务系统则主要面向汽车驾驶人开

发,通过智能车载终端收集的信息,按照客户的需要,利用

“智慧出行”APP展示给汽车驾驶人。

4.2 车载诊断技术分析

4.2.1 OBD系统概述

车载诊断系统,简称OBD(OnBoardDiagnostics),其最

早提出的目的是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OBD可以通过汽车

电子控制单元(ECU)来检测汽车排放系统中的数值[7]。

4.2.2 OBD-Ⅱ诊断系统接口

OBD-Ⅱ诊断系统接口简称 DLC(DataLinkConnec-
tor)。大多数车型的通用标准接口设置在方向盘左下方。

4.2.3 OBD-Ⅱ故障码

OBD-Ⅱ故障码指车体内的发动机装置发生问题后,保
存在车辆ECU内的编码。故障代码一般由5位数的字符

串构成,第一位为P,B,C,U4个英文字母中的一个。其

中,P代表车辆驱动总成体系故障;B代表汽车车身体系故

障;C代表车辆底盘设计与悬架系统故障;U代表车辆网络

通信体系故障。

4.2.4 OBD-Ⅱ通信协议标准

OBD-Ⅱ系统的接口平台通常可分成两类,分别是采用

CAN总线的车辆接口平台,以及采用K总线的车辆接口平

台。SAEJ1850通信技术、ISO15765通信技术是CAN总线

接口平台中的经典技术。ISO14230通信技术、ISO91412
通信技术则是基于K总线通信协议中的经典技术。本文选

取了两个较为经典的技术,并进行了对比分析。

4.2.5 CAN总线通信技术

CAN总线通信技术(ControllerAreaNetwork)采用了

4层架构,包括应用级、传输级、对象层、数据传输层。其中,
传递级和对象层组成了对CAN线路上的报文提供错误检

查、过滤的信息链路层,而CAN总线数据的基础则是传输

级。CAN线路的通信模式采用了IS011898标准,是一个全

闭环的通信系统,传输速度最大可超过1兆比特每分钟。

4.2.6 CAN总线报文结构格式

CAN总线报文结构格式一般由7个部分组成。(1)帧
开始位。该位由一组显性电平组成。(2)仲裁场。包含判

断符及远程传送请求位。(3)限制场。帧格式中具有代表

性的限制场中有效数据大小的DLC标志位。(4)数据场。
包含重要的有效数据信息。(5)CRC场。可以对CAN总

线网络中的传输执行循环冗余校验,从而检查出错。(6)应
答场。该场用于判断发出的报文信息是否被指定设备正确

接收。(7)帧结尾场。由连续的7个隐性电平共同组成,用
来确定报文信息能否传输结束。

4.3 车辆性能诊断

车联网服务中心可以提供车辆性能诊断功能,包括车

辆信息(如车身外观、行驶里程、电池状态等)、车辆安全性

能等。
(1)对车辆功能进行诊断。诊断项目包括道路交通性

能、防盗与安全性、油耗及环保、轮胎磨损状况、轮胎胎压、
行驶速度及里程计算、安全装置等。

(2)对车身外观进行检查。主要检查车漆的表面状况

(如划痕)、车身外观颜色是否存在色差(如红色车外漆在黄

色车身上显得格外刺眼)、前保险杠(包括雾灯和倒车灯)是
否损坏并露出金属原色(如黑色车外漆在红色车漆上显得

格外扎眼)等。
(3)对行驶性能进行检查。包括行车时与路面的附着

力分析及调整项目、转弯半径及转弯时间测定、加减速及制

动效果测定、通过路面不平度的影响而引起的震动测试等。
(4)车内温度诊断。包括车内通风状态及车内温度测

量测试等。
(5)轮胎气压测试。对轮胎气压进行测试,以确定轮胎

在工作状态下是否正常。
(6)其他车辆诊断项目。如尾气排放是否符合相应标

准等。

5 结语

智能车载车联网服务平台通过车载传感器接收、处理各

种信息,利用无线通信技术,实现对车辆和道路信息的实时

监测、跟踪、采集和处理,是一个具有数据管理功能、信息安

全系统的软件平台。本文总结了车载车联网平台现阶段存

在的问题,对车联网服务平台的总体架构及车载诊断技术进

行了解析,希望可以促进智能车载车联网服务平台的进一步

发展。

参考文献

[1]姜竹胜,汤新宁,陈军.基于车联网的智能车载终端研制[J].汽
车电器,2012(10):39-41,44.

[2]刘俊刚.物联网背景下电动汽车车联网模式发展探讨[J].内
燃机与配件,2021(1):166-167.

[3]刘文哲.车联网智能终端监控平台的研究与实现[D].成都:电
子科技大学,2021.

[4]张爱玲,曹磊.基于车联网的物流信息监控平台的研究与设

计[J].信息技术与网络安全,2018,37(9):110-117.
[5]薛志刚,张丽强.基于车联网技术的快递车辆管控平台设计

与应用[J].交通运输研究,2020,6(6):90-99.
[6]林凡,张秋镇,杨峰.网联汽车智能管控云平台设计[J].物联

网技术,2020,10(9):65-68.
[7]彭东旭,范文兵,杨云开.基于车联网的车载智能监测系统设

计与实现[J].计算机工程与设计,2020,41(8):2141-2146.

移动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