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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PREFACE

 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社会变革

的战略性技术，正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际政治经济格

局等各方面发生着重大深远的影响。

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重要的基础性、战略性、

引领性、先导性产业。展望未来，“人工智能+交通”强强

联合，必然会是推进交通强国建设的主要发展趋势。



前言/PREFACE

积极对接交通强国战略

主动服务山东省交通强省建设

着力推进人工智能在交通领域的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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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1

成功组建人工智能学院



建立人工智能+课程负责人工作组，负责推进课程团队建设、课程
内容规划实施以及实践实验调研

确定16门“人工智能+”的课程方案，并明确了各门课程的基本内
容、理论学时、实践学时、开课学期等内容

学校依托信息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进行优化提升，组建了人工智能学院。

结合传统交通类专业特色，优化“人工智能+”课程体系，完善“人工智能+”课
程内容的规划、建设和嵌入实施。

 “人工
智能+”
课程体系



启动《人工智能》“微专业”申报，完成《人工智能》“微专
业”人才培养方案

规划《Python语言应用》和《智能信息处理》两门研究生课程
 “人工
智能+”
课程体系



组建了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高科技交通类科研团队，牵头成立了济

南市大数据研究会并成为研究会理事长单位，有效助力“人工智能+交

通”校企合作。



PART 02



与齐鲁交通信息集团、长安大学等五家单位共同签署合
作协议，共建山东省智慧交通实验室

新增并重点建设3个省级“人工智能+交通”学科交叉平
台：山东省车路协同与无人驾驶实验室；山东省智能交通协
同创新中心；山东省智能游艇工程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山东省交通建设装备与智能控制工程实验室”被认定
为山东省工程实验室



6.获批济南市创新团队“混合增强智能交通大脑新架构及关键技术研究”，团队开发的“基
于大数据的交通事故分析研判系统”已在山东省交通管理局上线使用

5.与威海金运游艇有限公司共建的“山东交通学院—威海金运游艇智能产业园”奠基开工

4.与平安集团合作开发交通安全大数据分析1.0平台并上线

3.与齐鲁交通发展集团合作开展恶劣天气路警联动项目

2.中标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交通安全大数据分析项目

1.作为第一完成单位获批38项山东省交通强省建设科技创新项目，入库项目位列高校层面第2位



4项“人工智能+交通”成果转化典型案例：

1.成功突破了城市交通拥堵治理及交通安全主动预防关键技术。

2.成功研发应用基于大数据和物联网技术的高速公路安全保障系

统。

3.成功研发应用高速公路施工设备智能驾驶和编队行驶系统。

4.成功研发应用道路智能除冰系统。



1.成功突破了城市交通拥堵治理及交通

安全主动预防关键技术。在近百个省市区

（县）推广应用，减少由于交通拥堵以及交

通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5亿元。综合交

通理论研究成果得到山东省领导批示。

典
型
案
例



山东省高密市密水大街交叉口设计 山东省潍坊市寒亭通亭街与海龙路交叉口设计



逆向可变车道 智能可变车道信号控制



2.成功研发应用基于大数据和物联网技术的高

速公路安全保障系统。山东高速集团实测各项技术

指标情况如下：交通应急救援速度提高10%；交通

信息发布准确率提高15%；减少恶劣天气交通延误

20%，产生经济效益3000余万元。

典
型
案
例



山东省道路交通安全风险研判中心

2019年，联合省厅交管局共同
成立了“山东省道路交通安全风险
研判中心”。

主要负责融合交通、保险、气
象、住建等各类影响道路交通安全
的基础数据，分析影响道路交通安
全的潜在风险和隐患，精准预警，
做好风险防控指导工作。组建“交
通安全风险研判专家组”，负责联
合各有关部门对敏感关键节点风险
、处置面临的重大风险进行专题研
判，共同研究会商防控对策。



山东省道路交通安全风险解析平台 交通安全风险解析平台可视化应用效果



      与山东省高速交通总队、中国平安保

险智慧城市子公司、北京世纪高通科技

有限公司合作，共建交通安全风险研判

与预警决策系统平台，获取了海量高速

公路交通事件信息（包括属性数据与视

频数据），构建了高速公路交通事件自

动检测模型、高速公路特定场景下的交

通流和通行能力模型、高速公路事件波

及范围模型以及事件拥堵扩散与消散机

理模型，通过挖掘实际事件数据修正了

模型参数。

安全风险研判与预警决策系统平台



3.成功研发应用高速公路施工设备智能驾驶和编队行驶系统。

基于GPS（北斗）定位的工程机械智能驾驶系统，目前已应用

于山东省路桥集团，填补了国内外空白，解决了操作员长时间

驾驶无法保持车距和近距离稳定的问题，大大降低了热损耗，

实现了节能减排、有效提高了施工效率，缩短了工期。该项目

已累计施工近60万平方米，节省人工费40余万元，燃油费50余

万元，节省成本1000余万元。

典
型
案
例



高速公路施工设备智能驾驶和编队行驶系统



4.成功研发应用道路智能除冰系统。实现了道

路交通微气象信息和路面状态信息的实时监测和结

冰预测，可有效控制、防止和化解桥梁、隧道口等

结冰高危路段的黑冰和二次结冰问题。成果在世界

海拔最高的隧道--西藏米拉山隧道、北京大兴国际

机场高速路、济南二环南路高架桥等项目中应用，

效果显著。

典
型
案
例



西藏米拉山隧道智能防冰除雪系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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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设计专业开设

“智能制造”方向

自动化专业增设“自

动驾驶”方向

物流工程专业设置

“智慧物流”方向

    航海技术专业设

置“智能航海”方

向

飞行器制造专业设置

“智能机械”方向

一、本科生培养

改造升级交通装备

与控制专业



将人工智能基础等相关课程已全部列入本科课程教学计划。 

在18级原有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课程体系中，专业课

增加人工智能、机器人、物联网等通识课程。

在航海技术专业增加《人工智能导论》课程，并开展“智能航海”讲

座。

一、本科生培养



结合山东省优势特色学科建设，设立“人工智能+交通”研究方向，

在轨道交通、桥梁检测、船舶设计制造等领域培养复合型人才，取得多项

研究生优秀成果。

二、研究生培养



（一） 获第十六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

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国家级三等奖。本设计采用多维机械臂，计算机视觉和紧

固装置相融合，实现了轨道扣件的智能装配，该设计可广泛应用于各种类型轨

道的施工，施工效率提高3-4倍。此设计还获得第五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国家级铜奖。



（二）

获第十六届中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

赛国家级三等奖。此模型基于神经

网络建立无线智能传播模型，能够

对不同场景下信道传播路径损耗进

行准确预测，可用于桥梁病害检测

。



（三）

获第八届全国海

洋航行器设计及制作大赛一等奖

。该设计制作的智能帆船，通过

接收远程红外信号，进行综合分

析处理来控制船舵偏转角度，完

成对障碍物避让，实现了无人操

作、自主寻迹航行，为智能船舶

研发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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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才引进、课程管理、实验室建设方面加强 。
以人工智能学院为主导，确定人工智能方向的专业技术人才
引进计划；并统筹建设人工智能教研室，对“人工智能+”
系列课程进行课程管理、统筹整合实验室建设，对专任教师
开展人工智能培训等。

加强 ，加快新型研发机构建设。威海海洋信息
科学与技术研究院在威海市编办成功注册威海市独立事业单位
法人。独立事业单位法人的注册将加快推动海洋信息领域的科
学基础研究和技术成果转化应用，提升学校对山东新旧动能转
换重大工程及威海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行业发展的服务能力。



感谢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