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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路运输统计的重要性及存在的困难 

一、目的 

二、思路和方法 

三、具体实施过程= 

四、初步结论 

交通运输       国民经济运行的大动脉 

公路运输         交通运输的主要组成部分 

公路运输统计 对于反映交通运输行业和 
国民经济形势具有重要意义 

(一)重要性 



（二）存在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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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运输统计受行业自身特点影响，存在一些困难
，主要集中在公路货运统计上：点多面广、流量流
向繁杂、市场准入门槛较低、经营业户极不稳定。
这使得公路运输统计对公路运输实际情况反映有限
，影响了其服务社会的功效。 



  

   

第
一
部
分 

研
究
背
景 

        服务业统计司与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结合大数据设计
了公路运输量统计的新方法：通过传统抽样调查获得月度运
量基数，采用大数据思路推算月度波动系数,月度运量基数乘
以月度波动系数得到当月运量。 
 
        客运波动系数 
——客运站售票记录 
 
        货运波动系数 
——高速公路计重收费记录 
 
 
        新方案仍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货运统计部分，因此我司
对高速公路大数据展开了更深入的研究，希望能进一步完善
公路货运统计以及探索传统统计与大数据结合的途径。 

二、结合大数据的公路运输统计新方案简介 



  

   第二部分 高速公路大数据介绍及预处理 

一、数据来源及情况 

二、原始数据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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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据来源及情况 

（一）数据来源 
 

高速公路联网监控系统的原始记录。 

各类检测监控设备 

环形线圈
检测器 

微波检测
器 

超声波检
测器 

视频检测
器 

计重收费
系统 

人工输入 

对经过车辆实时 

识别、记录 

原始记录 



  

2013年1月至2014年4月、14
个省的原始数据，共计约50
亿条记录。 

原始
数据 

解压
前 

解压
后 

原始记录以txt格式存储，
均被压缩后存放在共计2210
个压缩包中，所有压缩包合
计大小约为90GB。 

解压后大小达到1TB, 解压
就耗费近20个小时。 

原始数据情况 

Volume数据体量大 

Velocity高速性 

Variety多样性 

Value价值性高 

符合大数据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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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情况 



二、原始数据预处理 

（三）形成具备基本的检
索、汇总功能并能进一步
统计分析的数据仓库 

（一）搭建数据 
处理平台 

（二）对原始记录 
进行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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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搭建数据处理平台 

两台PC服务器，每台部署24个数据节点，共计48个数据节点。 

       从控制节点，

通过心跳技术监
控主控节点，以
避免单点故障。 

      数据的前端应用，

包括：查询统计，
OLAP，图表展示，数

据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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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原始记录进行预处理 

选择及获取大数据源 

对原始记录进行 
预处理 

形成实现基本的检索、
汇总功能并能进一步建
立模型的数据仓库 

各省之间的数据格式、字
段含义等存在一定差异。 
 
通过预处理，去除或者调
整了其中的一些无效数据
、异常数据，补充了部分
可以估计的不完整数据，
对格式、字段含义、代码
进行了转化统一，形成了
可以进行初步检索、汇总
、分析的数据仓库。 
 
以车型代码为例： 

省 样例 说明 

安徽 1-4，11-15 标准代码 

福建 1-4，1-5 根据车种代码处理，1-5转换为11-15 

广东   非标准代码，根据推测转换 

河北 1-4，1-9 需要转换，1-5转换为11-15，6-9转换为
15 

河北省
京沈片

区 
1-4，11-15 标准代码 

河南   非标准代码，根据推测转换 

湖北   非标准代码，根据推测转换 

湖南 1-4，1-9 1-4转换11-14，5-9转换15 

江苏 1-4，11-15 标准代码 

江西 1-4，11-22 21-22转换15 

山东 1-4，11-15 标准代码 

陕西 1-4，1-5 根据车种代码处理，1-5转换为11-15 

上海 1-4，5-11 5-9转换11-15，10-11转换为15 

浙江 1-4，1-7 1-5转化11-15，6-7转换15 

重庆 1-4，1-5 根据车种代码处理，1-5转换为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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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形成具备基本的检索、汇总功能并能进一步 
统计分析的数据仓库 

数据检索、汇总 

多维数据在线分析 

可交互式的图表展示 



  

   第三部分 基于大数据的超限车辆规律分析 

一、目的 

二、思路和方法 

三、具体实施过程 

四、初步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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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熟悉大数据的挖掘分析方法 

1 熟悉大数据的挖掘分析方法 

2 进一步摸清各变量特点 

3 为完善公路货运统计打下基础 

                积累统计中应用大数据的经验 4 



思路：从大数据本身出发，对已有各变量自身特征进行初步挖掘，
基于发现的规律建立合理的模型，选择可行算法展开深层挖掘，分
析模型挖掘结果，找出超限车规律。 
根据思路确定方法步骤如下： 

二、思路和方法 

数据范围确定 各变量探索 选择模型 确定建模变量 

模型结果分析 选择可行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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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具体实施过程 
 
(一)数据范围确定：选择数据质量较好的某省初探挖掘 

从原始记录中选出超限率大于0
的数据共两千多万条。 

原始数据加载过程
损失程度 

确定挖掘省份
：原始记录2
亿多条，其中
超限记录2000
多万条。 

车牌号中有效数据
比例 

出入口收费站编号
、车种和车型代码
等与字典表对应情
况。 

里程、车货总重、
超限率等数据完整
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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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变量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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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时 

入
口
站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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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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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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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三）选择模型和确定建模变量 

根据对小时、里程、车轴、车货
总重等变量的初步探索，结合考
虑需处理的数据量大小，比较多
种模型的可行性和结果的有效性
后，最终选择聚类分析模型。 
 
按变量对于超限特征分析的解释
能力和对于超限分析的重要程度
进行筛选，确定放入到模型的变
量为:月份、小时、里程、车货总
重和车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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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模型具体算法 

聚类模型 

分析超限车规律 

动态聚类法 
对K=5、6、7、8、9、10

都进行了聚类分析 

层次聚类法 未形成理想聚类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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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模型结果分析 

经过比较，k等于8的聚类效果优于k=5、6、7、9、10时的效果，故选
择k=8的聚类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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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列表 群1 群2 群3 群4 群5 群6 群7 群8 

进入高速路的月份 6 7 2 3 10 10 3 6 

进入高速路的小时 13 12 12 4 5 18 20 13 

里程 586543 1616 1646 1489 1542 2044 2183 99034 

车货总重 138981  618  578  704  728  711  738  38653  
车次 2632 13 12 14 15 15 16 685 

颗粒数量 1483 119328 170986 179667 157086 182685 205430 11625 
颗粒数据占比 0.14% 11.60% 16.63% 17.47% 15.28% 17.77% 19.98%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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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1 

收费站编
号 

120106 20101 20704 50305 20801 50304 60108 230207 50205 240104 

颗粒数量 334 324 306 123 105 64 62 54 48 30 

位置 省界 省界 省界 省界 省界 省界 省界 省界 省内 省界 

群8 

收费站编
号 

20505 40204 120201 50304 230207 240104 80109 60108 503010 50305 

颗粒数量 364 348 327 310 306 303 297 284 260 259 

位置 省界 省界 省内 省界 省界 省界 港口 省界 港口 省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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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初步结论 

超限车
规律 

 
空间规律： 
 

大部分超限车从11个省界站点、2个港口站点
进入高速公路（全省共300多个站点）；剩下
的小部分超限车辆多从2个省内站点进入高速
公路。 
 

山东省出省的超限车辆数要远小于入省的超
限车辆数，客观上能够反映出山东省在经济
发展中对物资消费数量大，需求旺盛。 

时间规律： 
 

超限车辆较多的月份是2、3、4月；较多的小
时是夜里的7-9点和0点。 

抽样分层基础： 
各自具有明显特征的8个群，可作为在运量基
数中考虑超限的基础。 



  

   第四部分 大数据应用启示及前景展望 

一、大数据应用启示 

二、前景展望 



 
大数据应用需要在
大量摸索尝试中，
确定研究分析方向
，并不断调整改进
。 

一、大数据应用启示 

获得大数据及对大数据预处理形成
可以进行分析操作的数据仓库至关
重要。 

大数据挖掘中
，简单算法时
常比复杂算法
更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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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景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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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挖掘超限车规律，在统计运量基数时充
分考虑超限造成的数据差距,设法加以完善。 

 
 

深入研究高速公路运量变化与公路运量变化 
的关系,寻找完善波动系数的方法。 

增长时间序列，研究高速公路运量与宏观经济的
深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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