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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联网数据运营 路侧数据处理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面向车联网数据运营的车联网路侧数据处理的总体要求、路侧数据处理范围、路侧数

据处理方式、路侧数据资源要求等。

本文件适用于面向车联网数据运营的车联网路侧数据的处理，其他车联网数据可参考。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DJG330521/T88—2023 面向自动驾驶的路侧采集交通数据脱敏技术要求

DJG330521/T99—2024 车联网数据分类分级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3.1

路侧数据 roadside data

路侧采集的车联网数据集合。

3.2

路侧原始数据 roadside raw data

通过路侧传感器和存储服务器等采集的、未经过云端处理的数据集合。

3.3

路侧数据资源 roadside data resources

将路侧原始数据经加工处理后形成的可用于车联网数据运营的数据集合。

3.4

路侧数据汇聚 roadside data aggregation

将路侧原始数据通过技术手段集中在云端进行统一处理的过程。

3.5

路侧数据加工 roadside data processing

将路侧原始数据转化为可用于车联网数据运营的路侧数据资源的过程，包括路侧数据基础加工、分

析计算、数据脱敏、动态ID处理、路侧数据标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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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体要求

如图1所示，路侧数据处理系统支持对路侧采集的原始数据进行数据资源化，将输入的路侧采集的

原始数据在云端进行路侧数据处理，处理后的数据作为路侧数据资源，可用于车联网数据运营。路侧数

据处理的典型场景见附录A。

路侧数据处理系统应满足如下要求：

a) 处理的路侧原始数据的范围，见第 5 章；

b) 路侧数据处理的方式应包括路侧数据汇聚处理和路侧数据加工处理，见第 6 章；

c) 对路侧数据处理后形成的路侧数据资源要求，见第 7 章。

图 1 面向车联网数据运营的路侧数据处理框架

5 路侧数据处理范围

5.1 路侧原始数据采集设施

路侧数据处理系统应支持处理从下述路侧数据采集设施采集的路侧原始数据：

a) 车载终端模块，向云端发送车载终端数据；

b) 路侧单元（RSU），接收车辆 OBU 发送的车载终端数据；

c) 路侧摄像设备，如固定路侧摄像设备、半固定路侧摄像等设备；

d) 路侧雷达设备，如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等设备；

e) 路侧气象环境设备，如环境传感器、微型气象站等设备；

f) 交通信号机；

g) 第三方平台，如交通平台、互联网平台、车企平台等。

5.2 路侧原始数据类型

路侧数据处理系统应支持处理的路侧原始数据类型包括：

a) 车载终端数据：路侧单元（RSU）或车载通信模块提供的车载终端数据；

b) 交通视频数据：路侧摄像设备采集到的交通视频片段和实时视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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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交通图像数据：路侧摄像设备采集到的交通视频截图和抓拍图像；

d) 三维点云数据：路侧激光雷达设备采集到的点云数据和毫米波雷达设备采集到的 4 维原始点迹

数据；

e) 交通环境数据：路侧气象环境设备采集到的路面监测数据、气象数据等；

f) 信号灯配时数据：交通信号机提供的时间序列下的倒计时信息及相位信息；

g) 第三方平台通过 API 等方式共享的路侧数据。

5.3 路侧原始数据格式

路侧数据处理系统支持处理的路侧原始数据格式包括：

a) 视频和图像的分辨率应支持 CIF、4CIF、DI、1280×720、1920×1080；

b) 视频文件封装格式应支持 PS、MP4、AVI；

c) 视频编码格式应支持 SVAC、H.264、MPEG-4，宜支持 H.265；

d) 图像编码格式应支持 JPEG、JPEG2000、BMP、PNG；

e) 应支持三维点云数据格式，如 PCD、PLY 等；

f) 应支持信号灯配时数据格式，如 TST 等；

g) 应支持通过 API 方式获取的第三方平台交通数据的输入格式，如 Json 等。

6 路侧数据处理方式

6.1 路侧数据汇聚处理

6.1.1 数据汇聚场景

路侧数据汇聚可分为路口层级、区域层级和城市层级的汇聚场景：

d) 路口层级汇聚：摄像头、毫米波雷达、激光雷法多传感器融合感知，输出目标物融合感知数据、

交通事件数据、交通流数据；

e) 区域层级汇聚：汇聚边缘地理信息数据、交通事件数据、车辆运行工况数据、路侧融合感知数

据等服务边缘 MEC 协同调度、感知计算、定位服务、数据存储等；

f) 城市层级汇聚：汇聚区域路侧交通感知数据、交通事件数据、车辆运行工况数据等服务城市路

侧交通统一管理。

6.1.2 处理要求

云平台支持路侧原始数据在云端汇聚的处理要求应包括：

a) 支持批量、离线、实时多源异构交通数据的同步或接入；

b) 支持数据同步任务配置和配置同步插件管理；

c) 支持交通数据源管理和数据模版管理；

d) 同步空间数据，支持主流 GIS 空间数据库引擎和开源空间数据库的离线同步；

e) 提供对平台纳管的不同路侧数据源之间、以及外部数据源的可信数据同步功能，包括同步内容

策略配置、同步内容加密和同步内容记录审计等；

f) 提供路侧采集的交通数据查询，包括物理表基础信息、字段内容分布情况等的预览和探查；

g) 提供路侧采集的交通数据基础库，对路侧采集的交通数据进行管理和维护。

6.2 路侧数据加工处理

6.2.1 基础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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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路侧汇聚数据进行基础加工，支持的功能包括：

a) 对不一致数据、无效数据、缺失数据、重复数据和逻辑性矛盾或不合理数据进行数据清洗；

b) 对数据格式进行转换；

c) 数据排序。

6.2.2 分析计算

路侧数据计算分析应具备的能力包括：

a) 支持多种任务节点类型，如批处理、流处理、空间计算和自定义计算等；

b) 支持多类型任务混合编排和调度，自动解析节点上下游依赖关系，形成完整的数据血缘链路，

支持追踪数据处理流程，快速实现问题定位；

c) 支持多维度的数据统计分析，如数值统计、趋势统计与预测、离散程度统计、随机变量关系统

计、自定义参数统计等；

d) 支持不同来源的数据进行融合处理，形成不同主题的数据集，例如对车辆位置数据进行处理与

融合，使其形成完整可用的连贯轨迹；对同一事件，进行事件融合、事件排重；对车辆、驾驶

员、图像、视频等数据进行融合和优化处理，实现用户画像、数据拟合等。

6.2.3 数据脱敏

路侧数据脱敏应依据DJG330521/T 99-2024第6章的车联网数据分级要求，对路侧原始数据中的人脸

数据、车牌数据、道路标牌数据、敏感地点数据和地理坐标数据等进行脱敏处理，应符合DJG330521/T

88-2023 第6章和第7章的相关脱敏处理要求。

6.2.4 动态 ID 处理

路侧采集的交通数据中涉及车牌信息的，如多个路口连续采集的车辆轨迹信息、V2X通信数据等，

应使用动态ID处理。

6.2.5 路侧数据标注

应支持通过文本、标签、边框等方式进行标注，包括：

a) 对多传感器数据进行时间与空间同步，在此基础上对图像及点云数据检测目标进行边框标注，

对目标的基本特征、运动特征及个性化特征进行文本标注，并对不同传感器中的同一目标进行

关联标注；

b) 在感知数据连续帧对检测目标位置进行连续跟踪，生成运动目标路径与轨迹并进行标注；

c) 对感知数据中的道路属性、环境属性、上下文信息、场景分类等属性进行标注。

7 路侧数据资源要求

处理后形成的路侧数据资源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准确性：路侧数据资源应符合对应的路侧原始数据相关特征；

b) 完整性：路侧数据资源应包括车联网数据运营所需的数据项和足够多的记录条数；

c) 一致性：路侧数据资源应与对应路侧原始数据的一致性和关联性；

d) 可解释性：路侧数据资源应明确、可解释，支撑车联网数据运营。

e) 可扩展性：针对不同的车联网数据运营场景，路侧数据资源可进行数据扩展和应用；

f) 可追溯性：可按照特定的车联网运营场景进行全链路溯源路侧数据资源，精准定位到对应的数

据汇聚和加工处理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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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资料性）

路侧数据处理典型场景

A.1 路侧数据脱敏处理应用

路侧摄像设备将路侧采集的交通数据发送到云平台，云平台将需要脱敏处理的路侧数据发送到一体

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完成路侧采集的交通数据的擦除处理，并与一体化

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的现有数据进行多源融合。擦除后的路侧数据由云计算服务厂商提供的车路协同云

服务平台完成多场景库加工、实时数据服务、计算资源调度和软件适配，并以服务的形式提供给自动驾

驶技术提供商和出行服务商/主机厂，支撑自动驾驶仿真软件和对商用车和乘用车的出行服务平台建设，

完成数据的增值服务。

A.2 自动驾驶场景库应用

自动驾驶场景库应用的数据处理主要包括：

a) 离线数据:用于全息环境构建及动态场景还原，用于仿真场景的构建，可以用于自动驾驶功能

仿真评价及 V2X 功能场景的仿真评价；

b) 动态数据:用于虚实融合的混合仿真。

A.3 车联网数字孪生可视化场景

车联网数字孪生可视化场景是面向场景展示、交互、应急指挥调度等需求，基于路侧采集的交通数

据，通过对数据进行基础加工、数据建模、计算与分析、AI处理等操作，利用数字孪生建模与地图引擎

技术等重构静态的物理世界场景模型，并通过不同频率的动态交通数据实时更新道路交通状况，实现物

理世界的数字孪生可视化。

A.4 车联网 BI 分析场景

车联网BI分析场景是面向智能网联汽车运营管理、道路交通管理等管理需求，基于路侧采集的交通

数据，通过对数据进行基础加工、数据建模、计算与分析等处理，形成不同维度的统计分析数据，结合

图表、仪表盘、表格等形式展示出来，让用户能够更加直观地理解数据背后的意义。BI分析场景处理的

数据包括：

a) 车辆统计：根据业务应用类型，统计示范区内测试/运营车辆位置分布、运营里程、时长等内

容；

b) 设备统计：根据不同业务应用，统计路侧感知设备、计算单元、RSU、服务器等设备状态、设

备使用情况等相关报表；

c) 事件统计：根据不同业务来源统计事件数量、时间分布、位置分布等；

d) 事件统计：根据不同业务来源统计事件数量、时间分布、位置分布等；

e) 任务统计：根据任务数据统计分析任务应用的使用状态和记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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