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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统初识

1.1. 前言

疲劳驾驶是当今交通安全的重要隐患之一。驾驶人在疲劳时，其对周围环境

的感知能力、形势判断能力和对车辆的操控能力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因此很容

易发生交通事故。统计数据表明，在 2017 年至 2018 年我国直接由疲劳驾驶导致

的死亡人数分别占机动车驾驶人交通肇事总死亡人数的 11.35%、10. 91%和 12. 

5%",大约每年有 9000 人死于疲劳驾驶。因此，研究开发高性能的驾驶人疲劳状

态实时监测及预警技术，对改善我国交通安全状况意义重大。

在智能化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汽车驾驶也在朝着智能化、安全化的方向发

展，对驾驶员的疲劳状态的检测已成为汽车智能辅助驾驶的关键技术。

1.2. 背景及意义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机动车辆与日俱增,随之而来的行车安全问题越

来越受到人们关注。根据美国印第安那大学对交通事故原因的调查研究发

现: 85%的事故与驾驶员有关，车辆和环境因素只占 15%[2]。同时有资料

表明，高速公路发生的交通事故中，有 50%以上是由于长时间疲劳驾驶或

所见目标单调使司机注意力不集中、甚至打瞌睡等原因造成的。驾驶员在

事故发生前一瞬间的行为故障直接导致了事故的发生，这些行为包括知觉

的延迟、对环境的决策错误、对危险情况的处理不当等。在所有的驾驶员

错误中，最常见的是知觉错误和决策错误，这些错误会产生注意力不集中、

反应迟钝、操作不当等，产生这些错误的根本原因是疲劳驾驶。驾驶疲劳

导致错误的驾驶行为操作，进一步导致交通事故的示意过程。疲劳驾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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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驾驶员由于睡眠不足或长时间持续驾驶造成的反应能力下降，这种下降

表现在驾驶员困倦、打瞌睡、驾驶操作失误，警觉能力下降或甚至完全丧

失驾驶能力，从而让交通安全事故发生的机会大大增加。驾驶疲劳反映在

生理和心理两个方面，生理反应包括神经系统的功能、血液和眼睛的变化;

心里反应包括反应时间延长、注意力分散、动作不协调。

1.3．系统简介

便携式动车组司机状态预警系统（后文称为本系统或者系统）是以电子技术、

计算机技术、互联网技术、无线传输技术为基础，结合卫星定位、GPRS 等新技

术的动车组司机状态预警系统。

系统全面实现了对动车组司机状态报警信息上传，报警信息处理、报警信息

分析、检索分析、统计分析、等等信息的管理，进一步提高对动车组司机状态预

警信息的处理和分析能力，有效的提高对司机状态预警信息的管理效率，为车辆

的安全行驶和科学管理提供保障。

系统设计具有功能强大、架构稳定、有效的保证预警信息的及时上传、处理

以及分析。可以方便的将终端数据上传至次系统，对预警信息的保存，及时让工

作人员判定、处理。

系统严格满足部标平台协议 JT/T-808、JT/T-809；部标视频协议 JT/T-1077、

JT/T-1078；苏标主动安全智能防控系统协议 T/JSATL 11-2017、 T/JSATL 12-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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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系统运行原理

Inte rne t

网络运营商基站

系统数据中心

A企业管理人员

B企业管理人员

C企业管理人员

车辆A

车辆B

车辆C

安装在车辆上的GPS车载终端能实时接收卫星信号，并将卫星检测到的经度、

纬度、时间、方向、速度等信息周期性的投递到中国电信基站（后文中称为基站）。

基站即将接收到的信息通过 Internet 网络进一步转发给数据中心。数据中心获取

到信息数据后进行运算加工整理供企业管理人员查看。

企业管理人员则通过访问本系统，实时查看动车组司机的预警状态，实现对动车

组司机预警状态管理。

为了保障企业的信息安全，系统设计过程中采用了一系列的加密措施，保证

信息的安全、可靠、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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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系统外观

图 1-1 系统登录首页界面

图 1-2 系统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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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系统图例

系统 8 大模块，14 个特色功能，各个功能组成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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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系统菜单结构图
1.7. 系统功能

序号 模块 功能 描述

1 实时报警 实时报警 实时查看司机状态预警信息

2 报警处理 报警处理 及时对报警信息进行处理

3 报警分析 报警分析 及时对报警信息进行分析

4 检索分析 检索分析 根据手动输入的司机号检索对应的报警进行分析

5 报警明细 报警信息的明细列表

6 报表统计
报警总量日期统计、单位报警统计、类型占比统计、

单位占比统计

7

统计分析

上下线报表 车辆的上下线报表统计

8 发放转储 发放转储 对报警信息进行发放转储

9 终端管理 管理车队分类、车辆型号、

10

信息管理

司机管理 管理司机姓名、性别、所属单位等信息

11 用户管理 对在线用户信息管理

12 组织管理 对在线组织信息管理

13 角色管理 对在线角色信息管理

14

系统管理

菜单管理 对对应的菜单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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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常用功能说明

2.1.  系统界面说明

图 2-1 系统界面说明

系统主界面分为 3 个部分，从左到右，由上到下，按顺序分为

1、 系统菜单，由于系统功能较多，系统菜单将功能进行分类，鼠标单击菜单右

边的上下指示箭头 ，将会打开菜单明细具体功能。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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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报警统计，系统实时监控自己状态报警，如果发现有报警则显示报警总统计，

如图： 表示未处理报警：565 条

3、 报警信息栏通知：显示各个报警信息的具体参数（进入系统默认显示 “实

时报警”界面）。

2.2. 实时报警

系统主要的功能模块，实时报警界面图下图：

图  实时报警功能界面

进 入 系 统 默 认 显 示 “ 实 时 报 警 ” 功 能 模 块 ，

图  筛选条件界面

可以输入对应的条件：例如:筛选条件 1、铁路局、车次、设备号、司机号、副司

机号、车型、车号、开始日期和结束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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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选条件 2、瞭望一、二、三级报警、驾驶姿势报警、拨打电话报警。来筛

选自己想要查看或者处理的司机状态报警信息。

查到具体报警信息后，可以对信息“导出”或者“打印”。

点击具体的某条报警信息可以进行查看，点击“查看”按钮会播放此条报警信息

相关的视频内容。如下图：

 图 报警视频查看界面

点击“未处理”按钮，则会弹出处理此条报警信息的对话框，可以对此条报警信

息进行处理。如下图：

  图 报警信息处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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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图表”按钮，会显示此条报警信息相关司机具体的报警级别等等信息，

如下图：

2.3 报警处理

点击报警处理，可根据筛选条件查询到自己想要处理的报警信息，然后对信

息进行处理。也可以对报警信息进行导出和打印，界面如下：

图 报警处理界面

 操作说明：1、可以输入对应的条件：例如:筛选条件 1、铁路局、车次、设

备号、司机号、副司机号、车型、车号、开始日期和结束日期 1.2、瞭望一、

二、三级报警、驾驶姿势报警、拨打电话报警。来筛选自己想要查看或者处

理的司机状态报警信息。（可参考上面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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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查到具体报警信息后，可以对信息“导出”或者“打印”。

 3、点击具体的某条报警信息可以进行查看，点击“查看”按钮会播放此条

报警信息相关的视频内容。


图 报警视频查看界面

4、点击“未处理”按钮，则会弹出处理此条报警信息的对话框，可以对此条报

警信息进行处理。如下图：


图 报警信息处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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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报警分析

该功能用来对报警信息的具体分析、查看、处理等操作。界面如下：

图 报警分析界面

 操作说明：

1、 根据平台上传的报警信息，表明了信息具体的日期、设备号、报警次数、车

次、司机号、副司机号、车型、车号。并且分出了瞭望报警、驾驶姿势报警

的具体报警数量和报警级别。

2、 点击该设备，会弹出相应的具体报警信息车辆司机状态的报警信息，并且会

标明报警信息的具体级别以及每个级别的数量。

3、 这个功能界面显示出来的司机状态报警信息，也可以进行查看和处理，操作

和报警处理功能里面的一样操作。（可以参考报警处理操作进行实际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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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检索分析

该功能用于对司机状态报警信息，经过特定的信息需求出发，对特定的信息集合

采用一定的线索与规则从中找出相关的自己需求的司机状态报警信息。

界面如下：

图 检索分析界面

 操作说明：

1、 可根据具体的检索信息，找到相应的报警信息。例：输入“天津西站”再输

入想要查看的日期，点击查询、即可预览到相关车辆司机状态报警信息。

2、点击具体的某条报警信息可以进行查看，点击“查看”按钮会播放此条报警

信息相关的视频内容。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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