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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使用重新起草法参考ISO13111-1:2017《智能运输系统(ITS) 支持ITS服务的便携终端

应用 第1部分:通用信息与用例》编制,与ISO13111-1:2017的一致性程度为非等效。
本标准由全国智能运输系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68)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北京中交国通智能交通系统技术有限公司、中关村

中交国通智能交通产业联盟、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上海车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高德软件有限

公司、北京神舟空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焦伟赟、张林、董振宁、赵琳、王琪琳、曹力、汤立波、杨国志、朱少伟、张建苍、

张云、王祺、穆宇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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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标准定义面向移动便携终端的智能交通运输信息服务应用,本标准的编制引用了国际标准

ISO21217和ISO13185的相关定义。

ISO21217定义了合作式智能交通(Co-operativeITS)的框架和4个组成部分,即车载智能交通设

备(VehicleITSStation)、路侧智能交通设备(RoadsideITSStation)、智能交通中心设备(CentralITS
Station),以及个人智能交通设备(PersonalITSStation)。

在国际标准的语境中,个人智能交通设备(PersonalITSStation)表达了具有通信功能的平台,也表

述了其物理属性(其另一种表述是移动便携终端 NomadicDeviceND),因为ISO21217尚未在中国采

标,所以在本标准的框架里给出部分相关的定义和描述。

ISO13185是基于ISO21217的个人智能交通设备的应用标准,侧重于定义车载智能交通设备

(VehicleITSStation)与个人智能交通设备的通信协议和网关。本标准与车载设备通信的相关内容,与

ISO13185保持一致。
本标准定义的面向移动便携终端(个人智能交通设备)的智能交通运输信息服务应用,侧重于面向

出行者的智能交通运输信息服务,包括了慢行交通、多模式交通和自驾出行等出行方式所需要的交通运

输相关信息,例如车辆信息、路车信息、公交枢纽换乘信息和停车场信息、紧急救援与共享信息等应用场

景和相关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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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个人移动便携终端智能交通运输
信息服务应用数据交换协议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面向个人移动便携终端的智能交通体系架构和智能交通便携终端配置、用例定义、分
类与信息、数据元素及数据传输协议。

本标准适用于满足相关通信要求的智能手机、便携式导航设备和其他移动设备的交通运输信息服

务,以及支持这些服务的智能交通车载设备和应用平台的服务接口。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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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TR13185-1 智能运输系统 提供和支持ITS服务的车载接口 第1部分:通用信息和用例

定义(Intelligenttransportsystems—VehicleinterfaceforprovisioningandsupportofITSservices—

Part1:Generalinformationandusecasedefination)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陆上移动通信访问协议 communicationaccessforlandmobile
定义通用架构、网络协议和通信接口的一种规范,支持车辆之间或车辆与基础设施之间连续或准连

续通信。可在任何特定的位置,利用无线通信介质实现这样的通信,并能够根据需要自动切换到可用的

通信介质。

3.2 
智能交通中心设备 centralintelligenttransportsystemstation
实现合作式智能交通服务和应用的中心设备。
注:智能交通中心设备通常放置在互联网数据中心的数据服务平台(由服务器、数据库和应用系统构成)。

3.3 
智能交通设备应用 intelligenttransportsystemserviceapplication
基于智能交通服务实现的连接一个或多个智能交通设备(ITS-S)的应用功能。

3.4 
智能交通运输信息服务 intelligenttransportsystemservice;ITSservice
为智能交通设备之间的应用提供的通信功能以及相关服务。

3.5 
多模式导航 multi-modalnavigation
在多种交通模式下,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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