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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5G通信技术的发展,5G网络开始普及,并与物联网技术、汽车信息通信、人工智能技术等进行了有机融

合,促使车联网行业走向智能化发展。截至2021年,我国车联网行业的标准体系基本建立。文中以5G智能网联车辆服

务平台为研究对象,分析了移动边缘计算技术的应用,研究了5G通信技术在智能网联车辆服务平台中的全面应用,实

现了车辆智能化编队、车辆行驶环境感应、车辆行驶资源分配、车辆安全预警4种核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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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onthedevelopmentof5Gcommunicationtechnology,5Gnetworkbegantoformandpopularizetheap-
plication,andcombinedwithInternetofThingstechnology,automobileinformationcommunication,artificialintelligence
technologytoorganicallyintegrate,promotetheautomobileindustrytothetrendofintelligentdevelopment.Bytheendof
2021,thestandardsystemoftheautomobilenetworkingindustryofourcountryhasbeenbasicallyestablished.Basedon
5Gintelligentvehicleserviceplatform,thispaperanalyzestheapplicationofmobileedgecomputingtechnology,andstud-
iestheapplicationof5Gcommunicationtechnologyinintelligentvehicleserviceplatform,andrealizesfourcorefunctions:

intelligentvehicleformation,vehicledrivingenvironmentsensing,vehicledrivingresourceallocation,andvehiclesafety
w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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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19—2022年,我国在全国多个地区建立了车联网示

范区域,如长沙、重庆等,都起到了较好的效果。作为当前

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中形成的新技术,5G智能网联汽车可

以在多个方面发挥重大作用,如缓解能源短缺、保护自然环

境、解决交通堵塞等,并产生较好的社会效益。但智能网联

车技术的应用场景较为复杂,依据云计算技术的智能网联

汽车平台的问题越来越多,甚至产生了严重的安全隐患。
如何避免通信干扰,增强网络资源的利用效率,是当前智能

网联车辆服务平台亟需解决的问题。

1 5G智能网联车辆服务平台框架分析

5G智能网联车辆服务平台主要由网络资源分配、任务

卸载等模板组成车载网络模型。在框架设计中,应用博弈

论思想制定了效率更高的网络资源分配方案。这种分配过

程是分布式的,并不会集中为一体。根据5G智能网联车辆

运行的特点来合理设计车载服务过程中需要的网络数据共

享功能。同时,结合移动边缘计算技术,使用相关设备为使

用车联网的驾驶人员提供辅助驾驶服务[1]。5G智能网联

车辆服务平台主要由3个部分构成:1)利用5G通信技术和

移动边缘计算技术的结合,为车联网提供智能网联汽车模

型;2)运用博弈动态分配理论,合理设计车联网在使用时的

网络资源,优化调整资源分配方案;3)分析车联网车队的移

动特点,设计智能的网联车队任务卸载策略,保障车辆的行

驶安全。

5G智能网联车辆服务平台可以通过传感器主动探索

周边环境,自主连接城市各类红绿灯和其他交通信号,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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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提示。随着车联网的发展,未来可以实现0交通事故

率。联网技术也能对车辆进行实时诊断,在诊断出车辆存

在的问题后,系统会通过信息的方式告知车主,消除车辆的

安全隐患,保障车主的人身安全。同时,目前全社会都在提

倡低碳出行,车联网带来的智能交通将成为节能降耗的重

要推手,其可承担20%的节能减排任务,人、车、路三者构成

的流畅交通网络将大幅减少额外的燃油消耗和污染。此

外,通过车联网内置精密传感器,可以实现远程监测车门、
车窗及车身震动状态变化(如车门被拉开、车窗被撞击、停
车时车身被刮碰等)、汽车智能盒插拔报警、点火提醒等。
联网后的APP在后台运行时会即时进行语音播报和短信

提醒,让车主在千里之外也能实时掌握车辆的安全情况。
随着5G时代的到来,推动了商用车车联网领域的技术发展

及产品优化,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进入这条赛道。在提供

5G车联网服务的公司中,较为知名的是徐工信息。徐工信

息依托汉云工业互联网平台搭建了车辆行业应用产品,面
向租赁行业用户、施工行业、新能源行业、售后服务行业等

不同行业的应用场景,提供设备租赁、维修保养、零配件销

售、金融服务等全流程配套的产业链一体化增值服务。在

5G网络的推动下,未来我国车联网产业将有更广阔的市场

和发展前景。

2 5G智能网联车辆服务平台的技术应用

2.1 C-V2X体系

在车联网应用需求持续增长时,技术发展越来越快,车
联网技术核心开始由当前的单车计算过程向 V2X技术的

应用转变。现阶段,全球车联网使用的通信标准非常多,但
常用的只有两类,即DSRC和C-V2X。这两种通信标准有

宽带容量大、覆盖范围广、灵活性强等特点,有着较强的优

势。但这些通信标准都需要通信网络的支持,还要求通信

网络具备延时率低、可靠性高等特点[2]。应用5G通信技

术,可融合天线阵列、CR、超密集网等将延时时间缩短到

10s以内,非常符合当前车联网的应用需求,其具有低延时

率、大宽带、高传输速度等优势,使5G具备了切片网络,能
够合理管理不同级别的数据资料。将5G技术应用于车联

网体系,是当前时代发展的趋势,其能实现人、道路、车辆、
网络等立体化管理,促进车联网的发展。

2.2 移动边缘车联网体系

行车动态模型、通信设备等需要车联网系统的帮助才

能实现数据传输,其为智能交通系统中的车辆、路测设备等

提供服务。但在数据传输的过程中,其能接受的任务数量

是有上限的,且网络传输的延迟率较高,会受到通信距离的

限制,这使很多通信数据资源无法获取和接收,难以收集车

辆行驶资源,导致整个车联网数据资源利用率非常低,无法

实现较高的任务卸载量。面对这种情况,当前车联网在设

计的过程中,结合了移动边缘计算技术,这样就可以随时处

理行驶车辆产生的各类信息数据,扩大车辆终端的容纳量,

提高车辆计算能力,让响应速度得以提升。这种技术的应

用,能够消除诸多不利因素,降低其影响。

2.3 博弈思想

在车联网中,资源分配、任务卸载是一体化的,二者缺

一不可,其能对车联网产生重大影响。但以往的应用存在

诸多局限性,如资源分配效率不高,影响了车联网的发挥;
任务卸载数量不足,难以保持较高的卸载率等,这对车联网

作用的发挥产生了重大影响。面对这种情况,可以使用博

弈论理论,在博弈的过程中,任何参与者都要对其他参与者

提出的建议和意见进行全面考虑,调整优化自己的观点,尽
可能让自己获取最大的效益,实现均衡的结果。在这种模

式下,任何参与者单方面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都不能产生效

益。该理论可以应用在面向协同驾驶的过程中,合理调整

5G智能网联车辆服务平台,利用 MEC拓扑网络节点提供

的功能,与博弈产生联系,增强车联网资源的使用效率。任

务卸载是当前移动边缘技术较为重要的组成,甚至可以作

为核心技术进行使用,该技术如果借助无线通信的信息传

输功能,可以在 MEC网络拓扑中处理全部的计算结果,再
将结果传回车辆。结合这种技术的应用,MEC网络拓扑节

点会增强当前的计算能力,更好地满足车联网,增强车辆使

用需求,合理控制车联网的总成本。

3 5G智能网联车辆服务平台的功能

3.1 车辆行驶智能化编队

5G智能网联车辆服务平台可以利用群智能算法扩展

到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中,进行多车协同。这种协同不

只作用于一辆车,而是以某个车辆为控制目标,扩展到其他

车辆的管控中,实现车辆行使智能编队。另外,在使用5G
智能网联车辆服务平台时,单独车辆在行使过程中可以利

用传感器了解车辆周围的情况,不会受到周围车辆的影响,
也不会受到环境影响。在多车协同的过程中,车辆间可以

实现信息数据共享,不用再依托路测单元提供的支持系

统[3],车辆传感器结合通信技术,可以发挥保障协同作用。
单独驾驶的汽车也可以获取车辆周围的全面信息,对道路

情况、驾驶过程、故障分析等提供相应的协助。在利用协同

技术时,可以让车联网形成智能化车队,这既可以减少交通

事故,也可以在车辆高速行驶时合理控制车辆间距,增强车

辆行驶密度,提升道路资源的使用效率。因此,通过对5G
智能网联车辆服务平台的应用,可以使车辆驾驶过程中的

人为干扰因素变得非常小,不容易产生交通事故,保障道路

上人员与车辆的安全。

3.2 车辆行驶环境感应

5G智能网联车辆服务平台的用户规模非常大,但车辆

驾驶环境感应的研究过程也存在很大难度。如果缺乏行驶

环境感应,则无法实现协同驾驶功能。5G智能网联车辆服

务平台在设计时利用边缘计算提升了感知能力,并借助5G
通信技术的覆盖范围,将不同车辆产生的车载数据、路测单

移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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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收集行驶数据等全部传输到 MEC中进行实时计算,并结

合单独车辆行驶过程应用车联网环境的网络模型,提升车

辆视野范围,消除驾驶环境中存在的感知盲区,提高驾驶人

员的环境适应能力。另外,环境感应器可以帮助行驶车辆

获取更多交通信息,同时降低车辆外部亮度,减小其对驾驶

人产生的影响,有效保障驾驶人的信号识别能力。

3.3 车辆行驶资源分配

通过对5G智能网联车辆服务平台的全面分析可知,其
在运用过程中需要涉及诸多数据资料,如果无法收集数据

资料,则可能给车辆驾驶带来诸多隐患。通过合理应用资源

分配算法,可以提升车辆通信的效率和可靠性,避免资源重

复利用。5G智能网联车辆服务平台在算法中融合博弈论,
让资源的分配情况转变为博弈思想。在应用过程中,车载网

所形成的智能网联汽车模型,结合了 MEC技术,可以全面融

合信息传播和车辆位置等情况,利用网络节点实现车辆协同

关系,增强通信数据的可靠性。同时,其结合优先级别调整

资源配置方案,采用多次谈判、议价等方式,找到资源分配的

最优方案,增强车联网的资源利用效率,同时减少资源重复

问题,促进车联网的全面发展。

3.4 车辆行驶安全预警

以前,车辆驾驶行为评价主要通过GID设备收集车辆

行驶过程中的各项数据资料,并结合GPS信息明确相关数

据。这种车辆行驶评价系统在分析车辆行驶的安全性时,
只评价车辆自身情况,局限性大,且响应时间过长,不符合

实际情况,无法满足时效性要求。而5G智能网联车辆服务

平台在安全评估系统中,融入边缘计算技术,构建网络传输

的系统模型,增强计算能力,提升交互效率。协同驾驶过程

充分利用车辆驾驶环境的感应功能,保障信息获取的准确

性。车联网模型可以辅助驾驶人员处理驾驶问题,并对行

驶环境进行机械感知,有利于实现外部环境感知,为更多行

驶中的车辆提供相应问题的解决办法。另外,5G智能网联

车辆服务平台在设计过程中要考虑众多因素的影响,确保

MEC服务器的可靠性和安全性,保障安全评价的准确率,
使安全评价工作能够更快响应,为驾驶人员提供全面的数

据资料,保障驾驶人员的安全,增强行车安全评价。

4 结语

在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民经济得以快速发展,人
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保障,生活品质不断提升,同时出现了

车辆增多、车速增加等现象,对道路行驶要求提出了更高标

准。5G通信技术和协同驾驶技术的出现,推动了智能网联

汽车行业的高速发展。如果5G智能网联车辆普及化,则可

以消除人为因素的影响,降低交通事故发生的概率,有利于

保障道路的通畅。但现阶段,交通环境越来越复杂,车辆感

知、数据计算任务量增多,单独行驶车辆的网络通信功能较

差,计算能力不足,难以满足大量数据的处理需求。面对这

种情况,在设计中融合使用C-V2X体系、移动边缘技术、博
弈思想等,能更好地发挥车辆智能化编队、车辆行驶环境感

应、车辆行驶资源分配、车辆安全预警等一体化功能,满足

当前车联网发展的需求。5G智能网联车辆平台的设计,要
立足于实际,全面把握国内外研究话题,结合时代发展趋

势,以满足更大的应用需求。因此,5G智能网联车辆平台

在后续的应用过程中,需要关注技术的持续发展,且驾驶人

员的需求是持续发生变化的,这需要结合实际情况进行调

整,增强车联网系统的功能,推动我国车联网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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