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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交通信息资源的合理集成是提高智能交通系统性能的有效手段。 为集成交通网格上异构信息与不同
领域本体，利用网格作为智能交通系统的信息资源存储与协同工作平台，利用本体作为智能交通系统资源表示
和信息描述的基础，提出了基于 ＳＵＭＯ的交通网格决策本体层次结构，论述了异构信息获取机理。 实例证明此
模型有利于交通信息资源的整合利用，并为基于网格的智能交通系统的决策支持及与网格上其他系统之间的开
放式协作奠定了语义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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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智能交通系统［１］ （ ＩＴＳ）是由一系列既相对独立又协同工

作的子系统组成，其运行效率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些子系统的
资源共享与协同工作能力。 由于城市交通信息瞬息万变，同时
不同来源的各类信息其表现形式不尽相同，使交通信息具有容
量的海量性和内容的异构性［２］等特点，这就造成了不同区域、
不同部门之间的交通决策信息难以有效地共享与使用，限制了
交通决策支持能力的提供。 因此，要解决 ＩＴＳ系统的协同工作
与资源调度问题，必须从资源整合入手，解决交通信息的海量
性存储与基于知识的交通决策信息资源的集成问题。

为解决 ＩＴＳ资源共享与信息集成的问题，很多研究者在交
通本体构建及应用上作了尝试。 黄珂萍等人［２］面向公交系统

建立了市内交通本体，并定义了类内公理及实例的基本规则；
刘卫宁等人［３］从实际遗留系统的集成出发，采用虚拟集成法
将异地数据通过元数据及元属性进行整合，以构建 ＩＴＳ虚拟共
用信息平台；李阳等人［４］面向中国智能交通系统的语义集成

问题，提出了概念化的三层本体体系结构，并给出了系统的本
体分类方法；马金素等人［５］构造了交通问题求解本体，并论述
了基于本体的类比匹配机制和匹配算法。

以上的方法解决了 ＩＴＳ 信息集成及交通本体构建的一些
问题，但仍存在着以下不足：

ａ）交通领域内本体多为个人自发构建，缺乏一致的概念
基础与表示形式，易出现系统问题定义不清、本体边界模糊、概
念粒度不当、公理规则缺乏针对性等问题，造成已建本体难以
识别与重用。

ｂ）目前的交通本体构建多以单一应用为导向，仅仅注重
ＩＴＳ某个侧面的应用实际而未提供满足 ＩＴＳ框架的本体层次模
型。

ｃ）ＩＴＳ系统是整个城市信息系统的组成部分，其本体构建
需考虑到开放性与扩展性要求。 而目前交通本体构建并未考
虑跨领域的信息共享和知识集成，因此在系统集成时各领域的
本体需要相互翻译与理解。 由于缺乏一致的建模基础及设计
模式，随着系统的增长和发展，交通本体通常必须进行重新设
计以排除那些导致系统不能适应新需求的底层假设。

ｄ）目前的交通本体均采用英文词汇库作为本体概念与属
性的词汇基础，难以适应我国以中文为核心的交通信息的分解
与重构需求。
本文从 ＩＴＳ数据集成、信息集成、应用集成与系统扩展的

整体性出发，利用推荐高层合并本体 ＳＵＭＯ作为核心本体，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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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并论述了交通网格决策本体的层次模型，为基于网格的 ＩＴＳ
的决策支持及跨系统之间的开放式协作奠定语义基础。

1　基于 S UMO 的交通网格决策本体层次模型
1畅1　推荐高层合并本体 S UMO

推荐高层合并本体［６］ （ＳＵＭＯ）是通用上层本体的一种，最
初由 Ｌａｎ Ｎｉｌｅｓ 和 Ａｄａｍ Ｐｅａｓｅ 开发，后提交给 ＩＥＥ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Ｕｐｐｅｒ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ＳＵＯ）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作为推荐标准，包含 １
７７０个概念、７ ２７８条断言和 １ ２４０条规则。 作为轻量级本体的
ＳＵＭＯ合并了一系列现有的高层本体，试图通过整合不同上层
本体的关系和分类来改善语义 Ｗｅｂ 的搜索、交流与互操作。
ＳＵＭＯ包括三个基本层次：核心层由 １１ 个子集组成，包括结构
本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基础本体（ｂａｓｅ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集合／类型
理论（ｓｅｔ／ｃｌａｓｓ ｔｈｅｏｒｙ）、数学部分（ｎｕｍｅｒｉｃ）、基于 Ａｌｌｅｎ的现实
关系构建部分（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拓扑部分（ｍｅｒｅｏｔｏｐｏｌｏｇｙ）、图论部分
（ｇｒａｐｈ）、计量单位 （ｍｅａｓｕｒｅ）及局部过程、对象和属性的子结
构与公理部分；第二层为中间层本体（ｍｉｄ唱ｌｅｖｅｒ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最下
层为基于上两层的领域本体部分。

ＳＵＭＯ适合于交通网格决策本体的构造，具体表现在：
ａ）统一的建模基础。 ＳＵＭＯ 整合了目前存在的多数高层

本体，其上层知识本体以一般、抽象、哲学的元概念为基础，足
够涵盖广阔范围的领域区域。 不同于从叙词表或网络信息抓
取领域本体的概念关系， ＳＵＭＯ 提供了一个预先定义好的上
层通用本体概念基础，适合于领域本体在其上的扩展。 ＳＵＭＯ
已经实现了领域本体与其核心层之间的映射，包括政府、财政、
运输、地理、军事等领域本体，这使得 ＳＵＭＯ能提供超过 ２０ ０００
个概念与 ６ ０００条公理，为这些领域内具体应用本体的建立和
交互奠定了建模基础，大大提高了相似领域本体的开发效率。

ｂ）明确的概念化标准。 ＳＵＭＯ改变了基于叙词表的本体
构建中存在的语义关系不明确的状况，通过 ＳＵＯ唱ＫＩＦ 语言进
行形式化描述，并定期自动地转换为 ＯＷＬ、ＬＯＯＭ、ＤＡＭＬ、ＸＭＬ
格式。 这使得 ＳＵＭＯ的概念具有明确的语义描述形式和完全
的公理化，而其多本体描述语言的相互映射也适用于基于网格
的决策支持系统中不同的本体描述语言定义的本体的共享与

复用。
ｃ）一致的本体设计模式。 ＳＵＭＯ所定义的时空、计量、代

数概念具有很强的实用性与重用性，符合一般哲学上关于时
空、代数的共同认知，能够为更深层次的本体设计与建模一致
性提供设计模式。

ｄ）强大的可扩展性。 ＳＵＭＯ 内的信息远远超过字典或术
语表，能使计算机处理更多内容细节和结构。 首先，ＳＵＭＯ 与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叙词表 ＷｏｒｄＮｅｔ［７］建立了映射，而 ＷｏｒｄＮｅｔ
丰富的词汇集能够为基于 ＳＵＭＯ的各个领域本体的概念与关
系描述提供充分的词汇选择；其次，ＳＵＭＯ具有语言生成模板，
可以转换成印度语、中文、意大利语、德语、捷克和斯洛伐克语
和英语，也为不同语种的本体建模提供了扩展的基础。

1. 2　交通网格决策资源本体层次模型
本文采用 ＳＵＭＯ作为交通领域决策资源本体的通用上层

本体，将交通网格决策本体分为四层结构（图 １），以满足智能
交通系统跨领域协作和提供非凡决策支持能力的要求。 四层
结构从智能交通系统的不同功能层次出发，满足了由语法到语

义、由基础设施到高层应用、由信息检索到系统集成的 ＩＴＳ功
能需求。 以 ＳＵＭＯ为核心的四层结构改善了以往 ＩＴＳ交通本
体在开放性和扩展性方面的不足，更利于各系统间的协同工作
与统一指挥。

１）语法层　该层包括 ＷｏｒｄＮｅｔ与 Ｓｉｎｉｃａ ＢＯＷ［８］ 。 这一层
的作用是作为信息萃取时所需要的自然语言分解与翻译的基

础，以及领域本体构建时词汇选择与本体结构的基础。 其中，
ＷｏｒｄＮｅｔ构成英语的词汇表，且是下层 ＳＵＭＯ 的词汇映射基
础，为交通信息的查找、萃取与组合提供了强大的词汇关系库；
Ｓｉｎｉｃａ ＢＯＷ 是台湾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以 ＳＵＭＯ 和
ＷｏｒｄＮｅｔ为基础建立的中研院中英双语知识词网（Ａｃａｄｅｍｉａ
Ｓｉｎｉｃａ Ｂｉｌｉｎｇｕａｌ 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ＷｏｒｄＮｅｔ），为中文的本体研究提供
基础架构，且是中文自然语言处理和应用知识本体的依据，可
以利用其中文词汇与 ＷｏｒｄＮｅｔ英语词汇及 ＳＵＭＯ概念的映射
进行英中概念转换和本体表示，改善目前大多数本体表示语言
与工具对中文推理支持不足的局面。

２）通用上层本体层　该层本体层即为 ＳＵＭＯ本体层。 这
一层主要为领域本体结构的构建与领域本体之间的集成提供

一致性的语义基础。 通过将各领域本体相关概念对 ＳＵＭＯ概
念的映射或包含连接，可以将不同的小本体组合成具有层次性
与相关性的本体集，同时也为与跨领域网格上其余使用 ＳＵＭＯ
为基础的领域本体的集成和扩展提供了基础。

３）领域本体层　本文通过对 ＳＵＭＯ概念和属性的继承或
关联构建交通领域本体。 从主要数据源（ＧＩＳ 数据和视频数
据）、交通领域知识、组织结构出发，本文将交通网格决策资源
本体集定义为以下四个领域子本体：

（ａ）地理本体（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ＧＯ）。 它提供与地理信
息相关的概念与关系，包括道路、路口、建筑、天气、国家、城市、
位置等；此本体提供与 ＧＩＳ数据及地图转换层次一致的本体概
念集。 图 ２显示了地理本体对 ＳＵＭＯ中基础概念的引用关系
及概念、属性扩充。 其中：ｍａｉｎＳｔｅｍ表示概念“主干道”，为 ＳＵ唱
ＭＯ相应概念 ｒｏａｄｗａｙ“道路”的子类；ｍａｘＳｐｅｅｄＡｌｌｏｗｅｄ为增加
的道路属性“最高时速”。 这些概念及属性的设置为 ＩＴＳ 提供
了必要的 ＧＩＳ信息的语义映射基础。
基于 ＳＵＭＯ的交通网格决策资源本体集片段程序如下：
枙ｏｗｌ： Ｃｌａｓｓ ｒｄｆ： ａｂｏｕｔ ＝＂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ｗｌ唱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ｅｓ．ｃｏｍ／Ｇｅｏｇ唱

ｒａｐｈｙ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ｏｗｌ＃ＭａｉｎＳｔｅｍ＂枛

枙 ｒｄｆｓ： ｓｕｂＣｌａｓｓ ｏｆ ｒｄ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ｐｏｒｔａｌ．ｏｒｇ／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ＳＵＭＯ．ｏｗｌ＃Ｒｏａｄｗａｙ＂／枛

枙 ／ｏｗｌ：Ｃｌａｓｓ枛
枙ｏｗｌ：Ｃｌａｓｓ ｒｄｆ：ａｂｏｕｔ ＝＂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ｗｌ唱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ｅｓ．ｃｏｍ／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唱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ｏｗｌ＃ＬａｔｅｒａｌＲｏａｄｗａｙ＂枛
枙 ｒｄｆｓ：ｓｕｂＣｌａｓｓ ｏｆ ｒｄ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ｐｏｒｔａｌ．ｏｒｇ／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ＳＵＭＯ．ｏｗｌ＃Ｒｏａｄｗａｙ＂／枛

枙ｏｗｌ：ｄｉｓｊｏｉｎｔｗｉｔｈ枛
枙ｏｗｌ：Ｃｌａｓｓ ｒｄｆ：ＩＤ ＝＂ＭａｉｎＳｔｅｍ＂／枛

枙 ／ｏｗｌ：ｄｉｓｊｏｉｎｔＷｉｔｈ枛
枙 ／ｏｗｌ：Ｃｌａｓｓ枛
枙ｏｗｌ：Ｏｂｊｅｃｔ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ｄｆ： ＩＤ ＝＂ｍａｘＳｐｅｅｄＡｌｌｏｗｅｄ＂枛
枙 ｒｄｆｓ： ｄｏｍａｉｎ ｒｄ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ｐｏｒｔａｌ．ｏｇｒ／ｔｒａｎｓ唱

ｌａｔｉｏｎｓ／ＳＵＭＯ．ｏｗｌ＃Ｒｏａｄｗａｙ＂／枛

枙 ｒｄｆｓ： ｒａｎｇｅ ｒｄ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ｐｏｒｔａｌ．ｏｒｇ／ｔｒａｎｓｌａ唱
ｔｉｏｎｓ／ＷＵＭＯ．ｏｗｌ＃Ｍｅａｓｕｒｅ＂／枛

枙 ／ｏｗｌ：ＯｂｊｅｃｔＰｒｏｐｅｒｔｙ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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枙 ｏｗｌ： Ｃｌａｓｓ ｒｄｆ： ａｂｏｕｔ ＝＂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ｗｌ唱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ｅｓ．ｃｏｍ／Ｇｅｏｇ唱
ｒａｐｈｙ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ｏｗ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枛

枙 ｒｄｆｓ： ｓｕｂＣｌａｓｓ ｏｆ ｒｄ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ｐｏｒｔａｌ．ｏｒｇ／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ＳＵＭＯ．ｏｗｌ＃Ｂｕｉｌｄｉｎｇ＂／枛

枙 ｒｄｆｓ：ｃｏｍｍｅｎｔ枛Ａ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ｗｈｉｃｈ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ａｒｅ ｔｏ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枙 ／ｒｄｆｓ：ｃｏｍｍｅｎｔ枛
枙 ／ｏｗｌ：Ｃｌａｓｓ枛
枙 ｏｗｌ：Ｏｂｊｅｃｔ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ｄｆ： ＩＤ ＝＂ｎｅａｒ＂枛
枙 ｒｄｆｓ：ｄｏｍａｉｎ ｒｄ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ｐｏｒｔａｌ．ｏｒｇ／ｔｒａｎｓｌａ唱

ｔｉｏｎｓ／ＳＵＭＯ．ｏｗｌ＃Ｂｕｉｌｄｉｎｇ＂／枛

枙 ｒｄｆｓ：ｒａｎｇｅ ｒｄ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ｐｏｒｔａｌ．ｏｒｇ／ｔｒａｎｓｌａ唱
ｔｉｏｎｓ／ＳＵＭＯ．ｏｗｌ＃Ｒｏａｄｗａｙ＂／枛

枙 ／ｏｗｌ：ＯｂｊｅｃｔＰｒｏｐｅｒｔｙ枛
（ｂ）交通本体（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ＴＯ）。 该本体提供

与交通信息相关的概念与关系，又分为静态本体和事件本体两
类。 其中静态本体描述固有的、实物性的概念，如车辆、红绿
灯、站台、乘客等；事件本体则描述临时的、动作类的概念，如堵
车、交通事故、加油等。

（ｃ）多媒体本体（ｍｕｌｔｉｍｅｄｉａ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ＭＯ）。 交通视频数
据是智能交通决策支持系统中，用于交通流量预测、交通事故
鉴定、交通路径诱导等高层决策支持的重要数据源。 为满足多
媒体语义信息和形象特征信息的整合，本文采用多媒体内容描
述接口 ＭＰＥＧ唱７ 的概念扩展———基于 ＭＰＥＧ唱７ 架构的多媒体
本体［９］ 。 ＭＰＥＧ唱７是 ＭＰＥＧ组织制定的国际标准，它规定了一
组能充分有效描述各种多媒体信息的描述器以及它们之间的

内在联系，通过其定义的描述定义语言 ＤＤＬ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ｄｅｆｉ唱
ｎｉｔｉｏ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形成标准化的 ＸＭＬ Ｓｃｈｅｍａ 描述，提供了一个
通用、灵活、可扩展的多媒体内容描述机制 ＭＤＳ（ｍｕｌｔｉｍｅｄｉａ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ｅｓ）用于描述多媒体环境中的视觉信息和音频
信息。 通过与 ＭＰＥＧ唱７架构的整合，本文利用所定义的多媒体
本体对图像、图形、图片等多媒体文件进行符合交通领域信息
（如车祸地点、发生时间、发生车辆等）的语义文字描述，为基
于语义文本的交通监控多媒体文件查找提供语义基础。

（ｄ）交通组织本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ＯＯ）。 交通网格
决策支持系统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实现各部门协同工作，因此需
要定义各个部门的相互关系与数据权限。 本文采用根据中国
智能交通系统体系框架建立的交通组织本体，为组织之间的协
作提供知识表示，包括交通管理中心、旅客运输部门、交通信息
服务提供商、紧急事件管理部门、基础设施管理部门、货物运输
服务提供者、政府执法部门。

４）应用本体层（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应用本体是在领域
本体的基础上建立的与具体系统应用相关的概念与关系集合，
如车辆诊断维护本体、交通事故处理本体等。 单一的应用本体
均与一个特定的应用相关联，可以采用事先定义的方式存储于
本体库中，也可利用本体编辑工具从领域本体中分离概念进行
实时编辑。 用户通过对应用本体中概念的选择、组合并输入
枙属性—值枛对描述，完成对特定应用中异构资源的查询与整
合，保证跨子系统应用的实现。

2　交通网格决策本体应用场景
2. 1　四层交通决策本体模型的应用范围

基于 ＳＵＭＯ的四层交通决策本体模型为基于网格的智能
交通决策支持系统跨领域、多部门的协作奠定了知识基础，它

的应用能够提供以下传统 ＩＴＳ所难以提供的非平凡的决策支
持功能。

１）基于网格的数据集成　网格平台运用网络技术与通信
协议为分散在各地、各个 ＩＴＳ子系统之间的异构数据库提供了
一致的数据访问服务接口。 通过网格中间件将远程异地、异构
的数据库无缝地组织起来，可以建立起网格层次上的统一虚拟
数据库，实现远程大规模异构数据的物理与结构集成，为分布
式大规模数据挖掘提供了平台支持。

２）基于语义的交通信息集成　通过对虚拟数据库上数据
资源的本体概念化描述，使用语义查询语句对物理集成的数据
资源进行语义查询与组合。 同时，对大规模数据挖掘所得到的
数据实例进行基于语义的二次集成，建立信息层次上的相互联
系，为信息的有效共享提供保证。

３）基于语义的交通服务集成　利用对用户的交通服务请
求进行基于本体的服务查找及匹配处理，通过诱导的方式提供
与用户需求相同或相似的交通服务来帮助用户进行服务的选

择与交通工作流的定义，促进子系统内的服务集成并建立相应
的语义案例库。

４）基于语义的交通应用集成　基于网格的交通决策支持
系统是一个跨领域的分布式决策支持系统。 组织内各领域子
系统通过 ＳＵＭＯ这个一致的上层本体基础进行本体集间的映
射，建立共同的知识库。 利用共同知识库对各系统模块进行服
务封装和语义描述，提供应用集成的语义服务配置与管理，实
现跨领域系统的决策资源共享和协同调度工作。

2. 2　基于语义的信息获取流程
基于语义的交通信息获取是交通网格信息集成的基础。

采用符合 ＯＧＳＡ规范的网格服务作为本体应用的统一操作单
元，系统基于本体的信息获取及关联应用所涉及的网格服务流
程定义如图 ２所示。

１）问题提交　用户利用本体层次模型中应用本体所定义
的与系统功能相关联的概念与属性对应的 Ｓｉｎｉｃａ ＢＯＷ中文词
汇库进行求解问题的描述。 其中问题的描述采用枙属性—值枛
对的形式进行表示，并提交给信息处理服务进行信息获取。

２）信息处理服务　接收交通网格用户提供的中文问题参
数，并通过对其他服务的调用完成信息获取功能。

３）翻译服务　借助 Ｓｉｎｉｃａ ＢＯＷ的中英文概念互译模型对
中文决策问题描述信息进行英文化处理。

４）本体服务　对已英文化的决策问题参数进行相关本体
文件的获取及概念的匹配。

５）推理服务　对本体文件中涉及到问题参数的相关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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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基于知识库的推理，获取概念与属性实例间的约束关系。
６）数据服务　利用本体实例查询语言结合参数选择的约

束条件对与决策问题参数相关的属性值进行实例化查询与匹

配，通过本体概念属性与各异构数据库字段之间的映射关系获
取决策支持所需要的集成信息。

2畅3　交通网格决策本体应用场景举例
城市交通应急系统是智能交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

要功能是处理城市道路交通突发事件，包括重特大交通事故、
严重的交通堵塞、道路及相邻区域的治安事件等。 城市交通应
急处理的过程通常需要多个部门的协同工作和统一调度完成，
如公安交警的事故现场保护和应急救援，公安消防的消防救
护、化学物品的应急抢救，卫生部门的医疗抢救等。 但由于各
道路交通事故应急系统分散于多个部门，各部门根据自身应急
救援的特点建立了相对独立的应急系统体系，其信息和资源难
以集成与共享，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城市交通应急系统功效的发
挥。 利用本文采取的四层本体结构，可以在对遗留系统作很小
改动的基础上，通过本体概念及关系的映射，将参与应急的多
个子系统的信息进行有效的集成，最终得到所需要的信息以提
供交通应急的决策支持。 本文模拟了南方某市公交车辆在某
路口发生特大交通事故的场景，其涉及到的部门子系统处理事
件包括：

ａ）公交运营系统。 增开公交车辆，就近选择维修站点进
行车辆的拖运及维修。

ｂ）１２２接处警系统。 调用路口监控录像进行交通事故分
析及交通车辆疏导。

ｃ）１１９火警系统。 确定是否需要增派消防提供车辆破拆
等方面的帮助。

ｄ）医疗急救系统。 通过医院位置、医护人员、设备要求、
当前医疗能力等信息选择就近医院进行事故人员抢救。

ｅ）交通诱导系统。 通过交通诱导减少车祸发生路段的车
堵情况。

图 ３表示了基于本体的公交车祸处理实例中部分信息集
成后的相互关系。 其中，ＴＯ：ｔｒａｆｆｉｃＡｃｃｉｄｅｎｔ通过 ＴＯ：ｈａｐｐｅｎｓＷｈｅｎ
与车祸发生时间关联，通过 ＴＯ：ｈａｐｐｅｎｓＷｈｅｒｅ与车祸发生地点
关联；ＭＯ：ｃａｍｅｒａ通过 ＴＯ：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ｔ与车祸地点关联，以提供
交通监控视频信息；ＧＯ：ｈｏｓｐｉｔａｌ与 ＧＯ：ｇａｒａｇｅ则通过 ＧＯ：ｎｅａｒ
与车祸发生地点相关联，以提供最近医院和维修点信息。

用户采用 ２．２节提出的基于本体的信息获取流程，首先选
择交通事故处理本体并利用用户界面进行概念属性的关联，建
立起实例的事故处理信息模型，如通过“邻接”属性关联事故

点位置与医院、交警、火警、修理厂等，利用“摄制”属性表示事
故与事故图片的关联关系；其次，对构建的事故处理信息模型
进行已有信息枙属性—值枛对的初始化，包括事故点位置、事故
损失情况、事故情形、事故环境等，并提交给信息处理服务进行
信息处理；信息处理服务调用其他内部服务进行实例信息的获
取；最后，参考知识库、规则库中对交通事故处理中相关问题的
约束条件，如对事故人员伤亡所需医疗设施、医疗能力等信息
的筛选条件，通过权重设置对最终查询所涉及的实例化信息进
行排序，选出最优的事故处理方案供用户使用。 相应的，也可
根据信息对预案库及案例库进行基于语义的匹配与查找得到

交通诱导方案支持。

3　结束语
本文阐述了在 ＩＴＳ系统中引入基于网格的资源共享与协

同调度平台和基于本体的资源表示与描述方法的重要性，分析
了目前交通本体构建及应用方法的不足，提出了基于 ＳＵＭＯ
的交通网格决策本体层次模型。 通过引入通用上层本体 ＳＵ唱
ＭＯ，构建了具有中英文对照及丰富词汇基础的交通网格决策
资源本体集，解决了传统本体构建方法所造成的本体集成难度
高、耗时久、不支持中文推理的问题。 该框架具有良好的开放
性和适用性，使得交通网格环境下分布式异构交通信息的访问
和集成成为可能，也为网格环境下其他领域本体模型的构建提
供了方法指导。
下阶段笔者将重心放到交通决策本体集的应用研究上，如

基于本体的交通网格服务体系结构设计、基于本体的交通网格
的案例表示与查询推理、基于本体的交通网格工作流设计等研
究课题上，完善基于本体的交通网格系统结构与运作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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