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院 随着交通行业的快速发展和智能交通系统的

广泛应用袁大量交通数据不断生成和累积袁对数据治

理带来了更高的要求遥 本文以微服务架构为基础袁结
合中国交通行业的实际情况袁 探讨交通行业数据治

理的关键问题及解决方案遥 通过分析交通行业大数

据应用的现状和典型数据特征袁 提出了一种基于微

服务架构的数据治理框架袁涵盖了数据采集尧清洗尧
存储尧分析尧隐私保护尧质量管理尧共享与开放以及法

律法规合规等方面遥 本文旨在为致力于交通行业数

字化转型的数据治理团队提供有效参考与帮助遥
关键词院交通大数据曰数据治理曰微服务曰数据隐私保

护曰数据共享

引言
近年来袁 随着交通行业的发展和智能交通系

统的应用袁大量交通数据被生成和积累袁数据治理

的问题逐渐由企业扩展至政府领域袁 成为学术界

研究的热点[1]遥交通行业作为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柱袁
其数据治理水平对整个社会的运行和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遥 随着大数据尧云计算尧物联网等技术的发

展袁交通行业数据呈现出爆炸式增长袁数据类型和

来源日趋多样化[2]遥 这使得交通行业数据治理面临

诸多挑战袁如数据质量尧数据安全尧数据隐私尧数据

共享等遥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袁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

微服务架构的交通行业数据治理框架遥

交通行业大数据特征及应用中的

问题
1.数据类型多样尧数据量大

交通行业数据包括结构化数据 渊如数据库中

的表数据冤尧半结构化数据渊如 XML尧JSON 等格式

的数据冤和非结构化数据渊如图像尧视频尧文本等冤遥
数据产生速度快袁数据量大袁如实时定位数据尧报
警数据袁对数据存储和处理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遥

2.数据实时性要求高

数据的实时性要求较高袁如实时路况信息尧交
通拥堵预测等袁需要快速响应和处理遥 为了满足这

些需求袁数据处理系统需要具备低延迟尧高吞吐量

的特点袁 以便在有限的时间内分析和处理大量实

时数据遥
3.数据安全性和隐私保护要求高

交通数据中可能包含个人隐私信息袁 如位置

数据尧出行记录等袁如何在保障数据安全和隐私的

前提下进行数据治理成为一大挑战遥 此外袁交通数

据还涉及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等方面的问题袁因
此需要在数据收集尧 存储和处理过程中确保数据

的安全性和合规性遥
4.数据地域性强

交通数据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袁 不同地区

的交通状况尧 道路状况和出行需求差异较大遥 因

此袁在进行交通大数据分析时袁需要充分考虑地域

基于微服务架构的
城市交通大数据治理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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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袁 以便为各地区提供更有针对性的交通优化

建议和措施遥
5.数据共享与协同需求

交通行业涉及多个部门和企业袁如政府部门尧
公共交通公司尧出租车公司等遥 为了实现交通行业

的高效治理袁 需要在这些部门和企业之间实现数

据共享和协同遥 这要求数据治理框架具备良好的

互操作性和标准化袁 以便在不同系统和平台之间

实现顺畅的数据交换遥
基于微服务架构的数据治理框架
一个基于云计算和微服务架构的数据治理框

架可以有效解决交通行业大数据应用中的问题遥

这个框架包含数据采集与集成尧实时数据处理与分

析尧数据存储与管理尧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尧数据共

享与协同尧微服务架构六大方面遥
1.数据采集与集成

如图 1 所示袁该框架利用各种数据采集工具和

接入程序袁实时收集来自不同来源的交通数据袁如
传感器尧监控摄像头尧GPS 设备尧公共交通系统等遥
数据接入程序负责对原始数据进行清洗尧去重尧格
式转换等操作袁以提高数据质量遥 数据治理服务根

据数据标准对数据进行深度融合和加工袁数据集成

模块将整合不同来源的结构化尧半结构化和非结构

化数据袁为后续分析提供统一的数据视图遥

2.实时数据处理与分析

如图 1 所示袁 该框架使用流处理技术渊Apache
Kafka冤对实时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遥实时数据处理

模块可以对交通状况尧 拥堵情况等进行实时监测

和预测袁 为交通管理部门提供实时决策支持遥 此

外袁 利用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技术可以从海量交

通数据中挖掘有价值的信息和模式袁 为交通优化

提供智能建议遥
3.数据存储与管理

该框架采用 Clickouse 存储大量交通数据袁能
够提高存储能力袁 满足数据量大和地域性强的挑

战遥 同时袁通过数据分层存储策略袁将热数据存储

在高速缓存渊Redis冤中袁以提高数据访问速度遥
4.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

为确保数据在传输和存储过程中的安全性袁
该框架采用加密技术对数据进行加密袁支持 SM4尧

AES尧SM3尧FPE尧XGS 等加密算法遥 对于涉及个人

隐私和国家安全的数据袁使用数据脱敏渊如数据掩

码尧伪造数据等冤和访问控制技术袁确保只有授权

用户可以访问敏感数据遥 同时袁 遵守相关法律法

规袁确保数据治理的合规性遥
5.数据共享与协同

该框架构建了数据共享平台袁 通过 API 和数

据交换规范实现跨部门和企业的数据共享遥 数据

共享平台可提供数据质量评估尧 数据血缘分析等

功能袁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尧完整性和一致性遥 此

外袁平台可支持数据权限管理袁以便在保护隐私的

同时实现数据共享遥 图 2 是静态数据共享流程袁对
于动态数据袁会根据交通实时数据的数据紧凑性尧
交换实时性和基于数据流的交换特点袁 建设有别

于基于报文交互式的服务调用通道的交通实时数

据交换通道遥

图 1 数据采集清洗入库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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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微服务架构

该框架采用微服务架构 渊如 Spring Cloud尧Is鄄
tio冤组织各个数据处理和分析模块袁 实现模块化尧

解耦合可扩展性遥 微服务架构有助于快速响应不

断变化的业务需求袁 提高系统的灵活性和可维护

性遥 技术架构如图 3 所示遥

图 2 数据共享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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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微服务架构的交通行业

数据治理框架袁能够为交通管理部门尧企业和公众

提供高质量的数据服务袁助力实现智能交通和城市

可持续发展袁已在宝鸡市交通管理局的实际案例中

取得了良好效果遥然而袁仍存在一些挑战和局限性袁
如非结构化数据处理尧数据源变化尧数据共享与隐

私保护之间的平衡等遥 为应对这些挑战袁采用了自

研的数据集成工具处理非结构化数据曰引入数据版

本控制应对数据源变化曰 以及采用数据脱敏技术

渊如数据掩码尧伪造数据等冤对敏感数据进行处理曰
采用加密技术渊如 AES尧RSA冤对数据进行加密存储

和传输曰在保护隐私的同时实现数据共享遥
未来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向展开院一是研究

新兴技术渊如区块链尧人工智能等冤在交通行业数据

治理中的应用曰二是探讨如何进一步完善和优化现

有数据治理框架袁以适应不断变化的需求曰三是深

入研究数据治理过程中的伦理和法律问题袁确保数

据治理的合规性和道德性遥通过优化和完善这一框

架袁不断为交通行业数据治理领域的发展提供有力

支持遥
（作者单位：厦门卫星定位应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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