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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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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智能交通系统的不断进步，对车辆行驶数据的分析和挖

掘变得越来越重要。车辆目的地推测作为智能交通系统的重

要组成部分，可以为交通规划、导航服务、车辆调度等提供

有力支持。

智能化交通系统的发展

在车辆目的地推测中，时空搜索优化是提高预测准确性和效

率的关键。通过优化搜索算法和模型，可以更准确地预测车

辆的目的地，为相关应用提供更可靠的数据支持。

时空搜索优化的需求

研究背景与意义



国内外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外在车辆目的地推测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一些研究基于

历史轨迹数据进行目的地预测，另一些则利用实时交通信息进行推断。同时，深

度学习、机器学习等技术在车辆目的地推测中也得到了广泛应用。

发展趋势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不断发展，车辆目的地推测的研究和应用将呈现

以下趋势：数据驱动的方法将越来越重要；多源数据融合将成为提高预测精度的

关键；实时性和动态性将成为研究的重点。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研究内容

本研究旨在通过优化时空搜索算法和模型，提高车辆目的地推测的准确性和效率。具体内

容包括：分析车辆行驶数据的时空特征；设计高效的时空搜索算法；构建和优化车辆目的

地推测模型。

研究目的

通过本研究，期望达到以下目的：提高车辆目的地推测的准确性；降低预测误差和计算成

本；为智能交通系统和相关应用提供更可靠的数据支持。

研究方法

本研究将采用以下方法：收集和处理车辆行驶数据；利用统计分析和机器学习方法分析数

据特征；设计并实现高效的时空搜索算法；构建和优化基于深度学习的车辆目的地推测模

型；通过实验验证模型的有效性和性能。

研究内容、目的和方法



车辆目的地推测基础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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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事件模型

将时空变化视为事件，通过事件序列表达时空数据的动态性。

01

时空立方体模型

将时间和空间维度结合，构建三维立方体进行数据存储和表达。

02

时空轨迹模型

基于移动对象的连续位置信息，构建时空轨迹，表达对象的移

动路径。

时空数据模型与表达



    

目的地推测算法分类及原理

基于规则的方法

利用预设规则或模式匹配进行目的地

推测，如基于历史轨迹的相似性匹配。

基于统计的方法

运用统计学方法分析车辆行驶数据，

揭示目的地与行驶特征之间的关联。

基于机器学习的方法

利用机器学习算法训练模型，根据车

辆行驶数据预测目的地。



建立高效的时空索引结构，提高时空数据的
查询效率。

时空索引技术

根据时空约束条件，对搜索空间进行剪枝，
减少无效搜索。

时空剪枝策略

利用并行计算技术，加速时空搜索过程，提
高处理效率。

并行化处理方法

运用启发式搜索算法，如A*算法、Dijkstra
算法等，优化时空搜索路径。

启发式搜索算法

时空搜索优化策略与方法



基于历史轨迹数据的车辆目的地
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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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GPS定位数据、车载传感器数据、地图数据等

数据来源

数据清洗、轨迹分段、地图匹配等

数据预处理

基于已知目的地的轨迹数据进行标注，用于模型

训练

数据标注

历史轨迹数据来源及预处理



轨迹数据挖掘

频繁模式挖掘、异常检测、聚类分析等

特征提取

时空特征、驾驶行为特征、环境特征等

特征选择

基于相关性分析、特征重要性评估等方法进行特征选择

轨迹数据挖掘与特征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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