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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开的基于道路交通环境复杂度分类分

级计算方法，根据道路交通环境地形及道路类

别、道路交通环境标志、道路交通环境标线、道路

交通环境附属设施和建筑绿化要素的复杂度的

计权组合而成道路交通环境的静态要素复杂度；

根据道路交通环境天时类别、道路交通环境的交

通参与者的复杂度的计权组合而成道路交通环

境的动态要素复杂度；根据道路交通环境的静态

要素复杂度、道路交通环境的静态要素复杂度系

数、道路交通环境的动态要素复杂度和道路交通

环境的动态要素复杂度系数计算得到道路交通

分类分级的环境复杂度。以道路交通的基本要素

为基础实现道路交通环境全覆盖，解决构建道路

交通场景不可穷举的重大问题，能够定量评估道

路交通环境要素及复杂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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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道路交通环境复杂度分类分级计算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

根据所述道路交通环境地形及道路类别、道路交通环境标志、道路交通环境标线、道路

交通环境附属设施和建筑绿化要素的复杂度的计权组合而成道路交通环境的静态要素复

杂度；

根据道路交通环境天时类别、道路交通环境的交通参与者的复杂度的计权组合而成道

路交通环境的动态要素复杂度；

根据道路交通环境的静态要素复杂度、道路交通环境的静态要素复杂度系数、道路交

通环境的动态要素复杂度和道路交通环境的动态要素复杂度系数计算得到道路交通分类

分级的环境复杂度。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道路交通环境复杂度分类分级计算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道路交通环境地形及道路类别的复杂度由道路交通环境地形地貌类别、道路交通

环境道路类别、道路交通环境道路区段类别、道路交通环境路面类别、道路交通环境车道数

量的基本复杂度的计权组合而成；

所述道路交通环境标志的复杂度由警告标志、禁令标志、指示标志、一般道路指路标

志、高速公路及城市快速路指路标志、旅游区标志、作业区标志、告示和辅助标志的基本复

杂度的计权组合而成；

所述道路交通环境标线的复杂度由指示标线、禁止标线、警告标线的基本复杂度的计

权组合而成；

所述道路交通环境附属设施和建筑绿化要素的复杂度由除交通标志和标线外的交通

安全设施、服务设施、交通管理设施、道路附属设施、绿化工程、道路沿线的相关设施的基本

复杂度的计权组合而成。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道路交通环境复杂度分类分级计算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道路交通环境天时类别的复杂度由道路交通环境气象类别、道路交通环境气温类

别、道路交通环境时间类别的基本复杂度的计权组合而成；

所述道路交通环境的交通参与者的复杂度由行人、非机动车、机动车、可变信息、动物

的基本复杂度的计权组合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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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道路交通环境复杂度分类分级计算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公开属于道路交通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基于道路交通环境复杂度分类分级

计算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驾驶行为的刺激感知来自交通环境，而交通环境是作用于道路交通参与者的所有

外界影响与力量的总和，包括道路状况、交通设施、地物地貌、气象条件，以及其他交通参与

者的交通活动等，但是这些道路状况、设施及条件在一定区间连续或离散变化，存在道路交

通场景不可穷举的重大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有鉴于此，本公开提出了一种基于道路交通环境复杂度分类分级计算方法，能够

以道路交通的基本要素为基础实现道路交通环境全覆盖，解决了构建道路交通场景不可穷

举的重大问题；能够定量评估道路交通环境要素及复杂程度，为有人驾驶行为及无人驾驶

智能行为分析提供定量评估依据，为车辆高级辅助驾驶和无人驾驶系统研究开发及测试评

价提供定量技术支撑。

[0004] 根据本公开的一方面，提出了一种基于道路交通环境复杂度分类分级计算方法，

所述方法包括：根据所述道路交通环境地形及道路类别、道路交通环境标志、道路交通环境

标线、道路交通环境附属设施和建筑绿化要素的复杂度的计权组合而成道路交通环境的静

态要素复杂度；

[0005] 根据道路交通环境天时类别、道路交通环境的交通参与者的复杂度的计权组合而

成道路交通环境的动态要素复杂度；

[0006] 根据道路交通环境的静态要素复杂度、道路交通环境的静态要素复杂度系数、道

路交通环境的动态要素复杂度和道路交通环境的动态要素复杂度系数计算得到道路交通

分类分级的环境复杂度。

[0007] 在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道路交通环境地形及道路类别的复杂度由道路交

通环境地形地貌类别、道路交通环境道路类别、道路交通环境道路区段类别、道路交通环境

路面类别、道路交通环境车道数量的基本复杂度的计权组合而成；

[0008] 所述道路交通环境标志的复杂度由警告标志、禁令标志、指示标志、一般道路指路

标志、高速公路及城市快速路指路标志、旅游区标志、作业区标志、告示和辅助标志的基本

复杂度的计权组合而成；

[0009] 所述道路交通环境标线的复杂度由指示标线、禁止标线、警告标线的基本复杂度

的计权组合而成；

[0010] 所述道路交通环境附属设施和建筑绿化要素的复杂度由除交通标志和标线外的

交通安全设施、服务设施、交通管理设施、道路附属设施、绿化工程、道路沿线的相关设施的

基本复杂度的计权组合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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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在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中，所述道路交通环境天时类别的复杂度由道路交通环境

气象类别、道路交通环境气温类别、道路交通环境时间类别的基本复杂度的计权组合而成；

[0012] 所述道路交通环境的交通参与者的复杂度由行人、非机动车、机动车、可变信息、

动物的基本复杂度的计权组合而成。

[0013] 本公开的基于道路交通环境复杂度分类分级计算方法，通过包括：根据所述道路

交通环境地形及道路类别、道路交通环境标志、道路交通环境标线、道路交通环境附属设施

和建筑绿化要素的复杂度的计权组合而成道路交通环境的静态要素复杂度；根据道路交通

环境天时类别、道路交通环境的交通参与者的复杂度的计权组合而成道路交通环境的动态

要素复杂度；根据道路交通环境的静态要素复杂度、道路交通环境的静态要素复杂度系数、

道路交通环境的动态要素复杂度和道路交通环境的动态要素复杂度系数计算得到道路交

通分类分级的环境复杂度。能够以道路交通的基本要素为基础实现道路交通环境全覆盖，

解决了构建道路交通场景不可穷举的重大问题；能够定量评估道路交通环境要素及复杂程

度，为有人驾驶行为及无人驾驶智能行为分析提供定量评估依据，为车辆高级辅助驾驶和

无人驾驶系统研究开发及测试评价提供定量技术支撑。

[0014] 根据下面参考附图对示例性实施例的详细说明，本公开的其它特征及方面将变得

清楚。

附图说明

[0015] 包含在说明书中并且构成说明书的一部分的附图与说明书一起示出了本公开的

示例性实施例、特征和方面，并且用于解释本公开的原理。

[0016] 图1示出根据本公开一实施例的基于道路交通环境复杂度分类分级计算方法流程

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以下将参考附图详细说明本公开的各种示例性实施例、特征和方面。附图中相同

的附图标记表示功能相同或相似的元件。尽管在附图中示出了实施例的各种方面，但是除

非特别指出，不必按比例绘制附图。

[0018] 在这里专用的词“示例性”意为“用作例子、实施例或说明性”。这里作为“示例性”

所说明的任何实施例不必解释为优于或好于其它实施例。

[0019] 另外，为了更好的说明本公开，在下文的具体实施方式中给出了众多的具体细节。

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理解，没有某些具体细节，本公开同样可以实施。在一些实例中，对于

本领域技术人员熟知的方法、手段、元件和电路未作详细描述，以便于凸显本公开的主旨。

[0020] 80％以上的交通环境刺激来自于视觉，以视觉刺激为输入，以不同复杂程度的交

通环境产生不同的刺激感知为输出，依据有人驾驶行为及无人驾驶智能行为信息加工模

型，定量评估道路交通环境要素及复杂程度，为有人驾驶行为及无人驾驶智能行为分析提

供定量评估依据，为车辆高级辅助驾驶和无人驾驶系统研究开发及测试评价提供定量技术

支撑。

[0021] 本公开基于被测自动驾驶车辆驾驶视点(参照有人驾驶眼椭圆位置，以下均称视

点)为基准，提出一种道路交通环境复杂度分类分级计算方法。该计算方法综合得出一系列

说　明　书 2/9 页

4

CN 112183654 A

4



系数指标，按道路交通静态要素和动态要素分类分级计算方法。道路交通静态要素综合了

地形地貌、道路、道路区段、路面、车道数、平曲线、竖曲线、标志、标线和附属设施及建筑绿

化10个类别，道路交通动态要素综合了气象、气温、时间和交通参与者4个类别，确定了各个

类别基本复杂并以中华传统时辰定义时间类别，其中，时间类别突出了中国传统“时辰区

间”统计分析分类并明确白天、夜间、上午、下午的20小时计时关系，如表1所示。

[0022] 图1示出根据本公开一实施例的基于道路交通环境复杂度分类分级计算方法流程

图。如图1所示，该方法可以包括：

[0023] 步骤S1：根据道路交通环境地形及道路类别、道路交通环境标志、道路交通环境标

线、道路交通环境附属设施和建筑绿化要素的复杂度的计权组合而成道路交通环境的静态

要素复杂度。

[0024] 道路交通环境静态要素复杂度CJ由道路交通环境地形及道路类别、道路交通环境

标志、道路交通环境标线、道路交通环境附属设施和建筑绿化要素的复杂度计权组合而成，

如式(1)所示：

[0025] CJ＝θJ(α1-7C1-7+αACBZ+αBCBX+αCCFSSS)     式(1)，

[0026] 其中，C1-7为道路交通环境地形及道路类别复杂度；CBZ为道路交通环境标志复杂

度；CBX为道路交通环境标线复杂度；CFSSS为道路交通环境附属设施和建筑绿化要素复杂度；

α1-7为道路交通环境地形及道路类别复杂度系数，这里α1-7＝0.35；αA为道路交通环境标志

复杂度系数，这里αA＝0.25；αB为道路交通环境标线复杂度系数，这里αB＝0.25；αC为道路交

通环境附属设施和建筑绿化要素复杂度系数，这里αC＝0.15；θJ为道路交通环境静态要素复

杂度信息熵系数。

[0027] 依据信息熵理论，道路交通环境静态要素复杂度信息熵系数如式(2)所示：

[0028]

[0029] 其中， 为第i(i＝1～k)个道路交通环境静态要素的概率。

[0030] 在一示例中，道路交通环境地形及道路类别的复杂度C1-7由道路交通环境地形地

貌类别、道路交通环境道路类别、道路交通环境道路区段类别、道路交通环境路面类别、道

路交通环境车道数量、道路交通环境道路平曲线以及道路交通环境道路竖曲线的基本复杂

度的计权组合而成，如式(3)所示：

[0031]

[0032] 其中， 为道路交通环境地形地貌类别的基本复杂度； 为道路交通环境

道路类别的基本复杂度； 为道路交通环境道路区段类别的基本复杂度； 为道路交

通环境路面类别的基本复杂度； 为道路交通环境车道数的基本复杂度； 为道路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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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环境道路平曲线的基本复杂度； 为道路交通环境道路竖曲线的基本复杂度；FDXDMLB

(S,t)为基于视点所在空间S及时间t的道路交通环境地形地貌类别时空函数；FDLLB(S,t)为

基于视点所在空间S及时间t的道路交通环境道路类别时空函数；FDLQDLB(S,t)为基于视点所

在空间S及时间t的道路交通环境道路区段类别时空函数；FLMLB(S,t)为基于视点所在空间S

及时间t的道路交通环境路面类别时空函数；FCDS(S,t)为基于视点所在空间S及时间t的道

路交通环境车道数时空函数；FDLPQXLB(S,t)为基于视点所在空间S及时间t的道路交通环境

道路平曲线时空函数；FDLSQXLB(S,t)为基于视点所在空间S及时间t的道路交通环境道路竖

曲线时空函数；α1为道路交通环境地形地貌类别的复杂度系数，这里α1＝0.13；α2为道路交

通环境道路类别的复杂度系数，这里α2＝0.20；α3为道路交通环境道路区段类别的复杂度系

数，这里α3＝0.20；α4为道路交通环境路面类别的复杂度系数，例如可以0.15；α5为道路交通

环境车道数的复杂度系数，例如可以0.15；α6为道路交通环境道路平曲线的复杂度系数，例

如可以0.15；α7为道路交通环境道路竖曲线的复杂度系数，例如可以0.15。

[0033] 其中，道路交通环境地形地貌类别可以包括：平原、高原、山地、丘陵、盆地、戈壁、

沙漠、海洋、湖泊、沼泽和江河等，则对应的基本复杂度分别为：20、35、65、50、30、40、55、70、

75、80和80。

[0034] 道路交通环境道路类别可以包括：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二级公路、三级公路、四级

公路、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支路、辅路、服务区、收费站、停车场和广场等，则对应的基本

复杂度分别为：20、30、40、50、60、30、40、50、60、50、50、60、75和80。

[0035] 道路交通环境道路区段类别可以包括：直线路段、曲线路段、互通式立体交叉、分

离式立体交叉、平面丁字交叉、平面Y型交叉、平面十字交叉、平面环形交叉、其他平面交叉、

桥梁、涵洞和隧道等，则对应的基本复杂度分别为：20、50、65、35、80、80、80、65、70、50、40和

65。

[0036] 道路交通环境路面类别可以包括：沥青混凝土干燥路面、水泥混凝土干燥路面、沥

青贯入干燥路面、沥青碎石干燥路面、水泥干燥路面、砂石干燥路面、干燥土路、干燥砌块路

面、潮湿路面、积水路面、越野路和冰雪路等，则对应的基本复杂度分别为：25、20、30、35、

30、25、50、60、70、65、70、70和80。

[0037] 道路交通环境车道数量可以包括：双向十道以上、双向十车道、双向八车道、双向

六车道、双向四车道、双车道、单车道和无车道，则对应的基本复杂度分别为：25、20、25、30、

40、50、70和80。

[0038] 道路交通环境道路平曲线类别可以包括：直线和平曲线，平曲线可以包括大弯、中

弯、小弯、急弯和特急弯。其中，直线对应的基本复杂度为20，大弯、中弯、小弯、急弯和特急

弯对应的基本复杂度分别为30、40、55、70和80。

[0039] 道路交通环境道路竖曲线类别可以包括：水平、纵坡坡度、凸形竖曲线和凹形竖曲

线，其中，纵坡坡度可以包括小纵坡、中纵坡、大纵坡、陡坡和特陡坡；凸形竖曲线可以包括

平凸、较凸、特凸；凹形竖曲线可以包括平凹、较凹和特凹。水平对应的基本复杂度为20；小

纵坡、中纵坡、大纵坡、陡坡和特陡坡对应的基本复杂度分别为30、40、55、70和80；平凸、较

凸、特凸对应的基本复杂度分别为20、50和80；平凹、较凹和特凹对应的基本复杂度分别为

20、50和80。

[0040] 在一实例中，道路交通环境标志的复杂度可以由警告标志、禁令标志、指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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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道路指路标志、高速公路及城市快速路指路标志、旅游区标志、作业区标志、告示和辅

助标志的基本复杂度的计权组合而成。

[0041] 例如，道路交通环境标志类别按道路交通标志复杂程度归为警告标志、禁令标志、

指示标志、一般指路标志、高速公路及城市快速路指路标志、旅游区标志、作业区标志、告示

和辅助标志、其他标志等9个大类，91个中类，319个小类，组成三个层次。如式(4)所示：

[0042]

[0043]

[0044] 其中， 为道路交通环境警告标志的基本复杂度； 为道路交通环境禁令标志

的基本复杂度； 为道路交通环境指示标志的基本复杂度； 为道路交通环境一般道

路指路标志的基本复杂度； 为道路交通环境高速公路及城市快速路指路标志的基本

复杂度； 为道路交通环境旅游区标志的基本复杂度； 为道路交通环境作业区标志

的基本复杂度； 为道路交通环境告示和辅助标志的基本复杂度； 为道路交通环境

其他标志的基本复杂度； 为基于视点到标志支撑距离d及方位角 的道路交通环境

标志距离方位函数；NJGBZ为道路交通环境要素范围的警告标志数量；NJLBZ为道路交通环境要

素范围的禁令标志数量；NZSBZ为道路交通环境要素范围的指示标志数量；NYBZLBZ为道路交通

环境要素范围的一般道路指路标志数量；NGSZLBZ为道路交通环境要素范围的高速公路及城

市快速路指路标志数量；NLYQBZ为道路交通环境要素范围的旅游区标志数量；NZYQBZ为道路交

通环境要素范围的作业区标志数量；NFZBZ为道路交通环境要素范围的告示和辅助标志数

量；NQTBZ为道路交通环境要素范围的其他标志数量；αA1为道路交通环境警告标志的复杂度

系数，例如可以为2.00；αA2为道路交通环境禁令标志的复杂度系数，例如可以为2.00；αA3为

道路交通环境指示标志的复杂度系数，例如可以为2.00；αA4为道路交通环境一般道路指路

标志的复杂度系数，例如可以为2.00；αA5为道路交通环境高速公路及城市快速路指路标志

的复杂度系数，例如可以为2.00；αA6为道路交通环境旅游区标志的复杂度系数，例如可以为

2.00；αA7为道路交通环境作业区标志的复杂度系数，例如可以为2.00；αA8为道路交通环境

告示和辅助标志的复杂度系数，例如可以为2.00；αA9为道路交通环境其他标志的复杂度系

数，例如可以为2.00，。

[0045] 在一示例中，道路交通环境标线的复杂度由指示标线、禁止标线、警告标线的基本

复杂度的计权组合而成。如式(5)所示，

[0046]

[0047] 其中， 为道路交通环境指示标线的基本复杂度； 为道路交通环境禁止标

线的基本复杂度； 为道路交通环境警告标线的基本复杂度； 为道路交通环境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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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线的基本复杂度； 为基于视点到标线中点距离d及方位角 的道路交通环境标线

距离方位函数；NZSBX为道路交通环境要素范围的指示标线数量；NJZBX为道路交通环境要素范

围的禁止标线数量；NJGBX为道路交通环境要素范围的警告标线数量；NQTBX为道路交通环境要

素范围的其他标线数量；αB1为道路交通环境指示标线的复杂度系数，例如可以为2.00；αB2

为道路交通环境禁止标线的复杂度系数，例如可以为2.00；αB3为道路交通环境警告标线的

复杂度系数，例如可以为2.00；αB9为道路交通环境其他标线的复杂度系数，例如可以为

2.00。

[0048] 在一示例中，道路交通环境附属设施和建筑绿化要素的复杂度由除交通标志和标

线外的交通安全设施、服务设施、交通管理设施、道路附属设施、绿化工程、道路沿线的相关

设施的基本复杂度的计权组合而成。如式(6)所示，

[0049]

[0050] 其中， 为道路交通环境除交通标志和标线外的交通安全设施的基本复杂度；

为道路交通环境服务设施的基本复杂度； 为道路交通环境交通管理设施的基本复

杂度； 为道路交通环境道路附属设施的基本复杂度； 为道路交通环境绿化工程的

基本复杂度； 为道路交通环境道路沿线的相关设施的基本复杂度； 为道路交通环

境其他附属设施和建筑绿化要素的基本复杂度； 为基于视点到附属设施和建筑绿

化要素主点距离d及方位角 的道路交通环境附属设施距离方位函数；NAQSS为道路交通环境

要素范围的除交通标志和标线外的交通安全设施数量；NFWSS为道路交通环境要素范围的服

务设施数量；NGLSS为道路交通环境要素范围的交通管理设施数量；NDLFSSS为道路交通环境要

素范围的道路附属设施数量；NLHGC为道路交通环境要素范围的绿化工程数量；NXGSS为道路交

通环境要素范围的道路沿线的相关设施数量；NQTFSSS为道路交通环境要素范围的其他附属

设施和建筑绿化要素数量；αC1为道路交通环境警告标志的复杂度系数，例如可以为2.00；

αC2为道路交通环境禁令标志的复杂度系数，例如可以为2.00；αC3为道路交通环境指示标志

的复杂度系数，例如可以为2.00；αC4为道路交通环境一般道路指路标志的复杂度系数，例如

可以为2.00；αC5为道路交通环境高速公路及城市快速路指路标志的复杂度系数，例如可以

为2.00；αC6为道路交通环境旅游区标志的复杂度系数，例如可以为2.00；αC9为道路交通环

境其他标志的复杂度系数，例如可以为2.00。

[0051] 步骤S2：根据道路交通环境天时类别、道路交通环境的交通参与者的复杂度的计

权组合而成道路交通环境的动态要素复杂度。

[0052] 路交通环境动态要素复杂度CD由道路交通环境天时类别、道路交通环境的交通参

与者的复杂度计权组合而成，如式(7)所示。

[0053] CD＝θD(β8-10C8-10+βDCJTCYZ)           式(7)

[0054] 其中，C8-10为道路交通环境天时类别复杂度；CJTCYZ为道路交通环境的交通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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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复杂度；β8-10为道路交通环境天时类别复杂度系数，例如可以为0.25；βD为道路交通环境

的交通参与者的复杂度系数，例如可以为0.75；θD为道路交通环境动态要素复杂度信息熵

系数。

[0055] 依据信息熵理论，道路交通环境动态要素复杂度信息熵系数如式(8)所示：

[0056]

[0057] 其中， 为第i(i＝1～m)个道路交通环境动态要素的概率。

[0058] 在一示例中，道路交通环境天时类别的复杂度由道路交通环境气象类别、道路交

通环境气温类别、道路交通环境时间类别的基本复杂度的计权组合而成，如式(9)所示，

[0059]

[0060] 其中， 为道路交通环境道路交通环境气象类别的基本复杂度； 为道路交

通环境道路交通环境气温类别的基本复杂度； 为道路交通环境道路交通环境时间类别

的基本复杂度；FQXLB(S,t)为基于视点所在空间S及时间t的道路交通环境道路交通环境气

象类别时空函数；FQWLB(S,t)为基于视点所在空间S及时间t的道路交通环境道路交通环境

气温类别时空函数；FSJLB(S,t)为基于视点所在空间s及时间t的道路交通环境道路交通环

境时间类别时空函数；α6为道路交通环境道路交通环境气象类别的复杂度系数，例如可以

为0.50；α7为道路交通环境道路交通环境气温类别的复杂度系数，例如可以为0.35；α8为道

路交通环境道路交通环境时间类别的复杂度系数，例如可以为0.40。

[0061] 例如，道路交通环境气象类别可以包括晴、多云、阴、雨、雷、雪、雾、风和沙，则对应

的基本复杂度分别为20、30、40、50、55、80、80、40和55。

[0062] 道路交通环境气温类别可以包括极低温(极寒)、低温(齐寒和酷寒)、寒冷(严寒和

深寒)、凉爽(清寒和寒凉)、温暖(温凉和暖热)、暑热(炎热和酷热)、高温(奇热)和极高温

(极热)，则极寒、齐寒、酷寒、严寒、深寒、清寒、寒凉、温凉、暖热、炎热、酷热、奇热、极热对应

的基本复杂度分别为：80、65、60、50、45、40、35、30、35、40、45、50和55。

[0063] 道路交通环境时间类别和其基本复杂度及代码如表1所示：

[0064] 表1道路交通环境时间类别和基本复杂度及代码

[0065]

[0066] 在一示例中，道路交通环境的交通参与者的复杂度由行人、非机动车、机动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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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信息、动物的基本复杂度的计权组合而成，如式(10)所示，

[0067]

[0068] 其中， 为道路交通环境行人的基本复杂度； 为道路交通环境非机动车的基

本复杂度； 为道路交通环境机动车的基本复杂度； 为道路交通环境可变信息的基本

复杂度； 为道路交通环境动物的基本复杂度； 为道路交通环境其他动态要素的基

本复杂度； 为基于视点到行人主点距离d及方位角 的道路交通环境行人距离方位

函数； 为基于视点到非机动车主点距离d及方位角 的道路交通环境非机动车距离

方位函数； 为基于视点到机动车主点距离d及方位角 的道路交通环境机动车距离

方位函数； 为基于视点到可变信息主点距离d及方位角 的道路交通环境可变信息

距离方位函数； 为基于视点到动物主点距离d及方位角 的道路交通环境动物距离

方位函数； 为基于视点到其他动态要素主点距离d及方位角 的道路交通环境其

他动态要素距离方位函数；NXR为道路交通环境要素范围的行人数量；NFJDC为道路交通环境

要素范围的非机动车数量；NJDC为道路交通环境要素范围的机动车数量；NKBXX为道路交通环

境要素范围的可变信息数量；NDW为道路交通环境要素范围的动物数量；NQTDTYS为道路交通环

境要素范围的其他动态要素数量；βD1为道路交通环境警告标志的复杂度系数，例如可以为

2.00；βD2为道路交通环境禁令标志的复杂度系数，例如可以为2.00；βD3为道路交通环境指

示标志的复杂度系数，例如可以为2.00；βD4为道路交通环境一般道路指路标志的复杂度系

数，例如可以为2.00；βD5为道路交通环境高速公路及城市快速路指路标志的复杂度系数，例

如可以为2.00；βD9为道路交通环境其他标志的复杂度系数，例如可以为2.00。

[0069] 其中，行人可以分为小孩、大人、残疾人、人群4个中类。非机动车可以分为自行车、

人力车、畜力车3个中类。机动车可以分为摩托车、快递三轮车、小型车、中型车、大型车5个

中类。可变信息可以分为道路交通信号灯、可变信息标志、闪光标志3个中类。动物可以分为

家禽、家畜、野生动物3个中类，加上其他共计19个中类；小类暂时不区分，组成三个层次。

[0070] 步骤S3：根据道路交通环境的静态要素复杂度、道路交通环境的静态要素复杂度

系数、道路交通环境的动态要素复杂度和道路交通环境的动态要素复杂度系数计算得到道

路交通分类分级的环境复杂度。

[0071] 道路交通环境复杂度C计算如式(11)所示，

[0072] C＝αCJ+βCD              式(11)，

[0073] 其中，C为道路交通环境复杂度；CJ为道路交通环境静态要素复杂度；CD为道路交通

环境动态要素复杂度；α为道路交通环境静态要素复杂度系数，例如可以为0.35；β为道路交

通环境动态要素复杂度系数，例如可以为0.65。

[0074] 可以将步骤S1计算的道路交通环境静态要素复杂度和步骤S2计算的道路交通环

境动态要素复杂度代入到式(11)中，便可得到道路交通环境复杂度。

[0075] 本公开的基于道路交通环境复杂度分类分级计算方法，通过包括：根据所述道路

交通环境地形及道路类别、道路交通环境标志、道路交通环境标线、道路交通环境附属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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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建筑绿化要素的复杂度的计权组合而成道路交通环境的静态要素复杂度；根据道路交通

环境天时类别、道路交通环境的交通参与者的复杂度的计权组合而成道路交通环境的动态

要素复杂度；根据道路交通环境的静态要素复杂度、道路交通环境的静态要素复杂度系数、

道路交通环境的动态要素复杂度和道路交通环境的动态要素复杂度系数计算得到道路交

通分类分级的环境复杂度。能够以道路交通的基本要素为基础实现道路交通环境全覆盖，

解决了构建道路交通场景不可穷举的重大问题；能够定量评估道路交通环境要素及复杂程

度，为有人驾驶行为及无人驾驶智能行为分析提供定量评估依据，为车辆高级辅助驾驶和

无人驾驶系统研究开发及测试评价提供定量技术支撑。

[0076] 以上已经描述了本公开的各实施例，上述说明是示例性的，并非穷尽性的，并且也

不限于所披露的各实施例。在不偏离所说明的各实施例的范围和精神的情况下，对于本技

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许多修改和变更都是显而易见的。本文中所用术语的选择，旨

在最好地解释各实施例的原理、实际应用或对市场中的技术改进，或者使本技术领域的其

它普通技术人员能理解本文披露的各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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