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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城市公共交通建设与运行保障技术”的研究成果，以
“分区服务、枢纽分级、线网分层、逐层展开、整体优化”为主要思路，提出包括线路布设、方案评
价、辅助决策等主要内容的大城市公交线网规划方法，并对公交线路调整方案提出预评估指标体系和
评价方法；最后，对公交线网的一体化规划建设进行了简要叙述。

本书可作为城市规划、交通工程、土木工程等专业科研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的参考书，也可作为研究
生及高年级本科生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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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目前，我国正处于公交急速发展的阶段，随着公交优先政策的出台，各城市的公交规划正在如火
如荼地进行。
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公交发展模式正在被广泛讨论，对此形成的共识是协调各种交通方式，形成一体
化交通。
作为整合公交资源的一个重要部分，各种公交模式的线网规划与衔接是一个焦点，也是整个公交发展
的重要环节，其理论和实际应用正在不断地完善和发展。
同时，各城市由于经济水平的不同，分别采取了不同的公交发展策略。
北京、广州、深圳、上海等一线大城市提出了“以轨道交通和快速公交形成骨干线网，实现绝大部分
客流快速交换，以常规公交辅佐轨道交通，补充线路覆盖，以换乘枢纽联系各种交通方式”；福州、
厦门、济南等省会城市提出“以BRT和常规公交干线为骨架，常规公交支线为基础，公交枢纽及换乘
站点为核心，构建快线、干线、支线层次分明、紧密衔接、功能清晰的公交线网”。
　　国内关于公交线网优化的研究同样始于20世纪80年代，目前主要集中于数学寻优法的模型及已有
模型算法的研究。
较早进行这方面研究的吴稼豪等（1983）比较系统地叙述了有关城市公共交通线网优化问题的模型和
方法。
刘清等（1992）基于人工智能理论，采用启发式算法，从每对端点搜索出满足有关约束条件的备选线
路，按二进制理论将备选线路组合成若干优化线网，然后评价比较确定最优。
张国伍等（1992）在扩展福劳德算法的基础上，提出了公交线网的多条最短路径算法。
　　近几年来，针对公交线网优化提出了不少新的模型和算法。
王炜（1990）提出了一种相对实用的公交线网逐条布设方法。
这种方法以直达客流量最大为目标，采用“逐条布设、优化成网”的思路进行线网优化。
同时，在其著作《城市公共交通系统规划方法与管理技术》中提出了轨道交通背景下常规公交线网的
优化模式、接运线路的优化函数模型、城市公交层次结构方面的研究等。
　　王志栋（1997）提出了以乘客总出行时间最小、客流直达率最高、线网覆盖率最高、线路重复系
数最低、公交经济效益最高为目标的多目标公交线网优化模型。
但这种模型是无法求解的，最终仍归结为一种单目标的优化模型。
　　杨超等（1998）用图论方法，以城市客流OD分布为基本依据，给出了城市公共交通线网优化的图
论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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