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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智能交通集成控制与管理》面向城市道路交通系统中人、车、路智能化、信息化协同管理和控
制的基础问题，围绕智能交通系统（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ITS）中交通信息采集处理和发布、交通信号控制、出行者信息诱导等主要子系统，结合ITS
集成控制和管理的发展趋势，以数据共享、协同处理、集成控制为目标，分析了ITS子系统基本原理、
多ITS方式协同运作在区域交通、枢纽、大型活动中的应用。
介绍了城市道路交通基础数据集成处理、行程时间预测、交通状态判别及网络交通流动态分析方法，
阐述了地面道路、快速路、公交、出行者信息诱导等系统的基础信息协同、算法协同、策略协同。

　　本书是一本关于智能交通集成控制与管理的基础理论、实践方法的书籍，对交通信号控制、出行
者信息诱导、公交信号优先等ITS集成系统的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本书可作为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方向的硕士和本科学生辅导教材，也可作为城市ITS建设运营管理
者以及相关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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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交通流诱导系统在采集路网上交通流基础数据并进行处理的基础上，生成诱导方案，将诱导信息
通过可变信息板、车载导航设备、广播等方式发布出去。
出行者在接受信息后，会根据不同认可度采取不同的响应措施，经过一段交通需求和路径流量变化后
，诱导系统再重新采集路网交通流信息，然后形成新的诱导和控制方案，再将诱导信息发布出去，如
此周而复始，这样的每一次循环为一个诱导周期。
　　交通流诱导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引导交通流的再分配，从而达到路网的整体均衡，最大程度的减
少路网拥挤、排队和交叉口延误，提高交通管理系统的运行效率和路网资源的使用效率。
与信号控制不同的是，诱导的着眼点更多的是考虑受控区域的整体优化。
在此意义上讲，路网的稳定性是确定诱导周期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
因此，诱导信息的发布应在满足动态调整的基础上同时保证相对稳定性，当诱导信息发布周期时间较
短时，出行者在原有诱导信息基础上做出的路径选择尚在执行中，很可能会出现新的诱导信息与其出
行路线选择的不一致性，但是，出行者由于正处于既定路径的路段中而无法进行路线的调整，还有一
种情况是，假设出行者能够按新的诱导信息进行路线选择的动态调整，但由于诱导信息发布的过于频
繁，可能最终导致整个出行路线的非最优性，保持线路诱导信息发布的相对稳定性不仅可以使得路网
上流量变化趋于平稳，而且可以给出行者带来稳定方便的信息指导，从而保证出行者在相对稳定中达
到出行路线的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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