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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交通一直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交通运输对保证社会经济体系及日常生活的正常运转发挥着越来
越大的作用，社会对交通运输的需求持续增长促使交通运输业迅速发展。
然而，交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问题，造成了巨大的物质与经济损失，集中表现在交通拥堵
、环境污染、交通事故等方面。
实践表明，单纯依靠修建道路基础设施和采用传统的管理方式来解决交通问题，不仅成本昂贵、环境
污染严重，而且其缓解交通拥堵、减少交通事故、提高交通运输效率的能力也十分有限。
为此，需要一些新的技术和手段来从根本上解决交通问题，智能运输系统的出现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
了可能。
　　美国、日本和欧盟等发达国家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进行智能运输系统的研究，将驾驶员、交通
工具、道路、环境作为一体来考虑，将先进的信息技术、传感技术、数据通信技术、自动控制技术、
运筹学、图像分析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以及人工智能等有效地综合运用于整个交通管理系统。
在系统工程综合集成的总体思想指导下，建立起一种在大范围内全方位发挥作用的实时、准确、高效
的运输综合体系。
这一技术的应用大大缓解了交通拥挤、安全和环保等问题。
在总结近年来交通科技成就的基础上，美国联邦运输咨询小组提出了《美国综合运输系统2050年发展
构想》的报告，明确新的交通系统发展思路将不同于“(20世纪)50年代规划修建州际公路系统以增加
供给和物理设施能力”的做法，“需要创新的解决方案”，“着眼于新技术和新概念，如信息技术、
纳米技术、再生燃料以及高效清洁能源技术等”。
美国联邦运输咨询小组的报告特别指出，智能运输技术是交通运输发展中最典型、最活跃和最具潜力
的全面应用信息技术的一个技术领域。
由此可见，智能运输系统的发展将推动交通运输进入信息时代，是21世纪现代化交通运输系统的发展
方向。
　　近十年来，我国加速了智能运输系统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绩。
但由于我国是当今世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最快的国家，正处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智能化建设同时进
行的特殊时期，与发达国家开发和应用智能运输系统的条件不同，在某些方面没有经验可以借鉴，还
存在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因此，智能运输系统在我国尚处于初级阶段，它在我国交通运输中所起的作用还远远没有被完全挖掘
出来，还需要我们长期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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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智能运输系统——原理.方法及应用》共分为9章，从智能运输系统的概念、体系框架，智能运
输系统的关键技术，智能运输系统规划与设计，城市交通信号控制系统，先进的交通管理系统，交通
信息服务系统，先进的车辆系统，先进的货运管理系统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和讨论。
《智能运输系统——原理.方法及应用》涵盖了智能运输系统的主要内容，是在收集国内外智能运输系
统近年来最新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该领域的科研和教学实践编写而成的。
　　《智能运输系统——原理.方法及应用》可作为交通运输类、物流工程、物流管理、自动化等相关
专业开设“智能运输系统”课程的教材，也可为从事智能运输系统的设计、开发与运营等相关人员提
供理论、方法和应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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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6交通的智能控制技术　　3．6．1智能控制概述　　(1)智能控制的发展　　人类对智能机器
及其控制的幻想和追求，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
然而，真正的智能机器只有在计算机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础上才能成为可能。
人工智能已经促进自动控制向着它的当今最高层次——智能控制发展。
智能控制代表了自动控制的最新发展阶段，也是应用计算机模拟人类智能，实现人类脑力劳动和体力
劳动自动化的一个重要领域。
越来越多的自动控制工作者认识到：智能控制象征着自动化的未来，是自动控制科学发展道路上的又
一次飞跃。
　　人工智能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它的近期目标在于研究与建造智能计算机及其系统，以模拟和执行
人类的某些智能功能，如判断、理解、推理、识别、规划、学习和问题求解等。
人工智能的远期目标在于用自动机模仿人类的思维过程和智能行为，创建智能科学体系。
　　智能控制思潮第一次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几种智能控制的思想和方法被提出和发展。
学习机器的要领是控制论出现的时候提出的。
自学习和自适应方法被开发出来用于解决控制系统的随机特性问题。
最初，学习系统被用于飞行控制、模式分类与通信等，例如核电站的控制。
　　20世纪60年代中期，自动控制与人工智能开始交接。
1965年，著名的美籍华裔科学家傅京孙教授首先把人工智能的启发式推理规则用于学习控制系统，并
于1971年论述了人工智能与自动控制的交接关系。
　　模糊控制是智能控制的又一活跃研究领域。
扎德(Zadeh)于1965年发表了他的著名论文“模糊集合”，开辟了模糊控制的新领域。
此后，在模糊控制理论探索和实际应用两个方面，人们都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一批令人感兴趣
的成果。
值得一提的是，自从70年代以来，模糊控制的应用研究获得广泛的开展，并取得一批令人感兴趣的成
果。
　　1967年，利昂兹等人首次正式使用智能控制一词，这一术语的出现要比人工智能晚47年。
初期的智能控制系统采用一些比较初级的智能方法，如模式识别和学习方法等，而且发展速度十分缓
慢。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快速发展，对智能控制的研究出现一股新的热潮。
各种智能决策系统、专家控制系统、学习控制系统、模糊控制系统、神经控制系统、主动视觉控制系
统、智能规划和故障诊断系统等已被应用于各类工业过程控制系统、智能机器人系统和智能化生产(制
造)系统。
　　(2)智能控制的特点　 同时具有以知识表示的非数学广义模型和以数学模型表示的混合控制过程
，也往往是那些含有复杂性、不完全性、模糊性或不确定性以及不存在抑制算法的非数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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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交通是人类社会实现人和物空间位移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是社会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交通的发达程度始终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进展、社会文明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智能运输系统代表了国内外共同追求的未来交通的发展方向，是先进的信息技术、通信技术、控制技
术、传感器技术和系统综合技术与传统交通系统的集成，也是解决交通供需矛盾、减少事故、节约能
源、改善环境污染的重要途径。
它是交通发展史上的义一次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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