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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灰预测与决策方法》重点介绍灰预测与灰决策的基本方法和应用技术，集中反映作者及其团队多年
来在灰理论及其应用方面的研究积累，注重吸收国内外同行相关的最新研究成果，系统展示灰预测与
决策方法的概貌及其前沿发展动态。
《灰预测与决策方法》共分九章，包括灰预测与决策研究概况、灰预测与决策基础、灰关联决策、灰
评估决策、灰优化决策、GM（1，1）预测模型、特殊序列灰预测模型、多维灰预测模型、灰预测与
决策方法在智能交通中的应用等，内容上基本覆盖灰色系统理论的经典内容，研究方法上突出矩阵分
析和以邓氏关联度为主线的新思路，应用上强调方法在工程技术和经济管理中的应用背景和应用技术
等，书中绝大部分内容均为作者及其团队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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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5 min内。
而上一个时段的交通流数据对下一个时段影响显然最大，如果取1 h为一个时段，记录的间隔取为5
min，则1 h内搜集采集到的数据仅为12组，属于小样本数据；另外，道路网短时交通流量时间数据序
列本身又存在着高度的不确定性，道路网中多个断面交通流的数据还具有非线性、周期性、相关性和
延迟性等特征。
交通安全评价与预警系统中也存在着明显的多元性和灰信息特征，因此灰预测与决策方法在交通工程
中具有非常广阔的应用前景。
 9.1 智能交通信号灯动态优化设计方法 通过分析道路交通流的的趋势性及趋势变动性，本节基于灰色
理论提出一种智能交通信号灯动态优化系统。
基于交通流的趋势性，利用灰关联分析提取与当前实际交通流最相似的历史数据序列；根据交通流的
趋势变动性，由实测数据并结合最相似历史数据序列建立灰模型对下一时段的交通流进行预测；以延
迟时间最小为目标，提前对下一时段的信号灯周期及绿信比进行优化；最后对某交叉口信号灯进行优
化设计。
 9.1.1 智能交通信号灯优化设计原理 要实现交叉口信号灯的优化控制，必须建立准确的短时交通流预
测模型，即能在信号灯周期开始时就能预测该周期内到达的交通流量。
短时交通流预测就是基于动态获取的若干道路交通流状态数据推测未来时段的交通流状态数据，数据
样本限定的时问间隔一般在15 min内。
一般信号灯的一个周期长度不会超过3 min，在对信号灯进行优化控制时，可以采用5 min的时间间隔
进行短时交通流预测。
这样信号灯控制的一个周期会落在一个预测时段内，那么我们可以在预测时段内对信号灯进行优化。
 1.交通流的灰色特性 所谓灰色系统是指部分信息已知，部分信息未知或非确知的系统，亦即信息不完
全的系统。
道路交通系统是一个有人参与的、时变的复杂系统，它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
这种不确定性给交通流的预测带来了困难，使人们很难准确把握系统中影响因素的作用范围和机制。
从宏观上看，交通流包含两部分：相对确定性交通流与不确定性交通流。
相对确定性交通流代表交通流的趋势性，宏观上表现为周一到周末的交通变化，每日上下班的高峰时
期，确定性交通流变化客观上由整个地区的经济状况、社会环境、人文环境等决定的。
例如，一个地区的交通拥有量、道路状况、车辆出行目的等都是相对固定的，反映在时间上就是对于
每天的某一个固定时间通过固定路段的交通流是相对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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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灰预测与决策方法》适合作为高等学校理、工、农、医、天、地、生及经济、管理类各专业大学生
和研究生教材，也可供管理干部、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高校教师等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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