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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路网车流动态预测在铁路运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保障路网车流合理分布和运力资源优化配置的前
提，本书在分析了已有车流预测的智能化和自动化方法基础上开发实用的智能决策支持系统，以期改
变调度指挥工作的现状。
全书主要内容有滚动式智能车流预测方法理论基础研究、滚动式智能车流预测总体结构分析、滚动式
智能车流预测方法、排空配空和出发计划方案的确定、基于Agent的智能车流预测决策支持系统的分析
与设计、智能车流预测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方法等。
本书适合车流预测研究人员、专业技术人员、高校教师学生等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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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车流预测概述　　一、车流预测的作用　　在路网上，各铁路局发生
车流堵塞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车流不平衡而连续地到达该方向各站或区段，缺乏预见性，车流数量超过
了车站和区段的通过能力，致使列车在车站或接近车站的地方大量集结，造成车站或区段的堵塞，使
其通过能力充分饱和，失去机动性并使机车周转恶化，机车周转恶化又造成了行车量的进一步降低。
这一状况的发生主要是由于对车流没有进行事先预测造成的。
因此，运输调度规则规定，铁路局必须建立相应的车流预测制度，对未来几天到达或通过管内的车流
进行预测，从而预见到各分界口、各限制口接、交重车数和终到局管内卸车数的未来变化，从而保证
各分界口交接任务和各局卸车任务的完成，保证实现路网车流的稳定、均衡运行和各局运用车的合理
分布。
由此可见，按一定方法准确地预测车流未来几天的动态分布是编制铁路运输计划和进行车流调整的重
要前提和质量保证。
没有正确的车流预测而欲编制运输计划并进行车流调整将和天气预报不正确而欲采取预防天气变化的
措施一样，非但不能收效，反而会产生不良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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