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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快速的城市化建设，使得城市人口超过了农村人口的数量，大量的农村人口还在不断进入城
市。
同时，改革开放后持续的经济快速增长，人民生活由贫穷到温饱，再到富裕。
人民生活的翻天覆地变化，曾经不敢奢望的小汽车进入或正在进入家庭，带来了巨大规模的机动车保
有量和低驾龄驾驶人，即“新手”；小汽车初次进入家庭，部分或全部代替了自行车出行，形成了类
似于“开车打酱油”的小汽车使用模式，“自行车王国”已经成为了过去。
智能交通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比较好的交通信息获取条件，交通广播、交通情报板VMS、交通信息发
布网站等群体诱导方式，以及车内诱导屏、手机等个体诱导方式的发展，使得人们在出发前和出行途
中能够随时获得行进前方的交通状态，改变了仅靠经验行驶的信息获取方式，交通信息的服务和获取
随时改变着人们的驾驶行为，从而影响着道路交通流和驾驶安全。
然而，我们的城市交通基础设施长期欠账累积，造成了城市交通基础设施体系结构欠合理，道路分担
率过高。
　　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带来了道路上的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等多种交通方式混行，不规则、
自律程度不高和过于烦躁的交通参与者行为使得交通参与者之间互相干扰，交通流速度低、密度高，
甚至带来不必要的剐蹭事故和交通拥堵，这些都是我国当前道路上交通流的显著特征。
交通流的低速运行影响了出行效率，带来了汽车的过度排污，影响了人们的生活环境和质量。
　　目前，我国多数大城市交通治理问题处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局面。
究其原因，可以归纳为对具有自己城市和区域特征的交通流缺乏深入、细致、科学的研究。
　　交通流理论早就被定义为“利用数学和物理学的理论描述交通现象的一门学问”，交通信息服务
的发展又给交通现象赋予了新的内容。
本书力求把握我国道路交通流的规律，介绍典型的交通流模型，并编入最新的研究成果，主要内容有
：交通流的流量、密度、速度，交通流特性的统计分布，驾驶人信息处理特性，交通流基本参数的相
互关系，元胞自动机模型，车辆跟驰模型，连续交通流模型，车辆排队模型和交通流模拟。
　　本书由北京交通大学邵春福担任主编，魏丽英和贾斌担任副主编，赵小梅和赵熠参加编写。
邵春福负责整体统稿，并编写了第一章、第二章和第四章，魏丽英编写了第三章和第九章，贾斌编写
了第五章、第六章和第八章，赵小梅编写了第七章，赵熠编写了第十章。
　　由于编者的能力和水平所限，书中难免存在不足和错误，恳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2012年2月　　完稿于红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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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共分十章，包括：流量、速度和密度，交通特性的统计分布，驾驶人信息处理特性，交
通流基本参数相互关系，元胞自动机模型，车辆跟驰模型，连续交通流模型，车辆排队模型和交通流
模拟等。

　　本书可作为交通工程专业本科生教材，也可作为从事交通管理和交通设计的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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