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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现代城市物流问题是物流工程与管理研究的重要议题　　如何提高和改善现代城市物流的管
理绩效和运作效率，是物流工程与管理领域的重要问题。
本书从微观运营的角度，就现代中国城市物流中的突出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分析，所探讨的现实
物流问题包括城市快速公交系统（BRT）物流调度管理、城市道路控制系统管理、城市轨道交通系统
管理、城市仓储系统管理等。
　　城市发展离不开交通，而城市交通管理的关键就是各种物流运输关键节点的管理。
为此，本书选取各种城市物流系统的关键节点进行研究。
　　例如，要改善城市快速公交系统的效率，BRT站台的管理就是其中的关键。
它既涉及在站台系统公交车行进路线和停靠位置的动态调度（第二章第一节），也涉及乘客进出站台
和登乘公交车的系统管理（第二章第二节）。
相关站台系统的管理模式直接影响和决定着站台系统车流和客流的有序、有效流动。
　　对于通行于城市大街小巷的普通乘用车辆而言，它们每天都必须依循交通灯的调度和管理。
一个城市的交通通行状况，很多时候取决于交通灯控制系统的合理设定和及时调整。
但在现实当中，很多城市交通管理当局并没有一套相应的完善完整的调控体系，这使得交通堵塞情况
变得日益普遍和严重。
各类型的交通灯就成为了整个城市道路系统的关键节点。
本书选取了典型节点的交通灯控制系统，包括交叉路口（第三章第一节）和单通道多阶段道路（第三
章第二节），进行分析与研究。
研究成果对各类型的交通灯控制系统的设置都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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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综观现有的物流领域学术成果，尚未有学术著作系统地分析和研究当代中国城市物流问题；通过实地
调研获取第一手资料，采用真实案例研讨现实物流问题的学术文献亦很少见。
希望本书的出版有助于推动城市物流问题研究的探讨，研究内容与结果对政府和相关企业的管理与运
营也有借鉴与启示作用。
     现有的计算机仿真研究著作多偏向于介绍仿真的基本原理、计算机仿真的基本技术与技巧，欠缺实
例分析，尤其是物流问题的建模与仿真。
本书将进一步丰富计算机仿真研究，对工程类和物流领域的仿真教学与研究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本书的相关研究与分析亦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岭南(大学)学院实验教学与研究的相关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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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小结　第二节　仓储捆包运作仿真研究　　一、案例背景　　二、运作特点　　三、仿真分
析　　四、讨论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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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绩效评估设想　　评价一个排队系统的好坏要以顾客与服务机构两方面的利益为标准。
就顾客的角度而言，通常希望等待时间或逗留时间越短越好，从而希望服务台个数尽可能多些。
但是，就服务机构来说，增加服务台数量意味着增加投资，增加多了会造成浪费，增加少了要引起顾
客的抱怨甚至失去顾客，增加多少比较好呢？
从各自的利益出发，顾客与服务机构对排队系统中的3个重要指标——队长、等待时间、服务台的繁
忙程度都有自己的要求。
因此，这3个排队管理的重要绩效指标也适用于本研究。
　　为此，我们选取乘客韵队长、乘客的等待时间和通道的利用率3个变量作为本研究的关键绩效指
标，通过仿真分析来判断和衡量各方案的可行性。
　　2.仿真数据的获取与设定本仿真分析需要有大量的准确的数据，才能真实地模拟和考量乘客总体
的行为特征，如进站人数的概率分布、不同付款方式的随机特征、公交车到站的不确定性等。
在本研究中，数据的获得主要采用实地调研和仿真拟合相结合的形式进行。
　　（1）进站客流量。
上下班高峰期进出站人数与平时相比差别很大，因此，本研究选取记录上班高峰期8：00-8：30的进站
人数数据，研究客流高峰的管理问题。
依据现场实地调研数据，进行仿真数据拟合，我们发现进站人数服从指数分布（表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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