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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包括3部分。
主要介绍了交叉口群的基本特性及相关概念，分析了交通状态识别与过饱和状态交通信号控制的已有
研究成果，分析了交叉口群的基本交通特性和其拥堵形成、疏散机理，介绍了交通运行数据的采集，
并建立了数据分析方法。
建立了面向信号交通控制的城市道路交叉口群的交通状态识别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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