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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城市交通系统属于典型的非线性复杂大系统，常规的预测模型与方法对城市交通信息的预测在准
确度方面已显不足。
近年来，交通信息预测研究呈现出智能化、组合化的趋势。
本书结合作者近些年来在此领域教学和科研方面积累的成果，并参考国内外最新科技文献，对目前较
为零散的研究成果进行体系性梳理。
　　本书首次从交通信息获取、可预测性分析、预测建模及预测系统设计等方而，建立了较为完善的
智能交通信息预测体系框架。
作为集中体现交通信息预测智能化、组合化发展趋势的参考书，重点介绍了灰色系统理论、卡尔曼滤
波理论、人工神经网络、支持向量机及组合预测理论在交通信息预测方面的新应用和新成果；同时，
针对最近兴起的交通混沌这一新兴研究课题，较为系统地论述了交通混沌的概念、特征量计算、混沌
识别及其预测方法。
　　交通信息预测是智能交通控制、交通诱导、交通信息服务等ITS子系统实施的重要基础，是ITS领
域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
因此，进行交通信息预测理论体系研究，开发实用、智能化的道路交通信息预测系统，对于改善ITS各
子系统的性能、提高我国城市交通管理水平以及解决日益恶化的城市交通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
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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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交通信息智能预测，是指以历史的、现有的交通及相关因素的调查统计资料为依据，运用智能化的计
算方法，对目标区域交通系统未来状况的测定。
交通信息智能预测是预测学的一个分支，是现代交通规划学和智能交通系统(ITS)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书在分析城市宏观交通流特点与短时交通系统动力学特性的基础上，阐述了可预测性分析和交通
信息智能预测模型选择方法，建立了完整的道路交通信息智能化预测体系；重点论述了交通信息智能
预测模型与方法，包括灰色预测方法、卡尔曼滤波方法、神经网络方法、支持向量机方法及组合预测
方法等。
同时，本书也介绍了基于多Agent理论的智能预测系统设计方法。
    本书取材新颖，体现了近年来交通信息智能预测研究方面的新理论与新进展，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交
通信息智能预测理论体系，并通过大量实例阐述了交通信息智能预测方法的应用。
    本书可作为交通工程专业、自动控制专业、系统工程等专业本科生、研究生以及相关学科领域研究
人员的参考书。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交通信息智能预测理论与方法>>

书籍目录

《智能科学技术著作丛书》序前言第1章  绪论  1.1  国内外智能交通系统研究概述  1.2  交通信息预测研
究的必要性  1.3  交通信息预测理论与方法    1.3.1  现代预测发展概况    1.3.2  交通信息预测方法分类   
1.3.3  交通信息预测的发展趋势  1.4  交通信息智能预测的研究内容及工作流程    1.4.1  交通信息智能预测
的研究内容    1.4.2  交通信息智能预测流程  1.5  本书内容与结构安排  1.6  小结  参考文献第2章  交通信息
智能预测中的信息获取  2.1  概述  2.2  交通信息检测器    2.2.1  移动式交通信息获取    2.2.2  固定式交通信
息获取    2.2.3  基础交通信息采集  2.3  无检测器道路交通信息获取    2.3.1  邻近交叉口关联分析方法   
2.3.2  基于数据融合的交通信息获取技术  2.4  小结  参考文献第3章  基于动力学特性的交通信息可预测
性分析  3.1  概述  3.2  交通系统动力学特性分析方法    3.2.1  交通系统动力学特性研究历程    3.2.2  研究意
义及分析流程  3.3  交通系统非线性特征量的计算  3.4  交通信息可预测性分析流程    3.4.1  可预测性分析
流程    3.4.2  可预测性递归图构造方法  3.5  交通信息可预测性分析实例    3.5.1  现实交通系统基本特性分
析    3.5.2  现实交通系统动力学特性分析  3.6  小结  参考文献第4章  宏观交通信息预测模型与方法  4.1  概
述  4.2  回归预测方法    4.2.1  一元线性回归    4.2.2  多元线性回归    4.2.3  非线性回归    4.2.4  逐步回归  4.3  
确定性时间序列预测方法    4.3.1  时间序列平滑预测方法    4.3.2  趋势曲线模型预测方法  4.4  随机性时间
序列预测方法    4.4.1  平稳时间序列    4.4.2  白噪声序列    4.4.3  ARMA模型法及其预测步骤    4.4.4  其他随
机时间序列预测模型  4.5  小结  参考文献第5章  基于灰色系统理论的交通信息预测方法及应用  5.1  概述
 5.2  灰色预测基本理论    5.2.1  灰色预测基本概念    5.2.2  灰色预测理论的特点    5.2.3  灰色预测模型分类 
5.3  GM（1，1）预测模型及应用    5.3.1  模型的建立    5.3.2  模型检验分析    5.3.3  残差辨识    5.3.4  GM
（1，1）预测模型应用  5.4  交通信息自适应灰色预测方法及应用    5.4.1  自适应灰色预测原理    5.4.2  交
通流量自适应灰色预测  5.5  几类新型灰色预测模型    5.5.1  灰色马尔可夫预测模型    5.5.2  遗传优化灰色
预测模型    5.5.3  模糊优化灰色预测模型  5.6  小结  参考文献第6章  基于卡尔曼滤波理论的交通信息预测
方法及应用  6.1  概述  6.2  卡尔曼滤波理论  6.3  基于卡尔曼滤波的交通流量预测模型  6.4  基于灰色关联
分析的行程时间卡尔曼滤波方法    6.4.1  行程时间影响因素灰色关联分析    6.4.2  行程时间卡尔曼滤波预
测算法    6.4.3  仿真实例  6.5  基于主成分分析的行程时间卡尔曼滤波方法    6.5.1  行程时间影响因素主成
分分析    6.5.2  仿真实例  6.6  基于卡尔曼滤波与小波的交通信息预测方法    6.6.1  小波分析概述    6.6.2  卡
尔曼滤波与小波结合的优势    6.6.3  基于卡尔曼滤波与小波的交通信息KFW预测算法  6.7  小结  参考文
献第7章  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理论的交通信息预测方法及应用  7.1  概述  7.2  人工神经网络的基本原理 
7.3  人工神经网络的结构形式与学习理论    7.3.1  神经网络结构    7.3.2  学习理论  7.4  基于BP网络的交通
信息预测方法及应用    7.4.1  感知器    7.4.2  BP网络及其学习算法    7.4.3  BP算法的改进    7.4.4  BP网络在
交通信息预测中的应用  7.5  基于RBF网络的交通信息预测方法及应用    7.5.1  原始数据预处理    7.5.2 
RBF网络学习算法    7.5.3  仿真实验及分析  7.6  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预测方法研究新进展    7.6.1  遗传神
经网络    7.6.2  小波神经网络    7.6.3  粗神经网络  7.7  小结  参考文献第8章  基于支持向量机理论的交通
信息预测方法及应用  8.1  概述  8.2  支持向量机理论  8.3  基于支持向量机理论的交通信息预测算法   
8.3.1  基于支持向量回归的交通信息预测算法    8.3.2  基于支持向量回归的交通信息预测仿真  8.4  基于粗
糙集理论的SVM交通信息预测    8.4.1  RS理论概述    8.4.2  基于RS理论的SVM交通信息预测原理  8.5  小
结  参考文献第9章  混沌理论及其在交通信息预测中的应用研究  9.1  概述  9.2  混沌现象及有关概念  9.3  
交通混沌研究对于交通信息预测的重要意义    9.3.1  混沛与交通混沌的发展沿革    9.3.2  交通混沌及交通
分形的研究意义    9.3.3  交通混沌的研究现状  9.4  混沌特征量与交通混沌的识别方法    9.4.1  混沌特征量 
  9.4.2  基于Lyapunov指数的交通混沌识别  9.5  交通混沌时间序列的全域预测方法  9.6  交通混沌时间序
列的局域预测方法    9.6.1  加权零阶局域法    9.6.2  加权一阶局域法  9.7  交通混沌时间序列的最
大Lyapunov指数预测方法    9.7.1  最大Lyapunov指数预测算法设计    9.7.2  最大Lyapunov指数预测仿真实
验  9.8  小结  参考文献第10章  组合预测理论及其在交通信息预测中的应用研究  10.1  概述    10.1.1  组合
预测的必要性    10.1.2  组合预测的优势    10.1.3  交通信息组合预测研究历程  10.2  交通信息线性组合预
测理论    10.2.1  线性组合预测基本理论    10.2.2  递归等权线性组合预测方法    10.2.3  线性组合预测中的
几个热点问题  10.3  非线性组合预测及其在交通信息预测中的应用研究    10.3.1  非线性组合预测原理及
其算法设计    10.3.2  灰色与多项式非线性组合预测仿真实验  10.4  组合预测理论的重要新进展  10.5  小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交通信息智能预测理论与方法>>

结  参考文献第11章  基于多Agent的交通信息智能预测系统设计  11.1  概述  11.2  多Agent理论    11.2.1 
Agent的概念和特性    11.2.2  Agent的认知模型    11.2.3  Agent的体系结构    11.2.4  多Agent的基本思想  11.3 
基于多Agent理论的智能预测系统结构  11.4  基于多Agent理论的交通信息智能预测    11.4.1  基于多Agent
的交通信息智能预测流程    11.4.2  交通信息智能预测系统中的Agent类别    11.4.3  交通信息智能预测系
统仿真  11.5  小结参考文献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交通信息智能预测理论与方法>>

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1．1　国内外智能交通系统研究概述　　智能交通系统（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ITS）是在关键基础理论模型研究的前提下，把先进的信息技术、数据通信技术、电子控制技
术及计算机处理技术等有效地综合运用于地面交通管理体系，从而建立起一种大范围、全方位发挥作
用、实时、准确、高效的交通运输管理系统（研究对象可以概括为人、车、路）。
　　1．世界ITS研究历程　　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水平是国家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之一。
交通运输业的高速发展，一方面促进了物资交流和人们的往来，大大地缩短了出行时间，提高了工作
效率；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许多弊病，特别是地面汽车交通运输，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
，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
尤其近半个世纪以来，交通拥挤、道路阻塞和交通事故频发正越来越严重地困扰着世界各国的大城市
。
为了提高道路网络的使用效率，解决城市交通拥挤和交通安全问题，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
进行了城市交通规划研究和交通控制研究。
　　交通规划是建立在交通需求分析的基础上，其目的是获得交通流量在城市道路网络中的分配状况
，从而确定道路网络密度是否能满足现在和未来的交通需求，这一过程是解决交通设施的供给与需求
的矛盾，使城市道路网络布局合理化。
交通控制主要指城市交叉路口的交通信号控制，目前具有代表性的信号控制系统包括美国的TRANSYT
系统、英国的SCOOT系统，以及澳大利亚的SCATS系统等。
当城市交叉路口采用了先进的交通信号控制系统后，减少了行车延误时间，提高了路口的通行能力，
降低了车辆的停车次数，减少了燃料消耗和汽车排放的有害物质等。
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已有350多个大城市采用了先进的交通信号控制系统，我国也有沈阳、北京、上海
、南京、广州、深圳、大连、南宁、郑州、天津等大城市使用了此类系统。
虽然城市交通规划和城市交通控制是城市交通运输网络建设和管理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但实践证明
，仅仅依靠这两种措施不足以经济、高效地解决交通拥挤和交通安全问题。
这是因为交通网络是一个复杂大系统，单独从车辆方面考虑或单独从道路方面考虑都是很难解决交通
拥挤和安全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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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首次从交通信息获取、可预测性分析、预测建模及预测系统设计等方面，建立了较为完善的
智能交通信息预测体系框架。
作为集中体现交通信息预测智能化、组合化发展趋势的参考书，重点介绍了灰色系统理论、卡尔曼滤
波理论、人工神经网络、支持向量机及组合预测理论在交通信息预测方面的新应用和新成果；同时，
针对最近兴起的交通混沌这一新兴研究课题，较为系统地论述了交通混沌的概念、特征量计算、混沌
识别及其预测方法。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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