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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由长期从事城市规划和智能交通系统研究的第一线研究和规划人员，通过科技部科研院所技术
开发研究专项资金项目“城市智能公共交通管理系统研究”的研究，根据中国的城市实际情况，对城
市智能公共交通管理系统的关键性理论和模型进行了研究。
这些研究成果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城市的智能公共交通管理系统，增强城市公交企业的运营和管理能
力，提高公交系统的服务水平具有较强的借鉴价值。
本书主要内容共十章，大致为智能公共交通管理系统概述、城市智能公共交通管理系统国内外概况、
智能公交管理系统体系架构、城市智能公共交通管理系统数据采集、处理及预测、城市公共交通通行
能力和服务水平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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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概述　　1.1 智能公管理系统概述。
　　所谓智能以公共交通管理系统,就是在公交网络分配、公交调度、预测算法等关键理论研究的前提
下，利用系统工程的理论和方法，将现代通信、信息、电子、控制、计算机、网络、定位技术、GIS
等新技术集成应用于公共交通系统，通过构建现代的信息管理系统和控制调模式，实现公共交通调度
、运营、管理的信息化、现代化和智能化，增强公交企业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提高公交企业的运营
效率和效益；同时为出行者提供更加安全、舒服、使捷的公共交通服务信息服务。
从而吸引居民采用公交方式出行，缓解城市交通拥挤，有效解决城市交通问题，创造更大的社会和经
济效益。
　　作为智能交通系统（ITS）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智能公交管理系统主要以出行者和公交企业为服
务对象。
对于出行者而言。
智能公交管理系统通过采集与处理动态数据（如：客流量、交通流量、公交车辆位置、公交站点候车
状况等）从而实现规划出行、最优路径选择、换乘路线、最佳出行时间的目的。
对于公交企业而言，智能公交管理系统主要实现对公交车辆的动态监控、实时调度、科学和理等功能
，并实现公交企业自身的现代化、信息化管理，从而提高公交服务水平和公交企业的经营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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