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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交通流理论与应用(卷1):高速公路交通流》全景展示现代交通流研究的方方面面，旨在对比较
经典成熟的研究成果进行较好的归纳，同时尽量多涉及前沿结果，为目前迅速发展的相关研究提供一
本合适的教材。《现代交通流理论与应用(卷1):高速公路交通流》内容安排包含两个方面：理论部分
首先介绍交通流基本知识，然后分析宏观交通流模型、跟驰驾驶模型和基于元胞自动机的交通流仿真
模型，最后讨论三相交通流理论；应用部分首先介绍常用的交通流仿真软件，然后介绍交通瓶颈区域
的交通流仿真模型，最后讨论堵塞抑制策略。
《现代交通流理论与应用(卷1):高速公路交通流》可作为高等院校自动化、系统工程、交通工程等专
业本科生、研究生相关课程的教材，也可供有关科研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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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书质量挺好的，应该是正版！内容的理论性强，比较深！
2、帮助较大
3、全面涵盖了经典的交通流模型，但关于模型的解释少有特别的见解，只是把各种模型做介绍，感
觉有点像论文的review，对于交通工程的学生来说，数学的要求偏高
4、总结的不错，对交通有一定深度，对流体深度还欠缺些。
5、我国的交通流搞的不错，这本书反应了全新的科研成果，看得出，作者们很认真很用心的在写书
，要赞一个~
6、不同于一般的交通流，不知道II，III何时出来？
7、比较偏物理
8、专业性很强 很实用 期待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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