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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流理论基础》

前言

　　在如火如荼的高等教育改革中，教学改革是核心，而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又是难点。作为教
学内容改革的组成部分，教材内容的整合与更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公安大学本科专业现行公安
业务教材基本上是20世纪90年代初编写的。这些教材在确立公安学科的地位、培养合格人才以及指导
公安工作实践等方面曾发挥过重要作用。然而，形势的发展使得对这些教材进行修订或重新编写势在
必行。其一，在1999年6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党中央和国务院作出了《关于深化教育
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1999年11月第二次全国公安教育工作会议就深化公安教育改革、全
面实施素质教育作出了新的部署，我们的教材建设必须在此基础上重新定位。其二，我校许多课程的
教材涉及到法律问题，而目前我国法律体系正处于不断完善中，近10年来颁布和修订的法律比较多，
教材的编写和修订必须与新的法律相一致。其三，由于近些年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
期，社会生活变化迅猛，公安机关面临的斗争形势非常严峻，而我们的理论却跟不上形势发展，有些
理论严重滞后于公安工作实践，无法指导公安工作实践，必须予以修正。鉴此，公安大学党委适时作
出决定，编写了这套“2l世纪警官高等教育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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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流理论基础》

内容概要

《交通流理论基础》是为交通管理工程专业的本科生和交通运输与管理方向的研究生编写的教材。编
者结合教学和科研经验，查阅了国内外有关资料，并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融入了自己的一些观点，编
写了这本教材。交通流理论难度大，涉及范围广。《交通流理论基础》选择了交通流理论中的基础内
容和比较成熟的理论部分，未包括交通流理论的全部内容，对难度大的内容作了适当的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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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交通流特性包括交通量、速度和密集度三个方面的特性。描述宏观交通流特性的是交通量、平均
速度和密度；描述微观交通流特性的是车头时距、地点车速和车头间距。本章介绍交通量和车头时距
；第三章主要介绍地点车速和平均车速；第四章介绍车头间距、密度和占有率。　　交通量是一种计
数的量，它反映道路交通负荷的大小。交通量有交通需求量、实际交通量和通行能力三种表现形式。
交通需求量是欲通过某道路设施的交通量；实际交通量是在某道路设施中实现的交通量；通行能力是
某道路设施所能承担的最大交通量。交通量的研究包括交通量随时间、空间和方式的变化规律及其数
学分布。　　对于规划者来说，道路功能划分、交通发展趋势预测都需要研究交通需求量及其变化规
律，以便规划出能满足不同时期交通需求的道路网。设计者在道路几何设计时需要详细的交通需求量
数据。在交通管理中，为了有效地利用道路设施，缓解交通拥挤，交通管理者需要掌握道路系统的交
通负荷状况，制定并实施相应的交通管理与控制措施。交通量是运行分析、方案制定、效果评价的重
要基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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