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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s. 
—Hani S. Mahmassani, 2010 

Traffic Simulation Models: Practice Makes Perfect 

Transport dynamics: its time has come! 
—Hong K. Lo & Agachai Sumalee, 2013 

Transportmetrica B: Transport Dynamics, Vol.1, No.1, pp.1 



A.应用背景 
01.引言 

北京宏观交通模型BJTM（基于CUBE） 大规模动态交通分配（基于DTAL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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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应用背景 
02.动态交通网络 

动态交通网络模型是一种可捕捉动态出行
行为（出发时间选择、路线选择、出行成
本选择、信息反馈选择等）与交通网络特
性间相互关系的建模方法。 
 
动态交通网络模型 
动态OD反推 DODE(在线，实时/准实时) 
 

动态交通分配 DTA(在线/离线，实时/准实时/规划)*** 

 
动态路径诱导 DRGS(在线，实时/准实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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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交通网络模型 



A.应用背景 
03.理论研究进展_国外 

Chiu Y.C., Bottom J., Mahut M., Paz A., Balakrisha R., Waller T., 

Hicks J.. Dynamic Traffic Assignment: A Primer [R].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Circular E-C153,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Board, Washington D.C., 2011. 
Part B: Methodological(1995-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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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应用背景 
03.理论研究进展_国内 

高自友, 任华玲 著.  

城市动态交通流分配模型与, 2005. 

李曙光 著.  

多车型动态交通分配问题研究, 2013. 

焦朋朋 著.  

城市动态交通网络分析方法, 201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管理G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交通规划E 



A.应用背景 
04.实践应用情况_国外 

FHWA, Guidebook on the Utilization of Dynamic 

Traffic Assignment in Modeling 

Florida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FSUTMS San Francisco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 DTA Any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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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应用背景 
04.实践应用情况_国内 

准实时,在线 
北京交研中心,缐凯等,DTALITE 
通过对交通运行监测数据的动态模拟与反馈，结合动态OD更新
与动态交通分配对宏观模型层面的出行参数进行准实时标定。 

 
缐凯. 北京交通调查和模型工作新技术探讨 [EB/OL]. 大数据时代交通调查与交通模
型学术研讨会, 访问时间2016-01-01, 

http://www.chinautc.com/templates/H_dongtai/article.aspx?nodeid=4112&page=ContentP

age&contentid=83026, 重庆, 2015 

离线,交通影响评价/片区改善 
深圳交研中心,邱建栋等,TransModerler 
在交通大数据挖掘环境下提出中观交通模型建设技术流程及标
准，使用中观模型评估片区交通改善方案与建设项目交通影响，
以适应片区精细化城市规划管理需要。 

 
邱建栋, 陈蔚, 宋家骅, 段仲渊, 赵在先. 大数据环境下的城市交通综合评估技术 [J]. 城
市交通, 2015, 13(3): 63-70. 

离线,交通规划 
北规院,DTALITE 
区域交通改善 

 

道路网规划设计 

 

大型活动与特殊事件交通保障 

 

恶劣天气应急规划 

 

交通碳排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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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解决方案 
01.动态交通分配 

Sezto W. Y., Wong S. C.. Dynamic Traffic Assignment: Model 

Classifications and Recent Advances in Travel Choice Principles [J]. 

Central European Journal of Engineering, 2012, 2(1):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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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流条件 拥堵流条件 



B.解决方案 
02.DTA v.s. STA 

Foundation of dynamic traffic assignment, FHWA, 2010 

Overview of DTA Guidelines: Traffic Modeling and Calibration , INRO,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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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解决方案 
03.多层次一体化综合交通模型 

杨齐. 对交通仿真模型软件开发及应用问题的思考 [J]. 城市交通, 2006, 4(3): 77-81. 

Sbayti H., Roden D.. Best Practices in the Use of Micro Simulation Model [R].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tate Highway and Transportation Officials, ASSHTO, 

Standing Committee on Planning, AECOM,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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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解决方案 
04.软件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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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T，无迹卡尔曼滤波UKF、粒子滤波PF和同步扰动随机逼近算法SPSA 

DynaSMART，双层二乘法优化模型，迭代式反推分配算法IEA 

DNL+MTF 

开源体系，DTALITE、DynusT 

教学体系，VisualTNM 

商业软件 

国内，DynaTaiWan，DynusTIM(DynaChina) 



B.解决方案 
05.DTALite_原理 

Zhou X. S., Taylor J.. DTALite: A Queue-Based Mesoscopic Traffic Simulator for Fast Model 

Evaluation and Calibration [J]. Cogent Engineering, 2014, 1(1): 961345. 

出口排队

驶出通行能力驶入通行能力

入口列表

路段存放能力

车流方向

自由运行路段 排队点

车流方向

自由运行路段 排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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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解决方案 
05.DTALite_特点_Agent-Based Assignment 

基于智能体的路径选择模型： 

1.从起点小区到终点小区之间有多组活动地点
(Activity Location)映射关系。 

2.每辆模拟车辆具有单独的时间价值（假设服从对
数正态分布形式）和信息价值。 

3.每个智能体均具有多维度的出行决策， 

• 不同的起点、终点、出发时间和路线； 

• 不同的需求类型（低承载车辆SOV、高承载车
辆HOV、卡车等） 

• 不同的出行目的类型（基于家的工作出行HBW、
基于假的其他出行HBO、非基于家的出行
NHB）； 

• 不同的交通控制类型（允许/不允许进入指定区
域或使用某路段的出行） 

• 不同的信息类型（历史信息Historical、出行前
信息Pre-Trip、途中信息En-Route等） 

• 独立的效用函数（时间价值、可靠性价值、安
全价值等）； 

• 每个智能体单独执行路径选择算法，并可通过
每次迭代调整起点、终点、出发时间和路线间
的关系。 

当然，也支持Zone-Based Assignment! 14 



B.解决方案 
05.DTALite_特点_Multi-Senarios Management 

多场景管控方案： 

可预测事件 

1.施工区Workzone 

2.可变信息版VMS 

3.天气Weather 

4.匝道控制Ramp Meter 

5.广播信息Radio Message 

（D2D Learning） 

 

不可预测事件 

1.交通事故Incident 

2.应急疏散区域Evacuation Zone 

（D2D Learning + Break） 

 

收费 

1.基于路段的收费Link based T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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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解决方案 
05.DTALite_特点_Visualization 

16 瓶颈点 

排队 

流量 

速度 

密度 



多线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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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解决方案 
05.DTALite_特点_Multi-threads Computing 



C.应用实践 
01.区域交通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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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应用实践 
02.广义路网容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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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路段时空旅行弧

起点 可达地点 不可达地点

等待弧 活动参与弧

o

物理网络

时间

距离

d2d1

8:00

9:00

10:00

11:00

12:00

13:00

7:00

14:00

15:00

16:00

17:00

o

物理网络

时间

距离

d2d1

8:00

9:00

10:00

11:00

12:00

13:00

7:00

14:00

15:00

16:00

17:00

(a)   不修建路段 (o,d2) (b)   修建路段 (o,d2)

虚拟旅行弧

d1

d2

d1

d2



C.应用实践 
03.大型活动与特殊事件交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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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应用实践 
04.恶劣天气应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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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应用实践 
05.交通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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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ALITE+MOVESLITE 

⑴ 依据车辆类型和驾龄生成模拟智能体 
⑵ 计算动态用户均衡下时变最短路 
⑶ 利用运动波模型和简化线性跟车模型确定逐秒车辆轨迹 
⑷ 计算排放量 
 
需结合各城市标定详细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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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时碳排放总量热力分布，2级-四环视角 

(基于高德地图,左-产生,右-吸引) 

长安街(西三环→东三环方向)碳排放量 

Google Earth时空关系(红色-低速;绿色-常速) 
2km×2km栅格路段碳排放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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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交通模型制度保障 
促进交通规划与多学科之间理念与方法、理论与实践、数据与软件间的无缝对接； 

需培养或培训更加全面的新型交通模型人才。 

B.模型检验与校准 
路段密度、立交桥/复杂路段处理、混行交通流特性、驾驶行为特性、排放/安全参数等。 

C.时变OD反推与预测 
完善静态宏观模型，由Trip-Based向Activity-Based！完善HIS扩样方法，由Sampling向Synthesis！ 

完善总量规模、空间分布、时间分布、终点选择、方式选择等的建模方法！ 

D.控制与最短路同时优化 
多参数联合优化！ 

E.提升计算效率 
如何借助企业大型服务器或云平台，如何满足规划行业数据安全保密要求？ 

F.模型扩展 
由全日模型(Within-Day)过渡到逐日模型(Day-to-Day)、长期演化模型(Long-Term Evolution)，整合更多的
交通系统参与者，如货运、物流、能源、环境、土地利用等，需考虑无人驾驶车辆、远程办公等未来发展
趋势。 

D.机遇与挑战 
01.发展方向 



D.机遇与挑战 
02.学术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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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