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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城市轨道交通客流预测四阶段法 

  

【摘 要】通过对城市轨道交通四阶段法的四个步骤(出行生成、出行分布、方式划分、路网分配)进行探

讨。指出其不合理之处,在传统四阶段预测方法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修正、改进。改进后的模型具有简单、

易懂、可操作性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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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轨道交通客流预测的重要性 

  建立以城市轨道交通为主干的城市综合交通网络体系,从根本上解决城市交通拥挤和城市环境恶化问

题已成为当今城市交通发展的必然。然而,我国对城市轨道交通的研究起步较晚,尤其对于前期的研究工作还

没有成熟的理论作为指导,无经验可循。而城市轨道交通的客流预测工作是前期研究的关键,对该问题的研究

是非常有实际意义的一项工作。 

2 传统四阶段法的不足 

   (1)用传统的四阶段法进行城市轨道交通客流预测的基础是现状年的居民出行调查数据,在此基础上,

运用集聚的方法,通过预测模型得到规划年限的客流量。在进行交通调查时,首先按照交通小区划分的一般原

则将城市规划区域划分为若干个交通小区。但在划分小区时随意性很大,对于不同的规划者,划分的结果 都

会有很大的不同。由于进行出行调查是以所划分的交通小区为研究单元,通过集聚的方法进行研究,而这样划

分的交通小区把客流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配时,对很大一部分客流来说,并不是最合理的。 

      (2)城市轨道交通客流预测的目的是预测远期城市轨道的客流吸引量,传统的方法是通过某项经济指标

或利用人口增长率来对远期的客流量进行预测。而实际上,对于不同的交通小区,其现状情况、未来的规划都

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有些交通小区已经达到稳定状态,发展空间很小,而有些小区在规划年内,根据城市总体

规划将有很大的变动。所以,客流量的预测不能采用一种模式,而应该是在对小区的现状和规划前景充分了解

的情况下,以建筑容量限制为基础,并利用城市饱和状态理论进行控制。 

      (3)在一般的四阶段预测模型中,习惯将出行分布在出行生成预测后进行,有必要将方式划分作为第二个

步骤,这是因为预测的目的是得到城市轨道交通客流,所以有必要在进行出行分布之前将与城市轨道交通不

相关的客流首先分离出来。 

3 改进后的城市轨道交通四阶段预测方法 

  本文的客流预测模式为:“虚拟城市轨道交通”→“现状 OD”→“远期快速轨道”。 

      模型思想为:在对城市整体情况有了初步了解的情况下,以线网规划的基本理论为指导,在城市交通系统

上进行“虚拟轨道交通”布置;以虚拟城市轨道各个站点为中心,进行交通小区的划分,以交通小区为调查单元

进行现状 OD调查;利用传统的四阶段法将小区的远期客流分配到虚拟城市轨道交通线路上来,根据预测结

果,分析虚拟城市快速轨道的合理性。若不合理进行调整,直至得到合理的远期城市轨道交通线网布置。 

3�1 出行生成预测 

      传统做法的一般原则为: 

      (1)小区应尽量与城市行政区划、城市形态发展、路网布局一致,避免小区内有自然或人为的障碍线存

在; 

      (2)划定交通小区内的土地利用特征应尽可能简单; 

      (3)小区应尽可能规则,避免狭长形状; 

      (4)交通小区划分应避免太细或太粗。 

      这样的交通小区划分,是在城市轨道交通线网布置之前完成的,并没有将小区与将来的城市轨道交通线

网结合起来考虑,所以就很难做到交通小区与轨道线网的有机结合。这是因为四阶段法预测是以小区为单元,

将居民进行集聚,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虑分析,所以就要求交通小区与轨道线网的依附关系越强越好。本文是

在所要规划的城市中先建立虚拟城市轨道交通,以城市轨道交通站点为交通小区中心,遵循小区划分的一般

原则,以到该站点比到其它站点的距离近为划分标准,将城市轨道规划区域划分为不同的交通小区(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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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拟的城市轨道交通建立后,在进行居民出行调查时,以某个楼或某一具有相同建筑使用性质的楼群作

为一个调查单元进行客流的调查工作。这样做的依据是:城市居民出行的起讫点都是建筑场所,客流的流动

无非是从一个建筑物移动到另外一个建筑物。也就是说,只要我们知道了各类建筑物的居民出行情况,也就是

掌握了整个城市居民的出行。 

  所以城市居民调查是先将所划分的交通小区按建筑物的使用性质进行分类,按不同类型的建筑物的人

口出行特征进行统计,通过对小区的远期规划分析,以及建筑物的容量限制即可知道远期的客流总量。所得到

的居民出行总量要与城市在饱和状态下的容量进行比较,目的是不至于使远期的预测客流出现大的偏差。 

3�2 交通方式划分 

      在我国大多数城市居民出行所用的交通方式有:步行、自行车、常规公交、出租车、小汽车等。各个交

通工具都有其不同的使用人群。对交通方式划分的影响因素很多,有出行者个人的因素,如:年龄、性别、收

入、私人交通工具拥有情况、职业、以及人员的类别(常住人口、流动人口);也有交通方式自身的因素,如:

旅行速度、票价、舒适度、安全性等。充分了解人们的出行选择与各影响因素的关系,是进行合理方式划分

的基础。 

      通过分析城市各个交通方式的特点及它们与城市轨道交通之间的关系可知,在进行交通方式划分时可

以分三步将城市轨道交通客流从总的交通出行量中分离出来。 

      第一步:将使用步行、自行车、小汽车交通方式出行的居民首先从交通小区总的客流量中分离出来; 

      第二步:剩余的交通客流是使用常规公共交通和轨道交通出行的。这一步是使用对乘客来说效用最大化

理论,将轨道交通从中分离出来; 

      第三步:对轨道交通客流进行修正。这是因为在第二步的方式划分中是以当常规公交与城市轨道交通在

总的出行时间相同的前提下,以出行距离为分界点来进行常规公交客流与轨道交通客流分离的。没有过多考

虑其他因素。而出行时间和票价是影响人们进行出行选择的重要因素,故对第二步的预测结果进行修正是非

常必要的。 

 

3�3 出行分布 

      出行分布的目的是将分离出的城市轨道交通客流分配到虚拟的城市轨道交通线网上,运用传统的重力

模型思想,按出行目的,采用节点分配的方法,利用对乘客来说是最小距离的原则批量进行分配。 

      如图 2所示:a、b表示交通小区 i、j所在的轨道站点,从站点 a到站点 b的轨道客流量记为 Tij,由站点 b

到站点 a的轨道客流量记为 Tji。Tij为交通小区 i从各个方向路线上汇集的轨道客流量加上该交通小区所产

生的轨道客流量,再进行四个方向的分配所得的结果。Tji的计算与 Tij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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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各个站点进行客流分配时,是利用重力模型的思想,根据站点所处位置,充分考虑通过该站点的线路方

向的客流吸引力,从而得到该站点沿各个方向的分配系数。 

3�4 交通分配 

      交通分配的目的是将已经预测出的城市轨道 OD交通量按照一定的规则符合实际地分配到道路网中的

各条道路上,并求出各条道路的交通流量。一般来说,在道路网中,两点之间(即 O、D间)有很多条道路,如何

将 OD交通量正确合理地分配到 O与 D之间的各条道路上即是交通分配模型要解决的问题。 

      本文的交通分配方法是:在进行路网分配时,将出行分布的客流,在考虑了轨道路线的最大通行能力的情

况下,利用对乘客来说的效用最大化理论,将过剩的客流分离出来。将分离出的客流分配到次短路上即可。 

4 结束语 

  本文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传统四阶段法,但是在某些方面还存在着不足。如:在通过客流预测分析后,虚

拟轨道交通路网若不满足预测的要求,就要进行调整,这样一来,以轨道站点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交通小区就要

发生变动,操作起来有点烦琐;在出行分配中,利用重力模型思想进行轨道客流分配时,由于对影响沿线路方

向的吸引能力的因素很多,所以较难进行确定,在模型的使用中,各节点(站点)的分配系数的精度有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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