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9 卷  第 1 期                          电 子 科 技 大 学 学 报                             Vol.39  No.1   
     2010年1月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Jan. 2010 

证据理论在机场动态容量预测模型中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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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容量影响因素的不确定性，提出了基于证据理论的机场动态容量预测模型。该模型依据机场最大容量构建

识别框架，以专家预测的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程度和发生的可能性为证据，建立基本可信度分配，利用Dempster合成法则

融合各种动态因素对机场容量的影响。实验数据分析表明，该模型运算结果合理，可以为空中交通流量管理提供科学的决策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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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considering the uncertainty of influence factors, a new dynamic capacity prediction model of 

airport’s runway is proposed based on the Dempster—Shafer theory of evidence. According to the max capacity, 
this paper analyzes runway’s capacity model, designs a recognized frame, takes the probabilities of the influence 
factors predicted by experts as the basic probability of evidences. At last, the Dempster fusion principles is used to 
get the probability of the runway’s prediction dynamic capacity. Experimental results prove the rationality and 
feasibility of the proposed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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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主要机场的繁忙程度越来越高，机场

现有容量已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飞行流量需求，机

场容量逐渐成为限制空中交通流量的瓶颈。虽然可

以通过扩建机场、新修跑道和停机坪等硬件设施来

增加容量，但建设周期较长，属于长期的战略建设

规划策略。国外研究表明，实施空中交通流量管理

(ATFM)，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各种资源，可保障空中

交通安全、有序、快速地流动[1]。而流量管理的前

提和关键是对机场容量的准确评估，评估准确性将

直接影响到流量管理实施的效果。 
机场容量评估通常以最大容量(又称理论容量)

作为研究对象，它是在理想的持续服务请求下，单

位时间内所能服务的最大航空器架次[2]。理论意义

的容量值可以通过理论模型求解和仿真评估得 
到[3-4]，但如果仅仅依靠最大容量来决策流量管理方

法而忽略各种不确定因素对容量值的动态影响，将

会与实际情况产生不小的偏差。所以需要在最大容

量的基础上结合未来各种可变因素(气象因素、军事

活动、人为因素、设备运行状况等等)的影响，预测

给定时间段内机场能实际服务的最大航空架次——
动态容量，为空中交通流量管理提供实际有效的决

策支持。 

1  机场动态容量的简单计算模型 
影响机场容量的动态因素很多，主要有机场天

气状况(包括机场上空的云层分布、温度、风速、风

向、跑道能见度以及雷雨等)和空域使用情况(包括军

用空域的分布及其使用情况，以及危险区、限制区、

禁区的分布和激活状态)。 
机场天气状况主要来自航空气象情报服务，根

据经验值可以将各种气象条件影响机场容量的严重

程度分成不同等级，然后为各个影响等级分别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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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的影响系数。同样，根据军用飞行计划中的场

内和场外飞行训练计划(TPI和TPO)以及炮射计划报

STG，可以提取空域活动状况的详细信息，再根据

该激活空域内军事活动对机场容量影响的经验值为

其指定影响系数。计算动态容量时采用的一种简单

模型如下。 
在机场最大容量的基础上，通过统计分析各动

态影响因素的经验数据确定不同的影响系数，取其

最小值(即对容量的影响程度最严重，使得机场容量

最小)与最大容量相乘得到动态容量值为： 

real 0( ) Min( ( ) , ( ) )i i j jC t C w t t     

0≤ ( )iw t ； ( )j t ≤1；ρ=0 or 1；i,j=1,2,3,…,n  (1) 

式中   =0表示第i种天气状况或第j种军事活动未

发生； =1表示第i种天气状况或第j种军事活动发

生； ( )iw t 表示第i种天气状况发生对容量的影响系

数； ( )j t 表示第j种军事活动发生对容量的影响系

数，t表示该影响系数的有效作用时间；C0为最大容

量值。当 ( )iw t = ( )j t =1时，表示影响机场最大容量

的因素没有发生，此时 real ( )C t =C0。当 ( )iw t = ( )j t =0
时，表明该时段的气象条件已不适合任何飞行或军

事活动，导致机场完全封闭，即 real ( )C t =0。 
这种简单计算模型虽然考虑了各种动态因素的

影响，但忽略了多种影响因素的联合作用的影响效

果，也没有考虑各种动态因素的不确定性。所以，

该模型与机场的实际运行情况还有一定偏差，需要

进一步改进。 

2  基于D-S证据理论的机场动态容量
预测模型 

2.1  模型理论分析 
D-S 证 据 理 论 (Dempster—Shafer theory of 

evidence)对概率做出了构造性解释，它认为概率是

某人在证据的基础上构造出的对某一命题为真的信

任程度，称为信度[5]。这种解释不但强调了证据的

客观性，也强调了证据估计的主观性，满足比概率

更弱的公理体系，能够处理由未知引起的不确定性，

提供了一个构造不确定性推理模型的一般框架[6]。

对于具有主观不确定性判断的多属性决策问题和证

据冲突问题，证据理论是一个有效的融合手段[7-10]。

由此，可以利用证据理论融合影响机场最大容量的

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可能性和综合影响程度，求得机

场动态容量和该容量值或区间的可信度，为流量管

理方法提供决策支持。 
证据理论将人们所能认识到的某一判决问题的

所有可能结果的集合定义为识别框架，人们所关

心的任一命题都对应于的一个子集A。如果采用

专家咨询的方法向n个专家提出咨询，则每个专家都

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知识和对系统的了解，在框

架上产生一个对应于A的基本可信度分配，所以

在咨询结束以后，就可以得到n个基本可信度分配

1 2, , , km m mL 。基本可信数m反映了对A本身的信度

大小，其总信度为1。然后定义函数Bel为上的信

度函数： 
Bel( ) ( )

B A

A m B


   A         (2) 

由证据理论可知在给定几个同一识别框架上基

于不同证据的信度函数时，如果证据不是完全冲突

的，那么可以利用Dempster合成法则计算一个新的

信度函数反映证据的联合作用，该信度函数称为原

来那几个信度函数的直和[12]。利用专家咨询法得到

的主观概率估计，体现了一种集体的力量，得到的

主观概率合成决策是集体决策的结果。 
两个信度函数的Dempster合成法则：设Bel1和

Bel2是同一识别框架上的两个信度函数，m1和 m2

分别是其对应的基本可信度分配，焦化元分别为

1 2, , , kA A AL 和 1 2, , , lB B BL 。 
设 ( ) ( ) 1

i j

i j
A B

m A m B



I

，2 [0,1] → 是基本可信

度分配，定义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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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多个信度函数的 Dempster 合成法则 ： 设

1 2Bel ,Bel , ,BelkL 是同一识别框架  上的信度函

数， 1 2, , , km m mL 是对应的基本可信度分配，如果

1 2Bel Bel Belk  L 存在且基本可信度分配为m，

则有： 
A  ， A   

1 2
1 2

1 2
, ,

( ) ( )( ) ( )
k

k

K
A A A
A A A A

m A K m A A m A




 
L

I I L I

L   (4)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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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模型实现步骤 
若已知机场最大容量为C，则机场动态容量的可

能值为c  {01,2, , }CL, ，根据证据理论可得识别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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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为 { | 01 2 }c C  L,, , , 。当容量评估专家对机场动

态容量进行预测时，如果将各种不确定因素对动态

容量的影响程度和发生的可能性作为证据，则命题

即为专家根据证据预测的具体的动态容量值或区间

( 的子集)，再将专家对命题的支持度进行归一化

处理后作为各命题的基本可信度分配，并假设各种

证据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就可以建立基于证据理论

的机场动态容量预测模型，利用Dempster合成法则

求得在不同动态因素影响下的机场动态容量值及其

可信度。 
设有k个容量评估专家根据n批证据对机场动态

容量进行评估，在识别框架中可得到p个两两不同

的命题，则融合各批证据和专家意见对机场动态容

量进行预测的具体步骤如下。 
步骤 1  第i( 1,2, ,i k L )个容量评估专家在分

析了第j( 1,2, ,j n L )批证据后，得到一个属于识别

框架的命题集合，并根据经验和已经得到的证据给

出各命题出现的可能性
lijM ( 1,2, , il l L ； il p≤ ；

0 1
lijM≤ ≤ )，其中， il 是第i个专家认为最可能发生

的命题个数，每个专家的 il 可以不相同。将专家预

计某一命题发生的可能性定义为该专家对这一命题

的支持度。 
步骤 2  将支持度

lijM 归一化： 

1

l

l i

l

ij
ij l

ij
l

M
m

M





              (5) 

则可得基本可信度分配： 

1 2
( , , , )

liij ij ij ijm m m m L           (6) 

步骤 3  根据式(2)建立信度函数Belij。 
步骤 4  根据Dempster合成法则融合第i个容量

评估专家对第j批证据的基本可信度分配，得到 im ，

它表示多批证据对同一动态容量的联合支持度，记为： 
1 2i i i ijm m m m   L           (7) 

步骤 5  根据Dempster合成法则融合k个容量

评估专家的基本可信度分配，得到m，它表示多个

专家对同一动态容量的联合信度，记为： 
1 2 im m m m   L           (8) 

通过 im 或m得到所有证据或专家对各个动态容

量评估结果的可信度，可为进一步的流量管理决策

中动态容量值的选取提供量化的参考依据。 

3  实验数据分析 

设某机场最大容量为32 架次/h，拥有2位容量

评估专家和3批证据。 

证据 1  未来1 h内某机场附近有军事活动，对

航班进离场程序有限制。 
证据 2  未来1 h内某机场有小雨，能见度为

400 m。 
证据 3  未来1 h内某机场设备系统维护。 
评估过程如下： 
(1) 第1位容量评估专家根据数据分析和经验给

出命题(容量值范围)，并给出各命题发生的可能性 

jllM ，所有证据和命题表1所示。 

表1  专家1给出的证据和命题 

动态容量/架次 支持度M11 支持度M12 支持度M13 

21～22 0.65 0.75 0.65 

23～24 0.80 0.85 0.75 

25～26 0.90 0.80 0.70 

根据式(4)和(7)将3批证据按照动态容量模型中

的步骤经过Dempster合成法则融合以后的结果如表

2所示。 
表2  专家1的证据融合结果 

动态容 

量/架次 
基本可 
信度m11 

基本可 
信度m12 

基本可 
信度m13 

融合可 
信度m1 

21～22 0.276 6 0.312 5 0.309 5 0.238 1 

23～24 0.340 4 0.354 2 0.357 1 0.383 2 

25～26 0.383 0 0.333 3 0.333 3 0.378 7 

从表1和表2可看出，经过Dempster合成法则融

合专家1对多批证据的评估结果以后，容量为“23～
24”的可信度分配增加，“21～22”的可信度分配

减少，“25～26”的可信度分配在各证据之间。由

此可以得出结论：对可信度较高的证据越来越相

信，对可信度较低的越来越不信任，对可信度上下

摆动的则选择中间值相信，与实际情况相符。 
同理，第2位容量评估专家给出的证据和命题如

表3所示。 
表3  专家2给出的证据和命题 

动态容量/架次 支持度M21 支持度M22 支持度M23 

21～22 0.65 0.55 0.50 

23～24 0.70 0.75 0.65 

25～26 0.50 0.65 0.50 

融合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专家2的证据融合结果 

动态容 
量/架次 

基本可 
信度m21 

基本可 
信度m22 

基本可 
信度m23 

融合可 
信度m2 

21～22 0.351 4 0.297 3 0.303 0 0.271 9 
23～24 0.378 4 0.405 4 0.393 9 0.519 0 
25～26 0.270 3 0.297 3 0.303 0 0.20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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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3和表4可看出，容量“23～24”的可信度

分配增加，相反，“21～22”、“25～26”的可信度分

配减少。同样满足“信则越来越信，不信则越来越

不信”的常理。 
(2) 两位容量评估专家利用Dempster合成法则

根据式(3)和(8)融合的预测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两位专家的证据融合结果 

动态容量/架次 基本可信度m1 基本可信度m2 融合可信度m 
21～22 0.238 1 0.271 9 0.188 8 
23～24 0.383 2 0.519 0 0.580 2 
25～26 0.378 7 0.209 1 0.231 0 

从表5的数据同样可以看出，两位专家都比较支

持的命题(“23～24”)可信度变得更高，而两人都把

握不大的命题(“21～22”)可信度降低，两人意见偏

差较大时采取折衷信度。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未

来一小时内，受天气、军事活动、设备等动态因素

影响，该机场的动态值最可能为23～24 架次/h，其

可信度分配为0.580 2。 
(3) 为进一步验证模型的合理性，设3位容量预

测专家分别对未来10个连续单位时间段的容量进行

预测，并给出了基本可信度，则经过融合后的动态

容量可信度曲线如图1所示。不难看出，融合后的可

信度曲线变化趋势与各位专家预测结果的可信度变

化趋势一致，但其变化率更大，也是“信则越来越

信，不信则越来越不信”的直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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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动态容量可信度曲线 

4  结  论 
本文在空中交通流量管理领域内提出了基于证

据理论的机场动态容量模型。通过试验数据分析表

明，利用证据理论融合多种动态因素对机场最大容

量的影响，可以更为真实地预测未来某时段的机场

动态容量。另外，通过专家咨询法将各种因素的不

确定性体现在容量预测结果的可信度上，可以为后

继的流量管理提供合理有效的决策支持。实验结果

证明该模型的计算结果合理可行，可以很方便地推

广到航路动态容量评估和空域动态容量评估模型

中，具有不错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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