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淮 阴 工 学 院 

 

交通运输系统仿真 

课程设计 

 

 

小组成员: 组长：周业凯  学 号：  

 

   李东亚          

   杨敏锐          

      季东升          

      庞  瑞          

   李鸿霞          

系（院）： 交通工程学院 

专   业 : 交通运输 

班    级： 运输 1101  第三小组 

指导老师： 陈大山/周桂良 

 
 

2013 年 6 月 

交通运输系统仿真课程设计报告书 --第1页

交通运输系统仿真课程设计报告书 --第1页



 2 

 

目     录 

 

1课程设计的目的和要求...............................................3 

   1.1课程设计的目的................................................3 

   1.2课程设计的要求................................................3 

2课程设计的内容.....................................................4 

3课程设计的任务.....................................................5 

4课程设计要求说明...................................................5 

5课程设计步骤与方法.................................................7 

6课程设计时间及进度安排.............................................8 

7实地调查与数据收集.................................................9 

7.1 淮阴工学院南、北园(枚乘路）地理区位...........................9 

7.2 淮阴工学院南、北园(枚乘路）交通量调查.........................9 

7.3通过交叉口车辆组成...........................................12 

   7.4交叉口几何尺寸调查...........................................12 

8信号配时..........................................................12 

8.1相位方案设计的基本事项.......................................12 

8.2相位示意图...................................................13 

8.3信号配时原理.................................................14 

9具体的信号配时....................................................16 

10路网评价.........................................................17  

11数据采集仿真结果分析.............................................17 

12 课程小结........................................................18 

 

交通运输系统仿真课程设计报告书 --第2页

交通运输系统仿真课程设计报告书 --第2页



 3 

1.课程设计的目的和要求 

1.1 课程设计的目的 

为了巩固和进一步掌握在《交通运输系统仿真》授课中学到的理论知识

和技术方法，实现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提高教学质量，交通运输类专业学生

进行交通运输仿真课程设计。通过该环节的动手操作，使学生掌握交通仿真

模型分析、各基本模块的灵活运用、专业仿真软件操作，提高分析和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还使学生的组织能力提高、合作精神培养方面得到锻炼。 

课程设计是对学生学习和运用专业知识的综合考核和检查，使学生接受

工程师基本训练的重要环节，是整个课程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课程设计的

特点是，内容所涉及的知识面较一般习题为光，有较强的系统性和综合性，

在运算、绘图、编写说明书方面也有较高的要求，但份量应适当控制，注意

不使学生负担过重，因此，可采取通过课外习题分散集中设计和进行两种方

式。其基本目的是： 

(1)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思想，训练学生善于综合运用课堂所学理论知识

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熟悉交通建模技术、交通数据提取技术、交通系统评价技术和交通系统

仿真技术。 

(3)进行基本技能训练，对现有资料进行整理、计算和分析，对计划进行评

估等。 

(4)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1.2 课程设计的要求 

（1）熟练掌握系统仿真的基本原理； 

（2）熟练掌握交通运输系统仿真模型的构建； 

（3）熟练掌握交通运输系统仿真软件的选择和使用； 

（4）能对数据进行输入分析，能利用仿真得到的数据进行系统优化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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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设计内容 

根据教学内容的典型性和综合性特点，进行相应课程设计。认真研究设计任

务书，明确设计要求、条件、内容和步骤：通过阅读有关资料等，复习课程有关

内容，交通运输系统仿真课程设计要求掌握运输系统仿真的基本方法和步骤。具

体内容如下： 

  (1)内容描述与定义 

首先要在分析、调查的基础上，明确要解决的问题及实际的目标，确定

描述这些目标的主要参数以及评价准则。根据目标，清晰地定义系统边界，

辨识主要状态变量和主要影响因素，定义环境及控制变量。同时，给定仿真

的初始条件，并充分估计初始条件对系统主要参数的影响。 

(2)建立仿真模型 

    在交通系统仿真模型中，主要应根据交通实际数据状况，系统中的建模

以及时间推进机制，按交通规律系统建立模型。 

(3) 数据采集 

对于原始数据，除了必要的仿真输入数据以外，还必须收集与仿真初始

条件及系统内部变量有关的数据。这些数据往往是某种概率分布的随机变量

的抽样结果，因此要对这些参数做必要的统计调查分析、通过分布拟合，参

数估计以及假设检验等步骤，确定这些随机变量的概率函数，以便输入仿真

模型，实施仿真运行。 

(4) 模型的确认  

目前模型的确认常用是三步法确认，第一步由熟知该系统的专家对模型

作直观和有内涵的分析评价；第二步是对模型的假设、输入数据的分布进行

必要的统计检验；第三步是对模型作试运行，观察初步仿真结果与实际系统

估计的结果是否相近，以及改变主要输入变量的数值时仿真输出的变化趋势

是否合理。  

(5) 模型的编程实现与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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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立仿真模型后，就需要编制相应的仿真程序，以便在计算机上作仿

真运行实验，仿真程序的验证主要采用分块调试和整体程序运行的方法。  

(6) 仿真试验设计  

在进行正式仿真运行之前，均应进行仿真试验框架设计，也就是确定仿

真试验的方案。仿真试验设计包括仿真时间区间、精度要求、输入输出方式、

控制参数的方案及变化范围等。  

(7) 模型的仿真运行  

经过确认和验证的模型，就可以在试验框架指导下在计算机上进行运行

计算；在运行过程中，可以了解模型对各种不同输入及各种不同仿真方案的

输出响应情况，通过获得的所需实验结果和数据，掌握系统的变化规律。  

(8) 仿真结果的输出与分析  

对仿真模型进行多次独立重复运行可以得到一系列的输出响应和系统

性能参数的均值等，并对结果进行详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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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程设计任务  

淮阴工学院大学城南北校区行人过街信控仿真设计：为解决淮阴工学院

南北校区行人过街交通问题，建立南北校区行人过街信控解决方案。包括：

道路的交通参数调查，机动车、非机动车及行人的交通特性调研，设计平峰

与高峰两组信号配时方案，三维录像，并对仿真的交通流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4.课程设计要求说明  

课程设计要求：本次课程设计分小组进行，每个小组根据不同的选题，

各成员进行合理分工，每个人先独立完成自己负责的方案部分，再统一协调

最后提交一份由小组共同完成的设计成果，并由组长进行 10 分钟的课程设

计内容 PPT 汇报；设计过程中，根据合理的进度安排，按照交通系统仿真建

模与仿真的流程及方法，认真地开展课程设计活动；最后设计出交通仿真方

案；设计文档用 A4 纸打印，字迹清晰，页面整洁，并按任务书要求装订成

册。  

课程设计纪律要求：本次课程设计集中在指定地点（交通工程学院计算

机机房或教室）进行，设计期间严格考勤，按时作息，一般不允许请假，如

遇特殊情况，需写请假条报院领导批准，否则按旷课处理，如果请假或旷课

总时数累计达全部设计时间的三分之一以上，该课程设计成绩按零分计；此

外，不得以任何理由请人代交作业，否则本次课程同样以零分计。  

课程设计时间安排：一周设计时间，第 16 周。 周一至周二：确定选题；

构建交通仿真方案的整体框架；进行方案的背景、条件及可行性研究；周三

至周五：对具体仿真方案进行设计；并对方案进行仿真数据分析；最后整理

提交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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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课程设计步骤与方法  

按照课程设计的内容要求，统一的步骤如下 : 

 打开VISSIM并新建文件  

 设置仿真参数  

 创建编辑速度曲线  

 检查和编辑车辆类型特征  

 新建交通构成  

 调查得到研究路段背景图片  

 打开、缩放、存储背景图片  

 绘制车行道和人行横道的路段与连接器  

 在路网的端点和人行横道分别输入交通流量和行人流量  

 输入路径决策点和相关路径  

 输入速度变化  

 创建信号控制的信号灯组，输入定周期的时间。  

 在路网中输入信号灯头  

 输入专用左转、红灯右转、人行横道的优先规则  

 设置输出文件，例如行程时间、延误时间、排队计数器、数据采集点等  

 运行仿真，对多次仿真结果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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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课程设计时间及进度安排 

   课程设计时间：6月 8日——6月 9日，6月 13 日——6月 14 日 

进度安排情况 ： 

进度安排表 

序号 内容 时间（天） 

1 设计准备、下发任务书 0.5 

2 数据采集 0.5 

3 数据整理、系统仿真 2 

4 编写设计说明书、PPT 0.5 

5 答辩 0.5 

 

 

 

交通运输系统仿真课程设计报告书 --第8页

交通运输系统仿真课程设计报告书 --第8页



 9 

7 实地调查与数据收集 

 7.1 交叉口地理区位 

根据实地观察测量和分析讨论，本组对整个交叉口形状、车道划分与交通流

运行轨迹进行了绘制，如下图所示。 

 

枚乘路是连接淮安市大学城的主要交通动脉，西连淮安市主干道淮海南路。

东西向为主干道，机动车道为双向 4车道，东进口道为 1条直行车道（可右转）、

一条左转车道，西进口道为 1 条直行车道（可右转）、一条左转车道。公交车站

设置在东进口以及西进口的右转车道右边，公共汽车主要进行直行。南北向为连

接淮阴工学院南、北园的人行道。 

 

人
 
 
 行
 
 道
 

人
 
 
行
 
 
 道
 

西进口 

东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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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交叉口交通量调查 

本组通过实际观测的方法测得了道路交叉口的交通流量等信息。。主要调查

方法为，对各车道分配人员进行定时调查车种及车辆流向数量以获得交通流量。 

具体观测时间为晚高峰下午2点到 5点，交叉路口的机动车交通流量较为稳

定，交通流量通过每隔 10 分钟记录一次，整理后的平峰小时人流量与高峰小时

交通量、人流量见下表。 

表 1 东进口小时交通流量 

时间段 

（东进口） 

小汽车 货车 公交车 总计 

左

行 

右

行 

直

行 

左

行 

右

行 

直

行 

左

行 

右

行 

直

行 

 

14.00--15.00 37 33 83 1 10 9 1 0 9 183 

15.00--16.00 40 27 72 2 14 10 0 0 8 173 

16.00--17.00 28 24 74 2 11 13 0 1 13 166 

  表 2 东进口小时交通流量 

 

    从调查的数据可以得到，枚乘路与淮阴工学院南、北园交叉口的主要流量分

布在东西两个进口道，平均流量超过了 172pcu/h。pcu/h 是：每小时当量小客车

通行数。 

 

 

时间段 

（西进口） 

小汽车 货车 公交车 总计 

左

行 

右

行 

直

行 

左

行 

右

行 

直

行 

左行 右

行 

直行  

14.00--15.00 33 36 76 0 7 8 0 0 8 168 

15.00--16.00 39 26 69 4 12 9 0 0 10 179 

16.00--17.00 27 25 72 3 5 14 1 0 11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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