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共交通是城市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要

发展，离不开城市交通的优化和发展，合理的公交

调度，可以有效地缓解运力和运量的矛盾，最大限

度地平衡乘客和公交公司之间的利益。公交调度

优化一方面可以降低乘客的出行成本，改善市民出

行的环境，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加公交车辆的运行效

率，提高公交公司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基于以

上两方面的原因，人们对城市公交调度优化的研究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得到不少成果 [1-4] 。

湛江作为沿海开放城市，环境优美，经济繁荣,

随着湛江钢铁基地、中科炼化等大型项目的建成，

湛江将进入发展的快车道，湛江的公交系统也随着

经济的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本文主要是以湛

江城区 11 路公交为例，建立了公交调度问题的若

干数学模型，并结合收集到的客流量信息，通过求

解数学模型，得到湛江 11 路车的优化调度。

1 最大断面客容量模型
湛江市区 11 路线公交是湛江公交系统中的一

条重要的线路，其上下行均有 39 个站，一天的运行

时间为早上 6 点到晚上 12 点。为了研究的方便，我

们把运行时间分为 18 个时段，每个时段间隔为 1 小

时，第 j 时段，第 k 站上行和下行上车人数分别记为

和 ，第 时段，第 k 站上行和下行下车人数分别记

为 和 ，第 时段上行和下行的最大断面客容量

分别记为 和 ，则根据文献[1]中的模型，我们可得

到湛江市区 11 路线公交各时段内最大断面客容量

模型如下:

根据收集到一个典型工作日各站各时段上下

客的数据 ， 及 ， ，代入模型（1），（2），可得到

湛江市区 11 路线公交一个典型工作日的最大断面

客容量数据表（表 1）。

表 1 最大断面客容量数据表

2 发车次数模型
根据调查，湛江市区 11 路线公交车为 34 座位

客车（不包括司机座），假设公交车的满载率不超过

150%, 则在满足公交车满载率限制和载完各时段所

有乘客的前提下，可建立如下发车次数模型：

其中 为正整数， 表发车次数（ ， 分别表

示 时段上行和下行发车次数）。

根据表１数据及模型（3），可算得各时段上行

和下行的发车次数表（表 2）。

3 发车时间间隔模型
拿每个时段 60 分钟除以发车次数, 可得出该时

段平均发车时间间隔(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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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分别表示 时刻上行和下行的发车时间间

隔。

由于 的值有小数出现, 而现实中发车时刻表

的最小单位为分钟，故间隔应取整数。当 取整数

时，可直接安排等时间发车 次。当某个 取小数

时，则可以建立如下模型：

其中 表示与 为发车时间间隔的发车次

数， 表示与 为发车时间间隔的发车次数.

显然，（5）式总是有整数解的。根据计算得到

的 和 值及 ，可得到各时段的等时间发车间隔

表（表 3，表 4）。

表 3 上行发车间隔表

4 模型的改进
对于以上的发车调度方案，笔者仅仅考虑在固

定的时间内，用最少的发车班次把所有的乘客运

走，并没有考虑到乘客的等待时间。事实上，一个

理想的公交系统，必须充分考虑乘客的等待时间，

为此，结合湛江的实际情况，我们作以下三个假设：

（1）乘 客 在 13；00-14：00，22:00-23:00，23:

00-00:00 时段的等待时间不超 30 分钟；

（2）乘客在上下班高峰时段（7：00-9：00，11：

00-12：00，14：00-15：00 17：00-19：00）的等待时间

不超过 10 分钟；

（3）乘客在其它时间段等待时间不超过 20 分

钟。

在以上三个假设的约束下，考虑用最少的发车

班次，把固定时间内的乘客都运走，则可得到以下

模型：

其中： 为发车总次数， 为模型（3）算出的各

时段发车次数， 为各时段在约束条件下的发车次

数， 表示上行运动， 表示下行运动。

用表 2 的数据，对模型（6）求解可得约束条件下

的各时段上行和下行的发车次数表（表 5）。

表5 约束条件下的各时段上行和下行的发车次数表

根据表 5，利用模型（4）（5），可得约束条件下各

时段的等时间发车间隔表（表 6，表 7）

表 2 各时段上下和下行的发车次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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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下行发车间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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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约束条件下下行发车间隔表

表 6 约束条件下上行发车间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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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Mathematic Models for City Bus Dispatching

——Taking the Eleventh Bus of Zhanjiang City for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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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me mathematic models for city bus dispatching are built by taking the eleventh bus of Zhanjiang

city for example. With the traffic information，the eleventh bus dispatching is given by solving the mathematic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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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undary condition are obt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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