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横向干扰度和交通事故数的车速预测模型构建!

樊兆董0

!李美玲2

!冉晋0

!张昱0

"

0.

山东省交通科学研究院!山东 济南
"

2/#0#2

%

2.

山东建筑大学!山东 济南
"

2/#0#0

#

摘要!为解决公路车速值合理性预测问题!基于公路路侧环境'道路特征'交通特性提出车辆

行驶横向干扰度指标!结合公路历史交通事故数据!建立交通事故'横向干扰度与车辆
3/G

位速度

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选择
"-

处不同路段并通过调查分析得出相应
3/G

位车速值!基于横向干扰

度量化表确定路段的横向干扰度及汇总相应路段近
"

年交通事故数据!分析
3/G

位车速'横向干

扰度'交通事故数之间的关联性%以横向干扰度'交通事故数据为自变量!车辆
3/G

位速度为因变

量建立
3/G

位车速多元线性回归预测模型!为提高交通安全'合理确定车辆速度奠定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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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是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的主要因素#而

!$.#-G

的交通事故由超速行驶所致$挪威'交通安

全手册(指出#车速平均每增长
0#G

#受伤性%死亡

性交通事故数将分别增加
2/G

和
"/G

$可见#制定

合理的道路限速值是提升道路交通顺畅%确保交通

安全的有效措施$目前有关道路限速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道路设计速度%

3/G

位车速%道路几何特征及道

路所处区域环境等方面$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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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以曲率

为变量建立平曲线运行车速推算模型#确定了道路

限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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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对
023

个车速限制区间进

行调查研究#发现
3/G

位车速只能作为车速限制的

基准值#实际车速限制值应比
3/G

位车速低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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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9L.).

等基于平曲线半径%竖

曲线长度%变坡点与竖曲线起点的平面距离%纵坡及

纵坡长度%超高率等因素建立基于平纵组合线形的

运行车速计算模型#用于确定道路限速值-杨俊等分

析分车道限速的影响因素#在车速限制标准的基础

上#提出分车道限速的合理流程及限速值的确定办

法-陆建等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法建立
3/G

位车速与

车道数%限速值%车道位置%车型%道路饱和度%大型

车比例等因素之间的关系模型#用于确定道路限速

值-程国柱采用回归分析法#分车型建立道路线形指

标%交通流参数与运行车速的关系模型#通过对多参

数修正确定了道路的最高车速限制值$当前道路限

速研究较少考虑路侧环境特征和交通事故等因素的

影响$该文考虑道路特征%交通特性%路侧环境等因

素提出道路横向干扰度指标#结合路段交通事故发

生数量#构建路段
3/G

位车速预测模型#为道路限

速值确定提供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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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变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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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干扰度

正常驾驶过程中#驾驶员对行驶速度的选择受

多方面因素影响#其中道路特征%交通特性%路侧环

境是最重要的因素$道路特征主要包括道路等级%

坡度%线形%宽度%车道分布等-交通特性主要包括交

通组成%交通流运行状况等-路侧环境主要包括路侧

地形及防护设施设置状况等$基于对不同路段上述

影响因素的现场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提出横向干

扰度指标#表征驾驶员在正常行驶过程中受到道路

特征%交通特性%路侧环境等因素干扰程度的大小$

其赋值见表
0

#横向干扰度越大#说明驾驶员受外界

影响越大#交通安全性%顺畅性越低-反之#则说明驾

驶员受外界影响越小#交通安全性%顺畅性越高$

$%&

"

交通事故数

交通事故是影响道路交通安全运行的主要因

素$有数据表明#

2#0#

年中国发生的交通事故中#

超速行驶造成的死亡人数占事故死亡总数的
0!G

#

交通事故数显著影响对道路运行速度的选择#可作

为路段车速预测模型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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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车速

选用交通管理部门常采用的限速参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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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干扰度的量化

横向干扰度 横向干扰度影响因素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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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的交通%路线%设施等状况较好#

符合标准条件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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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二级公路的交通%路

线%设施等基本符合标准条件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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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两侧少量非机动车%行人出行#路侧

环境较复杂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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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两侧停车%非机动车较多或交通%路线%

设施等条件一般#路侧有出入口等

)

3

#

0#

*

穿过村镇#经过学校-支路有车辆进出#农

用车混杂-慢速行驶#有大量货车通行-行

人或非机动车来往较频繁#交通秩序很差-

有集市#缺少交通管理

位车速作为模型变量#该变量可表征通行路段
3/G

车辆的行驶速度#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

"

数据采集与分析

&%$

"

数据采集

选取
"-

处具有不同道路特征%交通特性和路侧

环境的典型路段#道路类型主要包括高速公路%国

道%省道等#路段长度为
2./

"

0#C+

$根据现场调

查资料!见图
0

"#确定不同路段的干扰度量化值$

图
$

"

现场调查照片

通过查阅所选路段近
"

年的交通事故数据#包

含轻微交通事故%一般交通事故%重大交通事故%特

大交通事故等#确定该路段近
"

年所发生的交通事

故数$

根据
L&/$-3./12#0$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

线(#车头时距至少大于
!F

则视为自由流状态下的

车速$采集相应路段的车辆运行速度#并计算每一

路段车辆运行速度的
3/G

位车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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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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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车速与交通事故数关联性分析

3/G

位车速与交通事故数的关联性见图
2

$由

图
2

可知,在
3/G

位车速小于
3#C+

&

I

的路段#交

通事故数基本上随着
3/G

位车速的提高而逐渐增

加-在
3/G

位车速大于
3#C+

&

I

的路段#交通事故

数则较少$表明在车辆运行速度较低的路段#影响

驾驶员安全顺畅驾驶的因素较多#交通事故数较高$

而在车辆运行速度较高的路段#影响驾驶员安全顺

畅驾驶的因素较少#因而交通事故数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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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车速与交通事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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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车速与横向干扰度的关联性分析

3/G

位车速与横向干扰度的关联性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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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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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在
3/G

位车速大于
3#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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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路段#横

向干扰度较低-在
3/G

位车速小于
3#C+

&

I

的路

段#横向干扰度较高$表明横向干扰度对车辆运行

速度的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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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车速与横向干扰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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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数与横向干扰度的关联性分析

交通事故数与横向干扰度的关联性见图
!

$由

图
!

可知,在交通事故数较少的路段#横向干扰度较

低-在交通事故数较多的路段#横向干扰度较高$说

明横向干扰度对交通事故数有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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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速预测模型的构建

以横向干扰度和交通事故数作为自变量#

3/G

位车速作为因变量#构建基于横向干扰度和交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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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数与横向干扰度的关系

故数的车速预测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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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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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车速预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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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0

为交通事

故数-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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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横向干扰度$

该模型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各变量相关性分

析%回归分析%方差分析%回归系数及显著性检验结

果见表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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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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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变量相关性分析结果

变量
3/G

位车速 交通事故数 横向干扰度

3/G

位车速
0.### 1#.#-" 1#.32-

交通事故数
1#.#-" 0.### #."!$

横向干扰度
1#.32-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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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结果

项目 计算值

; #.3-#

;

2

#.$"4

调整
;

2

#.$2"

标准估计误差
00.#2"0

德宾
1

瓦特逊检验
0.#$"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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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差分析结果

参数 平方和 自由度
均值

平方

分布的

统计量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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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回归
00""/.0# 2 /--$.//# !-.-!" #.##

残差
!##4.$$ "" 020./#3

总计
0/"!!.3$ "/

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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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交通事故数%横向干扰度和
3/G

位车速
"

个变量之间呈较强的相关性!

8

L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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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将交通事故数%横向干扰度作为自变量

纳入该模型中具有较好的合理性$

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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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

;

的取值范围为!

#

#

0

"#且达到

#.3-

#证明线性回归关系密切-

;

2为
#.$"4

#表明所建

立的回归模型效果优良-调整
;

2为
#.$2"

#符合小于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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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系数及显著性检验

参数
非标准化系数

Y

标准误差
标准系数

8

检验
0

值
共线性统计量

容差 方差膨胀因子

常量
0##.323 ".3/" 2-.0-3 #.###

交通事故
#.//# #.20# #.2/" 2.-$0 #.#02 #.33# 0.0"$

横向干扰度
1-.!#! #.--/ 1#.40! 14.-"2 #.### #.33# 0.0"$

;

2的原则#且其值偏大#说明该模型拟合效果较好$

由表
!

可知,该模型的
M

检验结果
Q

#5#/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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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5#/

值#说明回归效果高度显著-

0

J#.##

2

#.#/

#说明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

由表
/

可知,

2

个自变量的容差均大于
#.0

#且

其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
0#

#表明交通事故数和横向

干扰度之间不存在共线问题$

(

"

结语

结合道路特征%交通特性%路侧环境等因素提出

横向干扰度指标#结合
"-

处具有不同道路特征%交

通特性和路侧环境的典型路段现场调查资料#分析

交通事故数%横向干扰度和
3/G

位车速的关联性$

结果表明交通事故数和横向干扰度对
3/G

位车速

的影响都较显著#且横向干扰度越高#交通事故数越

大$构建以交通事故数和横向干扰度为自变量的多

元线性回归模型#从事故数和交通运行环境方面对

路段
3/G

位车速进行预测$模型拟合效果较好#可

为今后路段限速值的合理确定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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