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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驾驶员行为诱导与局部交通流优化方

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多车纵向跟驰状态

下的局部交通流优化系统。首先采用最小二乘法

识别驾驶员性格参数，并将驾驶员分为激进型、

稳重型、保守型三类，然后标定稳重型驾驶员的

驾驶行为作为良好跟驰参照。再次通过二分法获

取驾驶员接受建议的尺度，并提醒驾驶员改进跟

驰行为，从而引导驾驶员一步步的形成良好的驾

驶习惯。本发明基于不同性格驾驶员其跟驰风格

不同，同时针对特定的驾驶员提出其可以接受的

驾驶建议尺度，建议驾驶员保持正常的驾驶建

议，通过微观上改善驾驶员的驾驶行为，从而宏

观上优化局部地区的交通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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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驾驶员行为诱导与局部交通流优化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采集行驶过程中的车流信息，进行驾驶员性格参数识别，并制定良好的驾驶行为标准，

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通过上传至云端的每辆车的历史交通数据，删选出跟驰状态中的交通流信息，获取到

的跟驰车间距sd与跟驰速度vf，依据公式  sd＝λvf+L通过最小二乘法，获取时间距λ与停车

距离L，通过跟驰时间距与停车距将每辆车对应的驾驶员性格进行分类，λ与L即为驾驶员性

格参数，最终得到跟车环境下的综合参数，Yn＝{An,1，An,2，An,3，An,4}，Yn表示车队中第n车的

综合参数，其中An,1表示车队中第n辆车行驶工况，An,2表示第n辆车的型号，An,3表示第n辆车

驾驶员对应的驾驶性格参数，An,4表示驾驶员所在的道路环境信息；获取第n‑1车与第n车的

综合参数分别为Yn‑1与Yn，从交通历史数据中删选出与第n‑1车参数一致的  Yn‑1，并且从交

通历史数据中删选出除驾驶员性格参数An ,3不同的，但An ,1，An ,2，An ,4完全一致的Yn，对比跟

随车的速度波动性，选择速度波动性最小的驾驶员的性格参数为最优驾驶行为标准；

判定驾驶员的驾驶行为是否合理，在不改变驾驶员的驾驶体验的前提下，通过标定的

驾驶员性格参数与最优驾驶员性格参数，采用动态二分法确定驾驶员接受的矫正驾驶性格

参数，从而优化交通流，缓解拥堵。

2.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驾驶员行为诱导与局部交通流优化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将大中小型车的对应的驾驶员性格参数进行归一化处理。

3.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驾驶员行为诱导与局部交通流优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动

态二分法确定提供驾驶员接受的矫正驾驶性格参数的具体步骤包括：首先，选取驾驶员自

身的驾驶性格参数与最优驾驶员性格参数取中值，作为良好驾驶建议的性格参数，并依据

此提供相应的驾驶建议，当驾驶员愿意接受建议且无不良抵触情绪，则将其作为良好驾驶

建议参数；若其抵触提供的驾驶建议则在此基础上重新计算良好驾驶员性格参数，此时新

的驾驶员性格参数为自身驾驶参数与先前的良好驾驶参数的中值，依次计算直达驾驶员愿

意接受驾驶建议为止，最后算出其良好驾驶参数值。

4.如权利要求3所述一种驾驶员行为诱导与局部交通流优化方法，其特征在于：通过设

立分级式的良好的驾驶行为标准，当驾驶员达到建议后的驾驶行为标准后，重新设立新的

建议驾驶参照，逐步诱导驾驶员保持更好的驾驶习惯。

5.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驾驶员行为诱导与局部交通流优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优

化交通流包括驾驶员通过良好驾驶参数对比自己的驾驶行为是否符合要求，当不符合要求

时，提供相应的驾驶建议建议其保持良好的驾驶行为：激进型驾驶员，当判定过分激进时，

建议其保持车间距行驶；保守型驾驶员，当判定过远跟车时，建议其减小跟车车间距；通过

云端知晓各车道归一化驾驶员性格参数的分布情况，建议驾驶员换道，保证各车道驾驶员

性格类型合理分配。

6.如权利要求5所述一种驾驶员行为诱导与局部交通流优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通

过云端知晓各车道归一化驾驶员性格参数的分布情况，建议驾驶员换道，保证各车道驾驶

员性格类型合理分配，具体包括把驾驶员看做物体，其驾驶性格特性看做物体的磁性特性，

其中激进型驾驶员磁性为N，保守型驾驶员磁性为S，稳重型驾驶员为中性，且排斥力的大小

与同种性格驾驶员连续排在一起的数量以及车型有关，即当同种性格类型的驾驶员连续排

在一起的数量越多，其排斥力的大小就会呈几何倍数增加；且当同种车型且驾驶员性格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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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的汽车排在一起时，其斥力大小排序最大为大型车，然后是中型车，最后是小型车，排

斥力大的车辆之间优先插入相反磁性的车辆，当相反磁性的车辆排序完成后，然后是磁性

为中性的驾驶员插入到为排斥力的车辆之间，从而完成排序。

7.如权利要求5或6所述一种驾驶员行为诱导与局部交通流优化方法，其特征在于：当

交通流预测为拥堵时，由云端提供辅助驾驶决策功能，计算实现最大通行量下各车的驾驶

员性格参数的分配与排序。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08573600 B

3



一种驾驶员行为诱导与局部交通流优化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公共交通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面向局部交通流的多车纵向跟驰技

术。本发明通过对存储在云端的不同性格类别驾驶员及不同车型车辆的历史行驶数据进行

学习，提出一种局部地区交通流优化方法，适用于车流经常出现走走停停的拥堵的路段。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中国汽车保有量继续呈快速增长趋势。与此同时，随

着城市的发展，局部地区(长江大桥、城市隧道等)道路交通拥堵情况仍然十分严峻。

[0003] 基于此，急需要开展局部地区交通流优化研究。由于驾驶员的性格不同，车辆的类

型不同，其驾驶汽车表现的风格不同，如车型(大型车、中型车、小型车)相同的条件(前车与

后车的车型固定)下，后车驾驶员类型：激进型驾驶员表现出过近跟车，频繁的加减速；而保

守型驾驶员为避免碰撞，表现出过远跟车；前车运行状态相同工况(前车的速度与时间关

系)下，小型车跟随小型车时其保持较近的车间距，而小型车跟随大型车则会保持相对较大

的车间距。不论是过远还是过近，这都对交通流造成不良影响如降低道路交通通行量，造成

走走停停的交通流，甚至会导致大面积拥堵的形成。

[0004] 随着自动驾驶汽车智能化技术的发展，自动驾驶汽车不仅可以共享道路交通信

息，而且还能自我学习。但是其忽略了驾驶人针对特定车型的驾驶风格。不能保证驾驶人的

个性化需求和用户体验指数，仅仅把驾驶员当做乘客，驾驶员没有获得参与感。

[0005] 为了充分利用汽车行驶数据和提高驾驶员的感知度与局部地区交通流优化效果。

自车的类型与历史驾驶数据与特定路段历史交通流数据可以保存到云端服务器，并且可以

被其他车辆驾驶员获取。通过自车的历史驾驶数据学习得到自车驾驶员的性格参数，通过

统计特定路段历史交通流数据得到特定时段交通流的基准预测模型及车辆型号与驾驶员

性格类型的分配比例，进而提供相应的可以接受的改进建议，通过算法实现最大通行量或

者最低燃油排放等的最优解。从而缓解局部地区的拥堵，提高道路通行能力。

发明内容

[0006] 为了有效的识别特定类型车辆的驾驶员性格参数(跟驰车间距与跟驰速度)，本文

通过前导车与跟随车的驾驶员类型‑车辆类型(人车匹配)历史行驶数据和道路信息学习，

获取特定道路环境下，特定车型下特定性格类型的驾驶员的驾驶习惯，即车型‑驾驶员性格

参数。结合当前的道路环境信息，提取云端相似的道路环境(坡度、光线强度等)与前导车行

驶状态，模拟其车型对应的驾驶员面对相似情况下的驾驶操作。并通过算法提取相同车辆‑

环境下历史行驶数据中最优的(车速波动最小或油耗最少等)跟驰方式并分析其车辆‑驾驶

员性格参数，将作为其良好跟驰参照。同类型车辆‑环境条件下，设定最优驾驶性格参数。对

比后车驾驶员的驾驶性格参数与最优驾驶性格参数，通过动态二分法设定后车驾驶员可以

接受的驾驶性格参数作为参照，并依据此参照提供相应的驾驶建议来优化跟随车驾驶员的

驾驶行为，通过此方法优化车流中的驾驶员的驾驶行为，从而达到对车流中的每位驾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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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可以接受的驾驶建议，最终达到优化局部地区交通流的目的。

[0007] 本发明通过如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

[0008] 面向局部地区交通流优化的多车纵向跟驰方法，本发明特征在于：采用如下步骤：

[0009] 1)、特定类型车辆‑特定类型驾驶员性格参数获取

[0010] 通过上传至云端的每辆车的历史交通数据，删选出跟驰状态(即前方车道有车，跟

随车跟随前车行驶状态)中的交通流信息，获取到的跟驰车间距sd与跟驰速度vf，依据公式

sd＝λvf+L通过最小二乘法，获取时间距λ与停车距离L，通过跟驰时间距与停车距将每辆车

对应的驾驶员性格进行分类，λ与L即为驾驶员性格参数，最终得到特定跟车环境下的综合

参数，Yn＝{An，1，An，2，An，3，An，4}，Yn表示车队中第n车的综合参数，其中An，1表示车队中第n辆

车行驶工况(即汽车的速度时间关系)，An，2表示第n辆车的型号(分为大中小型车)，An，3表示

第n辆车驾驶员对应的驾驶性格参数，An，4表示驾驶员所在的道路环境信息。通过获取第n‑1

车(前导车)与第n车(跟驰车)的综合参数，从交通历史数据中删选出第n‑1车参数一致的

Yn‑1与除驾驶员性格参数不同的外其他完全一致的Yn，对比跟随车的速度波动性，跟随性最

好，选择速度波动性最小的驾驶员的性格参数最为最优驾驶员参照，如附图3。

[0011] 2)设定驾驶风格参数归一化参照表与动态良好驾驶风格参数

[0012] 针对前导车车型与驾驶员性格参数以及前车工况确定的前提下，从历史交通数据

中提取满足其前导车的相应的同类车型(大中小型)的跟驰车的不同驾驶风格的驾驶员驾

驶参数，并将其进行归一化处理。通过标定的驾驶员性格参数与最优驾驶员性格参数，采用

动态二分法确定驾驶员可以接受的矫正驾驶性格参数，其具体措施如下：

[0013] 首先，选取驾驶员自身的驾驶性格参数与最优驾驶员性格参数取中值，作为良好

驾驶建议的性格参数，并依据此提供相应的驾驶建议，当驾驶员愿意接受建议且无不良抵

触情绪，则将其作为良好驾驶建议参数；若其抵触提供的驾驶建议则在此基础上重新计算

良好驾驶员性格参数，此时新的驾驶员性格参数为自身驾驶参数与先前的良好驾驶参数的

中值，依次计算直达驾驶员愿意接受驾驶建议为止，最后算出其良好驾驶参数值，如附图4。

[0014] 3)基于良好驾驶员参数建议条件下的局部交通流优化

[0015] 当出现走走停停的交通流状态时，驾驶员通过良好驾驶参数对比自己的驾驶行为

是否符合要求，当不符合要求时，提供相应的驾驶建议建议其保持良好的驾驶行为。如激进

型驾驶员，当判定过分激进时，建议其保持适当车间距行驶，即缓解驾驶过程中激进型驾驶

员速度的波动性；如保守型驾驶员，当判定过远跟车时，建议其适当减小跟车车间距，即增

大车流单位时间通行量，从而缓解局部地区走走停停交通流。同时，通过云端可以知晓各车

道驾驶员归一化性格参数的所占比重，如：某一车道激进型驾驶员所占比重过大，而另外一

车道保守型驾驶员所占比重较大，这都不利于交通流的正常运作。可以适当建议驾驶员换

道，保证各车道驾驶员性格类型合理分配，从而优化交通流。其车道中人‑车特性的具体排

序与分配方法如下：把驾驶员看做物体，其驾驶性格特性看做物体的磁性特性，其中激进型

驾驶员磁性为N，保守型驾驶员磁性为S，稳重型驾驶员为中性(无磁性)。且排斥力的大小与

同种性格驾驶员连续排在一起的数量以及车型有关，即当同种性格类型的驾驶员连续排在

一起的数量越多，其排斥力的大小就会呈几何倍数增加；且当同种车型且驾驶员性格相同

时的汽车排在一起时，其斥力大小排序最大为大型车，然后是中型车，最后是小型车。排斥

力大的车辆之间优先插入相反磁性的车辆，当相反磁性的车辆排序完成后，然后是磁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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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性的驾驶员插入到为排斥力的车辆之间，从而完成排序。

[0016] 其具体车辆排序实施方案如下，如图5所示为同向两车道中处于跟驰状态的车流。

其中AB中第一位数为车型，其中A表示大型车，B表示中型车，C表示小型车；第二位数表示驾

驶员性格类型，A表示激进型，B表示稳重型，C表示保守型。如CC表示保守型驾驶员驾驶小型

车。由于汽车与云平台可以相互通信，云平台可以知晓每辆车其周围车辆驾驶员的性格类

型，从而可以得到车辆之间的力的特性与大小；F(x，y，z，v)其中x表示力的性质是引力还是

斥力；y表示力的大小，其与同性格类型的驾驶员连续排列的数量有关，其力的大小为an，其

中a为力的常数，a大于1，n为同种性格驾驶员连续排队的数量；z表示周围可以调节的资源，

即旁边车道中可以换道的驾驶员性格类型，用来降低现有车辆之间的斥力大小，从而避免

同种性格驾驶员的过长连续排列在同一车道，造成如很多激进型驾驶员排列在一起，当前

车以较大的速度减速时，后车以更大的速度减速，最终导致某辆车出现停车的现象的牛鞭

效应；v表示允许同种性格驾驶员连续排列的最大数，其与性格类型驾驶员占比以及驾驶员

总数有关，当某种性格驾驶员占比为h，其驾驶员总数为g，则v的值为1/h，v向上取整，保证

不会同类型驾驶员性格类型不会过多集中。通过此方式，从而降低交通流的速度波动性。如

附图5，车道中车辆排序规则图，其中右车道中前面两车(AA、BA)的驾驶员性格类型为激进

型，而左车道中第一辆车驾驶员为保守型，第二辆车为稳重型。当云平台通过算法发现右车

道前两辆车表现为斥力，而其旁边的车道有异性特性的车辆，由于引力的作用，提出建议，

建议左车道中的保守型驾驶员换道进入右车道中，行驶在两车之间。从而避免同性格类型

驾驶员过多的集中排序在一起。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多车纵向跟驰模型

[0018] 图2为驾驶员性格参数归一化

[0019] 图3驾驶员良好驾驶行为参照形成流程图

[0020] 图4二分法获取驾驶员可以接受的良好驾驶行为建议参数

[0021] 图5车道中车辆排序规则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23] 本发明专利为局部地区交通流优化，现以长江大桥作为优化路段。当该路段出现

走走停停的交通流现象时，且前后车辆相互呈现跟随状态。首先通过GPS信息，可以生成历

史交通数据库。历史交通数据库包含每辆车的历史行驶记录，通过提取跟驰车与对应的前

导车两者的跟随状态的行驶数据，从中通过最小二乘法可以辨识出跟驰车的驾驶风格特

性，从而可以将其归类，得到驾驶该车的常见几位驾驶人的各自的驾驶特性。从而进行驾驶

参数的标示。并通过当前的驾驶风格，进行驾驶员驾驶参数匹配，从而获得处于长江大桥上

的车辆的类型‑驾驶员性格参数的人车特性；通过图2中的归一化操作，将驾驶员进行参数

定位，通过图4中的二分法获得驾驶员可以接受的驾驶建议的驾驶参数(跟车间距与跟车速

度之间的关系)，以此作为良好跟车的标准。当其驾驶判定为不良跟车时，提醒驾驶员采用

正确的驾驶参数驾驶。此方式可以在保证驾驶员的驾驶体验的前提下，减少车流波动性，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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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优化交通流。同时，日积月累后，较少出现驾驶提醒与建议，则认为驾驶员形成了此阶段

的驾驶参数塑造，同时重新设置新的驾驶员可以接受的良好跟车标准，再次进行相应的提

醒建议。逐步的让驾驶员朝着最优驾驶的驾驶参数方向靠近，一步一步的优化驾驶操作。

[0024] 通过历史交通数据，提取出运行在长江大桥上的历史交通数据，通过统计软件可

以分析出长江大桥上的周一至周五，周六周日、节假日等的各时段的不同天气状态下交通

流运行的普遍规律，从而生成基准预测模型，即已知时段、天气状态下交通流的大致运行情

况。通过引入残差来标示具体时刻对应的交通流与基准预测模型的偏差。从基准模型中提

取组成交通流中车型‑驾驶员驾驶参数的分配比例(即大型车的激进型驾驶员、小型车的保

守驾驶员等各种人‑车特性所占比例)，此比例一般在确定的某一范围内。在已知长江大桥

中的人‑车特性与各驾驶员可以接受建议的驾驶参数(跟驰车间距与跟驰速度特性)情况

下，模拟仿真可以得到优化后的车流运行状态。对于多车道，假使左车道中全为大车型‑保

守型驾驶员，右车道中全为小型车‑激进型驾驶员。由于左车道中车辆明明可以保持较近的

跟车车间距，但其车辆保持过远的跟车间距，这样会导致左车道通行量很低；而由于右车道

中车辆中驾驶员全为激进型，当前车减速时，第一辆车为保持较快的相应，其会以更大的减

速度减速，以此类推，到后面将会出现某辆车减速增大到出现停车的状况，导致交通流波动

性很大，也不利于交通流的正常运行。针对此，在满足道路行车要求的前提下，已知人‑车特

性在交通流中所占比例的前提下，通过将人‑车特性的比例合理的分配到各车道中，通过此

方式可以促进交通流的优化，本发明通过遗传算法来实现各车道中人‑车驾驶员的比例与

车队中人‑车特性位置分配，通过仿真计算出最优的车队跟驰的驾驶中人‑车特性的的排序

规则。其具体规则如下：首先，在特定的路段下，通过设置不同的人‑车特性比例与其在车队

中的不同的排序位置，来模拟仿真各人‑车特性比例与特定的排序条件下的交通流运行状

态，从而找出各人‑车特性比例中最优的车辆驾驶人的排序。然后，从现有的正在运行的交

通流中各人‑车特性比例与排序，通过计算调整各车道中的人‑车特性比例与排序，使其达

到合理的比例来优化交通流。如，同向两车道中左车道中人‑车特性基本上全为小型车激进

型驾驶员，而右车道中人‑车特性基本上全为小型车保守型驾驶员。通过两者的综合，通过

换道行为可以实现两个车道各车道中人‑车特性比例不至于某种人‑车类型比例过高，不利

于交通流运行。通过进行各车道的人‑车特性比例与排序的再分配，可以优化道路交通流。

[0025] 此外，由于识别了驾驶员的人‑车特性，当新的驾驶员驾驶该车辆时由于其保持的

不同的驾驶风格参数，车辆识别为新的驾驶员可以发出警报从而避免偷车行为。同时，由于

识别了驾驶参数，通过分析驾驶员违规前车辆运行参数，识别出驾驶参数，只有该驾驶参数

的人可以实行扣分，避免其他人代扣驾驶分，从而一定程度上完善了交通规则的执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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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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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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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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