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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轨道交通与地面公交接驳(简称“接驳公交”)是解决城市居民出

行“最后一公里”的有效方法之一，通过布局与轨道站点相连接的地

面公交支线(线路的首末站位于轨道站点附近)，将市郊且较为偏远的

大型居住区的主体客流运输至轨道交通站点，发挥轨道交通在城市客

运交通所应起到的主动脉作用。按照运营方式，接驳公交分为传统的

固定线路运营与需求响应型不固定线路运营两种方式，前者适于稳定

客流出行需求，而后者提供适于低密度出行的即时服务的接送需求。

根据客流需求时空分布、调度中心布局、交通网络运行状态，如何合

理地确定接驳公交线路访问站点的顺序以及其运行计划，是影响居民

出行的方便性和公交运营成本的核心。因此，一个科学合理的接驳公

交系统可以将客流主体尽可能地由小汽车吸引至公共交通，从而实现

多模式公共网络的整体效益。 

影响接驳公交系统的因素众多，涉及调度中心选址、需求点分布、

个性化出行、接驳公交站点布局、线路设计和运营计划等，它们之间

相互影响，局部最优未必保证全局最优。接驳公交系统优化是车辆路

径问题的拓展和延伸，是一个 NP 难题。解决该问题既有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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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背景价值，又有一定的理论研究意义。本文围绕固定线路运营模

式与需求响应型不固定线路运营模式，探索一系列贴近公交企业实际

生产的调度模型和算法。本文的主要研究工作和成果总结如下： 

1) 在固定接驳公交系统设计方面：首先，考虑调度中心的建设

费用和容量等因素，假设需求点为上车点，研究调度中心的位置对接

驳线路设计的影响；其次，考虑实际道路等级、布局形态等影响，将

需求点和可行上车点分开，研究接驳站点的选址对接驳线路设计的影

响；最后，在此基础上研究调度中心、接驳公交站点选址、接驳线路

设计和运行计划之间的耦合关系。基于集成运筹与优化思路，构建混

合整数规划模型，设计求解模型的遗传算法、细菌觅食算法等一系列

混合智能算法，给出算法操作机制，并对算法的未成熟收敛缺陷进行

改进。根据需求点的空间布局，兼顾乘客和企业的双方利益，从备选

调度中心和接驳站点集合中选择最佳位置，确定线路访问接驳站点的

顺序，以及最佳发车班次数，从而追求系统整体最优。 

2) 在需求响应型接驳公交系统设计方面：首先，在允许乘客多

出行时间窗的情形下，研究了乘客满意度和线路运营成本之间的耦合

关系，对居民出行时间进行了优化；其次，考虑乘客的个性化出行轨

道班次，研究考虑轨道站点同步换乘的接驳公交调度问题；再次，同

时考虑站点选址和居民轨道出行时间窗，解决如何将需求点分配给选

中接驳站点，以及安排车辆访问接驳站点的顺序；最后，将共享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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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接驳公交，在允许部分需求点的乘客步行至其它需求点上车的情

况下，研究如何安排共享汽车访问部分需求点的顺序及其服务时间。

建立需求响应型接驳公交涉及相关子问题之间集成混合整数规划模

型，并设计改进混合智能算法，并进行不同算法进行比较分析。通过

本研究，根据手机 APP 动态收集的共享汽车用户和乘客出行信息，

可以精确地安排车辆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接送乘客上下车，确定车辆

离开和到达调度中心、轨道站点和需求点的时间，将乘客从需求点运

输至轨道站点。 

本文针对轨道站点周边居民出行时空分布特性，从接驳公交规

划、设计和运营管理角度，通过剖析候选站点选址、线路设计和运行

计划之间的耦合关系，寻求该问题涉及候选站点、调度中心、需求点

和车队规模等交通元素最优资源配置，合理组织运力及时将客流运送

至目的地，最大化发挥整个公交系统运行效率，该项研究工作具有一

定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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