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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于双子电梯群控系统的交通模式预测方法

丁　宝，李庆超，张永明，张　进，齐维贵
（哈尔滨工业大学 电气工程及自动化学院，１５０００１哈尔滨）

摘　要：为了避免传统电梯交通模式识别存在模式滞后的缺陷，适应新型的双子电梯群控系统性能要求，提出了基于预
测交通流的电梯交通模式预测方法．采用支持向量机（Ｓｕｐｐｏｒｔｖｅｃｔｏｒ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ＶＭ）进行电梯交通流预测；采用 ＢＰ神经
网络进行电梯交通流模式识别，并用遗传算法（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ＧＡ）对ＢＰ神经网络进行优化；将电梯交通流预测与交
通模式识别相结合，再次利用神经网络对所预测的交通流进行模式识别，实现交通模式预测．研究结果表明，预测交通流
的交通模式与实际交通流的交通模式一致，验证了交通模式预测的准确性．交通模式预测方法可避免模式滞后的缺陷，
为双子电梯群控系统工程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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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层建筑的发展，促进了电梯技术的发展．美
国Ｏｔｉｓ公司于１８８９年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真正
的电梯［１］，高层建筑的不断涌现，使得电梯从传

统的单轿厢逐步发展到双子电梯（Ｄｏｕｂｌｅｃａｒ

ｅｌｅｖａｔｏｒ，ＤＣＥ）［２］，即同一个井道中安装两个独立
电梯．双子电梯以其特殊的结构，极大地减小了电
梯井道占用核心筒的面积，提高了客运能力，使高

层建筑更具经济价值．但由于其既存在同一井道
上下两个电梯调度问题，又存在多个在个井道之

间电梯调度问题，使得双子电梯群运行和调度的

管理比传统电梯群控系统更加复杂［３］．由于人们
不断追求舒适、快捷的生活质量，这就对新型电

梯，即双子电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使其群控系

统变得十分重要．
电梯交通流分析是电梯群控系统的重要组成

部分，尤其是对双子电梯群控系统．对电梯交通流



进行分析，可使群控系统更好地跟踪交通流变化

以提高群控系统性能，因此，研究电梯交通流是十

分必要的［４］．目前，已经有许多种智能算法应用
到电梯交通流分析中．文献［５］利用 ＢＰ神经网络
构造了电梯交通流时间序列模型，预测中考虑了

历史交通信息和当前交通信息，预测精度较高．文
献［６］应用人工免疫算法对电梯交通流进行分
析，反映了大厦客流特征．文献［７］采用支持向量
机方法对电梯交通流进行预测，并采用相空间重

构理论确立模型结构，通过仿真验证了该方法的

有效性，可获得较理想的预测结果．文献［８］利用
人工免疫聚类算法对某大楼１周内的电梯交通流
进行了分析．以最小支撑树为工具，采用最短距离
法对记忆数据集进行分类，将交通流划分为５种
模式，其结果体现了交通流的实际特性．文献［９］
运用支持向量机方法对电梯交通模式进行识别，

能够较准确地辨别出各种交通模式．文献［１０］采
用模糊神经网络分两步对电梯交通模式进行识

别，能够准确地识别各种交通模式所占比例．
在电梯群控系统中，每当一个时间间隔结束，

下一个时间间隔开始时，就要对交通流这一时间

序列进行一次采集与统计，通过这种方法得到的

交通流，描述的仅仅是刚刚过去时间间隔的特征，

是一组历史数据．用这些数据直接识别交通模式，
势必会带来模式的滞后，即识别出来的交通模式

为刚刚过去时间间隔的模式．当电梯交通模式发
生变化时，模式滞后会使群控系统按照过去时间

间隔的交通模式进行派梯，无法对交通流变化及

时作出派梯策略的调整．模式的滞后更会使双子
电梯难以有效发挥其自身优势，降低其群控系统

性能．
为了克服这种滞后，本文将电梯交通流预测

和交通模式识别融合在一起，利用一组测量到的

历史交通流数据，预测将来时段的交通流，再对预

测的交通流进行交通模式识别，研究基于预测交

通流的电梯交通模式预测，为双子电梯群控系统

工程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１　电梯交通模式预测方法的构成原理
基于预测交通流的电梯交通模式预测方法主

要由以下３部分构成：１）交通流预测．根据历史
交通流数据，建立电梯交通流时间序列预测模型，

对电梯交通流进行预测．２）交通模式识别．根据
历史交通流数据，建立电梯交通流模式识别模型，

对各种交通模式进行识别．３）交通模式预测．再
次运用电梯交通流模式识别模型对所得到的预测

交通流进行交通模式识别．该方法，先进行电梯交
通流预测和电梯交通流模式识别，然后将电梯交

通流预测与交通模式识别相结合，实现交通模式

预测．电梯交通模式预测方法的构成原理如图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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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电梯交通模式预测方法的构成原理框图

　　支持向量机（ＳＶＭ）［１１］以结构风险最小化为
优化目标，有更好的泛化能力，能够适应电梯交通

流时间序列小样本的特点，具有较强的预测能力．
本文采用ＳＶＭ方法建立电梯交通流时间序列预
测模型，预测模型采用四输入单输出的结构，对未

来电梯交通流进行预测．神经网络的模式识别是
一个非线性的动态系统，能适应电梯交通流的非

线性和包含复杂信息的特点，本文采用 ＢＰ神经
网络建立电梯交通模式识别模型，并运用 ＧＡ算
法对网络的权值和阈值进行优化，模型采用四输

入四输出的结构．最后运用 ＧＡＢＰ神经网络对
ＳＶＭ预测模型所预测的交通流进行模式识别，实
现交通模式预测．

２　基于预测交通流的电梯交通模式预测
本文将交通流预测和交通模式识别合理融

合，即将ＳＶＭ预测模型得到的预测交通流作为
ＧＡＢＰ神经网络的测试样本，进行预测交通流的
模式识别，从而实现交通模式预测，避免模式识别

滞后的缺陷．根据提出的电梯交通模式预测方法
的构成原理，下面将给出该方法的具体实现过程．
２１　电梯交通流时间序列ＳＶＭ预测模型

ＳＶＭ建立在统计学习理论的ＶＣ维理论和结
构风险最小化准则的基础上，兼顾了有限样本的

学习精度和学习能力，回归是ＳＶＭ的一个重要应
用．非线性支持向量回归［１２］的基本思想是将训练

数据通过一个非线性函数 φ映射到高维特征空
间，通过核函数实现这个空间的线性回归．

运用ＳＶＭ方法建立电梯交通流时间序列预测
模型，输入为当天前４个时刻的交通流，即ｘ（ｋ－３）、
ｘ（ｋ－２）、ｘ（ｋ－１）、ｘ（ｋ），模型输出为ｙ，则
ｙ＝ｆ（ｘ（ｋ－３），ｘ（ｋ－２），ｘ（ｋ－１），ｘ（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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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核函数的选择方面，本文选择比较常用的
径向基核函数作为核函数，径向基核函数公式为

Ｋ（ｘ，ｘｉ）＝ｅｘｐ｛－γ‖ｘ－ｘｉ‖２｝．
　　支持向量机的回归算法依赖于模型参数的选
择，包括惩罚系数Ｃ、核函数参数γ和不敏感系数
ε．本文在ε＝００００１条件下，对进门厅交通流、出
门厅交通流和层间交通流预测模型的核函数参数

γ和惩罚系数Ｃ进行了反复寻优，得到进门厅交通
流预测模型参数为Ｃ１ ＝０７０７２、γ１ ＝２８２８４；出
门厅交通流预测模型参数为Ｃ２ ＝１４１４２、γ２ ＝１；
层间交通流预测模型参数为 Ｃ３ ＝１１０３１、
γ３ ＝１６７８４．
　　为了在理论上评价预测优劣，选用平均绝对
误差 ＥＭＡ 和均方绝对误差 ＥＭＳ来评价预测的
精度．

平均绝对误差为

ＥＭＡ ＝
１
ｎ∑

ｎ

ｉ＝１
｜ｙｄ（ｉ）－ｙｔ（ｉ）｜．

　　均方绝对误差为

ＥＭＳ ＝
１
ｎ∑

ｎ

ｉ＝１
［ｙｄ（ｉ）－ｙｔ（ｉ）］

２．

其中：ｙｔ（ｉ）和ｙｄ（ｉ）分别为第ｉ时刻的电梯交通流
实际值和预测值．
２２　电梯交通模式识别ＧＡＢＰ神经网络模型
２２１　交通模式特征值的提取及网络结构确定

为了利用 ＢＰ神经网络来识别交通模式，网
络输入量应反映交通模式的特征值并且是能够实

时测量的数据．根据专家知识和交通模式的定义
确定以下４个特征值：本时间段内的入门厅人数
ｘ１，出门厅人数ｘ２，层间流通人数 ｘ３，总交通流人
数ｘ４．将这４个特征值作为神经网络第１层输入节
点，一般选取５ｍｉｎ作为进行交通统计和模式识
别的时间间隔．根据采集的数据可知单位时间段
内最大交通流为ｘｍａｘ＝１００，对特征值进行归一化
处理后作为神经网络输入，具体输入为

ｘ１１ ＝ｘ１／ｘｍａｘ，
ｘ２１ ＝ｘ２／ｘｍａｘ，
ｘ３１ ＝ｘ３／ｘｍａｘ，
ｘ４１ ＝ｘ４／ｘｍａｘ．

其中：ｘ１１、ｘ１２、ｘ１３、ｘ１４均在［０，１］内，且满足 ｘ４１ ＝
ｘ１１＋ｘ２１＋ｘ３１．

网络输出为

ｙ＝［ｙ１　ｙ２　ｙ３　ｙ４］
Ｔ．

其中：ｙ１为上行交通模式，ｙ２为下行交通模式，ｙ３
为层间交通模式，ｙ４为空闲交通模式．

神经网络的输入和输出确定后，对神经网络

的隐含层个数进行确定，隐含层神经网络个数 ｎ２
和输入层神经元个数ｎ１之间有近似关系为

ｎ２ ＝２ｎ１＋１．
　　则隐含层个数为９，即输入层有４个节点，隐
含层有９个节点，输出层有４个节点，共７２个权
值，１３个阈值．神经网络利用ＬＭ算法进行训练，
输出误差评价函数为

Ｅ＝１２∑
ｎ

ｉ＝１
［ｏｉ（ｔ）－ｙｉ（ｔ）］．

其中：ｏｉ（ｔ）为期望输出，ｙｉ（ｔ）为实际输出，ｎ为样
本数．
２２．２　遗传算法优化神经网络

运用遗传算法优化权值和阈值，优化参数共

为８５个．个体编码使用二进制编码，每个个体均
为一个二进制字符串，由输入层与隐含层连接权

值、隐含层阈值、隐含层与输出层连接权值、输出

层阈值４部分组成．权值和阈值的编码均为１０个
二进制数，个体的二进制编码长度为 ８５０．运用
ＢＰ神经网络时，希望误差尽可能小，因此，定义目
标函数为

ｆ＝Ｅ＝１２∑
ｎ

ｉ＝１
［ｏｉ（ｔ）－ｙｉ（ｔ）］

２．

　　则适应度函数为 Ｆ（ｘ）＝１／ｆ（ｘ）．在确定编
码方式和适应度函数后，遗传算法对种群中的个

体进行各种遗传操作，选择算子采用随机遍历抽

样，交叉算子采用单点交叉，交叉概率为０７，变
异概率为００１，种群大小为４０，最大遗传代数为
５０．

３　仿真分析
鉴于双子电梯在国内应用较少其交通流数据

难以采集，为了验证本文提出的算法，以哈尔滨市

某典型办公楼４台传统电梯的交通流为例，对本
文算法进行仿真研究．
３１　基于ＳＶＭ的电梯交通流时间序列预测

对哈尔滨市某典型办公楼的交通流进行了

５个工作日的数据采集，获得５个典型工作日中
的７：００—１９：００时电梯交通流的变化趋势．在办
公楼中，租户往往占用一层或不足一个楼层，租户

之间没有太多的联系，层与层间的交通流较少．结
合办公楼的工作特点，统计１楼大厅中单位时间
内进入电梯厅的人数、离开电梯厅的人数和楼层

间的人数，构成典型的时间序列．时间间隔取
５ｍｉｎ，每天采集１４４个数据．分别利用前４个工
作日的数据作为训练样本，对支持向量机模型进

行训练，确定支持向量机模型后，对第５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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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门厅、出门厅和层间电梯交通流进行预测，其

结果如图２～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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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基站进门厅交通流预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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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基站出门厅交通流预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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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层间交通流预测结果

　　由图可见，电梯交通流的预测值和实际值变
化趋势一致，证明ＳＶＭ预测模型具有良好的预测
性能，对电梯交通流的跟踪效果较好．从仿真结果
可以明显看出，该办公楼内层间交通的交通流较

少，与办公楼实际情况相符；８：００—９：００时是上
班时刻，呈现明显的上行高峰；１１：３０—１２：３０、
１２：３０—１３：３０时是午间前后，呈现明显的下行高
峰和上行高峰；１７：００—１８：００时是下班时刻，呈
现明显的下行高峰．计算得到进门厅、出门厅和层
间电梯交通流预测误差分别为 ＥＭＡ１ ＝３１１８５、
ＥＭＳ１ ＝４４２７４；ＥＭＡ２ ＝３７５６２、ＥＭＳ２ ＝５６８５４；
ＥＭＡ３ ＝２７８６４、ＥＭＳ３ ＝３６５２３．
３２　基于预测交通流的电梯交通模式预测

将采集的５个工作日的交通流数据的前４ｄ
作为神经网络的训练样本，并分别将第５天采集
的实际交通流数据和 ＳＶＭ预测模型得到的预测
交通流数据作为测试样本．对采集的样本进行分
析后，确定交通模式：当上行或下行交通人数占单

位时间段内总交通流人数一半以上时，认为当前

模式为上行或下行交通模式，输出为（１，０，０，０）
或（０，１，０，０）；当总交通流人数小于单位时间段
内最大交通流的３０％时，认为当前模式为空闲交
通模式，输出为（０，０，０，１）；当上行或下行交通流
较均衡或层间交通流较大时，认为当前模式为层

间交通模式，输出为（０，０，１，０）．将测试样本理论
分析的实际交通模式和 ＧＡＢＰ神经网络模型识
别的交通模式进行比较，具体仿真结果如图５～８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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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上行交通模式识别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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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下行交通模式识别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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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层间交通模式识别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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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空闲交通模式识别结果

　　从图中可以看出该办公楼７：３０—９：３０时是
上行交通模式，楼内办公租户较多上班时间不一；

·２８· 哈　尔　滨　工　业　大　学　学　报　　　　　　　　　　　　　第４５卷　



１１：２０—１２：３０时是午间下行交通模式；１２：３０—
１３：３０时是午间上行交通模式；１６：３０—１８：３０时
是下行交通模式，为楼内办公人员下班时间；

７：００—７：３０、１８：３０—１９：００时是空闲交通模式，
交通流较少，电梯大部分处于空闲状态；其他时间

段为层间交通模式，上下行交通流较均衡或层间

交通流较大，各模式识别结果与办公楼实际基本

相符，仿真结果证明ＧＡＢＰ神经网络能够准确辨
别交通流的各种模式，对交通流具有较强的识别

能力．预测交通流模式识别结果与实际交通流模
式识别结果、实际交通流理论分析结果一致，验证

了交通模式预测的准确性．传统交通模式识别方
法运用历史交通流数据进行识别，识别结果是刚

刚过去时间间隔的交通模式，当交通模式发生变

化时，会造成群控系统派梯错误；交通模式预测方

法将交通流预测与交通模式识别相结合，运用预

测交通流数据进行识别，识别结果为下一个时间

间隔的交通模式，更好地跟踪了交通流变化，克服

以往交通模式识别存在模式滞后的缺陷．仿真中
运用 ＢＰ神经网络随机权值和阈值测试，实际交
通流数据测试样本的仿真误差为０７８９５２３，预测
交通流数据测试样本仿真误差为０８６７３４２；使用
ＧＡ对ＢＰ神经网络优化后，相应的仿真误差分别
为００３６８１５和００４７９２３，识别精度较高．

４　结　论
１）建立了电梯交通模式预测结构框架，其具

有一般性，该结构主要由交通流预测、交通模式识

别、交通模式预测３部分组成．
２）建立了电梯交通流时间序列 ＳＶＭ预测模

型，运用采集数据对模型进行训练和测试，仿真结

果表明 ＳＶＭ预测模型能够较好地跟踪交通流
变化．
３）建立了电梯交通模式识别的 ＧＡＢＰ神经

网络模型，运用采集数据对模型进行训练和测试，

并与实际数据理论分析的交通模式进行比较，仿

真结果表明，ＧＡＢＰ神经网络模型对电梯交通流
具有较强的辨识能力，识别精度较高．
４）将交通流预测和交通流模式识别合理地

融合在一起，运用 ＧＡＢＰ神经网络对 ＳＶＭ预测
模型所预测交通流进行模式识别，并与实际交通

流的交通模式理论分析结果、模式识别结果进行

比较，仿真结果表明三者基本一致，验证了交通模

式预测的准确性，为双子电梯群控系统运行和调

度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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