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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相位交叉口左转交通流冲突延误改进模型

马国胜１，马万经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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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改善两相位交叉口左转车流与直行车流冲突延误模型的适应性，解决现有冲突延误模型多以负
指数分布为主描述车头时距分布与信号控制交叉口的实际运行状态不一致问题，用 Ｍ３车头时距分布对冲
突延误模型进行研究．首先采用Ｍ３分布来描述交叉口车头时距分布，并考虑左转车排队延误以及１个周期
内绿初直行车排队数对冲突延误的影响，建立两相位交叉口冲突延误改进模型．结果表明：改进后的冲突延
误模型计算得到的左转车在冲突点处的延误与实际比较吻合，从而模型的有效性得到验证．模型既完善了现
有冲突延误的计算理论，又可以为信号配时进一步优化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信号控制交叉口；冲突延误；Ｍ３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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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叉口的信号控制是城市交通管理与控制的
重要内容之一，其目的是针对有冲突的交通流，以

适应于交通量的时间比率划分不同流向交通流的

通行权，形成畅通而有序的交通流［１－２］．国际上关
于信号控制交叉口的通行规则普遍为同一信号相

位内存在有冲突交通流时，通行信号启亮后，直行

交通流优先通行．在我国，交通规则虽然也是如此
规定，但实际上的通行状况却是先到达冲突点的

交通流可先行通过交叉口，直行车流并不具有绝

对的优先权［１，３］．因为左转交通流至冲突点的距
离最短，所以事实上左转交通流先行通过冲突点，

整个通行信号内有冲突的交通流以互为穿越的方

式通过冲突点［１，４］．冲突点延误是指在信号控制
道路交叉口的绿灯启亮后，有冲突的交通流自停

车线驶过冲突点的时间与没有冲突的情况下相同

距离内行程时间的差［１］．
对于停车线前延误，国内外学者已经作了大

量研究，模型比较成熟，而对于冲突点延误的研究

则较少．同济大学杨晓光推导了信号交叉口冲突
点延误模型［１］，吉林大学孙锋对冲突点延误也进



行了相关研究［４］，但是上述模型存在以下不足：

１）车头时距的分布为负指数分布这一假设在信
号控制交叉口不合适，由于受到信号控制的影响，

车辆到达停车线的车头时距分布用 Ｃｏｗａｎ’ｓＭ３
分布［５］来描述更符合实际；２）以 Ｃｏｗａｎ’ｓＭ３分
布建立模型时，未考虑左转车排队延误以及一个

周期内绿初直行车排队数对冲突点延误的影响．
针对上述不足，本文在无信号交叉口延误计算模

型（Ｗ．Ｆ．Ａｄａｍｓ）［６］及信号交叉口冲突点延误模
型研究的基础上，使用积分法和排队论的知识推

导左转车在冲突点处的延误计算改进模型．

１　Ｃｏｗａｎ’ｓＭ３分布拟合检验
Ｍ３分布模型假设车辆处于两种行驶状态：一

部分是车队状态行驶，另一部分车辆按自由流状

态行驶．分布函数［７－９］为

　Ｆ（ｔ）＝
１－αｅｘｐ｛－λ（ｔ－ｔｍ）｝，ｔ≥ｔｍ；

０， ｔ＜ｔｍ
{ ．

（１）
式中：α为按自由流状态行驶车辆所占的比例；ｔｍ
为车辆处于车队状态行驶时，车辆之间保持的最

小车头时距；λ为参数．
采用高空摄影的方法对上海市控江路－打虎

山路交叉口由东至西的直行车到达停车线的车头

时距进行了连续几天的调查和统计，选择部分数

据作为研究数据并对其进行了处理和分析，其中

连续的车头时距数据分别为 ８５７、７７４、１５７、
２２１、３４８、８１１、１５９６、３７６、４４６、１８１１、４０１、
１５３１、２３９２、２３８、５３９、４２６、８５７、１３７６、
１４０３、６７８、１１３、０７４、１６７１、１５０５、３２３、
１７８、６０７、２６７、１６９、６３、１７２９、８２４、３２１、
２５７、１３、４０５、１８７、８１７、３５４、３６６、２１３１、
１０９７、２１２９、４０１、５４８、２９４、４８、２１９、３９８、
２９３、４４１、９０９、５２７、１３１、６２２、４６８、１７８、
１０５、３５１９、８６７、４９、１５８、３５２、３３１、７９８、
３９４４、１０４、６７、１５７１、１４８、２０１５、１８１、２２５、
１０３３、１６５、１３４、３８６、３２７、３６６、３６６、７３７、
１２１、９４２、５２６、３６、９６５、８７３、４、１２９、１３３、
６４３、６４７、２６７、４７７、２４１、５０３、２３９、０９９、
４１、０７、２８２、２２８、５８、４５８、２９１、２１４、１９６、
４８９、４５５、２０７、１９０６、３２８、１２４、５０４、３２４、
９７９、１４２、３６、２３８、４２９、１８２６、２０３、１６９、
５１８、２６９２、６３４、２７７、５１、１４７７、２３４、４０５、
１９９、２５８、３３９７、１１５８、１０４９、１７７、３１６、
２７９、３８１、３８８、６４４、２１４、１７、３３６、３８、
９０８、２８７、４６７、１１５７、６７５、８６９、５４４、５８９、

２０２、４８５、３３４、６８３、２１４、６０９、０５６、１１８７、
２１６１、２９５６、１８８、８０１、３５７、２９７、６４２、９９４、
５６、２０８９、０９５、１９１、０８８、１２３、１１３、３７９、
５１９４、１９７、７０８、１３３３、１０１、２５６、３０１、４９６、
２４８、５４１、２７１、１３４１、２０６４、３９７、６３３、１７９、
１５９８、３５１、２７４、８１９、３６４、０８、２３２、１１９、
０８７、９．０６、１１共２０５个，分析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到达停车线的直行车辆数

车头时距ｔｉ／ｓ 累计观测频数 理论观测频数

（０，３］ ７０ ７１４０１５

（３，６］ ６２ ５０１０２０

（６，９］ ２８ ３１３２４０

（９，１２］ １３ １９５５７０

（１２，１５］ ６ １２２３８５

（１５，１８］ ８ ７６４６５

＞１８ １８ １２７３０５

　　经计算可以得出

χ２ ＝∑
７

ｊ＝１

ｆｊ
Ｆｊ
－Ｎ＝ ７０２

７１４０１５＋
６２２
５０１０２＋… ＋

１８２
１２７３０５－２０５＝１０７８．

由ＤＦ＝７－２＝５，α取００５，查表得
χ２００５ ＝１１０７０＞１０７８．

可见Ｃｏｗａｎ’ｓＭ３分布是可以接受的．

２　冲突延误计算模型
绿灯期间，左转车与对向直行车产生的冲突

延误如图１所示．

!"#

图１　绿灯期间经历的二次延误即冲突点延误

　　为了突出研究重点，本文假设：１）本向进口
道的车道组中有１条左转专用车道（或左转车作
为排头并且到达的车辆数大于２时，１条直左混
行车道按左转专用车道处理）；本向左转车与对

向直行车在１个信号相位内存在冲突，左转交通
流利用直行交通流的可穿越间隙通过交叉口（对

于直左混行车道中间到达的对向左转车辆不成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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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或单辆车穿越或待绿灯尾期通过［１０］，可以认

为，此种情况下的左转车对本向直行车辆的影响

主要在绿初和绿尾）．２）交通流的饱和度小于１．
３）左转车到达冲突点的分布为泊松分布．４）对向
直行车的车头时距分布为Ｍ３分布．

当假定直行车车头时距服从 Ｍ３分布的话，
那么交叉车头时距与空挡分布一致，即 ｈ（ｔ）＝
αλｅ－λ（ｔ－ｔｍ）．设左转车辆到达交叉口路口后的 ｔ时
间内能够驶入的概率为 Ｖ（ｔ），Δｔ为微小时间．当
车辆到达交叉口不能直接驶入时，（ｔ＋Δｔ）时间
内能够驶入状态包括以下两种情形：ｔ时间内能够
驶入的情形，ｔ时间内不能够驶入但下一个 Δｔ时
间能驶入的情形．

由此可得

　Ｖ（ｔ＋Δｔ）＝Ｖ（ｔ）＋［１－Ｖ（ｔ）］λ０Δｔαｅ
－λ（τ－ｔｍ）．

（２）
式中：λ０为直行道路上车辆的到达率；τ为临界间隙．

由于在 ｔ时间内不能驶入车辆，所以此时的
交叉车头时距比τ短．交叉车头时距小于τ时的车
辆到达率，等于长度比 τ小的空档的平均时长的
倒数．亦即

λ０ ＝
１

∫
τ

０
ｔｈ（ｔ）ｄｔ／∫

τ

０
ｈ（ｔ）ｄｔ

． （３）

其中：∫
τ

０
ｔｈ（ｔ）ｄｔ＝ α

λ
ｅλｔｍ｛１－（１＋λτ）ｅ－λτ｝，

∫
τ

０
ｈ（ｔ）ｄｔ＝αｅλｔｍ（１－ｅ－λτ）．

　　则到达率为

λ０ ＝
λ（１－ｅ－λτ）

１－（１＋λτ）ｅ－λτ
． （４）

　　当Δｔ→０时，由式（１）得
ｄＶ（ｔ）
ｄｔ ＝｛１－Ｖ（ｔ）｝λ０αｅ

－λ（τ－ｔｍ）．

　　进一步变量分离积分最终得到
Ｖ（ｔ）＝１－ｃｅ－λ０αｅ－λ（τ－ｔｍ）·ｔ．

　　由初始条件Ｖ（０）＝αｅ－λ（τ－ｔｍ），得到
ｃ＝１－αｅ－λ（τ－ｔｍ）．

　　因此有
Ｖ（ｔ）＝１－（１－αｅ－λ（τ－ｔｍ））ｅ－λ０αｅ－λ（τ－ｔｍ）·ｔ．（５）

　　排队时间的概率密度为

ｖ（ｔ）＝ｄＶ（ｔ）ｄｔ ＝

　　（１－αｅ－λ（τ－ｔｍ））λ０αｅ
－λ（τ－ｔｍ）·ｅ－λ０αｅ－λ（τ－ｔｍ）·ｔ．

（６）
所以平均排队时间（不考虑车辆间排队）为

珘ε＝０·αｅ－λ（τ－ｔｍ）＋∫
Ｔ

０
ｔｖ（ｔ）ｄｔ＝

　　　　（αｅ－λ（τ－ｔｍ）－１）Ｔｅ－λ０αｅ－λ（τ－ｔｍ）Ｔ( ＋

　　　　ｅ
－λ０αｅ－λ（τ－ｔｍ）Ｔ－１
αλ０ｅ

－λ（τ－ｔｍ )）
． （７）

令β＝ｅ－λ（τ－ｔｍ），θ＝ｅ－λ０αβ·Ｔ，则

珘ε＝（αβ－１）Ｔθ＋θ－１αλ０
( )β． （８）

　　考虑车辆间排队时，有

μ ＝１珘ε
＝

αλ０β
（αβ－１）（αλ０β·Ｔ·θ＋θ－１）

，

λ ＝ｑｌ． （９）
式中：ｑｌ为左转车到达率，ｐｃｕ／ｓ；珘ε为包括车辆排
队等待时间在内的平均等待时间．

　　珘ε＝ １
μ －λ

＝

　
（αβ－１）（αλ０β·Ｔ·θ＋θ－１）

αλ０β－（αβ－１）（αλ０β·Ｔ·θ＋θ－１）·ｑｌ
．

其中：Ｔ为左转车等待对向直行车流中出现适当
可穿越空档的最长等待时间，Ｔ＝Ｇ＋（Ｙ＋ｒ）／２－
ｔＴＯ－ｔＣＳＯ，Ｇ为绿灯显示时间，（Ｙ＋ｒ）／２为对向直
行车占用的绿灯间隔的平均值，ｔＴＯ为直行车的启
动损失时间，ｔＣＳＯ为绿灯初期对向直行车以连续
的车队通过冲突点的时间．

将上式转换为含有有效绿灯时间参数 ｇｅ的
等式，则Ｔ表示为
　Ｔ＝（Ｇ－ｔＴＯ＋Ｙ）＋（ｒ－Ｙ）／２－ｔＣＳＯ ＝
　　ｇｅ＋（ｒ－Ｙ）／２－ｔＣＳＯ ＝μ·Ｃ＋（ｒ－Ｙ）／２－ｔＣＳＯ．

３　模型验证
应用上海市控江路－打虎山路交叉口左转车

冲突延误的实际观测数据进行模型准确性的验

证．先统计１组在冲突点处没有延误的左转车行
驶时间，用其平均值作为正常行驶时间；再统计所

有左转车辆通过交叉口所经历的时间，两者的差

作为每辆车经历的延误．总计统计了５组数据，表
２为左转车冲突延误理论计算值与相对误差．

表２　左转车冲突延误理论计算值与相对误差

序号 理论延误／ｓ 实测延误／ｓ 相对误差／％

１ ２６８６４ ２９８８２ １００９９７

２ ２５０２１ ２８１６７ １１１６９１

３ ２５３５０ ２２７６８ １１３４０５

４ ２５０８６ ２６１１３ ３９３２９

５ ２４９２２ ２２９９２ ８３９４２

　　由表２中可得，模型计算值与实测值的平均
相对误差为８９８７３％，由此可见，左转延误模型
计算得到的左转车在冲突点处的延误与实际情况

比较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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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论
１）两相位信号控制交叉口，左转车因与对向

直行车存在冲突而产生二次延误即冲突延误．
２）在总结以往研究成果不足的基础上，借鉴无

信号交叉口Ａｄａｍｓ延误模型，推导出了两相位交叉
口左转车流与对向直行车流的冲突延误改进模型．
３）通过实际交叉口调查数据对模型进行了

验证，结果表明此模型具有较好的实用性．本研究
成果可以结合停车线前延误建立左转交通流延误

计算模型，预测左转车行程时间；亦可以为停车线

前延误和冲突延误最小优化目标求解周期时长，

为信号相位优化设计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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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　论
１）长期接触３６０ｍｇ／Ｌ的亚氯酸盐可引起个

别第２代、第３代仔鼠小脑产生病变，造成运动神
经伤，从而影响后肢肌力．
２）长期接触１２０和３０ｍｇ／Ｌ剂量的 ＣｌＯ２

－

并未对各代仔鼠表现出明显的运动神经毒性和明

确的剂量效应关系．对于 Ｗｉｓｔａｒ大鼠仔鼠运动神
经发育的无明显副作用剂量为３０ｍｇ／Ｌ，经此推
算而得的ＧＭＣＬ为１１ｍｇ／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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