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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解决国际平整度指数ＩＲＩ预测模型准确性不高的问题，以京沪高速公路实测ＩＲＩ数据
为基础，对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多元回归、时间序列这３种建模方法分别进行分析．并根据京沪高速公
路平整度实测数据，建立了几个有不同数量滞后值的时间序列路面平整度预测模型，根据与实测

值的比较，找出最优的时间序列路面平整度预测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利用传统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和
多元回归方法难以建立准确预测路面平整度发展趋势的模型；时间序列方法具有较高的预测精

度，且其易修正性是其他预测方法所不具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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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人们对行驶舒适性要求的提高，评价路面
平整度状况的国际平整度指数 ＩＲＩ（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ｉｎｄｅｘ）［１］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而ＩＲＩ预
测模型更是路面管理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
过该预测模型可以了解路面平整度的发展趋势，安

排养护计划．但ＩＲＩ预测模型的准确性是长期以来
影响其使用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

１　现有预测方法的缺陷
ＩＲＩ预测模型主要有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和多元

线性回归模型等．目前，普遍认为以通车时间 ｔ为
独立变量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可以准确预测路面
平整度ＩＲＩ的发展趋势．在国外也有许多路面管理
系统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对ＩＲＩ进行预测，即［２４］

ＩＲＩ＝
ＩＲＩｍａｘ－ＩＲＩｍｉｎ
１＋ａ０ｅｘｐ（ａｔｔ）

＋ＩＲＩｍｉｎ （１）

式中，ＩＲＩ为路面平整度预测值；ａ０，ａ１为标定参
数．

但是，即使是结构、交通、气候等因素完全相同

的路段，其ＩＲＩ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表现出很大的离
散性．图１为京沪高速公路１０个结构、交通、气候完
全相同路段在各个测试时刻的ＩＲＩ指标．在各个测
试时间各个路段的ＩＲＩ值相差很大，而且并不以正



态分布的形式存在．说明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布模型这种以
单一时间为变量的预测模型无法准确地预测路面

平整度的发展趋势．而多元回归的方法，也面临类
似问题［５］．

图１　京沪高速公路１０路段在不同时间的ＩＲＩ指标分布图

２　时间序列平整度预测模型
研究表明：温度、降水、排水设施、交通量（按

车辆分类）、路面类型、养护力度，使用时间等都是

影响路面平整度发展的因素，但由于我国目前数据

积累有限，且有些因素的数据无法量化表示，所以

很难建立全面考虑这些影响因素的预测模型．为
此，必须寻找可以表征这些影响因素作用的替代指

标．时间序列方法恰恰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时
间序列中可以利用往年的 ＩＲＩ值作为表征各种影
响因素作用的替代指标．这是由于往年的ＩＲＩ是各
种影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时间序列［６］就是将某一个指标在不同时刻上

的数值，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排列而成的数列．这
种数列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往往表现出某种

随机性，但各个元素之间存在统计上的依赖关系．
时间序列分析就是为找出这种依赖关系，根据已知

数值来对未知数值进行预测而产生的一种数理统

计方法．历年检测的路面平整度ＩＲＩ指标符合时间
序列的定义．所以，可以将历年的平整度数据看成
时间序列，利用时间序列的理论进行分析和预测．

在本研究中，未知数值是需要预测的 ＩＲＩ值，
已知数值为实测或根据预测模型已预测出的 ＩＲＩ
值．实测或根据预测模型而得的 ＩＲＩ值称为滞后
值．按滞后值离需预测值时间的长短，由短到长，滞
后值依次分为第一滞后值，第二滞后值等．本文所
建立的自回归模型中，预测值为滞后值以及道路通

车时间的函数，即未来的［７］

ＩＲＩ（ｔ＋１）＝ｆ［ＩＲＩ（ｔ），ＩＲＩ（ｔ－１），…，Ｔ（ｔ）］
（２）

现以京沪高速公路 ＩＲＩ实测数据为基础来说
明时间序列方法的建模过程．京沪高速公路自

２０００１２通车以来，对路面平整度进行经常性的测
量，基本上以３个月为周期进行．对实测数据进行
初步处理取均值（见表１）．

表１　京沪高速公路ＩＲＩ均值随时间变化表

时间 ＩＲＩ 时间 ＩＲＩ 时间 ＩＲＩ

２００１０１ ０４ ２００２０７ １４６ ２００４０１ １８

２００１０４ ０６５ ２００２１０ １５１ ２００４０４ １７３

２００１０７ ０７２ ２００３０１ １５７ ２００４０７ １７６

２００１１０ １０１ ２００３０４ １６４ ２００４１０ １８２

２００２０１ ０９２ ２００３０７ １６３ ２００５０１ １９４

２００２０４ １１２ ２００３１０ １６４ ２００５０４ １８６

　　以２００１０１为时间原点，令之为０．以后每次检
测时间是以３个月为公差的等差数列．将表示检测
时间的等差数列和实测数据输入统计软件，经过计

算得到具有不同滞后值的ＩＲＩ预测模型，即［８］

ＩＲＩｔ＝０８９４８３ＩＲＩｔ－１＋０００３２ｔ＋０１２６９

（３）
ＩＲＩｔ＝０７１３０９ＩＲＩｔ－２＋０００８５２４ｔ＋０２８３７８

（４）
ＩＲＩｔ＝０７２２４４ＩＲＩｔ－１＋０１８５６３ＩＲＩｔ－２＋

０００２７３５ｔ＋０１３８４ （５）
ＩＲＩｔ＝０７３４ＩＲＩｔ－１＋０２３４ＩＲＩｔ－２－

００６７ＩＲＩｔ－３＋０００２９７ｔ＋０１４１３

（６）
式中，ＩＲＩｔ为需要预测的路面平整度值；ＩＲＩｔ－１，
ＩＲＩｔ－２，ＩＲＩｔ－３为需预测路面平整度的前３，６，９个月
时的路面平整度值；ｔ为ＩＲＩ预测值所对应的时间；
各预测模型的ＩＲＩ预测值与ＩＲＩ实测值的对比如表
２所示．

从对预测结果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各个预测模

型的预测精度都较高，但其相关系数有略微差别，

相关系数从高到低为：式（５）、（６）、（３）、（４）．和式
（３）相比，式（５）、（６）预测模型相关性系数虽相差
不大，但模型较为复杂．兼顾预测模型的精度和复
杂性，选择式（３）预测模型为京沪高速公路路面平
整度指标ＩＲＩ的时间序列预测模型（见图２）．

该预测模型中仅考虑第一滞后值，也就是先于

预测值３个月的ＩＲＩ值对预测值的影响．利用该公
式在代入路段某一实测ＩＲＩ和相应时间之后，就可
以预测３个月时的ＩＲＩ值，利用３个月时的ＩＲＩ预测
值又可以预测６个月的ＩＲＩ值，以此类推就可以得
出ＩＲＩ的预测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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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ＩＲＩ预测值与实测值对比表

通车时

间 ／月 实测值
式（３）
预测值

式（４）
预测值

式（５）
预测值

式（６）
预测值

０ ０４０ ０４３００７ ０５４６０５ ０４５２４８ ０４５０７８
３ ０６５ ０４９４４８ ０６３５１８ ０５０３８２ ０５０３３９
６ ０７２ ０７２７８０ ０６２０１６ ０６９９４６ ０６９８９４
９ １０１ ０８０００４ ０８２４０１ ０８０４６４ ０８１５０８
１２ ０９２ １０６９１４ ０８９９５０ １０３５３５ １０３６４７
１５ １１２ ０９９８２１ １１３１８６ １０３２３６ １０４２４３
１８ １４６ １１８６７８ １０９３２６ １１６８３５ １１５７６５
２１ １５１ １５００６３ １２６１４５ １４５９３１ １４６８９６
２４ １５７ １５５４９８ １５２９４７ １５６６７５ １５８０６６
２７ １６４ １６１８２７ １５９０７０ １６２７５８ １６２２５０
３０ １６３ １６９０５１ １６５９０５ １６９７５０ １６９３４７
３３ １６４ １６９１１７ １７３４５４ １７１１４７ １７０７３９
３６ １８０ １７０９７２ １７５２９８ １７２５０５ １７１６６１
３９ １７３ １８６２５０ １７８５６９ １８５０７０ １８４５９９
４２ １７６ １８０９４６ １９２５３５ １８３８０３ １８４０２７
４５ １８２ １８４５９１ １９０１０１ １８５４９２ １８４４１０
４８ １９４ １９０９２１ １９４７９７ １９１２０４ １９０８７８
５１ １８６ ２０２６１９ ２０１６３３ ２０１８０７ ２０１７８０

相关系数 ０９７４０４４ ０９６１８１８ ０９７５０６５ ０９７４０８２

图２　ＩＲＩ实测与预测值对比图（式（３））

从图２中可以看出，时间序列自回归分析生成的预
测曲线为折线．利用时间序列自回归预测路面平整
度的准确性较高，其相关系数达到０９７４０４４，精度
满足路面管理系统应用的需要．

３　时间序列模型的易修正性
时间序列自回归模型的另一个优点是可以很

方便的根据后续实测值对预测模型进行修正，以提

高模型精度．在某一道路建成以后，根据竣工验收
实测的ＩＲＩ值就可以按如前所述的递推方法绘制
未来ＩＲＩ发展的曲线．但ＩＲＩ预测值与未来实测值

间必然存在差异．而在时间序列模型中，可以很方
便的根据实测值对预测模型进行修正，以提高预测

模型精度．而这种经常性的修正对于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和多
元回归等预测模型是较难进行的．下面举例说明自
回归模型的自动修正功能．表３所示为京沪公路高
速某路段平整度实测数据．

表３　京沪高速公路某路段平整度实测数据

通车时间／月 实测值

３ ０６６
９ ０８６
１５ １１６
２１ １４５
２７ １５２
３３ １７１
３９ １８２
４５ １９６
５１ ２０２

将通车３个月时的平整度值代入预测模型式（３）
中，可得ＩＲＩ预测值即表４中的“预测值１”，实测
值和预测值误差的绝对值为“误差 １”．利用通车
１５个月时的平整度对模型进行修正，得修正后的
ＩＲＩ预测值为“预测值２”，实测值和预测值误差的
绝对值为“误差２”．利用通车２７个月的平整度值
对模型进行修正，得修正预测数值为“预测值３”，
误差绝对值为“误差３”．从表４可以看出，在用通
车第１５个月的实测数值对预测模型进行修正后，
误差绝对值的平均值由 ０１４３８３７下降到 ００８３
７１９；用通车第２１个月的实测数值对预测模型进行
修正后，其误差绝对值的平均值又由００８３７１９下
降到００３７４５４．可以看出，通过实测值，可以很方
便的对时间序列自回归预测模型进行修正，进而提

高预测模型的精度．
时间序列［９］自回归预测模型的缺点在于：对

未来ＩＲＩ值的预测必须分步迭代进行．但目前随着
计算技术的发展，通过编程或 Ｅｘｃｅｌ可以方便地实
现迭代过程的自动化．

表４　模型修正表

时间／月 实测值 预测值１ 误差１ 预测值２ 误差２ 预测值３ 误差３

３ ０６６ ０６６０００ ０
９ ０８６ ０８１４９１ ００４５０９
１５ １１６ ０９７５３３１ ０１８４６６９ １１６０００ ０
２１ １４５ １１４０１６ ０３０９８４ １２８８０３ ０１６１９７
２７ １５２ １３０８５３ ０２１１４７ １４２６９３ ００９３０７ １５２０００ ０
３３ １７１ １４７９７２ ０２３０２８ １５７４５３ ０１３５４７ １６４９０５ ００６０９５
３９ １８２ １６５３１８ ０１６６８２ １７２９１０ ００９０９０ １７８８７７ ００３１２３
４５ １９６ １８２８４６ ０１３１５４ １８８９２４ ００７０７６ １９３７０２ ００２２９８
５１ ２０２ ２００５１８ ００１４８２ ２０５３８６ ００３３８６ ２０９２１１ ００７２１１
平均值 ０１４３８３７ ００８３７１９ ００３７４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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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与神经网络方法的比较
目前，自适应方法除了时间序列方法外还有神

经网络方法．大量的研究表明：利用神经网络方法
对路况性能进行预测也具有较高精度．有资料表
明，日本ＭＣＩ指数和车辙神经网络预测模型的预
测结果与实测值的相关系数分别达到了０９９６和
０９９０［５，１０］．与同为自适应方法的神经网络方法相
比，时间序列预测方法在预测精度上相差不大，但

其可以给出明确的预测模型表达式，这有利于提高

模型的形象性和易推广性．

５　结　论
１）由于影响路面平整度发展的因素较多，常

规数学方法建立的平整度预测模型难以准确预测

路面平整度发展趋势．
２）平整度时间序列预测模型由于采用以往平

整度值作为影响因素替代指标，且本身具有的易修

正性的特点，所以具有较高的预测精度．
３）时间序列方法与神经网络方法的预测精度

相差不大，但可以给出明确的表达式．
４）时间序列预测模型本身是一个动态工具，

随着数据的积累，应该对模型进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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