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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第十三届五一数学建模联赛

题 目 购房中的数学问题

摘 要

现代社会经济高速发展，房地产是国家经济发展中重要的经济增长点之一。

为了楼房建设的土地面积得到充分利用，开发商经常会选择建筑高层住宅。在购

买住房时，影响消费者选择的因素较多，本文就影响消费者购房的因素而言提出

合理的评价指标和建立数学模型来解决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合理的建议。

对于问题一求解指定房间在冬至日享受日照的时间区间，通过了解国家规定

（设计规范），建筑住宅日照标准（见图例），引用相关地理学定义（太阳高度

角、日照系数以及影长），以此建立数学模型，得出结论。

对于问题二在问题 1的基础上建立数学模型， 日照时间的统计方式分为连

续日照时间和累计日照时间，晒到太阳能有多久其实取决于当时太阳在天空中的

高度，即阳光与地平面的夹角，你的高度以及前方遮挡物的高度的差值，以及你

与前方遮挡物的距离。计算出该房间全年每天所享受的日照时间，然后筛选并整

理出全年享受日照时间超过 6 小时的天数和日期。

对于问题三在仅考虑采光影响的条件下，给出消费者 C最优选房方案。由于

有一部分房间已经售出，因此将已售出房间排除，建立数学模型，求出所有未售

出房间的全年采光时间，通过比较得出答案。

对于问题四在问题三的基础上建立选房模型，要求考虑价格、交通、环境和

噪音的影响。由于考虑的因素较多，我们要根据题目给出的条件，查阅相关资料，

给影响购房的每种因素定一个衡量的指标。建立模型，将这些指标整理出来，最

后综合比较得出问题的结论。

对于问题五，汽车停车位分布对于住户出行非常重要，建设停车场，必须坚

持规划先行。参考《城市停车设施规划导则》和《城市停车设施建设指南》，说

明 7#楼汽车车位分布是否合理。通过调查研究，考虑从停车位到电梯距离、楼

层高度、上下班高峰期人流量等影响，建立数学模型，针对 7#楼重新设计合理

的汽车车位分布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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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采光、太阳高度角、衡量指标、日照时间

一、问题背景与重述

1.1 问题背景

随着现代经济的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

也越来越高。为了楼房建设的土地面积得到充分利用，开发商经常会选择建筑高

层住宅，因此，当满足了住宅的数量后，人们开始对高层住宅的居住环境质量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消费者在选择高层住宅时往往要考虑多种因素，通过调查研究，

发现住房者对于高层住宅舒适度有几点需求：良好的室内环境；绿色的居住生态

环境；满足居住人群的心理需求。满足居住者的心理舒适性需求，注重人、环境、

建筑三者之间的沟通，实现居住环境的舒适成为我国高层住宅研究的必然要求，

也对建筑师今后的设计理念提出进一步要求。高层住宅的设计应当以人的使用为

基本核心。满足人最基本的居住需要的同时，还应当着力提高人的居住环境质量。

1.2 问题重述

住宅的户型内部应当有良好的采光环境，这样在满足室内光照环境的同时也

节约了照明用的电能，这也是消费者选择房子时优先考虑的因素之一。影响消费

者选房的其他因素主要还有其中主要有：地理位置、周边环境、交通便利性、住

房户型、住房价格、采光、噪音污染、空气污染等。

1、建立数学模型，求解指定房间在指定时间可以享受日照的时间区间

2、在问题 1 的基础上建立数学模型，描述该房间全年 365 天每一天可以享

受日照的累计时间，并整理出全年享受日照时间超过 6 小时的天数和日期。

3、假设一部分房间已经售出，仅考虑采光影响，给出消费者 C 的最优选房

方案。

4、在问题 3 的基础上，给出相关信息，建立选房模型，要求考虑价格、交

通、环境和噪音的影响，给出此时消费者 C 最优选房方案。相关信息如下：

5、建立数学模型并说明附件 3 中 7#楼汽车车位分布是否合理？考虑从停车

位到电梯距离、楼层高度、上下班高峰期人流量等影响，建立数学模型，针对

7#楼重新设计合理的汽车车位分布方案。

二．问题分析

2.1.问题一的分析

对于问题一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初步了解到，现代都市人居住越来越拥挤，天

际线被切割得越来越零散，影响日照时长的先天因素包括地域差异（纬度和日照

时区），季节（白天长短）；不同地域和季节的日照标准要求不同。后天因素则

包括房屋朝向、楼层高度、楼间距。例如朝北的房间不如朝南的房间自然采光好，

朝北的房间比较阴冷；一般高楼层比低楼层采光好；楼间距则决定住宅前后是否

被其他建筑物遮挡。在实际操作中，楼层高度常被换算为楼间距，用以判断日照

时长是否满足硬性规定。

2.2 问题二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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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时间的统计方式分为连续日照时间和累计日照时间。晒到太阳能有多久

其实取决于当时太阳在天空中的高度，即阳光与地平面的夹角，你的高度以及前

方遮挡物的高度的差值，以及你与前方遮挡物的距离。三点成一线的时候阴影覆

盖你的可能性最大，就符合一个很简单的三角函数关系。

前方遮挡物 阳光

相对于房子

的高度

太阳高度角

间距 房子

整理此关系，求解全年每天的日照时间。

2.3 问题三的分析

由于部分套房已经售出，我们将对比剩余套房的采光率。由于夏季北半球采

光率最高的一天，所有套房采光率基本相同，我们可以忽略光照对套房的影响；

相反的，冬季时候最能显现采光的重要性，也最能分出采光率的高低，因此我们

将比较各栋楼冬季时候的采光率。我们通过上述公式能计算出剩余所有套房的采

光时间。

选择楼层的时候，可以这样计算：

日照系数×（楼层总高度-所选楼层高度）

这样得出来的楼间距，要是可以达到，那对所选的楼层的影响就不大，要是

达不到，那就需要再选高一点的。

2.4 问题四的分析

分别考虑价格、交通、环境和噪音对购房的影响，然后将这些情况糅合起来，

综合考虑对购房的影响。假设购房者在选择住房时侧重于某种因素，将此分别排

列出，分析购房者将会采取哪种购买方案。

2.5 问题五的分析

停车场的规划是整个建筑建设规划的一部分，应该服从建筑规划的整体布

局，还应考虑选址的合理性。小区停车位是一项重要的财产，停车位归属及其相

关契约的效力直接影响到建设单位、居民的利益。要设计合理的停车位规划方案，

需要考虑居民停车位的利用率和周转率，计算居住区机动车密度与停车空间规模

比例。

三、模型假设

结合本题实际，为了确保模型求解的准确性和合理性，现对一些客观存在但影响

可忽略不计的因素提出以下几点假设：

1. 假设计算日照时间时楼房自身设计的形状和结构对其不产生影响。

2. 假设同一地理纬度的同一日照标准，无其他日照遮挡的平行布置条式居住建

筑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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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假设所有其他不确定因素对消费购房的影响都可以忽略

4. 假设从官方获取的所有指标的统计数据信息真实可靠

四、符号说明

为了便于问题的求解，现将本文中出现的符号进行解释说明：

表 1、符号说明

L 杆长  日角

S 影长 N 积日
 太阳高度角  太阳时角

h 地方时角 S 小时

 太阳赤纬 F 分钟
 当地纬度

0t 北京时间
 当地经度

n 日期序号

p 当地地理位置

五、模型的建立与求解

模型的建立

问题一： 春分日

夏至日 冬至日

秋分日

地球绕太阳运行图

表 2、日照有效时间表

建筑物朝向 日照有效时间 建筑物朝向 日照有效时间

近日点

147030000KM

太阳

151870000KM
远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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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朝向角度取整数,小数点四舍五入。

日照的有效时间根据建筑物朝向确定（见上表）。建筑物朝向的角度超过日

照有效时间表规定角度范围的，不作日照分析。

正 南 向 9∶00～15∶00

南 偏 东 1 ° ～

15°
9∶00～15∶00

南偏西 1°～

15°
9∶00～15∶00

南 偏 东 16 ° ～

30°
9∶00～14∶30

南偏西 16°～

30°
9∶30～15∶00

南 偏 东 31 ° ～

45°
9∶00～14∶30

南偏西 31°～

45°
10∶30～15∶00

南 偏 东 46 ° ～

60°
9∶00～12∶30

南偏西 46°～

60°
11∶30～15∶00

南 偏 东 61 ° ～

75°
9∶00～11∶30

南偏西 61°～

75°
12∶30～15∶00

南 偏 东 76 ° ～

90°
9∶00～10∶30

南偏西 76°～

90°
13∶3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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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模型结合相关的地理学知识，将 8 号楼假设成直杆，从而计算出 9 点至

16 点的高层影长。以下为本文所引用到的相关地理学定义以及自行添加的相关

参数。

太阳高度角，是指某地太阳光线与当地地平面的所交的最小线面角，这是以

太阳面盘的几何中心和理想地平线所夹的角度。在水平地面上，直杆长度与影长

的比值就是太阳高度角的正切值:

tan L
S

  (1)

式中 L 为杆长，S为影长。

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得太阳高度角的计算公式为：

sin cosh cos cos sin sin      (2)

式中 为太阳高度角，h 为地方时时角，  为太阳赤纬，为当地纬度。

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得当地的地方时计算公式为：

0
120
15

t 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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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t 为北京时间，  为当地经度。

根据地方时可以换算出该地区地方时，时角地方时时角 h就是当地与子午线之间

相差的角度：

 15 12h t   (4)

太阳赤尾的角度范围在 23 26  ，太阳赤尾可用以下公式计算：

 2 284
23.45 sin

365
n


 

  
 

 (5)

式中 n 为当天的日期序号。例如 1 月 1 日对应 n=1。

联立上述方程组成方程组得：

 

0

tan

sin cosh cos cos sin sin
15 ( 12)

2 284
23.45 sin

365

120
15

L
S

h t

n

t t

 

    










     
       

  









解得：         / tan arcsin cos 15 2 cos cos sin sinS L t        （5）

长度的变化与当地地理位置  ,p   ，直杆长度 L，时间  ,T t d 有关。

模型求解：

先计算题目所给条件下的 h , ,  ,再将上述参数值带人 （2）得出 9点

至 16 点的太阳高度角随时间的变化，也可以求出楼的影长。

表 3、影长随太阳高度角变化表

时间 太阳高度角 影长

9 21.187 80.99

10 29.351 74.98

11 35.192 72.93

12 37.883 70.63

13 36.924 73.68

14 32.504 76.39

15 25.352 80.69

16 17.789 8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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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可得 7 号楼的 9 到 16 点的影长

表 4、影长随时间变化表

通过相似三角形的定理，A小区 14-2-802 房间(客厅)在冬至日 9:00-16:00

间可以享受日照的时间区间十点到十四点。

问题二

表 5、 住宅建筑日照标准

根据题目给出的经纬度得知该小区位于徐州某地，查阅全国主要城市不同日

照标准的间距系数：

表 6、徐州日照标准边距系数

城市 纬度

冬至日 大寒日 观

行

标

准

正午影

长率

日照 1h
正午影

长率

日照 1h 日照 2h 日照

3h

徐州
34°

19′

1.58 1.48 1.41 1.31 1.35 1.4 --

--

--

-

时间/h 影长/m

9 80.99

10 74.98

11 72.93

12 70.63

13 73.68

14 76.39

15 80.69

16 86.33

建筑气候区划

Ⅰ、Ⅱ、Ⅲ、Ⅶ气

候区

Ⅳ气候区 Ⅴ、Ⅵ

气候区

大城市 中小城

市

大城市 中小城

市

日照标准日 大寒日 冬至日

日照时数 ≥2 ≥3 ≥1

有效日照时间带 8~16 9~15

日照时间计算起

点
底层窗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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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处高层建筑小区朝向南，文章涉及经纬度计算，采用小区地理坐标，东经

117.17
o
，北纬 34.18

o

选取待测对象（14-2-802 房间客厅），计算其日照时间。

（1）确定 14-2-802 房间太阳高度角和太阳赤纬角。

a. 太阳赤纬角的确定：

0.3723 23.2567sin 0.1149sin 2 0.1712sin 3 0.75 8cos
0.356cos 2 0.0201cos3

DE    
 

    

 
（6）

式中，

 的含义为日角。 2 / 365.422t 
t 由两个部分组成，即

0t N N  （7）

式中 N 为积日，即日期在年内的顺序号，例如，1 月 1 号其积日为 1，平年 12

月 31 日的积日为 365，闰年则为 366.

0N =79.6764+0.2422（年份-1985）-INT  -1985 /4  年份

（式中 INT 表示取整部分，例如 INT（2.35）=2）

如果选择冬至日进行计算，高层建筑小区的太阳赤纬角为 -23.442

b. 计算太阳高度角 h：

sinh sin sin cos cos cos      （8）

上式中，为地理纬度， 为太阳赤纬角， 为当时的太阳时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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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时角的公式如下：  / 60 12 15S F      

上式中， S 代表小时， F 代表分钟，且都为当地真太阳时。

具体换算关系为：

真太阳时=北京时间+平均时差-（120-观测点的地理坐标）/15

时差可以从天文年历中查得。平时时差忽略。

计算北京时间早上 9点小区的真太阳时：

9 (120 117 17 ') /15 8.818667S     

则，上午 9 点整的太阳时角为

 =（8.818667+0/60-12） 15 =-47.72 
由此可得太阳高度角 ：

sin sin sin cos cos cos      

sinh sin 34.18 sin(-23.442 ) cos34.18 cos(-23. 442 )cos( 47.72)    

太阳高度 在冬至日早上 9 点的值为 21.187。

同理得全年几个重要时间段的的太阳高度角：

表 5、太阳高度角

同理得全年几个重要时间段的的太阳高度角：

由 sinh sin 34.18 sin(-23.442 ) cos34.18 cos(-23. 442 )cos( 47.72)     得:全年

超过 A小区 14-2-802 房间(客厅)全年享受日照时间超过 6 小时的天数和日期分

别为 158 天；四月二十五日，四月二十六日，四月二十七日，四月二十八日，五

月一日至五月三十一日，六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七月一日至七月三十一日，八

月一日至八月三十一日，九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十月一日，十月二日，十月三

日，十月四日，十月五日。

下面介绍一些基本的天文学知识。太阳的视运动不是匀速的，其计量标准叫

真太阳时。平太阳是假想的匀速运动的太阳，计量标准叫平太阳时。我们平时使

用的时间标准是平太阳时。1 小时走 15°的是平太阳。测量真太阳运动时不能使

春分 32.742

夏至 49.900

秋分 30.994

冬至 25.99

1 月 30 日 35.222

2 月 30 日 31.258

4 月 30 日 37.298

5 月 30 日 41.021

7 月 30 日 39.265

8 月 30 日 38.222



14

用上述规则。

太阳高度角：简称太阳高度(其实是角度) ,是决定地球表面获得太阳热能数

量的最重要的因素。

赤纬角：又称太阳赤纬,是地球赤道平面与太阳和地球中心的连线之间的夹

角。

太阳时角：是日面中心的时角,即从观测点天球子午圈沿天赤道量至太阳所

在时圈的角距离.

问题三

针对问题三的购房需采光的问题可以沿用问题一和问题二中的相关结论。

        / tan arcsin cos 15 2 cos cos sin sinS L t       

由于部分套房已经售出，我们将对比剩余天数的套房采光率。由于夏季北半

球采光率最高的一天，所有套房采光率基本相同，我们可以忽略光照对套房的影

响；相反的，冬季时候最能显现采光的重要性，也最能分出采光率的高低，因此

我们将比较各栋楼冬季时候的采光率。我们通过上述公式能计算出剩余所有套房

的采光时间。

表 6、套房采光时间段

10~13 点 8-1-8-02

10~13 点 8-1-9-02

10~13 点 8-1-10-02

10~13 点 8-1-11-03

10~13 点 13-1-8-02

10~13 点 13-1-9-02

10~13 点 13-2-10-01

10~13 点 13-2-11-02

10~13 点 1-2-8-01

10~13 点 1-1-9-02

10~13 点 1-2-10-01

10~13 点 1-2-11-01

10~13 点 7-2-8-01

10~13 点 7-1-9-02

10~13 点 7-1-9-01

10~13 点 14-2-9-01

10~13 点 7-2-11-01

10~13 点 2-2-8-02

10~13 点 2-2-8-01

10~13 点 2-1-9-02

10~13 点 2-2-10-01

10~13 点 14-1-8-02

10~13 点 14-2-9-01

10~13 点 14-1-10-01

10~13 点 14-2-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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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 点 4-2-8-01

10~13 点 4-1-9-02

10~13 点 4-2-10-01

10~13 点 4-2-11-02

10~13 点 4-2-11-01

通过计算表明在整个冬季光照时间最长的是 7-2-8-01、8-1-8-02、14-2-9-01、

2-2-8-02、4-2-11-01 因此这些户数最适合购买。

问题四

基于问题三的相关选房方向，添加了价格、环境、交通、噪音等购房考虑因

素。在价格方面：

表 7、小区售房价格表

（dB）小区售房价格表

层

数

普通房

1~8#、 14#

河景房

10~12#

1~8
4250/ 2m 4450/ 2m

9
4260/ 2m 4460/ 2m

10
4270/ 2m 4470/ 2m

11
4280/ 2m 4480/ 2m

12
4290/ 2m 4490/ 2m

13
4300/ 2m 4500/ 2m

14
4310/ 2m 4510/ 2m

15
4320/ 2m 4520/ 2m

16
4330/ 2m 4530/ 2m

17
4340/ 2m 4540/ 2m

18
4350/ 2m 4550/ 2m

19
4360/ 2m 4560/ 2m

20
4370/ 2m 4570/ 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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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4380/ 2m 4580/ 2m

22
4390/ 2m 4590/ 2m

23
4400/ 2m 4600/ 2m

24
4410/ 2m 4610/ 2m

25
4420/ 2m 4620/ 2m

26
4430/ 2m 4630/ 2m

27
4440/ 2m 4640/ 2m

28
4450/ 2m 4650/ 2m

29
4460/ 2m 4560/ 2m

30
4470/ 2m 4670/ 2m

31
4480/ 2m 4680/ 2m

32
4490/ 2m 4690/ 2m

33
4500/ 2m 4700/ 2m

34
3825/ 2m 3995/ 2m

由此得出结论应该选择 8-1-8-02、14-2-9-01、2-2-8-02、4-2-11-01、

1-2-11-01

在环境方面：根据《声环境评价技术指导》规定的技术工作程序，如图，噪

声影响的主要对象时人群。居住社区声环境评价的第一阶段是展开现场勘查、了

解环境法规和标准的规定、确定评价范围和制定评价大纲；第二阶段是开展项目

分析、收集资料、现场检测调查噪声的基线水平即噪声对居住人群的影响，社区

组织环境管理的绩效分析；第四阶段总结社区声环境现状，提出可行优化措施。

由此得出结论应该选择 8-1-8-02、14-2-9-01、2-2-8-02、4-2-11-01、

7-1-9-02、14-2-9-01

在交通方面：国道对周围半径 1000 米范围内的房地产价值具有显著影响。

对周边 500 米以内，500~1000 米的居住地产值的影响程度分别为 6.85%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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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7%。

由此得出结论应该选择 8-1-8-02、14-2-9-01、2-2-8-02、4-2-11-01、

7-2-8-01

在噪音方面：噪音分为几种：交通噪音、工厂噪音。

建成居住社区项目

编写评价大纲

声环境现状调查和测量

噪 声 源

调 查

声 环 境

现 状 调

查 及 测

量

受 影 响

人 口 调

查

居住社区声环境现状评价

噪 声 管 理

法 规 与 标 准

居 住 社 区

声 环 境 评 价

声 环 境 优

化 对 策

评价范围内现场

建成居住社区

规划设计分析

交通噪音：交通流量是影响小区交通噪声最重要的因素，其分布直接决定

交通噪声的概率分布。通过 35天的道路交通流量统计，确定车流量概率分布特

征，某小区周围最严重的万泉河路、海鼎路和无名路交通流量按 100 辆每小时

的间隔统计，得来的车流量的分布直方图，然后将车流量取对数，并统计其分

布直方图。直方图与相应正太分布曲线直观比较可以看出，3 条道路的交通流

量与正太分布差异明显，但是基本满足对数正太分布。

绝对偏差平均值=
1

x xn 

标准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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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的检验结果也表明，3条道路交通流量符合对数正太分布。

表 8

表 9

工业噪声：由于在小区南侧 500 米的地方有发电厂烟囱

（1）计算出某个室内剩声源在靠近维护结构处的倍频带声压级：

Loct，l Lw , 2
1

410lg
4
Qoct
r R

 
  

 
式中 Loct，l -所求倍频带声压级（dB）;

Lw ,oct -该声源的倍频带声功率级（dB）;

1r -该声源与靠近围护结构处的距离（m）

Q-声源方向性因子；

R-房间常数

（2）计算出所有室内声源在靠近围护结构处的总倍频带声压级：

（3）计算出室外靠近围护结构处的总倍频带声压级

 , 2Loct T =    ,1 6Loct T TLoct 

 , 2Loct T 所求总倍频带声压级（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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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oct 围护结构的倍频带传声损失（dB）。

由此得出结论应该选择

8-1-8-02、14-2-9-01、2-2-8-02、4-2-11-01、1-2-8-01 、1-2-8-01

综合考虑以上的所有影响因素，将各因素数据量化将在问题三采光条件最好

的里面选取最优秀的户数。8-1-8-02、14-2-9-01、2-2-8-02、4-2-11-01

问题五

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城市化的发展和汽车科技的不断创新，拥有汽车的人

数比率不断攀升。农村空间相对充足，汽车数量的增加不会导致空间不足问题的

产生；城市空间有限，但城市化的发展和汽车数量的急剧攀升，停车位空间不足

问题凸显，用于停放汽车的停车位空间引发的矛盾也层出不穷。停车位的归属在

我国《物权法》及司法解释有关的规定，但此成文性规范可能产生的各种解释差

异仍然存在。停车位归属及其相关契约的效力直接影响到建设单位、居民的利益，

更进一步影响停车位问题根本矛盾的解决。“业主需要”为何能限制所有权的行

使有待明断。

小区停车位是一项重要的财产，随着高层建筑和汽车的不断增加，城市土地

空间的相对减少，小区停车位矛盾越来越深。我国立法对小区停车位的权利归属

做出了规定，但是基于对立法内容的理解各异，争议仍然存在。对于小区停车位

成为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停车场的规划是整个城市建设规划的一部分，应该服从城市规划的整体布

局，还应该考虑选址的合理性和建成后的综合经济效益。停车场的选址是依据停

车需求量和城市路网结构确定的。

停车需求量的预测

停车需求量取决于地区性质和交通流量，同时还应该考虑停车率的大小。

 , , , ,N        , , , ,N      
式中 N 为停车位需求数，其他参数含义介绍如下。

（1）交通发生系数是确定地区交通规模的修正参数。我国城市中心区上下班

交通发生系数为 0.1~0.2，业务交通发生系数为 0.6~0.8，购物交通发生系数

0.4~0.6.

（2）机动车使用率 也称车辆出行率，与城市机动车保有量水平有关。根据有

关专家预测，我国 2030~2050 年汽车拥有量可达 145~270 辆每千人，上下班、购

物机动车使用率分别为 30%~40%，50%~55%，5%~10%。

（3）机动车停驶率 指地区内停车数量与地区机动车交通量的



20

表 10

六、模型评价与改进

6.1 模型的评价

6.1.1 模型的优点：

1.问题一中、问题二和问题三用物理模拟法，可以对那些既不能打开，又不能从

外部直接观察其内部状态的系统，详细准确的模拟研究了日照时间，灵活简单；

2.问题四中，运用列表法和正态分布以及数据处理法，可以消除偶然事件对两个

或多个资料变异程度的影响；

3.问题五运用决策方法可简便的得出结论；

4.在本题的解答过程中，多次运用图表，使得问题的解答更加的清晰、直观，便

于理解；

5.题中涉及到的变量较少，减轻了计算量，减小了问题的复杂程度，得到的信息

较多，有利于问题更好的解决；

6.模型运用的方法简单，适用性强，易于推广，便于人们接受。

6.1.2 模型的缺点：

1.实际求算过程中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模型在运算时排除了其他影响因

素，存在误差；

2.模型所采用的计算方法准确度不够，导致所得结果可能会与实际情况不

符。

6.2 模型的改进

1.在模型的分析与建立的过程中，忽略了一些因素，在模型改进的时候，可

以将上述过程中忽略的因素加以考虑；

2.考虑到不同的情况，采取直接改进措施之后，数据不准确，可以对改进的

数据更加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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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模型的推广

1.模型的建立过程中，包括太阳高度角和日照分析等关于地理及光的科学知

识，可以推广到太阳影子定位模型；

2.停车位规划问题其中的分布合理性可以推广到社会性建筑模型；

3.交通问题和噪音问题可以推广到研究公路车流量和房屋建造选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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