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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6 应急撤离主要影响因素与仿真 

6.1 应急撤离主要影响因素 

核电厂事故下的撒离过程的影响因素可以分为两大类:影响车辆交通疏运的因素和影响人

员集合的因素。 

6.1.1 影响车辆交通疏运的因素 

   本系统根据我国易发的天气情况，将影响交通运行的因素分为普通频发性因素和极端罕见因

素。 

1. 环境能见度 S 

环境能见度指的是正常视力的人的视野可视能力，直接影响驾驶过程中的安全限速，是影

响交通通行能力的最主要的气象因素。 

2. 道路通行能力 C 

道路通行能力是指在一定的道路路面条件下，单位时间内一条车道上能够通过的车辆数，

既是道路交通特性的项重 要指标，也是度量道路疏导车辆能力的物理量。理想条件下，道路通

行能力和车流速度呈正比例关系。 

3. 恐慌心理 P 

人在驾驶过程中的行为反应受其心理因素的影响。在遭遇核事故之类的突发事故产生一定

恐慌情绪，本系统认为恐慌情绪会使司机超速 20%。 

表 6.1 各种天气下对应的环境能见度 S 和道路通行能力 C 的默认值 

 

6.1.2 影响行走集合行为的因素 

系统假设撤离人员从初始位置到达集合点的方式是步行。步行所需的时间，主要由初始位置到

集合点间的距离、人员的行走速度和人员的反应时间决定。人员的反应时间和行走速度通常受年龄

性别、能见度、道路通行能力等因素的影响。在系统初始化中，对每个参与撤离人员，根据其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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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性别。给出了其正常的反应时间和行走速度。 

6.1.3 人员集合与车辆疏运行为仿真 

人员集合过程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响应阶段。即人员从接到撤离指令到进入撤离状态(进

人撤离状态后人员即从当前居住/工作/学习地点前往集合点)，影响这一阶段时效的因素较多，

如通知程序、撤离准备和个人心理等。其次是集合行走阶段，影响这-阶段时效的因素包括人员

性别、人员年龄分布，能见度、天气、心理等因素，这些因素会对个体集合行为特别是行进速

度、路径选择等产生定影响， 从而影响集合的时效性。 

在车辆撤离模拟中，不仅要体现天气等因素造成的能见度和道路通行能力的变化，而且需

要支持各种交通调控措施。此外，由于安置点通常距离集合点 15 千米以上，且分布广泛，因

此还涉及大规模交通路网的仿真。 

 

6.2 撤离仿真系统 

为实现核事故情境下核电厂及周边区域人员撤离能力的量化计算与评估，华北水利水电大

学开发了“核辐射事故应急疏散演练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系统”(以下简称疏散模拟系统)软件，通

过模拟计算各种条件下人员的撤离过程，估算撤离时间，统计分析相关的量化指标，为核电厂

人员撤离能力评估提供参考依据。 

撤离实施过程可以分为人员集合和车辆疏运两个环节。人员集合，即人员从所在的建筑到

达所在社区的集合点进行集结。车辆疏运，是应急指挥中心根据该社区单元的人数指派一定数

量的车辆到集合点，按照指定的路线将社区人员疏运至指定的安置点。当一个社区全部人员到

达指定安置点，则该社区完成撤离任务。撤离实施过程受多种因素影响，如人口分布、撒离路

线、天气等，通过提供对这些因素进行设置或修改，用户可以模拟不同情况下的撤离情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