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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年来频发的突发事件已经成为严重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发生在我国的2008年冰冻雪灾、
“5·12”汶川大地震、2010年的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以及2011年新西兰地震和日本9.0级大地震所引
发的海啸、核电站泄漏等一系列事件无疑使应急管理再次成为研究的热点。
应急物资储备问题的研究在应急管理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它关系着救灾过程的顺利实施。
王晶编著的《基于协调优化与区域划分的应急物资储备问题研究》通过数学模型的方法来研究协调优
化目标下应急物资储备的问题。

《基于协调优化与区域划分的应急物资储备问题研究》首先给出了应急物资储备协调优化定义与因素
分析，分析了储备体系协调优化的总体目标和细化目标，利用系统分析的方法研究了储备体系构成要
素与突发事件组成要素之间的协调对应关系。
分析了通过区域化应急物资储备解决协调优化目标的必要性，以及常规和大规模突发事件区域内储备
保障、超大规模突发事件区域内与区域间联合物资保障模式的可行性及待解决的基本问题。
在此基础上通过数学模型的方法解决了以下三个基本问题：
第一，利用空间聚类方法研究应急物资储备区域划分问题。
区域划分问题是一体化区域资源保障体系建设的首要和关键问题。
我们对应对自然灾害的区域划分问题进行探讨，对空间聚类方法解决该问题的可行性进行分析，给出
了动态聚类算法解决应急物资储备区域划分问题，以使得划分后区域内建立的储备体系可以更多考虑
区域自身的特点，建立适合区域特点的储备体系，通过属性数据提取，对我国应对自然灾害的区域划
分问题进行示例研究，给出了我国区域划分的合理性解释与初步建议。

第二，利用双层规划数学模型解决区域内多级应急物资储备问题。

双层规划模型解决了如何在区域内建立省市两级相互补充、多灾难情景下的应急物资储备，并给出了
基于粒子群的双层迭代模型求解算法。
最后通过算例说明了模型和算法的有效性，结果体现了储备成本与救援效率之间的均衡，对以成本最
低为目标的情况下区域内多级应急物资储备进行了模型定量的研究。

第三，利用鲁棒优化方法研究超大规模突发事件应急物资保障问题。
对于类似于汶川地震的超大规模的突发事件，其应急物资的供应需要区域内和跨区域的联合保障，分
析了超大规模突发事件应急物流系统的特点，采用相对鲁棒优化方法建立数学模型解决了超大规模突
发事件应急物资需求不确定、多阶段下应急配送中心选址、物资配送网络搭建和配送计划安排以满足
应急物资的需求，同时使得我们的决策能够体现最优性与不确定需求信息下鲁棒性的均衡。

最后，对本书的研究工作进行总结，并对以后的研究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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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四章，第三章已对一体化区域应急资源储备区域划分进行了探讨，包括如何建立区域内的多级
、网络的储备使其能满足多种灾难情景下救援的时间、物资数量的需要。
目前我国宁夏、福建、广东等地已初步形成省、市、县三级救灾物资储备网络，其他省也在进行未来
储备网络的规划建设，然而相关的理论研究相对较少。
本章对如何在区域内建立多级的、多灾难情景下的应急物资储备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双层规划的数学
模型，并基于粒子群的双层迭代算法对模型求解，通过算例说明了模型和算法的有效性，结果体现了
储备成本与救援效率之间的均衡。
　　第五章，第三章、第四章分别研究了应急物资储备的区域划分以及区域内多级的应急物资储备模
型与方法，以满足常规及大规模突发事件的救援物资保障，虽然对类似于“5.12”汶川地震这类超大
规模的突发事件，其发生概率极低，然而物资需求具有种类多、巨量性、持续多阶段等特点，仅靠区
域内的物资储备难以保障救援需求，因此超大规模突发事件发生后，应尽快组织区域内物资、协调跨
区域物资迅速搭建配送网络，形成具有分发中心的配送网络，对物资的快速分发、满足救援物资需要
具有重要的作用。
本章分析了超大规模突发事件应急物流系统的特点，对超大规模突发事件下区域内、跨区域应急物资
联合保障进行了探讨，采用相对鲁棒优化的方法建立数学模型，解决了超大规模突发事件应急物资需
求不确定、多阶段情况下如何进行应急配送中心的选址、物资配送网络的搭建和配送计划的安排的问
题，使得我们的决策能够体现最优性与需求信息不确定下鲁棒性的均衡。
数据实验表明，建立的模型是符合实际的，方案和数值结果具有较好的鲁棒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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