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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自
“ ”

事件以来
,

国际上普遍对人员密集公共

场所的应急疏散安全性能十分重视
。

年美国和加

拿大发生的大规模停电事件以及英国伦敦地铁的停电

事件
,

更加深了全世界对公共场所的应急疏散安全性

能重要性的认识
。

近年来
,

我国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

速
,

象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建筑密集程度和人 口密度迅

速增加
,

城市过渡空间日渐狭小
。

与此同时
,

城市流动

人 口不断增加
,

城市人群的安全素养参差不齐 国内目

前还没有推行制度化的疏散演习
,

也没有在学校开设

相应课程
,

公众没有接受经常性的学习
、

培训和演习
,

因而普遍缺乏应急疏散常识
。

所有这些问题都使得我

国大城市的人员应急疏散问题更加突出
。

北京作为祖

国的首都和 年奥运会主办城市
,

在人员应急疏散

方面将面临空前的压力和挑战
。

— 疏散中的典型心理行为

人员疏散过程实质是人们在特定突发情况 如火灾
、

毒物泄漏 下的行为表现
,

因而与人的心理和行为因素

密切相关
。

火灾特有的特征
,

如高温
、

毒烟
、

缺氧等
,

会加剧人在应激状态下的心理反应
。

投射在行为方面
,

可能会出现过激行为
、

逃避性行为等
。

国内外研究差异

国际上人员疏散行为研究开始于 年
,

美国马

里兰大学
,

首次对一次火灾事故幸存者

的行为进行了事后调查川 。

随着人员疏散研究的逐步深

入
,

人的心理行为对疏散过程的影响及其模拟方法越

来越成为疏散研究的热点和难点
。

国外在该领域目前

的研究已经不仅限于人们在疏散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

外在行为 如群聚性
、

趋光性等
,

外在行为下的心理分

析决策机理和过程以及特定群体 如认知缺陷人群 的疏

散行为特点已经逐渐成为当前该领域的热点向题 ’

国内从二十翅丝己九十年代开始进行疏散过程中的人

员心理行为的相关研究沁 ,

在开始阶段
,

国内许多关于

疏散过程中的人员心理行为研究还处于引用汇总和分析

国外已有的关于人员疏散行为特征的研究结果 】,

现在

逐渐转向结合国外研究结果在国内进行一些实证性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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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

如调查火灾亲历者等 ,

疏散中典型的心理特征
“ ”

事件中
,

纽约世贸中心被飞机撞击的楼层

以下的所有人员在 个多小时的时间内就基本安全撤

离
·

川
。

相反
,

年初北京密云在没有任何外来威

胁的情况下发生了严重人员拥挤踩踏伤亡事故
。

据调

查我国火灾事故中的遇难者 是由于采取不当的过

激行为或逃避行为而死亡的
。

随人流排队走出 拼命向前挤以尽快离开 寻找其他出口

图 , 出口选择

回返现象是火灾中比较常见而又十分危险的行为
。

在我们的调查中显示
,

遇到火灾逃离现场后的回返率

是很高的
,

当朋友没有出来时
,

回返率达到了
,

当家人没有跟着 自己跑 出来时
,

回返率更高达到了

。

如表 所示

如表 所示
,

大量的火灾案例中遇难者死亡原因显

示
,

遇到火灾等突发事件过度的惊慌
、

恐惧
,

而采取了

不正确的应对措施是造成不必要伤亡的主要原因
。

在

哈尔滨天鹅饭店火灾中
,

看到 人跳楼其他人也跟随其

跳楼造成 人死亡 天津市居民楼火灾中的一家 口
,

如果能到隔壁临街的 房间就可以获救
,

而他们一家

由于过度恐俱采取了消极躲藏行为而全家遇难 次

列车上由于过度惊慌人们争先恐后拥向车门使向内开

的车门无法打开
,

造成 人遇难
。

火灾事故中的惊慌
、

恐惧心理投射在行为上
,

主要表现是群聚
、

从众
、

如何

选择出口及过激行为等
。

不同人群在应激状态下的行为反应有何异同 我

们针对事故中表现出的典型行为特征在不同年龄的人

群中进行了调查
。

行为调查结果

对于出口的选择
,

在不熟悉的环境中遇到应急情

况后
,

各年龄段的人都可能会依据疏散标志走新的出

口
。

值得注意的是 岁到 岁年龄段的人群
,

遇到紧

急情况时有采取过激行为的倾向
,

如图 所示
。

火灾中人行为的一个主要特征一利他行为
。

调查

显示
,

在疏散中可以主动帮助弱势群体的达到

疏散中会帮助他人 主动帮助他人和在他人请求后会帮

助他人的总计 的统计比例达到了
。

在不同的环境中人们遇到火灾后采取的应对方式

是不同的
。

在家中遇到火灾时
,

随着年龄的增长主动灭

火的比例增加
,

这与中国人的家庭观念比较强有着很

大的关系
。

在家中和在办公室中遇到火灾后的应对措

施是很相似的
。

而在商场中遇到火灾后的应对措施与

在家中和办公室有着很大的差异
,

绝大多数人采取立

刻逃离建筑物或先报警再逃离建筑物
。

这些被调查者

认为
,

在商场中有保安和管理人员来组织救火
,

因此
,

他们更多的是采取逃离或报警再逃离的方式
,

如图
、

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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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和图 所示
。

结论

通过大量的灾后案例报告分析
、

常态观察及问卷

图 商场中粉火应对

调查
,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象火灾这类突发应激事件中人的典型心理反应

是惊慌和恐惧
。

遇到火灾后
,

遇灾人员脱离危险环境后由于有

与自己关系亲密的人 亲人或朋友 被困在危险环境中的

回返率很高
。

不同年龄的人群在不同的场合
,

应对应激的措

施有显著差异
,

青年人在应激状态下有采取过激行为

的倾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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