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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ck of timely public access to emergency supplies after an emergency is an important problem in emergency response, 
and the reasons for the delay are related to the unreasonable allocation of material needs assessment and insufficient 
emergency resources such as manpower requirements. This paper takes the emergency response in the Shanghai 
epidemic as an example, and proposes to analyse the gap in resources such as manpower by integrating and analysing 
data from public platforms,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difficulty in delivering supplies to the resi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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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突发事件后公众获取应急物资不及时是应急响应中存在的重要问题，其延迟的原因与物资需求评估分配不合

理及人力需求等应急资源不足有关。本文以此次上海疫情下的应急响应为例，提出通过公共平台数据整合分

析求得人力等资源缺口进行分析，以解决供应中存在的物资难以运达至居民手中的问题。 

关键字：应急响应, 供应延迟,应急资源缺口 .

1.引言 
突发事件后公众获取物资不及时问题频发，而基

础物资中断会严重影响民众生活甚至生命，因此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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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供给是突发事件应急基础。导致物资供给出现大

量缺口的原因不外乎两种：供给总量缺乏无法满足需

求；物资配送延迟，缺乏维持物流运作的基础人力和

物力资源。 

针对物资供给总量缺乏问题，有学者采用整数规

划[1, 2]、自适应遗传算法[3]、非支配遗传算法[4]等方法

对储备库选址问题进行设计，也有学者从采购的角度

进行研究，将政府对企业的采购视为紧急订单[5]，采

取预付模式[6]、期权采购[7]、引入数量柔性契约[8]等使

政企建立合作关系以适应应急物资需求量不确定的

特性。而对于物资调度问题，研究逐渐从单一供应点

向多需求点供应[9, 10]、多供应点到单一需求点供应[11]

转变到多供应点与多需求点[12-14]的对接，目前的研究

多将应急资源与应急物资划等号，对于人力这类资源

的分配探索较少。 

近日，我国疫情传播情况不容乐观，为防止疫情

进一步扩散，保障全国人民生命健康，上海等地实行

全域静态管理政策。该政策下，上海全市人员基本丧

失自主采买能力，如何保障人民生活必需品就成了物

流管理的重中之重，“物资配送到家”涉及到的人力需

求不容忽视。本文试图收集公共平台数据加以整合，

经过计算得到目前物资供给量、车辆及人力方面的需

求，解决物资的数量及“最后一公里”问题。 

2. 技术路线 

在假设物资全部由外地供给的情况下，每个居

民到手的物资可维持一周生活，可由居民数量及上

海市年食物消耗量估算出物资的周需求量，当足量

的物资运输到目的地，必然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资

源，该资源可分为送货车辆、物资卸装人员、物资

分拣人员、物资配送人员。 

通过人口普查数据及中国统计年鉴可得需求物

资量，经过查阅新闻、走访调查、电话咨询可得配送

车辆的规格及人的装卸、分拣、配送能力，由此计算

公式为 

   𝑁𝑁𝑖𝑖 = 𝑆𝑆
𝑝𝑝𝑖𝑖

                （1） 

其中： 

S——某地区的物资需求量（吨） 

pi——i 环节的车或人能处理的物资量（吨） 

建立在人力物力配置已知的基础上，延申得出应

设分拣中心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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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物资运送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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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技术流程图 

3.上海市徐汇区生活物资调度资源估算 

3.1 上海物资供给量评估及供应概况 

针对目前上海某些区域出现物资缺乏问题，我们

通过基础人口数据估算各类生活物资需求量和分布

如表 1，根据基础需求分布，考虑消耗性生活物资时

效性，可以结合供给资源做出合理分配，通过公共平

台获取小区分布及住户信息数据，可以细化到小区级

别的物资需求估算（图 2）。 

4 月 5 日，上海举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

闻发布会表示“全市的生活物资供应总体充足，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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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是把“最后一公里”解决好 1，这表明物资供给足

够且分配也在合理范围，根据高德爬虫挖掘潜在供

应点，获取徐汇区的便利店、超小型超市、综合商

场等 265 个供应点，部分投入使用的情况见图 1，

不难发现在假设各店物资充足的情况下 60%的供应

点投入使用能满足人口基础需求。在“区级集采集

配”政策下，人力物力的需求评估、及时补齐是关

键。

表 1 徐汇区各街道每周生活物资需求量 

街道 人口

(人） 
主粮需求量

(吨) 
蔬菜需求量

(吨) 
肉类需求量

(吨) 
蛋类需求量

(吨) 
奶类需求量

(吨) 
果类需求量

(吨) 
康健新村街道 100444 214.95 202.90 56.25 27.12 44.20 115.51 

漕河泾新兴技术

开发区 2244 4.80 4.53 1.26 0.61 0.99 2.58 

漕河泾街道 97917 209.54 197.79 54.83 26.44 43.08 112.60 
田林街道 97171 207.95 196.29 54.42 26.24 42.76 111.75 
长桥街道 118872 254.39 240.12 66.57 32.10 52.30 136.70 
龙华街道 85769 183.55 173.25 48.03 23.16 37.74 98.63 

天平路街道 60533 129.54 122.28 33.90 16.34 26.63 69.61 
徐家汇街道 92915 198.84 187.69 52.03 25.09 40.88 106.85 
斜土路街道 69710 149.18 140.81 39.04 18.82 30.67 80.17 
凌云街道 108582 232.37 219.34 60.81 29.32 47.78 124.87 

枫林路街道 112400 240.54 227.05 62.94 30.35 49.46 129.26 
湖南路街道 36281 77.64 73.29 20.32 9.80 15.96 41.72 
虹梅街道 37121 79.44 74.98 20.79 10.02 16.33 42.69 
华泾镇 67415 144.27 136.18 37.75 18.20 29.66 77.53 

总计 1087374
.00 2326.98 2196.50 608.93 293.59 478.44 125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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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徐汇区不同种类物资需求分布图 

 

 
图 4 物资供应点可服务人数 

3.2 上海市徐汇区所需人力物力计算 

在保障物资供给的前提下，要将物资送达小区居

民手里需要完善的物资流网络，但上海在封城状态下，

一般商业物流供给迟缓甚至中断。我们根据属地原则

构建上海市~徐汇区各街道仓库~街道属地各小区三

级基础物流网络，示意如下图： 

 
图 5 上海市徐汇区物流配送网络图 

我们假设将京东分拣中心的流程类比各区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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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仓库，经过对北京中等规模分拣中心的实地调查，

可得以下数据：分拣中心流水线上工作人员在 400 名

到 600 名左右，每辆车的运载量为 5.2 吨，装卸工一

天可理完 40 吨货物，分拣工人可拣货 4 吨。通过对

上海物流站点的电话咨询可得，一位配送人员一天可

运送将近 0.4 吨货物。 

4 月 9 日上海出台三区阶梯式管理政策，将三区

划分为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按照分类管理原则，

封控区需做到足不出户，管控区原则上居家可下楼走

走，防范区可适当活动，且封控区与管控区适时进行

切换。截至 2022 年 4 月 22 日 22 时，根据筛查结果

和风险研判，徐汇区最新“三区”名单 2035 个，其中

封控区 670 个，管控区 477 个，防范区 888 个。在这

样的管理政策下，可将封控区及管控区视为需配送上

门的区域，而防范区可以做到出门去站点取货，将防

范区对配送人员的需求视为 0。按照三区比例进行计

算可得各区数据如表 2 所示。在该数据的结果上，可

以反推三级网络的第二级节点数量，即徐汇区应当设

置四个分拣站点，提高工作效率。 

表 2 徐汇区人力物力需求评估表 

街道 
所需

车辆 

所需卸

装人员 

所需分

拣人员 

配送

人员 

康健新村街道 127  17  157  641  

漕河泾新兴技

术开发区 
3  0  4  14  

漕河泾街道 124  16  153  625  

田林街道 123  16  152  620  

长桥街道 150  20  186  758  

龙华街道 109  14  134  547  

天平路街道 77  10  95  386  

徐家汇街道 118  15  146  593  

斜土路街道 88  11  109  445  

凌云街道 137  18  170  693  

枫林路街道 142  18  176  717  

湖南路街道 46  6  57  231  

虹梅街道 47  6  58  237  

华泾镇 85  11  106  430  

总计 1376  179  1704  6938  

通过估计徐汇区物流站点分布情况及其人员组

成，可对徐汇区目前的配送人员进行粗略估计，经

电话咨询，对于中型物流站点大约有 13 名配送人

员。从所得结果发现，除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

外，其他街道的配送人员数量匮乏（图 6），其中

枫林路街道、凌云街道、长桥路街道及康健街道对

配送人员的数量需求最高。 

 
图 6 上海市徐汇区配送人员缺口数量 

 

 
图 7 上海市徐汇区物资供应点、物流点分布 

通过上述分析，仅上海市徐汇一个区完全依靠

统一配送完成基础物资供给，至少需要上千辆运输

卡车，和万余名配送人员。 

4. 结论 

目前上海已经采取分级管理，会开放部分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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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小区，但是能否彻底解决居民生活物资短缺问

题，还需要管理上合理规划。本文利用开放平台数

据对上海市徐汇区案例分析，发现物资供应充足情

况下，人、物力的短缺是物资最后一公里运送问题

的最大障碍，并且估算出需要补齐的相应资源数

量。本文为应急物资供应运作的研究进行了补充。

在此基础上，得到更细化的具体到街道级的结果以

及大型仓库或分拣中心的选址将是下一步研究的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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