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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突然爆发，尤其是重大传染性病毒，导致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了

极为严重的影响。在突发情况下，全国上下各地都面临着物资紧缺、配送速度慢等问题，为了将应急物

资更快速更准确地配送到受灾区，建立城市应急物流配送中心意义重大，而应急物流配送中心的选址问

题尤为关键。合理的选址不仅可以使物资快速而精准地配送到有需要的地方，解决灾区物资需求问题，

还可以节省配送时间，缩短配送路线和配送费用，从而减少灾情带来的损失。本文基于k-means聚类算

法和重心法建立选址模型，以湖北省为例，根据湖北省各地区的地理坐标、物资需求量等数据，代入模

型进行实证研究，最终在湖北省选出合理的应急物流配送中心位置，从而验证了该模型的现实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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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sudden outbreak of all kinds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especially maj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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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ectious viruses, has caused extremely serious impact on all aspects of social life. In emergen-
cies, all parts of the country are faced with shortages of materials, slow distribution and other 
problems. In order to deliver emergency supplies to the affected areas more quickly and accu-
rately,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stablish urban emergency logistics distribution centers, and 
the location of emergency logistics distribution centers is particularly critical. Reasonable site se-
lection can not only quickly and accurately distribute materials to places in need, solve the prob-
lem of material demand in disaster areas, but also save distribution time, shorten distribution 
routes and distribution costs, so as to reduce the loss caused by the disaster. This paper establish-
es a location selection model based on k-means clustering algorithm and gravity center method. 
Taking Hube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uses the geographical coordinates and material 
demand data of various regions in Hubei Province to conduct empirical research, and finally se-
lects a reasonable location of emergency logistics distribution center in Hubei Province, thus veri-
fying the realistic feasibility of this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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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近年来，各种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频繁发生，给国家造成了不可估计的损失，这种情况下，应急

物流就显得极为重要，其高效运作可以使救援工作高效进行，节省救援时间和成本。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爆发对全球人类生命安全、经济与社会进步等各个方面都会带来严重的影响，

阻碍社会发展。近年来，在各类天灾人祸事件的抗击战中，各个主要受灾区医疗防控物资和生活物资频

频告急，我们必须进行深刻反思，必须认识到当下我国以及全球应急物资保障体系还有很大的不足与改

进空间，建立健全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刻不容缓。 

1.2. 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 

1.2.1. 研究目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提高快速

调配和紧急运输能力”“加快建立储备充足、反应迅速、抗冲击能力强的应急物流体系”[1]。 
建立城市应急物流配送中心选址的模型，适用于城市灾害突然发生时的救援活动以及应急物资配送，

根据实际受灾情况，选择最佳的应急物流配送中心的地点，从而降低灾情对人民生命安全和社会生活所

带来的重大伤害和损失，该模型和求解方法可以应用于实际，为以后各种突发事件情况下的应急物流配

送中心的选址问题提供依据，具有现实意义。 

1.2.2. 研究意义 
重大灾情下，各地区的物资需求量急剧增加，且总需求量极为庞大，包括医疗应急物资和生活物资

等等，医疗物资有防护服、护目镜以及各种先进的医疗设备，生活物资包括蔬菜、水果和各种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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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品。城市应急物流配送中心的选址规划意义重大，对于节约配送成本、最大限度地减少城市区域内货

物运输造成的交通拥堵至关重要，是保证物资快速及时精准供应的关键所在。 
应急物流的概念在国内提出较晚，它是一种专门的应急后勤服务，主要是在严重的自然灾害或者重

大社会性事件发生时，对各方面需求包括物资、资金、人员进行紧急调度与保障。应急物流与普通物流

相比较而言，有着明显的区别，它要求对事件的发生快速做出反应，更多地考虑如何使灾害造成的损失

最小和配送时间最短，关键性问题就是怎样将各个地区所需要的医疗和生活物资及时、精准地运送到受

灾地区，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关节就是配送，而物流配送中心的地理位置好坏与应急物资的配送质量直接

相关。在对城市应急物流配送中心的选址问题进行研究时，要充分考虑各种因素，例如受灾严重程度、

GDP 变化幅度、物资需求数量、地理环境、政府政策等，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对传统的模型

和算法加以改进，从而最终确定应急物流配送中心建在何处是最合适的，这可以为受灾地区的救灾救援

工作带来很多便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 

1.3. 城市应急物流配送中心选址研究现状 

1.3.1.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外研究者近年来兴起了对于应急物流以及配送中心的研究，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也开发出了

应急物流这一全新研究领域。 
在如何对城市应急物流配送中心选址方面，严毅[3]等考虑到传统重心法的劣势，即理论距离与现实

距离差距较大、运费计算不准确等问题，引入了非直线系数来对重心法进行改进，从而使得成本节约了

百分之五点零六，为现实选址问题提供了参考意义。褚东亮[4]等在传统重心法的基础上，引入了禁忌搜

索算法对选址问题进行了优化，并通过案例分析，将重心法与 TSA 相结合的计算结果与位置度量法、层

次分析法相比较，从而验证了该算法的优势和可操作性。邸鸿喜[5]等研究了疫情下冷链物流配送中心选

址问题，并充分考虑了新冠病毒感染这一要素，提出了新冠病毒感染风险系数，与 CFIP 模型结合，得到

了最合理的选址结果。刘琳[6]等在对配送进行研究时，还考虑到了对生鲜产品新鲜度的要求和碳排放成

本这两个因素，并建立了一种双层目标规划模型，结果相较于 k-means 聚类、遗传算法的平均成本分别

改进了 3.03%和 1.22%。薛徳琴[7]等以江苏某电商企业物流配送为例，第一步用 k 均值算法对不同的协

同配送区域进行划分，第二步运用层次分析法分别对不同的协同配送区域进行具体选址，最后用模糊综

合评价法对选址结果进行评价。宗芳[8]等对“一带一路”沿线城市进行物流配送中心选址研究，考虑了

众多经济因素，如投资运营成本、城市 GDP 等等，其建立了以效用最大化为目标、加入了熵权法 TOPSIS
的定量模型，该模型均衡了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最终得出促进沿线城市发展的最优方案。 

1.3.2. 国外研究现状 
Schilling [9]等讨论了设施系统长期发展规划中的不确定性问题。在某些情况下，单一未来预测的高

方差可以通过使用一组可选的未来情景来降低。通过仔细选择设施配置，规划者可以在收集额外信息和

减少不确定性的同时，以很少或不牺牲的代价推迟未来设施地点的选择，这使得规划人员能够保持灵活

性，以适应复杂和动态的环境。Caunhye [10]等运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对应急物流优化模型进行了研究。

灾难操作可以在灾难发生之前执行，也可以在灾难发生之后执行。灾前作业以短通知疏散、设施选址、

物资预置为主，灾后作业以救灾物资分发、伤员运输为主。根据这些行动，其对三个方面进行了研究，

分别是：设施选址、救援分发和伤员运输以及其他行动。对于前两部分，根据模型类型、决策、目标和

约束条件对文献进行了结构和分析。最后，通过内容分析框架，找出几个研究空白，并提出未来的研究

方向。Yi [11]建立了多目标动态规划，但仍存在一些缺陷，其考虑了两种目标，包括物资配送速度最快

和伤员救治延误时间最短，从而确定了一种应急物流选址模型，但实际灾情的发生却具有很大的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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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突然性。Horner [12]等在进行配送中心位置选址问题的研究时，引入了 GIS，但却忽视了各个地区的

应急物资需求数量，缺少实际意义。 

2. 城市应急物流配送中心选址方法分析 

2.1. 配送中心选址常用方法 

物流设施选址方法有很多种，其中常用的方法可以分为三类，即连续型模型选址法、离散型模型选

址法以及综合因素评价法，每种类型都有其代表性的研究方法，且不同方法都有其优势和劣势。方法总

结如下表 1 所示： 
 
Table 1. Summary of common logistics facility location methods 
表 1. 常用物流设施选址方法总结 

研究方法 代表方法 优缺点 

连续型模型选址法 重心法、数值分析法、吨–距离–中心

解法、时间–吨–距离中心解法 
优点适用于区域内单点的确定，缺点求得点在

现实情况可能很难实施。 

离散型模型选址法 整数规划法、鲍姆尔–沃尔夫法 所需前期资料多，计算量大，在应用中比较有

难度。最大的优点就是考虑到费用的问题了。 

综合因素评价法 
德尔斐法(Delphi)、层次分析法(AHP))、
模糊综合评价法、灰色关联度法、模糊

层次法。 

能够将约束条件很好地定量化措述。更加接近

于现实应用中配送中心选址问题，所以得到了

广泛的应用。 

2.2. K-Means 聚类方法 

2.2.1. 聚类分析简述 
聚类是对成员或要素进行归类和整理，即把研究要素按照某种分类标准，若某些要素在某种程度上

比较类似，则将其集中于一组，聚类是一种挖掘数据内部结构的方法。在相同的集群或群组中，聚类对

象的相似性更高。聚类的方法包括：系统聚类、图论聚类、有序样本聚类、聚类预测、动态聚类、模糊

聚类等[13]。k 均值聚类算法是当前学者普遍认为的最常用的分割聚类方法，它是给定一组数据点集和所

需群集 k，k 是通常由使用者指定的，或者也可以通过建立算法等方法等找出，k 均值聚类算法会根据一

定的距离函数将资料分成 k 组，再通过不断地迭代，最后找到最佳的聚类分组。 

2.2.2. K-Means 聚类步骤 
k-means 聚类是本文对城市应急物流配送中心选址进行研究时的基础方法，k-means 方法的基本步骤

如下： 
1) 给定聚类数为 k，然后将聚类对象随机分为 k 组，再确定 k 个初始聚类中心。 
2) 由于 k-means 聚类算法的聚类标准为距离，所以计算每个群组中的所有对象到该组簇心的欧氏距

离(即直线距离)。此处，欧氏距离表示类似程度，聚类可以使得同一群组中的样本点具有较高的相似度，

而不同群组间相似度低。欧氏距离的计算公式如下： 

( ) ( )2

1
,

n

i ij i
j

D x C x C
=

−= ∑                                  (1) 

式中， ijx 代表第 i 个群组中的第 j 个聚类对象的坐标， iC 表示第 i 个群组的初始聚类中心，D 表示每一

簇中各个聚类要素到该组的对应的簇心的欧氏距离(即直线距离)。 
3) 利用欧氏最小距离原理，将样本分布到最接近的群集，并以各簇内的平均值为新的群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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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复 2)和 3)，直到其结果不再发生改变或者到达最大迭代次数时，则簇心的位置基本上可以确定，

并且聚类区的成员群也可以确认，不需要再继续进行迭代计算。 

2.3. 重心法 

2.3.1. 重心法简述 
重心法常常用于选址决策问题，例如超市选址、学校选址以及应急物流配送中心的选址等等。重心

法是把应急物流系统中的需求点看作一个在一定的平面上的目标，把各个点的需求和资源看作一个目标

的质量，以目标系统的重心为最优的位置，并通过确定目标重心的方法来确定一个紧急物流设施的位置

[14]。 

2.3.2. 重心法假设条件 
重心法的唯一决策标准是物资运输成本的最小化，如果可以使运输总成本最小，则该物流配送中心

位置就是最佳的，可以应用的。所以在运用重心法进行选址决策时有以下三个假设条件： 
一是由于各需求点散落分布，所以物资需求量不可能细化到每个点，所以它并不是实际的需求量，

而是将某一相近区域内的需求量汇集，这样也方便配送。 
二是物资配送的成本只体现在运输费用，而且重心法的目标函数中，运输费用仅仅体现在配送中心

与需求点之间的距离，根据距离确定一个正比例关系，根据计算得出运输费用，却忽视了城市的交通运

输状况等其他实际因素。在实际运输过程中，道路交通往往会出现各种难以预料到的状况，例如交通堵

塞、有些路段红绿灯点较多、道路等级等，这些都能直接影响到运输成本[15]。 
三是由于配送中心所处的地区不同，各种建设成本也会存在很大差异，如不同地区劳动力成本不同，

土地费、建设费等也都不尽相同。所以在应用重心法选址时，默认假设不考虑这些因素带来的差异。 

2.3.3. 重心法步骤 
1) 假设各需求点的坐标为 ( ),i ix y ，应急物流配送中心的坐标为 ( )0 0,x y ，用 W 表示配送中心到各点

的运输费用，W 的计算公式如下： 
n

i
i

W w=∑                                        (2) 

* *i i i iw r q d=                                       (3) 

( ) ( )2 2
0 0i i id k x x y y= +− −                                (4) 

k = 两地间的实际公路里程

两地间的欧氏距离
                               (5) 

式中，W 表示两地之间(即从配送中心到各需求)的总配送价格， iw 表示两地之间的配送价格，n 表示受

灾点的数量， ir 表示两地之间的配送费率， id 表示两地之间的直线距离， iq 表示两地之间的配送量，k
为修正因子，即两地间直线距离的修正系数。 

2) 根据上式得 

* *
n

i i i
i

W r q d=∑                                     (6) 

令 ( )00 * * 0
n

i i i
i

W x r q x x ∂ ∂ = − = ∑ ， ( )0 0* * 0
n

i i i
i

W y r q y y ∂ ∂ = − = ∑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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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 *
n n

i i i i i i i
i i

x r q x d r q d   
=    
   
∑ ∑                             (7) 

0 * * *
n n

i i i i i i i
i i

y r q y d r q d   
=    
   
∑ ∑                             (8) 

对上面的结果进行迭代，求出最优解，迭代公式如下： 

( ) ( )

( ) ( )

1/22 2

1/22 21

* * 1

*

i i i m i m i
i I

i i m i m
i

m

i
I

r q x x x y y

r q x x y
x

y
+

∈

∈

 + − + − 

 − + −

=



∑

∑
                       (9) 

( ) ( )

( ) ( )

1/22 2

1/22 21

* * 1

*

i i i m i m i
i I

i i m i m
i

m

i
I

r q x x x y y

r q x x y
y

y
+

∈

∈

 + − + − 

 − + −

=



∑

∑
                       (10) 

式中：m 为表示迭代计算的次数，I 为受灾区域所属的集合。 
3) 迭代计算流程 
(a) 随机确定一个配送中心的初始地点 ( )00 00,x y ； 
(b) 将 ( )00 00,x y 的坐标数据代入式(4)中，计算各受灾点到初始配送中心坐标点的距离 id ，再根据式(6)

求得此时的总运输价格 0W ，即： 

( ) ( )2 2
00 00i i id k x x y y= +− −  

( ) ( )2 2
0 00 00

1
* * *

n

i i i i
i

W r q k x x y y
=

− −= +∑  

(c) 将 ( )00 00,x y 代入式(9)和式(10)，得出首次迭代改进后的物流配送中心的坐标 ( )01 01,x y ，计算出此

时新的总运输成本 W1，即： 

( ) ( )2 2
01 01i i id k x x y y= +− −  

( ) ( )2 2
1 01 01

1
* * *

n

i i i i
i

W r q k x x y y
=

− −= +∑  

(d) 比较 0W 和 1W 的大小，如果 1 0W W< ，则返回第三步继续进行迭代，即把 ( )01 01,x y 代入式(9)和式

(10)，得到第二次迭代改进后的配送中心的坐标 ( )02 02,x y ，如果 1 0W W> ，则说明 ( )00 00,x y 就是物流配送

中心的最好的选址坐标； 
(e) 继续进行迭代计算，直到出现 1k kW W+ > 为止，则 ( ),k kx y 即为配送中心选址坐标的最优解。 

2.4. 基于 K-Means 聚类的重心法的改进 

2.4.1. K-Means 与重心法结合简述 
由于传统重心法只适合单个的设施选址问题，而本文中需要建立多个城市应急物流配送中心，因此

结合 k 均值聚类算法和重心法，首先利用 k-means 聚类分析算法对受灾点进行划分，然后依次在各个聚

类区域内，分别采用重心法研究选址。通过两种方法结合，从而将“在一个区域内建多个配送中心的选

址问题”转化为“多个区域内分别进行单一配送中心选址问题”，这样就对传统重心法进行了改进，发

挥了两种方法的优势，使得模型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和借鉴价值，可以为现实中的选址问题提供解决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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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K-Means 与重心法结合流程图 
将 k-means 聚类方法与传统重心法相结合，其大致步骤如下图 1 所示： 

 

 
Figure 1. Solving model based on k-means’ center of gravity 
method 
图 1. 基于 k-means 的重心法求解模型 

3. 实证研究 

为了验证本文模型的可行性，本文选取 2020 年疫情时期受灾最严重的湖北省各区域作为实证研究对

象。 

3.1. 湖北省基本数据 

湖北省位于中国的中部地区，东西南北方向分别与安徽省、重庆市、江西省、河南省接壤，北纬(N)
范围为 29˚01′53″至 33˚6′47″，东经(E)范围为 108˚21′42″至 116˚07′50″。湖北省地域辽阔，总面积有 18.59
万平方千米。湖北省省会是武汉市，它有 13 个行政单位，其辖区内有 12 个地级市、1 个自治州。 

通过查阅高德地图，得到湖北省十七个地区的经纬度，即地理坐标。查阅各类官方数据以及权威媒

体报道数据，收集到湖北省各区域 2020 年一季度的物资需求(包括新鲜蔬菜、医药等)，其中需求量为日

均估值。如下面表 2 所示。 
 
Table 2. Material demand and geographical coordinates of various regions of Hubei Province 
表 2. 湖北省各地区物资需求量及地理坐标 

地区 生鲜农产品需求量/t 医疗物资需求量/万件 地理坐标/˚N，˚E 

武汉 5200.0 20.14 30.60, 114.31 

黄石 1160.7 1.76 30.20, 115.03 

十堰 1598.3 0.27 32.65, 110.78 

宜昌 1940.9 1.16 30.70, 111.28 

襄阳 2660.3 2.03 32.02, 112.15 

鄂州 505.7 2.42 30.40, 114.88 

基于k-means对受
灾点进行分组

在各组内分别用重心
法进行选址计算

位置是否符
合实际

选址位置修正

该位置即为最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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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荆门 1359.2 1.61 31.03, 112.20 

孝感 2308.8 6.10 30.93, 113.92 

荆州 2623.3 2.74 30.33, 112.23 

黄冈 2970.5 5.04 30.45, 114.87 

咸宁 1193.5 1.45 29.85, 114.32 

随州 1040.2 2.27 31.72, 113.37 

恩施 1585.2 0.44 30.30, ,109.47 

仙桃 535.0 1.00 30.37, 113.45 

潜江 453.3 0.34 30.42, 112.88 

天门 597.1 0.86 30.67, 113.17 

神农架林区 36.0 0.02 31.60, 110.49 

3.2. 实证分析步骤 

3.2.1. K-Means 聚类分析 
本文计划在湖北省建立两个城市应急物流配送中心，即给定最佳聚类数 k = 2。利用 Matlab 软件可计

算聚类结果，如图 2 所示。图中红色坐标点表示聚类区域 1，绿色坐标点表示聚类区域 2，两个聚类区的

质心坐标分别为(30.561, 114.02)和(31.23, 111.23)。 
 

 
Figure 2. Matlab clustering results 
图 2. Matlab 聚类结果 

 
图 3 为轮廓系数，用来作为聚类性能的评估指标，轮廓系数的取值范围为[−1, 1]，取值越接近 1 说

明聚类性能越好，相反，取值越接近−1 则说明聚类性能越差。图 3 显示的轮廓系数均接近 1，表示聚类

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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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Cluster object outline values 
图 3. 聚类对象轮廓值 

 
结果显示，武汉、黄石、鄂州、孝感、黄冈、咸宁、随州、仙桃、潜江、天门这十个地区为聚类区

域 1，余下的地区十堰、宜昌、襄阳、荆门、荆州、恩施、神农架林区这七个地区为聚类区域 2。最终聚

类分区结果如下表 3 所示： 
 
Table 3. The final clustering result 
表 3. 最终聚类结果 

地区 聚类区域代码 地区 聚类区域代码 

武汉 1 黄冈 1 

黄石 1 咸宁 1 

十堰 2 随州 1 

宜昌 2 恩施 2 

襄阳 2 仙桃 1 

鄂州 1 潜江 1 

荆门 2 天门 1 

孝感 1 神农架林区 2 

荆州 2   

3.2.2. 各聚类区内精确重心法选址 
本研究中，即讨论疫情时期受灾的湖北省的配送中心选址问题，需要建立两个城市应急物流配送中

心，分别位于聚类区域 1 和聚类区域 2。经过前面的 k 均值聚类计算，已经确定了如何对湖北省的十七

个地区进行分组，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应用重心法分别在两个聚类区域内，选择合理的配送中心的位置，

即把多设施选址问题转化成了单个设施的选址问题，解决起来更加方便。 
根据本文第二章建立好的重心法模型，重心法需要考虑两个节点之间的运输距离、运输量、运输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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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等数据。在本文中，为了便于计算，将所有节点之间的运输费率视为 1，即生鲜农产品的配送费率为 1
元/t/km，医疗物资的配送费率为 1 元/万件/km。具体数据如下表 4 和表 5 所示： 
 
Table 4. Transportation rates within cluster area 1 
表 4. 聚类区 1 内两地运输费率 

节点 坐标 生鲜农产品运输费 
(元/km) 

医疗物资运输费 
(元/km) 总运输费 

武汉 30.60, 114.31 5200.0 20.14 5220.14 

黄石 30.20, 115.03 1160.7 1.76 1162.46 

鄂州 30.40, 114.88 505.7 2.42 508.12 

孝感 30.93, 113.92 2308.8 6.10 2314.9 

黄冈 30.45, 114.87 2970.5 5.04 2975.54 

咸宁 29.85, 114.32 1193.5 1.45 1194.95 

随州 31.72, 113.37 1040.2 2.27 1042.47 

仙桃 30.37, 113.45 535.0 1.00 536 

潜江 30.42, 112.88 453.3 0.34 453.64 

天门 30.67, 113.17 597.1 0.86 597.96 

 
Table 5. Transportation rates within cluster area 2 
表 5. 聚类区 2 内两地运输费率 

节点 坐标 生鲜农产品运输费率 
(元/km) 

医疗物资运输费率 
(元/km) 

总运输费率 
(元/km) 

十堰 32.65, 110.78 1598.3 0.27 1598.57 

宜昌 30.70, 111.28 1940.9 1.16 1942.06 

襄阳 32.02, 112.15 2660.3 2.03 2662.33 

荆门 31.03, 112.20 1359.2 1.61 1360.81 

荆州 30.33, 112.23 2623.3 2.74 2626.04 

恩施 30.30, 109.47 1585.2 0.44 1585.64 

神农架林区 31.60, 110.49 36.0 0.02 36.02 

 
根据上文建立的重心法模型，一步步计算出刚开始的物流配送中心坐标的 xy 值，x00 = 29.838，y00 

= 114.05，将此结果以及其他所搜集到的数据代入公式③④⑤⑥，再进行一步一步迭代，直到总运费不再

变少才停止，最终求得聚类区 1 内应急物流配送中心位置的最优解为 x* = 30.60，y* = 114.31。在高德地

图中查找此坐标点，发现该点位于武汉市解放大道，周围高速公路遍布广泛，交通便利，可以快速运输

医疗物资和生鲜物资。 
与上面求解聚类区 1 的配送中心最佳位置的计算过程相同，根据聚类区 2 的数据，代入重心法模型

进行数次迭代计算后，最后结果为(31.04, 111.73)。查高德地图，发现该点位于湖北省宜昌市，此处远离

山区、地势平坦、空旷，施工难度低，有利于加快基础设施的建设，缩短施工周期，为遭受灾情危害的

地区迅速提供应急物资。用坐标图表示如下：图 4 中蓝色点代表湖北省各个地区，红色点代表两个配送

中心选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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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Coordinate map of cities and distribution centers in Hubei Province 
图 4. 湖北省各市及配送中心坐标图 

4. 总结 

本文研究城市应急物流中心配送选址问题，以 2020 年初爆发新冠肺炎疫情时期的湖北省为例，首先

指定了应急物流中心的个数，即建立 2 个物流配送中心。其次通过将 k 均值聚类算法与重心法相结合，

建立了基于 k-means 聚类算法的改进重心法选址模型，并将实际数据代入建立的模型中。最终得出了两

个配送中心的坐标位置，验证了所提出的模型和方法的正确性和优越性，可应用于以后城市突发事件或

灾难时，为应急物流配送中心选址提供理论依据，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当然，在现实问题决策中，还

需要进一步结合实际，不能忽略现实因素，可以将模型提供的结果作为参考，这样才能保证所做决策更

加地科学与合理。 

参考文献 
[1] 吕星皓, 张子昂, 尹传忠, 等. 区域应急物流二级配送中心选址研究[J]. 铁道运输与经济, 2023, 45(8): 55-61. 

[2] 倪卫红, 陈太. 基于聚类-重心法的应急物流配送中心选址[J].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1, 43(2): 
255-263. 

[3] 严毅, 邓超, 王有福, 李艳淇, 马俊杰. 面向配送中心选址问题的改进型重心法[J]. 物流科技, 2022, 45(5): 12-15. 

[4] 褚东亮, 李帆. 基于重心法和禁忌搜索算法的配送中心选址[J]. 物流技术, 2022, 41(3): 63-68. 

[5] 邸鸿喜, 魏玖长, 张瑞瑾, 丁齐英, 卢逸名. 重大疫情风险下冷链物流配送中心选址模型[J]. 技术与创新管理, 
2022, 43(2): 239-244. 

[6] 刘琳, 贾鹏, 高犇, 赵雪婷. 新鲜度限制约束下物流配送中心选址-路径优化[J]. 包装工程, 2022, 43(5): 232-241. 

[7] 薛德琴, 张永强, 王笑雨, 赵郑璐. 基于聚类分析的协同配送中心选址研究[J]. 物流工程与管理, 2021, 43(11): 
56-58+40. 

[8] 宗芳, 李宇暄, 高飞. “一带一路”沿线配送中心选址模型[J/OL]. 吉林大学学报(工学版): 1-10, 2022-05-27. 
[9] Schilling, D.A. (1982) Strategic Facility Planning: The Analysis of Options. Decision Sciences, 13, 1-14.  

https://doi.org/10.1111/j.1540-5915.1982.tb00126.x  
[10] Caunhye, A.M., Nie, X.F. and Pokharel, S. (2011) Optimization Models in Emergency Logistics: A Literature Review. 

Socio-Economic Planning Sciences, 46, 4-13. https://doi.org/10.1016/j.seps.2011.04.004  
[11] Yi, W. and Ozdama, R.L. (2005) A Dynamic Logistic Coordination Model for Evacuation and Support in Disaster Re-

sponse Activities.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179, 1177-1193.  
https://doi.org/10.1016/j.ejor.2005.03.077  

[12] Horner, M.W. and Downs, J.A. (2007) Testing a Flexible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Based Network Flow Model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29.5 30 30.5 31 31.5 32 32.5 33

湖北省各地及配送中心坐标图

https://doi.org/10.12677/orf.2023.135526
https://doi.org/10.1111/j.1540-5915.1982.tb00126.x
https://doi.org/10.1016/j.seps.2011.04.004
https://doi.org/10.1016/j.ejor.2005.03.077


时媚 
 

 

DOI: 10.12677/orf.2023.135526 5257 运筹与模糊学 
 

for Routing Hurricane Disaster Relief Goods.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Record, 2022, 47. 
https://doi.org/10.3141/2022-06  

[13] 孔继利, 顾苧, 孙欣, 冯爱兰. 系统聚类和重心法在多节点配送中心选址中的研究[J]. 应急物流技术, 2010, 
29(5): 83-85. 

[14] 张晓云, 田乔木, 郑辉昌, 曹俊. 基于动态聚类分析的改进多重心法的应用——以汽车整车分拨中心选址为例

[J]. 江苏商论, 2021(6): 39-43+55. 

[15] 王家聚. 基于重心法的配送中心选址研究及应用[J]. 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31(4): 64-66. 

https://doi.org/10.12677/orf.2023.135526
https://doi.org/10.3141/2022-06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城市应急物流配送中心选址问题
	摘  要
	关键词
	The Location Problem of Urban Emergency Logistics Distribution Center under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Abstract
	Keywords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1.2. 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
	1.2.1. 研究目的
	1.2.2. 研究意义

	1.3. 城市应急物流配送中心选址研究现状
	1.3.1. 国内研究现状
	1.3.2. 国外研究现状


	2. 城市应急物流配送中心选址方法分析
	2.1. 配送中心选址常用方法
	2.2. K-Means聚类方法
	2.2.1. 聚类分析简述
	2.2.2. K-Means聚类步骤

	2.3. 重心法
	2.3.1. 重心法简述
	2.3.2. 重心法假设条件
	2.3.3. 重心法步骤

	2.4. 基于K-Means聚类的重心法的改进
	2.4.1. K-Means与重心法结合简述
	2.4.2. K-Means与重心法结合流程图


	3. 实证研究
	3.1. 湖北省基本数据
	3.2. 实证分析步骤
	3.2.1. K-Means聚类分析
	3.2.2. 各聚类区内精确重心法选址


	4. 总结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