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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了物流场的相关理论,着重分析了点效应场、线效应场和面效应场;系统分析了高原高寒地区的(以

西藏为例)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和交通环境,介绍了其影响物流场模式,最后提出了高原高寒地区物流建设的具

体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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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relatedtheoriesoflogisticsfieldwereintroducedwithemphasisonpointeffectfield,wireeffect

fieldandsurfaceeffectfield.Thenaturalenvironment,economicenvironment,andtransportationenvironment

ofcoldhighplateauwereanalyzedsystematicallyusingTibetasanexample.Theinfluencingmodesofcoldhigh

plateauenvironmentsonlogisticswereintroduced.Countermeasuresforcoldhighplateaulogisticsconstruction

wereput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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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我国高原高寒地区由于特殊的地理、自然、历史

条件,对于物流有着较高的要求,如何有效地提高高

原高寒物流效率是一项重要的工程。 当前高原高寒

地区物流研究主要有:高红军撰写的《公铁联运革新

雪域高原物流模式》;尕藏才旦、尼古拉·查强、辛馨

撰写的《西藏物流产业发展特性探析》等,都是从宏观

层面研究高原高寒物流。 文中从“物流场暠的角度,结
合高原高寒地区特殊条件,探讨提高高原高寒物流的

有效途径。

1暋物流场基本理论

物流场理论酝酿于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人民

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王宗喜教授撰写的专著《军事仓

储学》的出版,标志着物流场理论开始孕育。 2003年

后王宗喜教授等撰写了《物流矢量分析方法应用研

究》、《物流场理论研究》等系列文章,使人们对物流场

的本质与特点、物流场强、场势等物流理论的基本概

念有了全新的认识,标志着物流场理论已逐步走向成

熟。 此后至今,物流场理论一直处于不断发展完善之

中,现在已经基本形成一个完整理论体系。

1.1暋物流场[1]

任何物流活动总需要占用一定的时间空间,以实

现供方物资向需方物资的转移。 从宏观的角度分析,

物流活动所占有的这种时空域,抽象为一种特殊的

场,称之为物流场。 物流场如同电场一样,存在场势、

场强等特性,约定在某个特定的物流场时间域内,该
物流中心所能供应物资的能力,称之为物流场的势

能,简称场势。 物流场强,指“物流中心在其产生的物

流场范围内,对其中某一点所能够供应物资的能力,



暋张易等暋基于物流场理论的高原高寒物流研究
119暋暋

谓之该点的物流场强度,简称该点场强。
物流对周围地区产生社会经济活动影响的作用

则称为“场效应暠,其周围存在“效应场暠。 物流活动全

部是通过线路和节点进行的。 按照物流活动所形成

的不同空间结构,以及场效应的不同,物流场主要可

以划分为点效应场、线效应场、面(网络)效应场[2] 。

1.2暋点效应场

理论情况下单一点效应场见图1,为一组同心

图1暋单一点效应场

Fig.1Singlepointeffectfield

圆,且内密外疏,复合点效应场以2个点效应场为例

见图2,节点之间效应场相互作用,在中间极易形成

图2暋2个点效应场

Fig.2Twopointeffectfield

物流通道,在节点之外越来越稀疏。

1.3暋线效应场

线效应场沿着线路,离线路越近场强越大,离线

路越远场强越小,场强随物流量增大而增大。 不同的

运输线路效应场在空间分布上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1) 对于普通运输线路,由于物流量较小,影响范

围不大,产生的物流效应场在空间上表现为带状,见
图3。

2) 对于封闭的运输线路,其效应场见图4。 封闭

线路的出口处、站点的效应场场强较大,而非出口处

效应场场强较小。

图3暋普通运输线路效应场 图4暋封闭运输线路效应场

暋
Fig.3Commoncarriage

lineeffectfield

Fig.4Closetransportation

lineeffectfield

1.4暋面效应场

多条物流通道(或物流经济带)和多个物流节点

所形成面效应场,可以看作是由多个物流通道(或物

流经济带)效应场叠加而成。 物流节点为中心形成的

“点暠效应场和物流通道(或物流经济带)形成的“线暠
效应场相互影响,形成“面暠效应场[3] 。

2暋高原高寒地区环境分析

2.1暋自然环境

高原地区自然环境分为地形环境和气候环境。

2.1.1暋地形复杂

该地区平均海拔在4000m 以上,山势险峻,坡
度陡,沟谷深而窄。 断崖绝壁多,森林线高达2100~
3600m左右,森林线以下,植物繁茂;森林线以上,地
面光秃。 土壤内多石,有的岩石松散,便于挖掘,但易

发生山崩。

2.1.2暋气侯恶劣

由于受喜马拉雅山脉的阻隔,海洋暖湿气流浸入不

到它的深处,属典型的大陆性气候。 气温低,温差大;日
照长,紫外线强烈;降水少,且分布不均;风多且大,阿里

地区年平均风速17m/s以上的大风时间通常在143d
以上,占全年的39.2%,藏北高原达50~100d。 同时冬

季由于降雪,高山山谷多被雪封,积雪通常1m,有的达2
~3m,雪封山期可达半年,有的地区达7个月[4-5] 。

2.2暋经济环境

高原地区的农牧业历来受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

条件所限,长期是缺粮区。 20世纪50年代后有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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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主要农作物有青稞、小麦、荞麦等,在海拔较低

的地区还种植水稻、高粱等。 西藏地区还跻身国内五

大牧区之一。 工业方面,以中小型企业为主,以西藏

地区为例,主要集中在拉萨、林芝、日喀则等地,初步

形成有轻工、食品、纺织、化工、电力医药等门类较为

齐全的工业体系。

2.3暋交通环境

西藏地区有五条国道,15条干线公路和300多

条支线公路,包括青藏公路、新藏公路、滇藏公路、川
藏公路,初步构建了交通网,特别是青藏铁路的通车,
更加大了西藏地区地面交通能力。 民航运输方面,从

1956年修建当雄机场,成功开辟北京至拉萨航线后,
经过不断发展,建成贡嘎机场,拥有先进的通讯、导航

设施,可以起降波音757等客机,成功开辟了拉萨—
北京、成都、西安、重庆、西宁、广州、昌都、加德满都等

航线,拥有较强的空运能力。 其余包括邮电、旅游等

方面也都取得一定发展[5] 。

3暋高原高寒地区物流效应场影响模式

从物流场势能公式可知运载量以及运输速度是

决定其势能大小的重要因素,而高原高寒地区由于受

地形、社会发展等条件限制,运载量受到限制,同时很

多地方季节性的无法到达,其物流效应场呈现很多的

特殊性[7] 。

3.1暋点效应场横断

高原高寒地区人口和贸易都主要集中在中心城

市,这些中心城市形成了物流中心,以点状效应场的

形式影响着周边物流。 由于高原高寒地区特殊的地

形地理条件,形成的物流效应场受地形限制突然中

断,形成如图5所示的点状效应场横断。

图5暋点状效应场横断

Fig.5Pointeffectfieldtocross

3.2暋线效应场脆弱

高原高寒地区除了几条主要公路以外,城市、乡

村之间公路等级低,沿通道无法形成有效效应场。 道

路交通所经过的有很多无人区,物流通道形成的物流

效应场只存在道路两端起始城市或物流中心,通道两

侧地区几乎为零,见图6。 这种情况下线效应场显得

图6暋高原高寒地区线状效应场

Fig.6Lineeffectfieldincoldhighplateauregion

尤为脆弱[8] 。

3.3暋面效应场空心

由多个物流节点和多条物流通道 (或物流经济

带)所形成面效应场由于受地域限制,形成不可跨越

的空白区,见图7。

图7暋面状效应场空心

Fig.7Thehollowofsurfaceeffectfield

4暋具体对策[9]

针对高原高寒地区特殊自然条件,要因地制宜,

采取有效方式加强物流建设。

1) 合理规划区域物流协调发展。 该地区由于地

理环境特殊,物流中心、节点的场效应受地形阻隔,单
个中心、节点无法形成有效物流功能。 应综合分析该

地区不同城市的地理环境、物流服务功能、竞争能力、

综合能力等属性,采用模糊聚类分析等方法,将该地区

划分为不同物流区域。 各区域依托自身条件,大力发

展,横向上形成各区域协调发展,物流综合能力显著提

升的局面;纵向上,科学规划各物流区域物流体系层

次,形成包括企业物流,区域物流,国内、国际物流清晰

明朗的物流层次。 区域内以各物流中心、节点为依托

形成全覆盖的物流效应场,整个地区以各区域为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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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更大范围的效应场,最终构建完善的物流体系。

2) 加强支线公路建设。 目前该地区公路交通主

要有青藏、新藏、川藏、滇藏等,受地形及距离限制,其
物流效应场只能辐射到一些大中城市,而对于更加广

阔的乡镇则很难涉及到。 要加强中小城市乃至村镇

之间公路建设,保证公路等级,形成效应场如图8所

图8暋通道效应场互相影响

Fig.8Themutualeffectofchanneleffectfield

示的空间结构,使物流场效应相互促进,形成大面积

的效场应,提高物流运输的集聚效果和抗打击能

力[10] 。 具体做法是综合分析该地区各城市政治、经

济、商业、人文等条件,在现有路网基础上重点以市、

县、旅游景点为联结节点,以主要交通通道为依托,建
设县城与县城、县城下乡镇公路,完善路网,减少迂

回,使公路网具有足够的覆盖面和通达深度的线路,

最终形成大面积的效应场,起到“毛细血管暠的作用。

3) 大力发展通道经济。 由于节点处物流场强度

较大,具有较强的物资供应能力,对周围客户具有较

大的引力,因此大批的物流企业往往向高速公路出口

处以及码头等节点处集聚。 这种情况下对于物流通

道发展不利,尤其是该地区公路交通条件恶劣,除两

端物流中心、节点外,通道上基本没有任何补给点,使
物流通道运输十分脆弱。 由此要统一规划,首先综合

分析该地区物流通道情况,以物流中心、节点为依托,

在物流中心、节点发展综合经济,沿物流通道则大力

发展物流服务、通道经济,形成通道经济网,鼓励居民

到通道附近居住生活,发展牧业,依托通道生产生活。

既能促进经济发展而且增强了物流通道的生存能力,

保证物流通道能够得到快速补给。

4) 加快研制高性能运载工具。 高原高寒地区气

候、地理环境对物流运载工具的要求较其他地区更为

苛刻,而从物流场势能公式来看,要想提高物流中心

所具有的势能,可以通过提高每拨次运载物资的质

量,提高运输物资的平均速度,增加物流作业时间,提
高物流组织效率等来实现。 在实际物流运行中,如果

不是在运输设备性能满足的情况下增加运载物资质

量或提高运输平均速度,极易发生事故,影响物流效

率。 增加物流作业时间显然不是提高物流效率的根

本所在,因此研制高性能运载工具是提高物流运输效

率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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