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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摘要

去年(2022年)梨泰院所發生的踩踏事故就造成多數人不幸傷亡，當
踩踏發生時，後方的人無法得知前面情況繼續推擠，前方無法自行控
制方向，導致人員避難困難，胸部遭受大量人群壓力壓迫窒息，此事
故造成159人死亡、196人受傷，違建問題使得原本路段更加狹窄，人
員不易走動及通過，也未管理人數及走向，而產生種種問題須加以探
討，而幾個月後在今年4月葉門當地民間組織發放物資活動意外釀成踩
踏事故，至少85人死亡、逾300人受傷，踩踏事件一再發生，但卻並未
重視大型群聚活動危險性，此研究利用Pathfinder人員疏散軟體疏散針
對梨泰院路口模擬人員密度、動線和出口條件對人員的疏散狀況對過
程的影響，進一步改善路口動線規劃。

二、文獻探討

2022年10月29日發生韓國梨泰院人群推擠事故，此事故造成159人死
亡、196人受傷，事故發生於一條長約50公尺、寬約4公尺的斜坡，每
人活動空間只有0.0608平方公尺。當每人佔地空間達到0.499平方公尺，
將接近臨界人群密度。(如表1)

推擠成因: 因無法承受大量的人群壓力，出口附近的人群形成一個拱，
當後面的人往前擠，人群就會卡在瓶頸處動彈不得，難以
通暢快速流動，如圖1所示。圖2右圖可以觀察人潮方向是
相對走動，人與人沒有可活動範圍、呼吸空間，若區域內
有人跌倒，隨著後方推擠只能跟著人群方向走動產生踩踏
事件發生，而事故的道路未管制出入口、人流、行走動線
等措施，加上人群對於活動興奮度在緊急疏散時也可能造
成一定程度影響。

為探討避難規劃動線、規劃是否合宜，本研究試圖透過重建當時境況，
分析並提出可能之大型戶外活動動線規劃，以作為政策規劃參考。

每人活動空間 建議參考

2.297 平方公尺 維持一般步行速度及避免推擠。

0.929 平方公尺 步行行為明顯受限，步行速度下降。

0.499平方公尺 臨界人群密度

0.459 平方公尺
出現群體步伐緩慢移動情形，其類似人群由體
育館或電影院散場，穿越移動狀況明顯受限。

0.278平方公尺 出現人群非自主推擠及碰撞情形。

低於0.1858平方公尺 產生人群推擠壓力之潛在危害。

表1 大型群聚室外容留人數管制建議[1]

圖1 成拱現象[2] 圖2 左圖為梨泰院事故斜坡[3]
右圖為現場情況[4]

三、研究方法

Pathfinder是評估緊急疏散逃生的模擬，
通過設定人員參數如人員數量、行走速
度、以及距離出口的距離等，來實現模
擬過程中的個體獨特的逃生路徑和時間
模擬，如圖3，以繪製梨泰院地形去分配
人員密度、走向等參數，進行人員避難
逃生模擬，比較人流密度差異下，行走
動線等如何影響整體避難逃生。 圖3 繪製梨泰院地形

四、結果與討論

收容密度 當密度到達紅色就表示人與人之間活動範圍危險，以這次事
故實際人群密度為每平方0.0608/人模擬及臨界人群密度每平方0.499/
人進行比較，如圖4與圖5所示，故整體事故密度都相對臨界人群密度
壅擠且幾乎無行走空間。

圖4 模擬事故密度 每平方0.0608/人密度 圖5 臨界人群密度 每平方0.499/人密度

行走動線

上述密度並不能明顯表示人員在通往出口時能造成問題，因此進一步
模擬改變行走方向動線觀察數據，分別比較雙向、單向、無邏輯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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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向最為接近此事故發生，人員以此路段通往兩側，藉由固定其
行走方向，更真實模擬現實，因此在高密度情況下，人員之間堵
塞無法逃生，而無邏輯方向類似建築物內逃生，人員無固定方向，
緊急狀況時會通往最近出口進行避難，反而能減少排隊等候時間，
反觀若能夠控管單向行走，雖然移動時間仍須將近15分鐘，然而
最終能完成避難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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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出口流量圖顯示各時段人員出口狀況，在Y軸(縱軸)高密度時，
人員出口流量線較陡峭，反觀低密度時，出口流量線較平緩表示
人員於出口避難時並不會像高密度推擠，人員間有一定距離進行
避難逃生動作，另外單向它的出口流量線高於其他兩者，造成此
因素是因為兩者人員走向不同路徑，在出口附近，會形成成拱現
象聚集，因此人員出口流量也會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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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臨界人群密度下，不論在無邏輯、單一方向或雙方向避難逃生
動線下，均得以有效避難逃生，所需時間落於1-1.5分鐘內，均遠
小於本次事件人群密度所需避難逃生時間。

表2 比較不同行走動線出口流量圖

➢ 整體人流(人數上)控制，是影響有效避難逃生的關鍵因素。

➢ 若因應特殊場合或慶典，需收容大量人群時，相關路線規劃建議路
口改為單行道行走，減少人員因路徑不同，而造成推擠。

➢ 未來預防災害，除了環境面或設備面改善，應更加注重人員安全意
識提升，推廣大眾安全觀念。

五、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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