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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VR 火灾逃生游戏的应急行为评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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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突发事件场景中，个体的行为和心理具有较强的复杂性和动态性，是真实感群体行为模拟

所面临的一大挑战。将虚拟现实和游戏技术相结合，设计了虚拟现实火灾逃生游戏 VRFEG (Virtual 

Reality Fire Escape Game)，并对用户的应急行为进行有效的评估分析。VRFEG 主要由交互式情节

设计、架构设计、数据采集和行为分析等四个模块组成。实验表明，VRFEG 系统具有直观、易用

等特点，能让人们在感受游戏刺激的同时学习到一些应急逃生的技能，也为获取人们在突发状况下

的部分行为数据提供了一个有效和有趣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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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dividuals’ behavior and psychology have the typical features of complexity and dynamics under 

emergency, which is a great challenge for the realistic simulation of crowd behavior. In this paper, virtual 

reality and game technology are combined to design a virtual reality fire escape game (VRFEG), and the 

users' emergency behaviors are evaluated and analyzed effectively. VRFEG is mainly composed of four 

modules, i.e., interactive plot design, architecture design, data collection and behavior analysis. Experiment 

results show that the VRFEG system is very intuitive and easy to use. Such system could help people learn 

some emergency escape skills while immersing in the game. Moreover, it provides one efficient and 

interesting channel to acquire users’ behavior data under emer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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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随着社会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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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境的破坏，各种灾害和突发事件频发。

2015-08-12 深夜，天津港中瑞海公司的危险品仓库

发生火灾爆炸事故，造成 165 人遇难，798 人受伤，

以及巨大的经济损失[1]。2014-12-31，上海外滩的

踩踏事件发生，本是一场激动人心的跨年狂欢活

动，瞬间造成一场 36 死 49 伤的悲剧[2]。我国幅员

辽阔，遭受的自然灾害种类也多种多样，包括地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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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洪涝等。面对这些突发状况，增强人民的防

范和逃生意识，减轻灾害带来的损失就显得尤为重

要。 

为了提高人民群众的安全、自我保护意识，以

及自救能力，逃生演习是一种重要手段。应急演练

使得人们掌握积极避难的正确方法，熟悉紧急疏散

的步骤和路线，确保在事故发生时能最大限度地进

行自救和救人，减少不必要的伤害。然而，实际的

逃生演练不仅耗时费力，而且会受到周边环境和时

间的诸多限制，因而在真实环境下演习的机会并不

多，效果有限。因此，人们渴望通过一种更适合大

众的方式来体验和学习应急逃生的知识和技巧，而

研究人员也希望能有更好的方式来获取突发事件

中人们的心理变化和行为反应以进行深度分析。 

在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发展，虚拟现实

(Virtual Reality，VR)渐渐地走入了大众的视野，它

是一种可以利用计算机来创建虚拟世界让人们沉

浸在模拟环境中的技术[3]，市场上已经有多款虚拟

现实的游戏和设备供人娱乐学习。因此，本文利用

VR 技术所带来的真实感和临场感，将虚拟现实和

应急演练结合起来，制作一个模拟火灾突发事件的

VR 游戏，既可以让人们感受游戏的刺激，又能作

为应急逃生演练和紧急逃生行为数据收集的工具。

本方法不仅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保障了实

验人员的安全，还能为应急管理提供一种有效且有

趣的新视角。 

1  相关工作 

Wood 于 1972 年首次研究火灾中人的行为[4]，

之后火灾场景中人的紧急逃生问题受到强烈关注。

为了保证逃生实验的人员安全，火灾紧急逃生相关

的研究包括现场疏散演练和模拟仿真两大类。现场

疏散演练是研究紧急逃生行为的一种常见方法，将

一定数量的人置于突发火灾场景，然后观察记录逃

生行为，但此方法需要大量的时间、经济成本和人

员开销，容易受到环境等因素的限制[5-6]。利用计

算机进行模拟仿真是研究紧急逃生的另一种主要

方法，可利用计算机程序来模拟人在危险状况下紧

急逃生的行为[7-8]。进一步，人群行为模拟和情绪

感染相结合，可用来全面刻画火灾场景中的紧急逃

生行为，但人的心理和行为过于复杂，所以研究结

果的可用性有待提升[9-10]。 

面向紧急逃生的虚拟现实系统弥补了以上两

种方法的缺点。孟凡兴等利用 6 块超大显示屏围成

360°的视角，并结合旋转椅实现 VR 系统来模拟

火灾场景[11]。近年来，随着 VR 设备的不断发展，

对于紧急逃生的模拟技术也不断提升。2015 年，

Sharma S 等利用 VR 实现了地铁站的逃生系统，在

沉浸式的虚拟环境中，结合了计算机仿真和用户控

制来实行逃生演练[12]。Kinateder M 等用 VR 来研

究火灾逃生的优劣，并表示在未来看好 VR 技术在

这一领域的应用[13]。张磊等人中还原了高铁站的

模型，并提出有限细胞法来对火灾蔓延进行模拟研

究[14]，并利用问卷调查来获取被实验者的主观评

估信息，以进行综合评价[11,15]。 

目前，虚拟现实和应急演练的融合度有限，并

且利用问卷调查来进行行为评估的方法缺乏客观

实验数据的支持。结合现有研究，本文针对火灾情

况下紧急逃生的相关研究，利用 Unity3D 引擎和

HTCVIVE 设计并开发了一个新颖的虚拟现实火灾

逃生游戏(VRFEG)，提供逼真的体验，实现更多的

实验功能，以便对灾场景中人的紧急逃生进行更深

入的研究。 

2  VRFEG 系统框架 

为了对火灾逃生时人的行为进行有效评估，本

文利用 Unity3D 引擎和 HTC VIVE 设备实现基于

虚拟现实的火灾逃生系统，该系统的框架如图 1

所示。该系统可分为两大模块：软硬件结合的 VR

火灾逃生游戏模块；数据分析处理模块。 

在第一模块中，本文将 Unity3D 引擎和 HTC 

VIVE 两者结合来构建系统，实现虚拟现实环境，

获取用户行为数据。Unity3D 引擎搭建模型场景并

进行渲染来营造火灾现场，结合 HTC VIVE 给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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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带来沉浸式的体验和丰富的交互方式。 

 

图 1  VR 火灾逃生系统 

Fig. 1  VR fire escape system 

在第二模块中，利用系统所得的实验数据，以

数据驱动为核心找寻数据间的联系，获取和评估人

的行为数据；通过问卷的形式获得的性别、年龄、

教育程度和性格等个人信息和游戏体验数据，并设

计评估函数对游戏数据进行分析。 

通过对上述两种数据的综合分析，对玩家行为

进行评估，获得数据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改善游戏

系统。该方法不仅提升实验的安全性，节约大量的

时间、精力和钱财，还能获得更加真实、客观的行

为评估数据。 

3  VRFEG 系统实现 

该系统结合了虚拟现实技术和 3D 建模技术，

完成了类似于游戏体验的模拟仿真。下面将从火灾

逃生流程、火灾场景建模、UI 设计以及用户控制

等四个方面来介绍虚拟火灾游戏体验系统。 

3.1 火灾逃生流程 

基于 Unity3D 引擎，本文设计了一个完整的火

灾逃生流程，如图 2 所示。用户在戴好 VR 设备后，

进入虚拟世界。在游戏教程的引导下，用户熟悉虚

拟环境中利用手柄控制对象移动的方法。然后，游

戏系统渲染出火灾场景，用户将依靠自己的智慧，

确定逃离危险区域的行为和路线。 

在游戏运行过程中，如果用户在逃生时触碰到

火焰，则会扣除一定的生命值，当生命值为 0 时结

束游戏。只要用户在规定时间内逃出火灾区域，则

用户成功完成游戏。当游戏结束时，系统根据用户

逃生时间和剩余生命值对用户行为进行评估打分。 

VRFEG 构建了包含两个楼层的游戏场景。二

楼的火灾场景结构如图 3 所示，玩家从起始位置便

可看到走廊尽头处的火焰。若沿着走廊往前走，在

拐角处用户可以看到楼梯口的附近还有一处着火

点。一楼的火灾场景结构如图 4 所示，下楼梯时，

可以观察到正前方与右边分别有一团火焰，左侧的

拐角处也设有一个着火点。此处与二楼着火点相对

应，反应了二楼的火蔓延到一楼的情况，作用是凸

显火势很大。最后穿过狭长的走廊就到达一楼处的

出口，就能脱离危险区域。 

 

图 2  火灾逃生流程图 

Fig. 2  Fire escape flow diagra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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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二楼火灾场景结构图 
Fig. 3  Fire scene structure diagram of the second floor 

 

图 4  一楼火灾场景结构图 
Fig. 4  Fire scene structure diagram of the first floor 

该场景中的所有门都是可以打开的，只要玩家

控制角色走向门的位置并近距离触碰就能打开，这

个设计的目的主要有两点： 

(1) 增加玩家的逃生路线的多样性，提供了逃

生的多种可能。 

(2) 增加游戏难度。路线中包含不少封闭的小

房间，当玩家在没有地图还不断进进出出的时候就

容易迷失方向，增加了玩家在危险处境中逗留的时

间，能获取更多的用户数据用于分析。 

3.2 火灾场景建模 

考虑到 VR 游戏的体验主要来自视觉和听觉，

我们针对场景中的这两大要素进行调节和优化。视

觉方面，本文通过调节场景亮度使玩家获得更好的

游戏体验。在建筑中较暗的位置(长长的走廊中间

和楼梯拐角处)通过添加点光源的方法进行亮度调

节，之后分别对场景中物体的摆放、色调搭配根据

游戏背景来做出调整[16]。听觉方面，根据游戏背

景和游戏进度选择不同的背景音乐和提示音进行

播放。通过上面的设置，能使玩家游戏体验得到提

升，然而，进入玩家视野的除了游戏场景还有灵活

的用户界面。 

3.3 UI 设计与实现 

在该 VR 游戏中，UI 界面主要由四部分构成： 

1) 游戏界面中心的文本框。在游戏结束时，

用 success 和 fail 显示玩家游戏的成功或失败，并

用数字显示玩家的游戏得分。 

 

图 5  UI 中倒计时和生命值槽 
Fig. 5  Timer and health point in UI 

2) 屏幕左下角的生命值显示槽和剩余生命值

文本框。生命值显示槽是一个圆环，由两张图片覆

盖形成，用来显示剩余生命值所占的百分比。在剩

余生命值框中，数值显示用户的剩余生命值。这两

种图示相结合，能够更生动、直观的描述用户游戏

时的实时状态。 

3) 屏幕左上角的倒计时文本框。倒计时文本

负责展示剩余的逃生时间，在游戏中给用户一定的

紧迫感，更有应急逃生的危机感。 

4) ReStart 按钮，位于界面中心文本的正下方。

ReStart 按钮在游戏结束时会在界面中显示，点击

按钮可以重新开始游戏。 

3.4 控制方式 

由于结合了 HTC VIVE，我们放弃了传统的键

盘加鼠标的控制方式，取而代之的是 VR 头盔与手

柄的使用。VR 头戴式显示器除了能显示具有沉浸

感的图像之外，还可以利用头部的旋转来查看周围

环境以及改变用户行走的方向。按下手柄上的按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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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使虚拟场景中的角色向前行走、奔跑或者向上

跳跃。手柄作为肢体的延伸，作为手臂可以打开场

景中的门，之后便可通过。实验发现利用新奇的

VR 设备进行有趣的交互，较大地提高了被实验者

的兴趣和积极性。 

4  数据驱动的应急行为评估 

数据是 VRFEG 的核心部分之一。本章节将从

数据采集、评估函数两个方面来详细阐述以数据驱

动为核心的应急行为评估方法。 

4.1 数据采集 

VRFEG 主要通过调查问卷和系统后台自动记

录两种方式来收集用户的基本信息和游戏数据，其

中游戏数据包括玩家在各个时刻的位置、完成游戏

所花费的时间和剩余生命值等。 

1) 调查问卷 

问卷调查的设计思路主要有两部分： 

(1) 收集个人信息，与游戏中获取的数据综合

分析，找到不同因素之间的联系和不同玩家的行为

风格和趋势。 

(2) 了解玩家们对该游戏的看法，用于进一步

完善游戏系统，提升游戏体验。问卷调查内容如下： 

①您的性别(男 m or 女 f) 

②您的年龄(10 岁及以下、11–20 岁、21–30

岁、31–40 岁、41–50 岁、51–60 岁、61 岁及以上) 

③您的职业(在校学生、老师、程序员、建筑

师、商人、管理人员、工人等) 

④您的最高学历(初中及以下、高中 or 中专、

大学或大专、硕士、博士及以上) 

⑤您的性格特征(多选)(外向、内向、谨慎、保

守、腼腆、果敢、活泼、冲动、敏感等) 

⑥您对紧急逃生知识的了解程度(极少、无、

一般、较熟练、很熟练) 

⑦您对该游戏界面和场景的评价(很差、差、

一般、好、很好) 

⑧您对游戏行动控制方式的满意度(很差、差、

一般、好、很好) 

⑨您对游戏难易度评价(太轻松、简单、一般、

困难、噩梦) 

⑩对类似的 3d 游戏熟悉程度(第一次玩、稍有

了解、一般、高手、大神) 

2) 游戏行为记录器 

在用户体验火灾逃生的同时，系统会调用 C#

脚本，记录游戏中的用户数据，包括逃生花费的时

间、剩余生命值、逃出是否成功以及各个时刻对应

的玩家坐标信息等，并将这些数据写入 MySQL 数

据库。本文使用 VS2015 的版本中的 C#脚本，完

成与MySQL数据库交互的功能，便于存储和读取。 

4.2 评估函数 

本文基于安全逃生和限时逃生的基本准则，设

计了用于评价玩家进行虚拟火灾逃生的表现。游戏

评分不仅可以区分玩家的游戏水平，更能体现游戏

的公平、公正，加强游戏的竞争性，丰富游戏的内

容。基于该应急逃生游戏的内容，较高的分数除了

体现玩家较强的游戏水平，还表明了这些玩家可能

具有较强的逃生能力和自救能力。 

在该火灾逃生游戏中，逃生方式是否安全是关

键因素之一，极大地决定了用户的游戏得分。系统

会对危险的行为做出扣除一定生命值的处罚。如果

用户控制的角色被火烧到多次导致生命值为零，游

戏结束并直接判为零分，说明用户在逃生时不注重

自身的保护，没有与火焰保持距离，这是非常危险

的行为。另一关键因素是逃生速度，没有在限定时

间内逃出危险区域也会获得较低的游戏得分。 

分数最高为 100 分，最低是 0 分，数据类型是

整型。我们分别给时间奖励分数和生命值奖励分数

50 分的分值，总分为 100 分。总时间是 60 s，总

生命值为 100。我设计的游戏评分函数公式如下： 

2

2

0, 60  0

50 ,0 10 0 100
200

5 2 60 ,10 60 0 100
200

t or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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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core)是游戏结束时的得分，t 是逃生所花费

的时间，h 是剩余生命值。 

该公式的设计原理：(1) 重要性：时间和剩余

生命值各占 50 分，因为减少逃生时间和注重自我

保护同样重要；(2) 玩家的区分度：从剩余时间上

看，在[50,60]这段区间上玩家数量几乎为 0，而直

在[0,25]上的人数比[25,50]人数要多，为了增大得

分在[0,25]区间内的玩家的区分度使用了根式。同

理，从剩余生命值的角度看，在[60,100]的人数要

比在[0,60]的玩家数量多，所以使用了平方项；(3)

实际意义：逃生用时更少的和逃生受伤更少的，应

该给予更多的奖励，所以选择用递增函数来表现，

而且尽量少受伤和安全逃生，应该是我们优先追求

的，用平方中导数更大的部分来描述这一阶段。 

5  用户行为分析 

本次采集数据人数为 21 人，性别分布：男性

16 人，女性 5 人，年龄结构分布：20~30 岁有 19

人，40~50 岁 1 人，50~60 岁 1 人。 

5.1 个体性格特征的分析 

根据各种因素，得到性别、性格等多种影响因

素对玩家游戏得分的影响，如表 1 所示。 

表 1  性别、性格等多种因素对玩家游戏得分的影响 
Tab. 1  Influence of gender, personality and other factors on 

player scoring 

因素 分类 期望 标准差 方差 

性别 
男 45.3 33.9 1 148.3

女 37.6 23.3 542.8 

性格 

外向 57.4 24.1 580.0 

内向 30.7 32.7 1 067.0

活泼果敢冲动 54.5 27.2 737.4 

谨慎敏感保守 35.2 31.7 1 007.2

紧急逃生

知识掌握 

熟练以上 36.6 41.9 1 756.3

一般 49.6 28.6 818.1 

极少及以下 34.4 32.7 1 070.8

3D 游戏能

力掌握 

高手 73.4 3.9 15.6 

一般 38.0 29.1 849.3 

较弱 9.3 14.7 215.5 
 

根据不同用户的游戏得分计算出表 1 中的期

望和方差。表 1 表示男性的平均得分略微比女性高

一点，但是波动更大。对于其他数据间的关系，本

文将用图表来进行分析。 

图 6 表示外向、活泼、勇敢、冲动型的性格比

内向、谨慎、敏感、保守型的在游戏中的表现更好，

而且波动更小。 

 

图 6  性格对游戏得分的影响 
Fig. 6  Impact of personality on game scoring 

5.2 逃生游戏能力分析 

图 7 表示玩游戏能力越强的人玩该游戏的得

分也越高，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然而，图 8 表示对

紧急逃生知识掌握程度与游戏得分并不成正相关，

与预期有所不同。说明该系统尚无法准确地反映出

用户对逃生能力的掌握程度。与系统的交互方式可

能更接近游戏的形式，因此游戏能力的强弱反而对

结果的影响更加明显。未来本文将对在紧急状况下

的仿真模拟技术做进一步的提升。 

虽然由数据得到男性玩家的平均得分高于女

性玩家，然而图 9 显示男性玩家中游戏高手的比例

远大于女性。这说明表面上是性别带来的分数差

异，实质可能是男性玩家更擅长玩 3D 游戏或者是

男性中接触游戏的人比女性要多。 

图 10 表示，不论男女，随着游戏水平的提高，

游戏得分期望越高，进一步说明游戏水平与玩家的

游戏分数成正相关。图中在高手一列中，因为样本

空间较小，导致女性的游戏高手人数为 0，并不是

游戏得分为 0。在稍有和一般两列中，女性的得分

都比男性要高，可能是由于女性的游戏表现更好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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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因为女性对自己的评价更准确，男性高估了自

己的玩 3D 游戏的能力，当然也可能是样本空间较

小带来的差异。 

 

图 7  游戏能力对游戏得分影响的折线图 
Fig. 7  Impact of game ability on game scoring 

 

图 8  逃生知识掌握程度对游戏得分的影响 
Fig. 8  Influence of mastery of escape knowledge on game 

scores 

 

图 9  不同性别的游戏能力分布 
Fig. 9  Game ability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genders 

图 11 和图 12 是利用 MATLAB 将玩家各时刻

的位置点连成的完整轨迹图。图 11 表示某玩家第

一次玩时轨迹凌乱，有不少多余的行动轨迹，比如

走进一个封闭的房间，但是第二次玩时，行动干净

利落，没有多余的行动，直奔终点。由此，我们看

出演练的效果非常明显，假设第一次是火灾演习，

参与过演习的人在遇到灾难时的行动可能更接近

第二次的轨迹。因此，在实际应用中，我们可以将

实际场景做成虚拟游戏场景供人们进行模拟演练，

使其在熟悉环境的同时也能掌握较好的逃生路线，

达到模拟演练的预期效果。 

 

图 10  性别、游戏水平对游戏得分的影响直方图 
Fig. 10  Impact of sex and game ability on game scores 

 

图 11  某玩家第一次和第二次玩应急逃生游戏的行动轨迹 
Fig. 11  Trajectories of a player’s first and second movement 

图 12 显示对于游戏水平相近、性格相似的不

同玩家，在无紧急标识的情况下，行动轨迹更凌乱，

会走更多弯路，也更容易走进死路，而有紧急逃生

标识时玩家表现更好。由数据可得，在有紧急逃生

标识的情况下玩家逃生时间比无标识的情况平均

短 13.2 s。因此，本文通过分析玩家行动轨迹不断

调整紧急标识的位置，使之更容易被玩家发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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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为其指引方向[17]。同时，从图中看出熟悉建筑

场景更有利于找到较好的路线进行逃生，因此，出

于安全的考虑，除了传统的安全出口的标志外，在

较大较复杂的建筑内放一些简易地图用于指示路

线也是一个可行的方案。 

 

图 12  紧急逃生标识对行动轨迹的影响 
Fig. 12  Influence of emergency escape sign on trajectory 

6  结论 

本文将虚拟现实和游戏技术相结合，设计了一

个虚拟现实火灾逃生游戏(VRFEG)，并对用户的应

急行为进行有效的评估分析。基于 HTC VIVE 来

实现交互式情节设计，并利用 Unity3D 引擎结合

C#脚本实现了游戏场景漫游、视角转换、游戏时

间计时和生命值计算等功能，能让人们在感受游戏

刺激的同时学习到一些应急逃生的技能。通过调查

问卷和游戏行为记录器来获取用户的个性特征和

运动特征数据；并利用统计学方法进行行为分析评

估，为获取人们在突发状况下的部分行为数据提供

了一个有效和有趣的通道。 

参考文献: 

[1] 刘怡君, 陈思佳, 黄远, 等. 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的网络

舆情传播分析及其政策建议——以“8·12天津港爆炸事

故”为例[J]. 管理评论, 2016, 28(3): 221-229.  

Liu Yijun, Chen Sijia, Huang Yuan, et al. The Analysis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on the Spread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 in Major Production Safety Accidents—A 

Case Study of the 8· 12 Tianjin Port Explosion[J]. 

Management Review, 2016, 28(3): 221-229. 

[2] 闪淳昌. “12·31”上海外滩踩踏事件的调查与思考[J]. 

江苏社会科学, 2015(4): 1-6.  

Shan Chunchang. Investigation and Thinking on Dec.31, 

2014 Shanghai Stampede[J]. Jiangsu Social Sciences, 

2015(4): 1-6. 

[3] 姜学智, 李忠华. 国内外虚拟现实技术的研究现状[J].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 2004, 23(2): 

238-240.  

Jiang Xuezhi, Li Zhonghua. Present situation of vr 

researching at home and abroad[J]. JOURNAL OF 

LIAONING TECHNICAL UNIVERSITY, 2004, 23(2): 

238-240. 

[4] Wood P G. THE BEHAVIOUR OF PEOPLE IN FIRES[J]. 

Fire Safety Science (S1004-5309), 1972, 953: 1-1. 

[5] Nilsson D, Johansson M, Frantzich H. Evacuation 

experiment in a road tunnel: A study of human behaviour 

and technical installations[J]. Fire Safety Journal 

(S0379-7112), 2009, 44(4): 458-468. 

[6] P.Å Olsson, M.A Regan. A comparison between actual 

and predicted evacuation times[J]. Safety Science 

(S1003-3033), 2001, 38(2): 139-145. 

[7] Thompson P A, Marchant E W. A computer model for the 

evacuation of large building populations[J]. Fire Safety 

Journal (S0379-7112), 1995, 24(95): 131-148. 

[8] Owen M, Galea E R, Lawrence P J. The Exodus 

Evacuation Model Applied To Building Evacuation 

Scenarios[J]. Journal of Fire Protection Engineering 

(S1042-3915), 1996, 8(2): 65-84. 

[9] HATFIELD E, CACIOPPO J T, RAPSON R L. 

Emotional Contagion[J].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S1467-8721), 1993, 2(3): 96-99. 

[10] DU J, FAN X, FENG T. Multiple emotional contagions in 

service encounters[J]. 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 (S2095-6134), 2011, 39(3): 449-466. 

[11] 孟凡兴, 张伟. 火灾下紧急逃生的虚拟现实系统开发

与评估[J]. 清华大学工业工程系: 人类工效学, 2013, 

19(2): 23-26, 41.  

Meng Fanxing, Zhang Wei.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of A Virtual Reality System of Fire Emergency Escape[J]. 

Chinese Journal of Ergonomics, 2013, 19(2): 23-26, 41. 

[12] Sharma S, Jerripothula S, Mackey S, et al. Immersive 

virtual reality environment of a subway evacuation on a 

cloud for disaster 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 training[C]// 

IEEE, 2015: 1-6. 

[13] Kinateder M, Ronchi E, Nilsson D, et al. Virtual reality 

for fire evacuation research[C]//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IEEE, 2015: 313-321. 

（下转第 2810 页）

8

Journal of System Simulation, Vol. 29 [2017], Iss. 11, Art. 28

https://dc-china-simulation.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29/iss11/28
DOI: 10.16182/j.issn1004731x.joss.201711028


	Emergency Behavior Assessment System Based on VR Fire Escape Game
	Emergency Behavior Assessment System Based on VR Fire Escape Game
	Abstract
	Keywords
	Recommended Citation

	/var/tmp/StampPDF/FdvExHXmis/tmp.1688107323.pdf.yzIB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