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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特大灾害消防应急通信技术问题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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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重特大灾害突然发生时，消防队伍会马上借助应急通信技术来进行多角度的工作指导，使消防工作呈现出实效性，

紧抓每分每秒来对生命进行挽救，也使财产损失得到最大程度地降低。伴随着当前通信技术的变革，我国已通过多种手段将

计算机、影像传输和无线通信等有着精良和便捷性的技术做到极大程度结合，构建出较为完整的消防通信网络。在新时期下，

部分通信技术虽已引入并在后续加以使用，但在稳定和精准性等方面暴露出一些不足，需要对当前应急通信技术所处困境做

到科学且全面的分析，继而制定出有针对性的策略，使消息凸显实时和标准化，让指挥更为精确，让整体救灾水平迈向新高。 

关键词：重特大灾害；消防；应急通信；技术问题；研究 

 

重特大灾害会在较大范围内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易出

现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等，消防队伍也会在第一时间前去救

灾，与时间赛跑去挽救最为珍贵的生命，故应急通信技术凸

显出其价值，应做到极大程度完善，使应急措施凸显科学化，

更是让消防应急通信体系呈现出新时期下的自动化，增强面

对重特大灾害时的应急能力，即使面对跨区救灾也能轻松应

对。为此，消防队伍凭借先进理念，审视以往工作模式并找

到其中不足，结合通信技术的优缺点来进行有方向的改进，

走出应急通信困境，强化组网实力来扩大管理范围，巧用三

维等技术来对灾情进行准确把握，既能使消防队伍的安全得

到极大程度保障，也能使之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救灾而避免危

害的扩大化，促进新时期下社会的和谐前行。 

一、重特大灾害消防应急通信技术所处困境 
（一）电力中断，导致通信障碍 

电力中断问题在重特大灾害中较易出现，会使通信直接

断开，通信的基站也无法进行正常运转。正常情况下，通信

基站都会备有应急时所使用的备用电池，但只能维持几个小

时，仅能通过语音方式来将重要信息进行传递，而且易被外

界因素影响，故对后续救援需求是无法满足的，呈现出通信

障碍，也使盲点增大。 

（二）信息量激增，网络拥堵 

重特大灾害突发之时，当地的通信需求会呈现出激增趋

势，流量需注增加而使通信设备在进行交互时感到吃力，若

得不到及时缓解则有可能出现线路拥堵而使消息传递速度

下降，甚至中断，同时互联网服务的响应速度也不足以承受

过多信息量而迅速变慢，通信受到一定影响而使消防队伍在

进行救灾时出现困难。 

（三）光缆破坏，造成通信死角 

若发生地震或泥石流等较大的自然灾害时，受灾地区的

光缆会受到不同程度破坏，继而导致通信网络被迫中断且在

短时间内不易修复，那么无法满足后续灾害救援的需求而使

消防队伍的救援效率下降。与此同时，城市建设规划多将光

缆埋于地下，又或者选用架空模式，在遇到特大灾害时极易

受到破坏而形成通信死角。 

二、重特大灾害消防应急通信技术创新策略 
（一）借助数据共享，完成讯息更换 

新时期下，网络技术带着其众多优势走入消防通信指挥

的各系统中，借助计算机等多种先进技术而构成一个较为全

面的网络系统，能够将消防指挥部门所组建的局域网与整个

系统中所有设备和相关设施等进行极大程度结合，形成当前

较为完整的远程网络。消队队伍可以通过广域网来完成分布

式的城域网，使之开放性得到极大程度发挥，满足消防指挥

和应急通信技术的多样化需求。与此同时，该网络下可以实

现各业务部之间所收集数据的互享，能够快速且准确地将人

员及多种讯息做到完整更换，而且通过高级防护手段避免未

授权的设备对所传输或互享的信息进行浏览与操作，使指挥

策略和所计算的数据得到切实有效之保护，使数据能够发挥

出其应有效用而使重特大灾害消防应急通信技术得到有效

提升，救灾的整体水平也迈向新高。与此同时，消防队伍总

揽全局，对以往重特大灾害救灾中所暴露出的问题进行科学

的深究，继而寻找到问题根源，在多个部门的帮助下共同构

建出属于重特大灾害的专用网络，凸显针对性，使重特大灾

害发生之时的通信能够依托专网而保持通畅，且不受外界多

种因素的影响。因重特大灾害与普通灾害相比，频率不大，

故在时间充足的情况之下构建起专用卫星通信系统且对所

需设施进行极大程度更新，将消防队伍所拥有的卫星车载站

纳入整个网络，使便携站卫星网络也更加健全并有序进行

着，一旦突发重特大灾害时，也能胜任极为繁重和复杂的现

场应急通信，为消防队伍的救援带来饱含时代气息之动力。 

（二）增设短波网络，提升通信能力 

对于短波网络，虽在重特大灾害消防救灾中已较少使

用，加之需要专业人员带着极高素质才能将其进行有效使

用，同时也容易受到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故可小范围配备，

无需大量普及，以便应急使用，对重特大灾害消防救援能力

做到极大程度提升，有效应对公用等通信方式可能在灾害中

出现障碍的问题，使盲点情况得到相应缓解。具体而言，一

是在支队级单位组建一支专门队伍来操作消防短波通信设

备，将其应用于搜寻基地和一些救护等特殊救援队伍中。二

是将消防短波所使作用的无线通信网络进行有效配备，使消

防队伍与指挥部间保持着的舒畅通信，在重特大灾害消防应

急通信中发挥出其应有的效用，为特殊情况下的通信增加一

层有效保障。三是注重设备维保，使之能够在任何时间做到

正常运转，避免实际操作时突发信号中断而丧失其原有优

势。四是加强技术宣传，让消防队伍对该网络加深了解，对

其应用技巧做到切实有效掌握，继而对通信指令准确接收，

将实际的救灾情况和进度与群众共享，通过多方配合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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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特大灾害的消防救灾工作。与此同时，超短波通信与卫星

电话的运行模式不同，其能够承受较大通信容量，同时有着

极强的抗干扰能力，在组装方面也凸显出便捷性，可胜任重

特大灾害消防应急通信的需求。为此，消防队伍应对超短波

通信做到极大程度实普及，与短波网络进行协同配合，让救

援工作能够得到顺利且准确的进行，使整体救灾效率得到切

实有效提升。 

（三）强化组网实力，扩大管理范围 

网络系统是重特大灾害消防应急通信工作得到有效且

科学开展的重要工具，饱含推动性效用，使救灾工作能够与

实际需求相契合，同时也对管理范围做到极大程度扩大，即

使跨区也能轻松完成，故需强化组网实力，借助较为完善的

宽带通信技术，配以卫星、微波和无线通信等多个手段，将

整体笼罩实力做到切实有效增强。指挥中心能够通过网络进

行指导，对后续调度做到精准化，同时也能结合当地消防资

源来优化救灾方案，保证灾区与消防指挥部的信息对接。因

消防工作有着一定危险性和复杂性，在进行重特大灾害的救

援时需要将信息完成准确传递，使消防队伍马上参与并做到

各司其职，使救灾队伍呈现出有序性，救灾效率随之得到切

实有效提升，足见宽带网络技术的价值。为强化消防组网实

力，首先应借助光纤数据线来完成基础式铺设，通过技能培

训来对其进行熟练且快速使用。对消防办公的整体机制进行

优化，对网络优劣势做到科学且全面的分析，为重特大灾害

的消防应急通信指挥及各项工作带来稳固基础。其次，在宽

带网络中增设先进的报警设备，对危险信息做到完整和准确

的传递，使消防队伍根据实际情况来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保证救灾效率，将灾害所带来的危害做到极大程度降低。最

后，有线通信也更新为光纤化，消防队伍可以组织多种不同

形式的网络讨论，对团队实力进行相应增强，继而面对多媒

体设备时能够熟练去操作，让各级指挥人员随时对灾区情况

做到真实了解，使管理范围扩大而凸显重特大灾害消防应急

救援的实效性。 

（四）巧用三维技术，掌握灾害实情 

在面对重特大灾害时，指挥工作是整个救援的核心，继

而设计分组方式的配合方案来对灾害进行快速救援，故需对

消防指挥工作做到极大程度完善的，借助较为完善的应急通

信技术来完成复杂的指挥。若想凸显出指挥的有效性，需要

对灾害实情有着全面和准确的掌握，应加大现代化的多种设

备的使用，让消防队伍相互配合而对指挥工作进行有效完

成，将重特大灾害产生的危害总程度减少到最低。具体而言，

一是消防指挥人员对灾情信息进行切实有效整合，在应急通

信技术下和消防现场做到不间断沟通，根据实际情况来制定

补充措施，使救灾呈现出针对性，也让营救效率得到极大程

度提升。二是消防队伍应深入现场并向指挥中心提供最新信

息，同时对消防设施进行合理调配，根据消防救灾计划来完

成消防配给。三是对信息做好处理，准确传递至消防队伍，

使救灾进程加快，避免外界多种因素对应急通信技术所带来

的影响，也减少病毒入做侵几率，使信息不被延误。四是对

通信技术的种类做到极大程度扩展，使以往单一手段下的劣

势被补足，让营救信息准确传递而保证营救进程和质量。尤

其是巧用三维 GIR 技术对重特大灾害的空间及现场讯信息

进行详尽且立体化的展现，让消防人员在真实情境中感受到

灾区的实际情况，继而选用有针对性的救灾措施，以免因盲

目而延误营救，留下的不良影响和不同程度的隐患。 

（五）完善数据资料，实现跟踪救灾 

消防救援的方案较多，涵盖行动路线、车辆安排、救援

流程、物资配给等多个环节，同时第一个步骤都要经过严密

规划和慎重考虑，避免因某一个环节的小失误而给整个营救

活动带来困难，使受灾人群承受二次伤害或有着生命威胁

等。面对这种情况，消防队伍总揽全局，对各种不同灾情的

信息进行完整收集，根据先进技术来对其做出多角度分析，

对消防工作的关键点及后续所需用到救灾技能进行掌握。实

际工作中，消防队伍要对数据资料做到完善，将消防人员能

力进行系统评分，指出其薄弱环节加以锻炼，使整体实力增

强。除此之外，消防队伍还应对地理信息等完成相应制作，

构建出数据模型库，借助虚拟方式来加强模拟训练，对灾情

进行跟踪而完成针对性地操纵，也使消防队伍的心理素养得

到极大程度增强，带着极高救援技能参与训练，在实战中提

升整体救灾水平。 

结束语： 
重特大灾害消防应急通信技术在进行救援行动时凸显

出其独有价值，消防队伍以长远眼光来对工作进行切实有效

创新，对数据互享做到极大程度利用，增设短波网络来提升

通信的整体能力，同时也对数据资料进行相应完善，实现跟

踪化救灾等，应对以往重特大灾害时出现的一些问题，避免

通信障碍和死角的出现，即使在信息量激增的情况下，也能

保证网络的通畅，使救援工作能够迅速且准确地完成。实践

中，消防队伍凭借先进理念，紧跟未来趋势对重特大灾害应

急通信技术的深入探究，对其优势做到极大程度利用，使消

防救灾的整体能力得到增强，救灾成效凸显，为祖国做出应

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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