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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管理综合应用平台建设实现
赵  侃

南京莱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南京 210000

【摘要】应急管理综合应用平台是省市县各级应急管理局整合应急相关业务系统，依靠平台支撑和服务支撑形成的综合性

应用技术平台。通过统一身份认证，有效落实“一站式”全平台的有效访问，借助不同数据资源之间良好的关联和积极的

融合，促成有效的跨部门、跨层级的协同共享。“应急管理”方面的业务具体可以划分成五个不同的模块，给各层级上的

应急管理人员组织良好的业务工作提供有效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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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急管理综合应用平台概述
建设良好的应急管理综合应用平台从国家层面来

说是提高对应急管理、防灾救灾以及安全生产等方面的

关注度的体现，并在 2018年相继成立部级、省级、市级、

县级各应急管理部门的背景下，以信息化推动应急管理

能力现代化的目标要求下产生的应用技术平台。

建设应急综合管理平台，主要涵盖监督管理系统

的建设、监测预警系统的建设以及指挥救援系统的建设、

决策支持系统的建设，除此之外，还有政务管理系统方

面的建设。部分情况下，还会根据具体的工作范畴的差

异有一些具体的细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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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应急管理综合应用平台总体架构

2 监督管理

充分满足针对高危险度的化学品的安全监管需求、

非药品类型（容易制毒）化学品的生产监管需求、烟花

爆竹类产品的安全监管、工程贸易领域的安全生产管理、

安全生产培训考试、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和应急管理统计

分析等方面的业务需求。强化监督管理方面的能力，保

证底数清晰、流程规范、管理合规，真正控制重大危险

安全事故的出现风险，强化防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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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监督管理功能结构图

3 监测预警
安全生产风险监测方面的预警系统涵盖安全生产

风险的综合监测以及风险智能评估，另外，精准预警以

及风险发展趋势的预测也同样关键。同时可结合当地业

务需要，开发适合本市业务特点的风险评估、趋势分析

等模型，共享至应急管理部模型库，并可利用应急管理

大数据平台模型库中的模型进行风险评估和趋势分析。

图 3  监测预警功能结构图

4 指挥救援
满足应急指挥救援的整体流程中，贯穿全流程的

值班值守等业务需求，以及事发、事中、事后各阶段业

务需求，以应急响应指挥为重点，以应急资源数据为支

撑，依托指挥信息网，构建预案管理、应急资源管理、

培训演练、值班值守、突发事件接报、协调会商、应急

决策、等子系统，为防灾减灾救灾提供及时有力、精准

支撑，为部领导科学决策指挥提供全面、有效的支持。

图 4 指挥救援功能结构

5 决策支持
建设联动指挥、态势感知、决策优化等子系统，

集合了各种各样的监测预警数据展开风险监测预警全面

趋势的有效感知，配合大数据技术手段的分析和挖掘、

人工智能手段的辅助性分析，展开灾难事故综合性的研

究和判断，同时借助闭环反馈逐步实现有效的决策优化

进程，给领导人员带来良好的决策支撑作用。

在面对较为巨大的灾害进行指挥和研判发展态势

的同时提出一些应对建议，辅助本地负责人员组织灾害

应急处置的决策建议，打造良好的态势感知和联动指挥，

并优化其他的若干子系统，全面提高全灾种、全流程的

事件预警机制以及应急处置的智能化分析水平，以期能

够给其他各个业务的功能发展带来较为科学和客观的研

判服务的有效支撑。

图 5 决策支持功能结构

5.1态势感知
全面感知全市安全生产、自然灾害、火灾、基础

设施的综合防范监测态势、事故发展态势以及预警态势

等，使用灾害态势分析模型以及风险态势分析模型等加

以有效的数据分析，给领导决策人员创建全面且综合性

的态势感知直观视图，有效实现风险关口的有效转移，

以期能够更好地辅助领导决策。主要包含监测态势感知、

预警态势感知、灾害态势感知、态势感知地图操作服务

等功能。

5.2联动指挥
通过计算机网络、应急通信、监控图像、视频会议、

基础数据和事故处置相关信息的互联互通，实现应急管

理局与市政府、市直单位、事件现场的协同联动。主要

包含与市政府联动、与应急管理部门联动、与其他协同

单位联动、事件现场联动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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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综合研判
针对突发性的事件影响程度展开有效的定性描述，

立足于时间视角、空间视角以及类别差异等探究突发事

件的影响程度特征以及发展趋势，把分析出来的结果总

结上交给领导，并让领导及时且全面地了解到突发性的

事件态势，针对性地落实针对这些突发性事件的应急预

案。主要包含事故影响范围分析、人员疏散方案等功能。

5.4辅助分析
给事故救援处置提供良好的决策支撑，并有效生

成面对事故灾难的指导流程以及对应的决策方案，以期

能有效辅助领导展开完善的应急处置。主要包含专家决

策分析、知识辅助分析、情景智能方案等功能。

1 专家决策分析：汇聚地震、森林草原火灾、地质、

洪涝灾害、烟花爆竹、危化品和工贸、火灾、交通等应

急管理业务领域的专家信息，实现对专家各类信息的统

一管理维护，为辅助决策方案提供支撑，满足应急救援

工作的需要，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图 6 决策分析图

2 知识辅助分析：整合地震、自然资源、消防和

其他部门的防震减灾科普知识、地质灾害防治知识、消

防安全知识以及应急管理相关知识，建立统一的知识辅

助分析功能模块，实现应急知识的统一元知识管理体系，

有效促成知识精细化以及要素化的管理。

3 情景智能方案：结合实际情况，有效实现对于

不同的对象、不同的灾难场景以及不同阶段的多灾种和

处置方案的有效制定。参考灾害类型和灾害的变化场景，

结合灾害现场的信息、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应急

预案、事故案例以及资源保障信息等方面的具体信息，

系统可以有效智能化生成应对不同的灾害场景和决策阶

段的辅助性决策方案，给事故的救援处置带来良好的辅

助性决策支撑。

6 政务管理
6.1系统管理
1 部门管理：管理本部门的部门信息。具体涵盖

人员管理、组别管理以及部门应用日志等方面。

①人员管理：只能管理本部门的人员。具体操作

同单位管理员处的人员管理。

②组管理：管理本部门的系统组，可以看到所属

部门是本部门的公开组和系统组，具体操作同单位管理

中的组管理。

③输入输出设计

表 1 输入输出表

序号 类型 数据内容 备注

1 输入
部门名称、部门代码、排序号、

上级部门、是否启用
科室录入

序号 类型 数据内容 备注

2 输出
部门名称、部门代码、排序号、

上级部门、是否启用
表

2 岗位管理：用来进行日常的岗位维护管理，支可以新

建、修改、删除岗位，操作同单位管理员。

输入输出设计：

表 2  输入输出表

序号 类型 数据内容 备注

1 输入
岗位名称、岗位代码、岗位

类别、是否启用

系统管理员、HR

录入

2 输出
岗位名称、岗位代码、岗位

类别、是否启用
表

3 职务级别管理：管理本单位职务级别信息，通过职务

级别控制用户的访问工作范围。可以新建、修改、删除

职务级别，操作同单位管理员。

输入输出设计：

表 3 输入输出表

序号 类型 数据内容 备注

1 输入
职务级别名称、职务级别代码、

职务级别序号、是否启用

系统管理员、

HR录入

2 输出
职务级别名称、职务级别代码、

职务级别序号、是否启用
表

4 人员管理：管理本单位人员用户信息，具有新建、

修改、删除、导入、导出、批量修改、人员调出、人员

过滤查询本单位人员信息、离职办理等功能，并提供导

入模板下载。可以新建、修改、删除人员，操作同单位

管理员。

    输入输出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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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输入输出表

序号 类型 数据内容 备注

1 输入
姓名、登录名、登录密码、

角色设置

系统管理员、

HR录入

2 输出
所属部门、排序号、主岗、

副岗、人员类型、汇报人
表

6.2用户认证

支持用户通过提交用户名和密码的方式登录系统。

支持科室人员可以通过用户名、密码的方式登陆系统；

支持设置用户登录多少次密码对账号进行锁定功能；支

持频繁输入密码进行验证码校验。

    输入输出设计：

表 5 输入输出表

序号 类型 数据内容 备注

1 输入 登录名、登录密码、验证码 科室人员

2 输出 工作桌面 界面

6.3工作桌面

具有待办中心、我的日程、跟踪事项、我的模板、

我的公告、我的收藏、常用文档等功能。要能集成待办

工作、通知公告等日常办公栏目；支持用户对工作桌面

进行自定义栏目调整；用户可以通过界面化对窗口进行

拖动调整；用户可以对功能模块的数据进行过滤显示。

输入输出设计：

表 6 输入输出表

序号 类型 数据内容 备注

1 输入
待办事项标题、发起日期、发

起人、待办事项种类
科室人员

2 输出
待办事项标题、发起日期、发

起人、待办事项种类
界面

6.4收文管理
用于完成外来电子公文的自动登记或者手工登记；

发文分送之后自动触发签收单后可点击分办按钮进行自

动登记；单位角色中将“收文登记”角色分配给相应人

员，可通过公文管理二级菜单的“收文登记”来进行手

工登记。

收文登记页面具体功能键如下：

1）发送将公文发送出去。

2）保存待发将编辑的公文进行保存，不进行发送，

公文事项进入

3）待发公文列表中，用户通过待发事项中对公文

进行修改，发送。

4）调用模板直接调用已经建立好的收文模板。

5）编辑流程图形的方式查看流程，可以允许直接

进行流程的建立。

6）插入上传公文中要处理的附加文件，支持本地

文件和关联文档两种方式的插入。

7）正文类型选择正文的格式，包括标准正文、

Word正文、Excel正文、WPS文字、WPS表格和 PDF正文，

其中 Word正文和 Excel正文需要客户端安装 Office软

件，WPS文字和 WPS表格需要客户端安装 WPS软件。

8）正文点击正文按钮，弹出正文的编辑界面。

 输入输出设计：

表 7 输入输出表

序号 类型 数据内容 备注

1 输入

办文号、来文机关、来文份数、

成文时间、来文文号、机密程度、

收文时间、内容摘要

科室人员

2 输出

办文号、来文机关、来文份数、

成文时间、来文文号、机密程度、

收文时间、内容摘要

表单

7  结束语
应急管理综合应用平台在现实社会当中是市级的

应急管理单位将大量的业务系统、数据支撑以及应用支

撑等整合集中起来的综合性平台，直接面向全部用户提

供一个一站式的入口进行高效访问，借助良好的汇聚、

融合、关联等促成诸多数据资源的有效利用，有效实现

跨部门和跨层级的协同业务以及共享信息。该业务能够

具体划分成监督管理、指挥救援、政务管理、决策支持

以及监测预警五个大块以及应激管理的综合应用，给各

级各类的管理单位组织业务工作带来良好的应用服务功

能。

当地根据地方实际，将现有分散、独立的业务系

统进行全面整合与集成，实现用户的统一管理、统一认

证和统一授权，并在原有平台接入数据基础上继续增加

应急数据。后期建设在部省市出台数据、接口等标准后，

结合应急管理大数据的应用平台设计框架，配合云化和

微服务的技术路线构建数据管理和应用支撑等系统，为

互联互通、数据共享、业务协同奠定基础，并在基础框

架上逐步持续构建五大业务域业务系统，最终形成与部、

省一致的平台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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