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４３卷 第１２期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 信 息 科 学 版

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ｌ．４３Ｎｏ．１２
Ｄｅｃ．２０１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８－２９

项目资助：国家重点研发计划（２０１６ＹＦＣ０８０３１０１，２０１６ＹＦＣ０８０３１０８）；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科研业务费（７７７１７０１）。

第一作者：刘纪平，博士，研究员，主要从事应急地理信息服务、政务地理空间大数据、网络空间数据挖掘研究。ｌｉｕｊｐ＠ｃａｓｍ．ａｃ．ｃｎ

通讯作者：张用川，博士生。５３２８７９３２４＠ｑｑ．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１３２０３／ｊ．ｗｈｕｇｉｓ２０１８０３０９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８６０（２０１８）１２－２２５０－０９

一体化综合减灾智能服务顶层设计研究

刘纪平１　张用川２　徐胜华１　张福浩１　王　勇１　朱　翊１　刘春阳３

１　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北京，１００８３０

２　武汉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９

３　中国矿业大学国土环境与灾害监测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重点实验室，江苏 徐州，２２１１１６

摘　要：现代空间信息技术可为防灾减灾提供数据资源、定位基准、基础框架和关键技术等支撑。目前中国减

灾服务重决策轻预警，减灾服务技术、系统、应用集成不够，尚缺乏统一的认识与整体性的顶层设计指导框架。

回归减灾服务本质，从测绘地理信息视角提出并阐释了一体化综合减灾智能服务的概念及内涵；考虑防灾减

灾服务需求，设计了由感知层、技术层、系统层和应用层等构成的一体化综合减灾智能服务总体架构；重点 阐

述了减灾服务智能、综合、一体、精准、快 速 和 高 新 等 方 面 的 思 考，分 析 了 一 体 化 综 合 减 灾 智 能 服 务 的 支 撑 技

术；介绍了一体化综合减灾智能服务原型系统，以解决灾害事件、各种承灾体、孕灾环境等应急信息的一体 化

感知、定位、融合与综合场景模拟，以及知识化减灾服务等技术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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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少数几个国

家之一，自然灾害种类多，发生频率高，常常造成

巨大的经济 损 失 和 人 员 伤 亡。根 据 近２０ａ的 统

计 资 料，中 国 仅 因 地 震 导 致 的 年 均 死 亡 人 数 达

３　５７３．５人，年均经济损失２９５．８７亿元，如何及时

高效地掌握灾情，从而科学有效地实施防灾减灾、

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意义重大［１－２］。《国家综合

防灾减灾规 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中 强 调，要 加 大

防灾减灾救 灾 科 技 支 撑 能 力 建 设，推 进“互 联 网

＋”、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地理信息、移动通信

等新理念、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提高灾害模拟

仿真、分 析 预 测、信 息 获 取、应 急 通 信 与 保 障 能

力［３－６］。中国应急管理相关部 门 与 学 术 界 为 提 升

防灾减灾服务能力，及时主动为政府应对突发自

然灾害提供科学、合理、有序、高效的测绘保障服

务，以满足科学处置各种自然灾害对地理空间信

息的需求，将减灾服务能力建设作为当前地理信

息服务研究与应用的重要方向之一［７－１１］。

顶层设计是运用系统论的方法确立科学的方

略和思路，从全局的角度，对某项任务或者某个项

目的各方面、各层次、各要素统筹规划，以集中有

效资源，高效快捷地实现结构上的优化、功能上的

协调、资源上的整合等目标。目前，顶层设计在电

子政务、智慧城市、交通、水利、海事等领域已有应

用实践，而在减灾服务领域研究较少。在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项目“一体化综合减灾智能服务研究

及应用”支持下，深入探索一体化综合减灾智能服

务顶层设计，可以解决灾害事件、各种承灾体、孕

灾环境等应急信息的一体化感知、定位、融合与综

合场景模拟，以及知识化减灾服务等技术难题，明
确减灾服务总体目标，有效整合现有各类信息资

源，完善减灾业务体系，高效预防和应对各类自然

灾害的发生。

１　一体化综合减灾智能服务的概念

内涵

　　一体化综合减灾智能服务不是“一体化”“综

合”“减灾”“智能”“服务”的简单相加，而是一种既

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既有理论基础又有实践意

义的系 统 概 念。联 合 国 减 灾 署（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ｆｉｃｅ　ｆｏｒ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Ｒｉｓｋ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ＵＮＩＳＤＲ）的

专家们将减灾定义为“减轻或限制致灾因子和相



　第４３卷第１２期 　　　　刘纪平等：一体化综合减灾智能服务顶层设计研究

关灾害的不利影响”。减灾是一个综合性的应急

工作，其目的是为了提高人们的抗灾能力。减灾

服务主要围绕预防与准备、监测与预警、处置与救

援、恢复与重建等灾害处理全过程提供减少灾害

和减轻灾害破坏损失的服务。此处的服务主要强

调在本地或通过网络为用户提供一些及时信息资

讯、系统功能和针对性援助。测绘地理信息技术

可为减灾服务提供数据资源、定位基准、基础框架

和关键技术等支撑。测绘地理信息视角下，一体

化综合减灾智能服务是以测绘地理信息数据和技

术为基础，有机融合公共安全、人工智能、大数据、
云计算、物联网、网络通信等先进技术，通过对灾

害现场的整体感知，增强物与物、人与物之间的联

系，全面、精确、实时地掌握各类风险动态，预测预

防、控制可能发生的危险事故和突发事件，在危机

事件发生后，能够做到信息共享与协调联动，实现

人与技术的充分融合，使防灾减灾救灾管理更智

能、更高效、更安全。
一体化综合减灾智能服务是一个综合性的系

统工程，在面对复杂灾害时，不同部门和系统间能

够实现信息共享和协同作业，更加智能地进行灾

害的感知、分析和处置，充分利用资源，做出最好

的管理决策，及时预测和应对突发事件和灾害，其
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３个方面。

１）一体化综合减灾智能服务着力于揭示自然

灾害及其灾害链的孕育、发生、演变、时空分布等

规律和致灾机理，实现海量灾害信息的存储、传输

与处理，并对灾害信息进行高效处理、分析、挖掘，
实现 态 势 全 面 感 知、技 术 深 度 融 合、设 备 泛 在 互

联、综合智能救灾。

２）一体化综合减灾智能服务是一个快速的应

急响应和高效的协同运作系统。自然灾害的发生

和 演 化 具 有 不 确 定 性，为 了 适 应 迅 速 变 化 的 灾

害事件态势，提升应急决策效率和应急情报服务

的敏捷性十分必要。快速响应和高效协同主要体

现在 两 个 方 面：①有 应 对 各 类 自 然 灾 害 的 支 持

基础，如应急预案的支撑、知识库的构建、相 关 智

能化技术等；②有落实综合减灾的信息集成与协

同能力，在智能减灾服务平台下进行高效的协同

运作。

３）测绘地理信息技术是一体化综合减灾智能

服务的重要支撑技术。全面实时的灾害信息态势

感知、高 精 度 室 内 外 无 缝 定 位、多 源 灾 情 信 息 整

合、灾 害 场 景 建 模 与 可 视 化、应 急 自 适 应 快 速 制

图、灾害模型分析与推演、智能决策服务等现代空

间信息技术对于提高灾害模拟仿真、分析预测、信

息获取、应急通信与保障等能力具有不可替代的

作用。

２　一体化综合减灾智能服务的总体

架构

　　一体化综合减灾智能服务顶层设计主要围绕

事前预防、临灾预警、灾情救援和灾后恢复的综合

减灾全过程，集成北斗网、通信网、互联网和传感

网等载体，采用事件与场景关联的信息融合技术，
实现灾情演变过程中场景动态更新与增强现实可

视化；利用模型库驱动的决策分析与智能服务技

术，构建一体化综合减灾智能服务系统，并为不同

用户提供多层次的应用服务。基于上述思路，一

体化综合减灾智能服务的总体架构主要包括感知

层、技术层、系统层及应用层，如图１所示。

　　１）感知层。感知层为一体化综合减灾智能服

务提供数据资源，是综合减灾信息采集的关键部

分，由基本的感应器件（射频识别（ｒａｄｉｏ　ｆｒｅｑｕｅｎ－
ｃｙ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ＦＩＤ）标签和读写器、各类传感

器、摄 像 头、全 球 定 位 系 统（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ＧＰＳ）、二维 码 标 签 和 识 读 器 等 基 本 标 识

和传感器 件 组 成）、感 应 器 组 成 的 网 络（ＲＦＩＤ网

络、传感器网络等）以及手机、平板电脑、电话等终

端设备组成。

２）技术层。技术层为应用系统建设提供技术

支撑，通过面向典型灾害的现场感知、空间定位、
融合处理、场景建模、快速制图、模型分析、决策服

务等技术，提高灾害模拟仿真、信息获取、分析预

测、智能服务与决策保障能力。

３）系统层。系统层是实际应用系统的建设主

体，通过技术层相关整合机制的建立，一体化、全

流程综合减灾智能服务系统具备应急救援指挥、
应急人员装备位置信息实时获取、灾害现场三维

场景建模与可视化表达、自适应快速应急制图、应
急知识主动推送等功能，支持应急语义驱动的模

型调度聚合与全过程应急服务，为开展国家、部门

与地方减灾应用提供软件平台支撑。

４）应用层。应用层主要面向应急指 挥 员、现

场救援人员等不同层次用户提供一体化综合减灾

智能服务，针对不同灾害环境实现室内外定位无

缝连接、场景表达一体化融合、信息内容个性化展

现、业 务 功 能 主 动 推 送 等 新 的 应 用 方 式，围 绕 地

震、洪水、地质灾害、城镇火灾、交通事故、建筑物

倒塌等典型灾害事件，在不同层次应急管理部门

开展减灾应用。

１５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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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一体化综合减灾智能服务总体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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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一体化综合减灾智能服务的技术

内容

　　一体化综合减灾智能服务主要利用与位置相

关的各种信息资源，解决复杂灾害环境下高精度

室内外无缝定位、灾情与空间环境信息精准融合

与综合场景模拟、全过程智能减灾服务等关键技

术难题，这些技术内容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减灾服

务的智能、综合、一体、精准、快速、高新等几个方

面，如图２所示。

３．１　智能是减灾服务的核心

智能要求能够在复杂灾害场景下自动辨识用

户的显性和隐性需求，并且主动、高效、安全地提

供其需求的服务。智能贯穿应急定位、融合处理、
建模可视化、制图表达、模型分析、智能服务等减

灾服务技术体系，如图３所示。

１）智能 应 急 定 位。当 前 灾 害 环 境 下 空 间 定

位的计算和服务模型都是用户驱动的模式，随着

移动互联网等技术的发展，灾害环境下的空间定

位逐渐向 服 务 驱 动 模 式 的 位 置 感 知 智 能 服 务 发

展，即 基 于 自 适 应 切 换 定 位、自 适 应 应 急 组 网 定

位，能智能感知并主动向用户提供与该用户相关

图２　一体化综合减灾智能服务技术内容

Ｆｉｇ．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的位置信息以及其他有用信息［１２－１５］。

２）智能融合处理，传统的数据融合方法主要

解决多个异构数据集数据的共享和融合问题，建

立在规模较小、较为集中的系统上。融合处理智

能依照空间位置与时间基准对灾情数据自动语义

匹配和转换、灾情数据活化，形成对综合减灾服务

目标的一致性完备描述和表达，提供多视角、全方

位、高精度的数据。

３）智能 建 模 与 可 视 化。随 着 各 种 监 测 预 警

体系日益完善，各种承灾体、孕灾环境数据日益丰

２５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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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灾害场景构建也正在由被动接受、静态建模向

主动感知、智能建模方面发展，即建模智能能够实

现灾害场景快速感知、自适应自动构建以及灾害

场景增强表达［１６－１８］，为用户提供一个可展示、可分

析以及可探索的场景。

４）智能制图表达。地图在灾害成因、灾后救

援、灾后重建等灾害信息时空表达方面具有显著

优势，通过构建需求导向的制图知识规则库、数据

驱动的动态专题符号库、订单式制图的用户地图

空间，可以实现灾害专题地图个性化、知识化快速

设计生产［１９－２０］。

５）智能模型分析。模型是分析灾害环境的有

效工具，采用基于灾害链的多灾种模型耦合、异构

灾害模型群的智能化聚合管理、应急语义驱动的

模型自主化服务方法，动态整合各个单一的分布

式异构模型库，自动推理灾害的全过程，实现面向

复杂灾害场景时对模型群内各模型的智能化调用

和统一计算［２１－２２］。

６）智能决策服务。决策服务通过利用灾情态

势感知信息接入与可视化、减灾模型推演智能、应
急预案智能匹配及在线协商、知识个性化推送、社
交媒体灾害信息主题服务等智能信息化技术，从

海量数据中分析出有用的信息，帮助决策者做出

科学决策。

图３　减灾智能服务技术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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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综合是减灾服务的本质

减灾服务已经从应对单一灾种向综合减灾转

变，综合强调对各种突发事件及其全过程进行整

体对待、全面研究、集成处理，主要体现在多源信

息资源综合、灾害模型分析综合、跨部门减灾业务

综合、多层次减灾应用综合。多源信息资源综合

是提高一体化综合减灾智能服务数据广度、深度

的重要突破点，进行多态灾情信息综合集成、多尺

度空间信息综合集成、灾情信息与空间信息整合，

能够有效地进行数据的快速归类和存档，同时为

减灾服务提供基础灾害数据支持。灾害模型分析

综合利用灾害链分析传导机制，对洪水、地震等专

业模型进行动态整合，形成多灾种协同处理耦合

机制，支持模型按需调用与动态聚合。跨部门减

灾业务综合通过多部门灾害业务协同、多部门会

商决策实现跨部门减灾业务的综合。多层次减灾

应用综合是从国家、部门和地方等多个层次及不

同应用场景建立减灾服务应用系统，实现一体化、

全流程综合减灾智能服务。

３．３　一体是减灾服务的根本

一体将多个原来相互独立的资源通过整合提

供在同一体系下彼此包容、相互合作、共同协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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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一体化减灾服务主要围绕室内外定位一体

化、减 灾 服 务 流 程 一 体 化、软 硬 件 装 备 一 体 化 展

开。在常用定位方式不受干扰的情况下，一体化

室内外定位集成以北斗为主的全球导航卫星系统

（ｇｌｏｂａｌ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ｓｙｓｔｅｍ，ＧＮＳＳ）、超

宽带（ｕｌｔｒａ　ｗｉｄｅ　ｂａｎｄ，ＵＷＢ）、蓝牙（ｂｌｕｅｔｏｏｔｈ）、
无线 网（ＷｉＦｉ）、惯 性 测 量（ｉｎｅｒｔｉ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ｕｎｉｔ，ＩＭＵ）等手段实现在强信号、弱信号和无信

号场景中定位；在断电、多障碍、高温浓烟等复杂环

境下，一体化室内外定位则通过兼容北斗 为 主 的

ＧＮＳＳ／伪卫星／ＵＷＢ的定位基站快速组网实现无

缝定位。减灾服务流程一体化体现在建立涵盖室

内外高精度定位、多源数据融合、建模可视化、制图

表达、决策分析、智能服务全流程的综合减灾智能

服务系统，支持应急救援指挥、灾害现场三维场景

可视化、应急人员装备位置信息实时获取、跨媒介

智能服务等功能，打造全流程综合减灾智能服务模

式。软硬件装备一体化要求应急定位终端、应急定

位组网系统、一体化综合减灾智能服务系统深度集

成，有效解决系统之间的互连和互操作问题。

３．４　精准是减灾服务的要求

精准的信息是综合减灾的第一道防 线，精 准

减灾服务针对不同突发事件和灾害环境、服务对

象，提供空间位置上准确、内容上精细的服务。室

内外一体化定位集成北斗网、通信网、互联网和传

感网等多种信息载体，建立多定位系统协同平台

进行数据的传输、收集和管理，专用数据采集终端

室内外动态定位精度优于１ｍ。利用摄影测量技

术、多传感器测量技术、工程数据空间建模方法对

室内 计 算 机 辅 助 设 计（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ａｉｄｅｄ　ｄｅｓｉｇｎ，

ＣＡＤ）工程 数 据、室 内 高 精 度 定 位 数 据 进 行 一 体

化融合，采用室内外空间信息传递、多层次图形结

构整合等技术，实现建筑物室内外数据融合精度

优于０．５ｍ。通 过 服 务 关 系 统 计 计 算、服 务 分 组

和服务映射，实现服务关系统计学习、服务粗分和

服务细分，然后针对政府决策、现场指挥和人民群

众等不同用户的需求推送不同粒度的服务内容，
形成多粒度服务与不同用户需求的精确匹配，实

现个性化主动服务。

３．５　快速是减灾服务的关键

快速是减灾服务的基本保障，目的是 在 突 发

事件发生时能够快速做出应急响应并在第一时间

提供灾情信息服务。定位解算系统响应时间应少

于２００ｍｓ，应 急 定 位 基 站 快 速 组 网 时 间 应 少 于

５ｍｉｎ，可为救援人员提供基站位 置 初 始 值，从 而

对在复杂灾害情况下实现精准化救援具有重要的

意义。在各类灾情信息整合及标准化处理后，建

立灾害场景实时图谱用于厘清灾害场景对象以及

灾害场景数据，并进行灾害场景数据的优化取舍，
进而实现多源数据的融合建模与适宜性表达，实

现灾害场景 融 合 建 模 时 间 应 少 于２０ｍｉｎ。通 过

数据配置和管理以及专题页面的布局、生成、展示

等，并以专题方式发布出去，从而为用户提供针对

性的综合减灾信息服务，服务系统灾后服务构建

时间应少于３０ｍｉｎ。

３．６　高新是减灾服务的趋势

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整体进步，减灾 服 务 的

理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采用新技术、新方法、新

材料、新思路，以新手段、新模式提供高新服务是

防灾减灾的发展趋势。在地图表达方面，利用３Ｄ
打印技术，快速制作灾情３Ｄ地图，直观展示受灾

现场情况，为灾害应急管理提供工作底图，同时制

图介质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纸张和电子屏幕，可以

是防火防水的新型柔性材料。在人机交互方面，
使用智能语音导航、３Ｄ有机发光二极管（ｏｒｇａｎｉｃ
ｌｉｇｈｔ－ｅｍｉｔｔｉｎｇ　ｄｉｏｄｅ，ＯＬＥＤ）虚 拟 显 示 技 术 以 及

增强现实装备等增强复杂灾害场景中虚拟现实的

身临其境和互动环境。在计算模式方面，在断电、
断网等 灾 害 应 急 情 况 下，个 人 计 算 机（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ＰＣ）、手 机、定 位 终 端、智 能 穿 戴 设 备

等通过雾计算、边缘计算等近端云计算模式实现

近距离的计算和存储管理等任务。在服务方式方

面，采用ＰＣ服 务 系 统、手 机 应 用 程 序、微 信 小 程

序等多种形式，面向浏览型、分析型、决策型等不

同类型用户提供多样化服务。

４　一体化综合减灾智能服务支撑技

术

　　大数据、云计算的出现，物联网技术的产生，
人工智能方法的拓展，有可能为减灾服务的智能、
综合、一体、精 准、快 速、高 新 提 供 新 的 途 径。如

图４所示，一体 化 综 合 减 灾 智 能 服 务 在 测 绘 地 理

信息技术的基础上有机融合公共安全、人工智能、
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网，实现对应急场景的智能

感知、分析、计算、控制、反馈和实时服务，使防灾

减灾更高效、更科学［２３－２６］。

１）测绘地理信息技术。利用遥感技术、地理

信息系统技术、全球定位系统／中国北斗卫星导航

系统（ＢｅｉＤｏｕ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ｓｙｓｔｅｍ，ＢＤＳ）
技术等实现对灾害的灾前早期预警预报、防灾救

灾预案制订，灾害发生过程中的灾害实时监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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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损失快速评估，减灾抗灾的应急指挥调度、辅助

决策等。在这些过程中，测绘地理信息技术可以

实现对灾害过程的实时监测，从而为各级部门的

指挥调度、快速响应、联合行动提供可靠的依据。

图４　一体化综合减灾智能服务支撑技术

Ｆｉｇ．４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２）公共 安 全 技 术。公 共 安 全 技 术 研 究 从 致

灾因子到成灾的孕育、发生、发展、突变及演化过

程的动力学机理和规律，分析致灾因子的特性、灾
害作用类型、灾害强度和时空规律等，进而实现对

复杂突发灾害发生发展的科学预测。从分析致灾

因子的特性、灾害作用类型和规律等方面，实现对

复杂突发灾害的科学管理。

３）人工 智 能 技 术。人 工 智 能 能 够 以 人 类 不

可比拟的精度、速度完成工作，要利用其研究公共

安全等事件的演变规律，以此增强防控工作。利

用人工智能深度学习、自我更新的原理，深入挖掘

公共安全事件等产生演变规律，并根据其特征构

建数据研判模型，增强减灾工作的精准性、时效性。

４）大数据技术。大数据将是挖掘信息和知识

的一个宝藏。大数据技术主要包括大数据存储技

术、大数据计算技术和大数据应用技术，可以为灾情

数据分析、挖掘和灾害预报预警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撑。

５）云计算技术。云计算技术可以提供统一且

强大灵活的计算环境和硬件资源，而高性能的计

算能力也是防灾研究以及建立灾害监测、预警、评
估模型的基础，可以很大程度上释放计算资源的

潜力，挖掘有效信息，提高解决复杂空间灾情信息

分析和处理的能力。

６）物联网技术。物联网技术的产生 能 快 速、

实时地对灾害现场人文和自然地理要素进行高密

度的监测，提供多要素、连续的时间和空间数据体

系，实现人与人、人与装备、装备与装备的互联互

通，更好地感知灾情。

５　一体化综合减灾智能服务系统初探

以地 震、洪 水、地 质 灾 害、城 镇 火 灾、交 通 事

故、建筑物倒塌等６类灾害为研究对象，一体化综

合减灾智能服务原型系统采用统一标准下基于微

服务的松耦合系统架构体系，能够更好地实现异

构系统的集成、应急装备定位及传感数据实时接

入与存储、相关资源的整合，结合态势感知与跨媒

介一体化展示技术实现灾害现场三维场景增强可

视化，实现多类型应急装备、救援人员、重大场景

的三维空间标定与联动可视化，为应急救援决策、

指挥调度、信息发布提供支持全空间定位、异构融

合、场景可视化、模型计算和推演下的基础的综合

减灾智能服务架构。同时，根据不同的业务需要，

可以快速定制不同的应急减灾应用，满足不同行

业、地域、部门的多方面需求，为示范应用的开展

提供快速的功能定制。

图５给出了一体化综合减灾智能服务原型系

统的主要功能图示，图５（ａ）展示了室内外高精度

人员、车辆及装备定位模块，实现了定位装备的软

硬件一体化以及各种室内外高精度定位手段的自

适应切换；图５（ｂ）展示了三维场景建模及可视化

表达模块，实现了应急灾害场景的快速建模与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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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动态模拟与分 析、增 强 表 达 与 探 索 等；图５（ｃ）
展示了灾害模型的空间分析及推演模块，实现了

多类型灾害模型的集成联动、按需调用与动态聚

合，形成了以任务为导向、应急语义驱动的灾害模

型分析服务。图５（ｄ）展 示 了 综 合 减 灾 智 能 服 务

模块，包括快速自适应制图服务、知识图谱服务和

主动推送服务等。快速自适应制图功能利用形式

多样、内涵丰富的应急制图知识规则集，并与工程

化的参与式制图引擎动态匹配，实现灾害地图的

快速制 作。灾 害 知 识 图 谱 和 主 动 推 送 服 务 对 地

震、火灾、交通事故、洪涝、建筑物倒塌、地质灾害

等典型灾害进行本体构建和知识图谱表 达，并根

据灾害的事件背景、类型、规模、地点、事件、发展态

势等具体情境信息进行分层次分类别的信息推送。

图５　一体化综合减灾智能服务系统功能

Ｆｉｇ．５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６　结　语

减灾服务是应急测绘和灾害研究的重要组成

部分，本文从测绘地理信息视角，对一体化综合减

灾智能服务顶层设计进行了思考。本文提炼了一

体化综合减灾智能服务的概念及内涵，提出了一

体化综合减灾智能服务的总体架构，围绕减灾服

务智能、综合、一体、精准、快速和高新等特征，系

统阐述了一体化综合减灾智能服务的技术内容，
分析了一体化综合减灾智能服务的支撑技术，并

介绍了一体化综合减灾智能服务原型系统，以推

动综合减灾智能服务技术的开发应用，全面提升

中国应急测绘保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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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１）：１４－１５（郑 功 成．切 实 贯 彻 实 施《国 家 综 合

防灾减灾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Ｊ］．中国减灾，２０１７
（１）：１４－１５）

［４］　Ｆａｒａｊ　Ｓ，Ｘｉａｏ　Ｙ．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ａｓｔ－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ｒ－

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Ｊ］．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６，５２（８）：

６５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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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１５５－１　１６９
［５］　Ｍａｒｔｉｎｉｓ　Ｓ，Ｋｅｒｓｔｅｎ　Ｊ，Ｔｗｅｌｅ　Ａ．Ａ　Ｆｕｌｌｙ　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

ＴｅｒｒａＳＡＲ－Ｘ　Ｂａｓｅｄ　Ｆｌｏｏ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Ｊ］．ＩＳＰＲＳ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２０１５，１０４：２０３－２１２
［６］　Ａｊｍａｒ　Ａ，Ｂｏｃｃａｒｄｏ　Ｐ，Ｄｉｓａｂａｔｏ　Ｆ，ｅｔ　ａｌ．Ｒａｐｉｄ

Ｍａｐｐｉｎｇ：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　Ｒｏｌ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
ｔｉｅｓ［Ｊ］．Ｒｅｎｄｉｃｏｎｔｉ　Ｌｉｎｃｅｉ，２０１５，２６（１）：６３－７３

［７］　Ｌｉ　Ｄｅｒｅｎ，Ｗａｎｇ　Ｍｉ，Ｓｈｅｎ　Ｘｉｎ，ｅｔ　ａｌ．Ｆｒｏｍ　Ｅａｒｔｈ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ｔｏ　Ｅａｒｔｈ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Ｂｒａｉｎ［Ｊ］．

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７，４２（２）：１４３－１４９（李 德 仁，王 密，沈

欣，等．从对地观 测 卫 星 到 对 地 观 测 脑［Ｊ］．武 汉 大

学学报·信息科学版，２０１７，４２（２）：１４３－１４９）

［８］　Ｇａｓｐａｒｉｎｉ　Ｐ，Ｍａｎｆｒｅｄｉ　Ｇ，Ｚｓｃｈａｕ　Ｊ．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Ｅａｒｌｙ　Ｗａｒｎ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Ｍ］．Ｂｅｒｌ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７
［９］　Ａｌｌｅｎ　Ｒ　Ｍ，Ｇａｓｐａｒｉｎｉ　Ｐ，Ｋａｍｉｇａｉｃｈｉ　Ｏ，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Ｅａｒｌｙ　Ｗａｒｎｉｎｇ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ｏｒｙ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Ｊ］．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
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０９，８０（５）：６８２－６９３

［１０］Ｊｅｏｎ　Ｈ　Ｉ，Ｋｉｍ　Ｙ．ＢＯＰ（Ｂｅａｃｏｎ－Ｏｎｌｙ　Ｐｅｒｉｏｄ）ａｎｄ

Ｂｅａｃｏｎ　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　ｆｏｒ　ＭＥＵ （Ｍｅｓｈ－Ｅｎａｂｌｅｄ　ＵＳＮ）

Ｄｅｖｉｃｅｓ［Ｃ］．Ｔｈｅ　９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ｎｏｅｎｉｘ

Ｐａｒｋ，Ｋｏｒｅａ，２００７
［１１］Ｊａｎｇ　Ｍ，Ｓｕｈ　Ｓ　Ｔ．Ｕ－ｃｉｔｙ：Ｎｅｗ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ｉｎ　Ｋｏｒｅａ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ｅｒｖａ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Ｕｂｉｑｕｉ－
ｔｏｕｓ　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Ｇｅ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０
［１２］Ｃｈｅｎ　Ｒｕｉｚｈｉ，Ｃｈｅｎ　Ｌｉａｎｇ．Ｉｎｄｏｏｒ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Ｓｍａｒｔｐｈｏｎｅｓ：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Ａｒ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ｌ－
ｌｅｎｇｅｓ［Ｊ］．Ａｃｔａ　Ｇｅｏｄａｅｔｉｃａ　ｅｔ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　Ｓｉｎｉ－
ｃａ，２０１７，４６（１０）：１　３１６－１　３２６（陈锐志，陈亮．基于

智能手机 的 室 内 定 位 技 术 的 发 展 现 状 和 挑 战［Ｊ］．
测绘学报，２０１７，４６（１０）：１　３１６－１　３２６）

［１３］Ｈａｎ　Ｈ，Ｗａｎｇ　Ｊ．Ｒｏｂｕｓｔ　ＧＰＳ／ＢＤＳ／ＩＮＳ　Ｔｉｇｈｔｌｙ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ｆｏｒ　Ｌｏｎｇ－Ｒａｎｇｅ　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Ｊ］．ＧＰＳ　Ｓｏ－
ｌｕ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７，２１（３）：１　２８５－１　２９９

［１４］Ｙｕ　Ｈ，Ｗａｎｇ　Ｊ，Ｗａｎｇ　Ｂ，ｅｔ　ａｌ．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Ｔｏｔａｌ

Ｋａｌｍａｎ　Ｆｉｌｔｅｒ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ｏｆ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Ｅｒ－
ｒｏｒｓ－ｉｎ－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Ｍｏｄｅｌ　ｗｉｔｈ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Ｉｎｄｏｏｒ

Ｍｏｂｉｌｅ　Ｒｏｂｏ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Ｊ］．Ａｃｔａ　Ｇｅｏｄａｅｔｉｃａ　ｅｔ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２０１８，５３（１）：１０７－１２３
［１５］Ｚｈｕ　Ｑｉｎｇ，Ｈａｎ　Ｈｕｉｐｅｎｇ，Ｙｕ　Ｊｉｅ，ｅｔ　ａｌ．Ｍｕｌｔｉ－ｏｂ－

ｊｅｃｔｉｖ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ＵＡＶ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Ｊ］．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７，４２（１１）：１　６０８－１　６１５（朱庆，韩会

鹏，于杰，等．应急测绘无人机资源多目标优化调度

方法［Ｊ］．武 汉 大 学 学 报·信 息 科 学 版，２０１７，４２
（１１）：１　６０８－１　６１５）

［１６］Ｌｉｕ　Ｍ，Ｚｈｕ　Ｊ，Ｚｈｕ　Ｑ，ｅｔ　ａｌ．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ｉｍｕ－
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Ｄａｍ－ｆａｉｌｕｒｅ

Ｆｌｏｏｄ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ｆｏｒ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８，１１（２）：１７９－１９４

［１７］Ｚｈａｎｇ　Ｈ，Ｚｈｕ　Ｊ，Ｚｈｕ　Ｑ，ｅｔ　ａｌ．Ａ　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Ｂａｓｅ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Ｒｅｕｓ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　Ｍｕｌｔｉｔｙｐｅ

３ＤＲａｉｌｗａｙ　Ｓｃｅｎｅ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ａｒｔｈ，２０１８，１１（２）：１７９－１９４

［１８］Ｑｉｕ　Ｌ，Ｄｕ　Ｚ，Ｚｈｕ　Ｑ，ｅｔ　ａｌ．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Ｆｌｏｏ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Ｌｉｎｋ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
ｔ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Ｄａｔａ［Ｊ］．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２０１７，９１：１１１－１２６

［１９］Ｇｕｏ　Ｒｅｎｚｈｏｎｇ，Ｙｉｎｇ　Ｓｈｅｎ．Ｔｈｅ　Ｒｅｊｕｖｅ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　ＩＣＴ　Ｅｒａ［Ｊ］．Ａｃｔａ　Ｇｅｏｄａｅｔｉｃａ　ｅｔ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７，４６（１０）：１　２７４－１　２８３
（郭仁忠，应申．论ＩＣＴ时 代 的 地 图 学 复 兴［Ｊ］．测

绘学报，２０１７，４６（１０）：１　２７４－１　２８３）

［２０］Ｗｕ　Ｆａｎｇ，Ｇｏｎｇ　Ｘｉａｎｙｏｎｇ，Ｄｕ　Ｊｉａｗｅｉ．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　Ｍａｐ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
ｚａｔｉｏｎ［Ｊ］．Ａｃｔａ　Ｇｅｏｄａｅｔｉｃａ　ｅｔ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　Ｓｉｎｉ－
ｃａ，２０１７，４６（１０）：１　６４５－１　６６４（武芳，巩现勇，杜佳

威．地图制图 综 合 回 顾 与 前 望［Ｊ］．测 绘 学 报，２０１７，

４６（１０）：１　６４５－１　６６４）

［２１］Ｌｉ　Ｚ，Ｗａｎｇ　Ｆ，Ｚｈｅｎｇ　Ｘ，ｅｔ　ａｌ．Ｇ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ｏｆ　Ｆｉｒｅ　Ｓｐｒｅａｄ　ｗｉｔｈ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Ｃｅｌｌｕ－
ｌａｒ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Ｃ］．Ｔｈｅ　３ｒｄ　ＡＣＭ　ＳＩＧＳＰＡ－
Ｔ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ｏｎ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ＧＩＳ　ｉｎ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Ｒｅｄｏｎｄｏ　Ｂｅａｃｈ，Ｃａｌｉｆｏｒ－
ｎｉａ，ＵＳＡ，２０１７

［２２］Ｌｉ　Ｚ，Ｗａｎｇ　Ｆ，Ｚｈｅｎｇ　Ｘ，ｅｔ　ａｌ．Ｇ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ｏｆ　Ｆｉｒｅ　Ｓｐｒｅａｄ　ｗｉｔｈ　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Ｃ］．Ｔｈｅ　２５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Ｇｅ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Ｂｕｆｆａｌｏ，ＮＹ，ＵＳＡ，２０１７
［２３］Ｗａｎｇ　Ｙａｎｄｏｎｇ，Ｌｉ　Ｈａｏ，Ｗａｎｇ　Ｔｅｎｇ，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Ｍｉ－

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ｕｄｄｅｎ

Ｅｖｅｎｔ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Ｊ］．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６，４１
（３）：２９０－２９７（王艳东，李昊，王腾，等．基 于 社 交 媒

体的突发事件应急信息挖掘与分析［Ｊ］．武汉大学学

报獉信息科学版，２０１６，４１（３）：２９０－２９７）

［２４］Ｆａｎ　Ｙｉｄ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ａｔａ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
ｎｉｓｍ　ｆｏｒ　Ｍａｊｏｒ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Ｒｅ－
ｓｐｏｎｓｅ［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４（范 一 大．
重大自然灾 害 应 急 空 间 数 据 共 享 机 制 研 究［Ｍ］．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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