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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前日新月异的数字化浪潮中，各行各业都在积极拥抱新技术，推动业务流程的数字化转
型。这些变革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同时也孕育了新的风险和挑战。尤其是在突发事件或紧急情
况下，原有的数字化系统可能会受到干扰或瘫痪，这不仅影响应急响应，也可能阻碍灾后的快速恢复。
因此，构建一个强大、高效的应急通信保障体系，已经成为数字化转型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本文
将从数字化背景出发，系统探讨应急通信保障体系的构建与评估，旨在为相关从业者提供有价值的参
考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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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urrent rapidly changing digital wave，various industries are actively embracing new 
technologies and promot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business processes.These changes have brought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ies ， but at the same time ， they have also given birth to new risks and 
challenges.Especially in the event of a sudden incident or emergency，the existing digital system may be 
disrupted or paralyzed，which not only affects emergency response but may also hinder rapid recovery after the 
disaster.Therefore，building a strong and efficient emergency communication support system has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rocess.This article will start from the digital background and 
systematically explore the construction and evaluation of emergency communication support system，aiming to 
provide valuable reference and inspiration for relevant practitio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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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前，我们正处于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时期，各行各业都在

积极拥抱新技术，推动业务流程的数字化升级。然而，这种数

字化的进程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和风险。在突发事件或紧急情况

下，原有的数字化系统可能会受到干扰或瘫痪，从而影响应急

响应和灾后恢复。因此，构建一个强有力的应急通信保障体系，

显得尤为重要。应急通信保障体系的建设，需要结合数字化转

型的大背景。首先，要充分利用物联网、5G、卫星通信等新兴

技术，打造灵活、自适应的通信网络，确保在紧急情况下快速

部署和恢复。其次，要构建数据中心、云计算等基础设施的冗

余备份机制，确保关键信息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再次，要建立

与政府部门、企业单位的协同应急机制，提高整体的应急响应

能力。应急通信保障体系的建设，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

是一个涉及组织管理、制度建设的系统工程。一方面，需要制

定完善的应急预案和响应机制，明确各方职责分工；另一方面，

还要加强相关人员的培训演练，提高应急处置的熟练度。只有

这样，才能确保应急通信保障体系在紧急事件中真正发挥作

用，为数字化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1.数字化转型对应急通信的新需求 
1.1 实时数据采集与分析 

在应急通信中，实时数据的采集与分析变得至关重要。数

字化转型带来了先进的传感器技术和物联网（IoT）设备，这

些设备能够在灾难发生的第一时间获取现场信息。例如，在地

震、洪水等自然灾害中，传感器可以实时监测地质变化和水位

上升情况，并通过无线网络将数据传输到指挥中心。这种实时

数据的获取与传输，使得应急响应团队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制定

有效的应对措施。此外，结合大数据分析技术，这些实时数据

还可以通过历史数据和模式识别，预测灾害的发展趋势，优化

资源的分配与调度，从而提高应急响应的效率和准确性。 

1.2 高效的信息共享与协同 

应急通信的另一个新需求是高效的信息共享与协同操作。

数字化转型促使各类应急响应部门之间的沟通更加顺畅。通过

云计算和协同工作平台，不同的应急组织可以在一个统一的系

统上共享信息和资源。例如，消防部门、医疗救援队和警察部

门可以通过共享平台实时了解彼此的行动计划和资源状况，从

而避免信息孤岛和资源浪费。基于数字化的协同工具，如视频

会议、实时聊天和移动应用，使得应急指挥部与前线工作人员

之间的沟通更加便捷，决策更加迅速。这种高效的信息共享与

协同操作，不仅提升了应急响应的整体效率，也增强了不同部

门之间的合作，形成了更为紧密的应急网络。 

1.3 增强的网络安全与数据保护 

随着数字化转型的深入，应急通信系统的网络安全与数据

保护需求也变得尤为重要。应急通信系统包含大量敏感信息，

包括灾害现场情况、人员位置和救援计划等，一旦这些信息被

恶意攻击者获取或篡改，将会导致严重后果。数字化转型带来

的网络安全技术，如区块链、加密技术和人工智能，能够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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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应急通信系统的安全。例如，区块链技术可以确保数据的

不可篡改性，提供透明和可信的记录；加密技术则可以保护数

据在传输过程中的机密性，防止信息泄漏。此外，人工智能技

术可以通过实时监测网络流量，识别潜在的安全威胁，并及时

采取措施加以防范。这些增强的网络安全与数据保护手段，确

保了应急通信系统的稳定运行，保障了应急响应的有效性和安

全性。 

2.应急通信保障体系的技术架构 
2.1 多层次网络架构 

应急通信保障体系的技术架构首先依赖于多层次网络架

构的建立。这种架构通常包括核心网络、接入网络和终端网络

三个层次。核心网络是整个应急通信系统的中枢，负责数据的

高速传输和处理；接入网络则连接核心网络与各类终端设备，

如现场传感器、移动通信设备和应急指挥中心；终端网络则由

各种应急响应设备组成，如卫星电话、对讲机和无人机等。通

过这种多层次的网络架构，可以确保在各种复杂环境下实现稳

定、高效的通信。一方面，核心网络可以利用光纤、微波等技

术实现大容量数据传输；另一方面，接入网络和终端网络可以

灵活适应现场环境的变化，通过无线通信、卫星通信等多种手

段提供可靠的连接。这种多层次网络架构不仅增强了整个系统

的鲁棒性，还提高了应急响应的灵活性和可靠性。 

2.2 分布式数据处理与存储 

在应急通信保障体系中，分布式数据处理与存储技术起着

关键作用。应急事件往往涉及大量实时数据的采集、传输和分

析，如灾害现场视频、传感器数据和人员位置信息等。传统的

集中式数据处理方式难以满足这种高频率、高容量的数据需

求。分布式数据处理与存储技术通过在各个节点之间分散数据

处理任务，极大地提高了系统的处理能力和响应速度。例如，

边缘计算技术可以将数据处理任务下放到靠近数据源的边缘

节点，从而减少数据传输的延迟，提升实时性。同时，分布式

存储技术通过在多个节点之间复制和分散存储数据，提高了数

据的可用性和容错能力。这些技术的应用，使得应急通信系统

能够在极端情况下依然保持高效、稳定的运行，确保应急响应

的信息流通畅通无阻。 

2.3 智能化应急指挥系统 

随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智能化应急指挥系统

成为应急通信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智能化应急指挥系统

利用自动化技术和智能算法，对大量应急数据进行分析和处

理，从而辅助决策和指挥。例如，通过人工智能算法，可以对

灾害现场的实时视频进行分析，识别出关键场景和变化趋势，

提供精准的决策支持。此外，大数据分析技术可以通过对历史

应急数据的挖掘，预测灾害的发展趋势和影响范围，优化资源

调度和应急方案制定。这种智能化的指挥系统不仅提高了应急

响应的效率和准确性，还减轻了指挥人员的工作负担，使其能

够更专注于高层次的决策和协调工作。总之，智能化应急指挥

系统的引入，为应急通信保障体系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智慧，显

著提升了其整体应对能力。 

3.应急通信保障体系的组织管理 
3.1 多部门协同与统一指挥 

应急通信保障体系的组织管理首先注重多部门协同与统

一指挥。在应急事件中，涉及多个部门和机构的协作，包括公

安、消防、医疗、交通等各个领域。为了确保信息传递的高效

和应急响应的迅速，必须建立起一个统一的指挥机制。统一指

挥中心通常由政府的应急管理部门牵头，负责协调各个部门的

资源和行动计划。在统一指挥下，各部门可以通过共享平台和

协同工作系统实时交换信息，避免信息孤岛和重复操作。此外，

统一指挥中心还需要制定明确的应急预案和指挥流程，确保在

应急事件发生时，各部门能够迅速进入状态，按照既定的步骤

开展工作。这种多部门协同与统一指挥的模式，不仅提高了应

急通信的效率和准确性，也增强了各部门之间的协作能力和整

体应急响应水平。 

3.2 专业化培训与演练 

应急通信保障体系的有效运行离不开专业化培训与演练。

应急事件往往突发且复杂，对应急人员的专业素质和应对能力

提出了高要求。为此，各级应急管理部门需要定期组织专业化

培训，内容涵盖应急通信设备的操作、应急预案的实施、应急

通信系统的维护等方面。这些培训不仅针对一线应急人员，还

包括指挥中心的管理人员，确保各个层次的人员都具备相应的

知识和技能。此外，定期的应急演练也是必不可少的。通过模

拟各种应急场景，检验和完善应急预案，锻炼应急队伍的实战

能力。例如，可以模拟自然灾害、突发事故等场景，测试应急

通信系统的稳定性和应急指挥机制的有效性。通过这些专业化

的培训与演练，确保应急通信保障体系在实际应用中能够高

效、稳健地运行。 

3.3 制度化管理与持续改进 

应急通信保障体系的组织管理还需要制度化管理与持续

改进。制度化管理是确保应急通信系统规范运行的基础。各级

应急管理部门应制定详细的管理制度和操作规范，包括设备的

使用与维护、信息的传递与处理、人员的职责与分工等。这些

制度需要明确各个环节的标准和要求，确保应急通信体系的各

个部分都能有序、协调地运作。同时，应急通信保障体系还需

要建立持续改进机制。应急事件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应急

通信体系必须不断发展和完善。通过定期的评估和反馈，识别

系统运行中的问题和不足，及时进行调整和优化。例如，可以

通过事后总结和分析，发现应急响应中的薄弱环节，并采取针

对性的改进措施。这样，制度化管理与持续改进相结合，能够

不断提升应急通信保障体系的整体水平和应对能力。 

4.应急通信保障体系的评估体系 
应急通信保障体系的评估体系是确保该体系高效运作、及

时响应和不断优化的关键。一个完善的评估体系应包含多维度

的评价标准、科学的评估方法和持续改进的机制，以全面衡量

应急通信保障体系的综合能力和实际绩效。评估体系需要明确

多维度的评价标准。这些标准应涵盖应急通信保障的各个方

面，包括通信设备的性能与可靠性、网络覆盖与稳定性、信息

传递的准确性与及时性、以及人员的响应速度与协同能力。例

如，通过对通信设备的性能测试，可以评估其在各种极端条件

下的工作表现；通过对网络覆盖范围的测量，可以确保在灾害

现场的任何位置都能保持稳定的通信连接。此外，信息传递的

准确性和及时性可以通过数据包的丢失率、延迟时间等指标进

行量化评估，而人员响应速度和协同能力则可以通过模拟演练

和实际案例分析进行评估。其次，科学的评估方法是评估体系

的核心。为了保证评估结果的客观性和准确性，评估方法应包

括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定量分析通过具体的数据和指

标进行测量和计算，例如设备故障率、通信延迟时间等；定性

分析则通过专家评审、现场观察和用户反馈等方式，对系统的

运行状况和人员的表现进行综合评价。此外，评估方法还应包

括对比分析，通过将评估对象与既定标准或历史数据进行对

比，发现差距和不足，从而为改进提供依据。最后，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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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评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评估的最终目的是发现问题和

改进不足，因此评估体系必须建立起有效的反馈机制和改进

流程。通过定期的评估和总结，识别应急通信保障体系中的

薄弱环节，并制定相应的改进措施。可以根据评估结果调整

设备配置、优化网络架构、提升人员培训水平等。同时，评

估体系还应具备动态调整的能力，根据应急环境和需求的变

化，及时更新评估标准和方法，确保评估体系始终具有前瞻

性和适应性。 

5.应急通信保障体系的未来发展方向 
未来，应急通信保障体系的发展将聚焦于智能化、集成化

和可持续化。随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迅猛发展，智能化

应急通信将成为主流。智能感知、数据分析和决策支持系统将

大幅提升应急响应的效率和精确度。例如，AI 驱动的灾害预测

和实时数据分析系统可以提前预警，并提供动态应急方案。集

成化是另一个重要方向。未来的应急通信体系将更加注重不同

通信技术和设备的无缝整合，包括卫星通信、5G 网络、物联网

等。通过集成化平台，所有应急响应部门和设备可以实现实时

互联互通，确保信息传递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可持续化发展也

是关键。随着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频率的增加，应急通信系统

需要具备更高的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性。绿色能源、低功耗设

备和可再生资源的应用将成为趋势，以减少环境影响并提升系

统的长期可靠性。 

结语 
数字化背景下应急通信保障体系的构建与评估，已经成为

当前社会高度关注的重要议题。我们必须正视数字化转型带来

的新挑战，积极采取有效措施，筑牢应急通信的坚实防线。只

有这样，才能确保在突发事件中快速响应、高效处置，为数字

化转型注入坚强动力，为社会经济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参考文献] 
[1]基于大数据的电力数据应用分析[J].李红艳.电子技术，

2023（12） 
[2]企业安全生产电力大数据分析系统设计与应用研究[J].

李蓓；傅贤君；戚梦瑶.电脑知识与技术，2023（10） 
[3]挖掘电力数据资源服务防灾减灾——访应急管理部电力大

数据灾害监测预警重点实验室[J].冯双剑.中国应急管理，2022（05） 
[4]基于电力行业的大数据时代下元数据管理方法[J].胡

人卓.信息技术与信息化，2020（09） 
[5]试论地方应急管理人才培养能力建设——兼谈学院质

量文化构建[J].洪林；戴勇；潘铁石.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2（03） 

[6]风险社会视野下大学应急管理教育体系研究[J].鲍芳
修.科教导刊，2022（15） 

[7]应急管理体系数字化转型的技术框架和政策路径[J].
张伟东；高智杰；王超贤.中国工程科学，2021（04） 

上接第 232 页 
环保措施：根据施工现场实际情况，科学制定环保方案，

并定期进行现场巡查，做到工完场清，保持现场及施工区域周

边干净、整洁；管理人员应加强环保政策学习，积极向施工人

员宣传环保知识，并定期组织环保培训，提高施工人员环保意

识，形成优良的作业氛围，提高项目建设的环保效益。 

结语 
综上所述，SMA 沥青混凝土具有优良的抗变形能力和耐久

性能，将其用于沥青路面上面层施工能显著增强路面路用性

能，延长使用年限。实际施工应用时，应通过相关试验科学进

行配合比设计，以有效保证混合料性能。同时，应加强施工过

程管控，严格控制混合料拌和、摊铺、碾压各环节施工质量，

科学做好养护工作，从而有效提升 SMA 沥青混凝土路面施工质

量，保证公路安全稳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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