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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应急管理技术与系统》从技术与系统角度对现代应急管理进行分析阐述。
全书共12章，分为4部分。
前两章对现代应急管理的概念与现代应急技术进行了介绍；第3章至第7章对现代应急管理中的监测检
测技术、通信技术、3s技术、风险评估方法与技术、应急数据处理技术、事故调查分析方法与技术进
行了介绍；第8章至第11章讲述应急物流系统、应急决策支持系统、现代应急信息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应急协调系统设计，尤其强调了管理机制设计理论在应急信息系统中的应用；第12章是案例，从防洪
预测预警、地震遥感监测、煤矿安全、公共卫生应急防疫方面对行业应急平台进行了分析。

　　《现代应急管理技术与系统》可作为高等院校管理科学与工程、行政管理、公共管理、安全工程
等专业本科生、研究生的参考书，也可供从事应急管理及相关行业的人员参考，尤其适合于应急平台
的设计与开发人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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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任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政策模拟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河南大学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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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要求4）～6）都是对于物流技术和运输设备的要求。
另外，还有应急管理中的其他主体在应急响应过程中对于技术的需求，其中最主要的是突发事件的应
急响应主体。
7）突发事件是否还会连续发生，是否会导致其他次生事件的出现。
这就需要风险评估技术来基于当前的状况和发展趋势的分析进行科学的风险评估。
8）灾区的气象条件如何？
气象条件恶劣会对救援等造成更大的困难，所以需要从气象部门了解气象情况。
而气象部门的信息是在对卫星云图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获得的。
也就是说，气象条件的获取依赖于卫星技术和数据分析方法。
9）如果是地震、海啸之类的灾害事件，需要对当地的情况进行全面了解，而不是通过逐级上报和统
计分析来获得，后者实时性太差，无法支持即时决策。
若需要遥感数据，可以通过卫星或者遥感飞机得到。
10）当了解到灾害事件发生之后，就需要调集资源进行救援救助。
如果要了解所需资源以及相应的运输工具在哪里，就需要对资源进行定位，尤其是对可使用的车辆取
得定位数据，然后对接下来的调度安排进行决策。
在这里，地理信息技术和全球定位技术就可以获得最大限度的应用。
11）灾害事件形成的真正原因。
知道原因对于防范未来的突发事件很有价值，但是往往事故原因会隐藏在灾害造成的重大破坏之后，
很难获得，或者也有可能因为尺度过大而无法获得确属因果关系的信息，此时需要更为科学合理的事
故调查技术。
目前相对成熟的事故调查技术多集中于火灾、安全生产事故，对于食品安全、地震这样的大规模灾害
事件，调查或没有很规范的流程，或本身有难度。
l2）如果现场是危险区域或过于狭小，救援人员根本不应该或无法进入，此时可能会依赖于机器人的
力量，因此传感技术就是非常必要的。
13）前线指挥部如何与后方指挥中心更好地协同。
除了通信技术之外，还应该有相应的视频技术。
此外，对于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中的其他相关主体，也会对技术提出特殊的要求，比如媒体，就会对信
息的传播技术有特别高的要求。
另外，还会由应急主体产生对应急供电技术的特定要求，比如医院，如果面临手术或者婴儿对于暖箱
的需求，则没有应急供电技术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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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应急管理技术与系统》为现代应急管理理论、方法、应用、实践的平台化提供参考、对现代应
急通用系统的规划、设计与开发提供了思路与脉络、从应急监测检测延展到应急通信与基于3S的信息
获取技术、较系统地提出管理机制设计理论并初步讨论了应急中的应用、就典型行业区域领域应急系
统与平台的运行情况进行了分析、以风险分析和数据处理、决策支持为核心介绍了应急软技术、由常
用事故调查分析方法与技术的全面总结到经典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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