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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快速成型又群策群力的 
应急响应知识组织

在 2020 年这场应对突如其来的新冠战疫中，

针对突发性、不确定性、未知领域、复杂因素和

波及效应等新情形，方方面面都迫切需要有一个

或若干个能够快速启动、相对准确高效、又能释

放群策群力的知识组织，抑或信息类情报类的业

务群。公众和社会也需要这样的知识或信息平台，

提供及时可用的服务。

实际上，若是分别应对突发性事件，不确定

性任务，未知领域、复杂局面等单独挑战，人类

曾积累了大量经验和作法，有的还产生过理论化、

系统化的知识及应对模式。但若面对问题的叠加

和复杂化，并行应急反应一时间就缺少足够管用

的知识和方法。这就客观地需要那种“能够快速

成型又能群策群力”的高水准知识组织。当前要

实现快速成型、群策群力的知识组织，至少有三

类问题要克服解决：一是原有的经验知识在新场

景下快速升级。旧知识与新场景融合，很难做到

针对新问题快速调配。中国有过应对 SARS 的考

验，但那时的知识和经验针对新冠问题有的管用，

有的需要重新认知。二是解决问题更多的是靠专

业知识，而采取政策措施和媒体传播主要依赖通

识知识。但面对未知和问题叠加情形，两种知识

同时缺乏也叠加了。这需要更高水平的知识融合。

知识传导之间仅靠切换解决不了通与不通的问题。

三是知识共同体在快速消弥信息不对称方面可用

手段不多。比如佩戴口罩这一措施，有些国家花

了很大代价才获得一定的共识；再比如知识效用

的验证有路径、感知、标准等多方面差异，不是

短时间可以一致化的。虽然现有的信息化手段和

并行组织模式可以加速迭代，但在关键性知识 /

信息的权威和赋值获得方面，与迭代频率相关不

大。公开、透明是获取公众信任的有效途径，但

前提是相应的知识组织、信息准备以及获取要经

得起质疑和考验。

我国在此次应对新冠疫情的重大挑战中，在

快速构建知识组织能力方面也获得了较大的提升

和新的经验。我国同世界卫生组织（WHO）迅速

建立了知识共享渠道，许多临床医生直接同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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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通过视频等渠道分享最新的诊疗知识。我国

科学家率先对新冠病毒进行基因测序、研发相关

疫苗和药物并与世界分享研究成果。国内外众多

志愿者几乎同步将我国医生撰写的《新冠肺炎防

治手册》翻译成多种文字加以普及。国家卫健委

及时发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

并在两个月内更新了七版，其中传统中医疗法也

加入了快速迭代程序。同期，市场带来的信息沟

通，加速了防疫物资、器具、医疗设备产能的提升；

大数据应用积极助力传染调查和社区防控。我国

之所以能够快速控制疫情、把危害控制在较低范

围内，是因为我们在知识组织、信息共享、治理

应用方面做出了许多开创性的努力。当然，看到

疫情在某些国家持续蔓延，有的国家因新冠疫情

死亡人数超过十万，有的国家疫情还在持续恶化

当中，大家真正体会到了伯特兰·罗素所言的“对

人类命运痛彻肺腑的同情”；看到打消毒液应对

新冠等这类说法能占据宝贵的信息传播主频道、

以及不时涌动着的似是而非的知识、非一手的消

息，人们顿感正当的知识必须及时就位。不难得

出问题根源之一：科学地构建知识组织，负责任

地进行信息分享和引导对阻断疫情、战胜疫情非

常必要、非常关键。

本期《情报工程》共收录 11 篇文章。本期

围绕突发事件主题，分别从舆情数据分析、应急

指挥决策分析框架、评论集中的情报甄别等角度

提出了突发事件分析的新思路。有 2 篇论文探讨

了文本分析技术，讨论了在线健康信息搜寻行为

影响因素的元分析方法，比较了 LDA 与 BTM 

概率主题模型在科学主题抽取中的效果，为相关

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其他论文的

研究主题包含了多维多源创新资源集成平台应用

绩效评价、国家安全联合情报信息技术体系建设、

多国议会数据集及平台建设、数字阅读用户满意

度实证研究、中国航空航天技术研究发展态势研

究、医学院校有效专利分析等内容，丰富多样的

情报分析方法和应用实践案例尤为值得读者关注

和品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