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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意义 ] 水灾害应急决策过程中存在情报精准性不足、主体间协作沟通不畅等问题，究其原因，是贯穿在

应急决策全过程中的情报需求缺乏清晰性、准确性描述，导致有效决策靶向性不足。[ 方法 / 过程 ] 凸显情报需求在水

灾害应急情报体系全流程中的作用，通过识别水灾害情报需求，将决策任务细粒度化，构建水灾害突发事件任务模块库，

建立面向水灾害应急业务及主体的情报需求关联库，以有效应对水灾害突发事件。[ 结果 / 结论 ] 细粒度突发事件任务

模块库与情报需求关联库，是在事前建立、事中补充的，二者的共同作用可在应急决策时使情报需求识别实现快速、客观，

提高主体获取情报的精准性，促进应对策略的靶向性，提升决策有效性，最大限度降低水灾害导致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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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ere are problems of insufficient intelligence accuracy and poor collabo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among subjects in the process of water disaster emergency decision making, and the reasons for this are the 

lack of clarity and accuracy in describing the intelligence requirements throughout the process of emergency decision 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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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leads to insufficient targeting for effective decision making. [Methods/Processes] To highlight the role of intelligence 

requirements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water disaster emergency intelligence system, by identifying water disaster intelligence 

requirements, fine-grained the decision-making tasks, build a water disaster emergency task module library, and establish 

an intelligence requirements association library for water disaster emergency business and subjects to effectively respond to 

water disaster events. [Results/Conclusions] The fine-grained emergency event task module library and the intelligence needs 

association library are established beforehand and supplemented during the event, and the joint effect of the two can make rapid 

and objective identification of intelligence needs in emergency decision-making ,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the subject’s access to 

intelligence, promote the targeting of response strategies,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decision-making, and minimize the losses 

caused by water disasters.

Keywords: Water Disaster Emergencies; Intelligence Needs; Emergency Decision-making; Intelligence System

引言

近年来，我国国家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但自然灾害频发，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损失，

水灾害作为自然灾害的一种，包括了洪涝灾水

污染及其他灾害（泥石流等）等，它具有不可

避免、事态发展迅速、危害程度大等特点。从

2020 年 6 月江南华南等地暴雨洪涝灾害、7 月

份长江淮河流域特大暴雨洪涝灾害、8 月川渝

及陕甘滇严重暴雨洪涝灾害，到2021年的“7.20”

郑州特大暴雨、10 月陕西山西洪涝灾害，再到

2022 年 6 月上中旬珠江流域暴雨洪涝灾害、6

月闽赣湘三省暴雨洪涝灾害、7 月中旬四川暴

雨洪涝灾害、8 月上旬辽宁暴雨洪涝灾害，以

水灾害为代表的突发事件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

亡和财产损失。我国应急管理部公布的近三年

的全国十大灾害中，水灾害突发事件至少占到

4 起，水灾害突发事件的频繁发生，给社会和

人民造成了极大损失，对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

产生了极大影响。水利部部长李国英基于常年

的水旱灾害防御经验提出做好“四预”的要求，

即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加强关键期水文

监测预报，雨情水情险情预警信息直达一线，

各地区也建立了应对水灾害的应急处置方案。

但由于水灾害信息难以及时获取并有效识别，

应急决策的解释、帮助和预测能力难以发挥，

情报作为应急决策的基础支撑，在突发事件的

事前预警预防、事中处理处置、事后总结评估

三个阶段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情报需求”

这一要素在突发事件应急决策体系中的角色描

述、作用意义及现存问题尚未清晰体现或表达

不够确切，导致水灾害突发事件应急决策过程

中出现情报精确性不足、各主体间协作沟通不

顺畅等问题。通过构建水灾害突发事件应急决

策情报体系，加强情报体系构建过程中情报需

求的探讨，有助于实时控制和掌握水灾害突发

事件的各个阶段态势情况，方便及时有效地获

取关键信息资源、应急资源，这将对各大部门

的应急决策和处理结果产生重要影响。

基于此，本文将应急决策任务细粒度化，

构建水灾害突发事件任务模块库，并将情报需

求融入水灾害应急情报体系全流程中，强化水

灾害情报需求的识别，建立面向应急业务及主

体的情报需求关联库，使情报需求识别快速客

观，进而提升应急决策效率与质量，降低水灾

害带来的损失。

CONSTRUCTION OF INTELLIGENCE SYSTEM FOR EMERGENCY DECISION MAKING
IN WATER HAZARD EMERGENCIES DRIVEN BY INTELLIGENCE 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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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现状

1.1　情报需求研究现状

情报需求在应急决策中可以通过与决策人

员访谈、应急情景建模等方式来获得，随着大

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在应急决策领

域的广泛应用，众多学者借助现代技术从不同

视角、针对不同主体对情报需求的特征展开分

析，李纲和李阳 [1] 从情报视角出发，分析了突

发事件应急决策的情报需求，指出突发事件应

急决策的障碍，对情报视角下的突发事件应急

的决策目标进行了明确。Kontokosta 和 Malik[2]

指出在大数据环境下的突发事件应急，对决策

者有了更高的决策要求，提出将海量异构的数

据进行加工处理形成弹性指数，并应用到应急

管理决策系统之中。刘咏梅和吴宏伟 [3] 基于信

息用户理论视角，对政府决策信息需求的特征

和内容进行研究，提出新型智库机制建设的建

议；徐绪堪等 [4] 则对突发事件决策需求进行界

定与分类，从数据形式融合和特征融合的角度

实现决策需求的识别与组织，并基于事件情景

对决策需求进行跟踪和应对。由于应急决策主

体不同，情报需求研究也存在较大差异，魏扣

等 [5] 根据政府的决策过程、决策范围和决策类

型，从内容、功能、性能三个方面进行档案知

识库的需求分析。叶光辉和李纲 [6] 在分析突发

事件各个阶段以及不同主体的特征和情报需求

的基础上，构建了情报需求分析框架，对主体

间的情报流动进行解释，并阐述了决策需求满

意度的评估过程。王曰芬 [7] 从政府的决策需求

出发，构建了基于本体的舆情信息语义框架。

在情报需求模型构建方面，郭路生等 [8] 构建了

应急情报需求分析模型，使用领域分析方法分

析应急情报需求，并利用本体对需求知识进行

实例化描述，形成情报需求知识库，并实现应

急情报需求智能推荐。黄辉等 [9] 基于系统动力

学，建立了震后建筑物倒塌救援因果关系模型

与震后建筑物倒塌救援流量存量图，研究地震

事件中救援药品的动态需求。郭路生等 [10] 将工

程化思维与情报需求相结合，提出情报需求工

程的概念，并对其理念、内涵、特点进行阐述，

并分析了情报需求工程的活动过程。

1.2　突发事件应急决策研究现状

学者对突发事件应急决策的现有相关研究

侧重于应急决策情报体系构建、决策过程中的

决策模型与方法、应急情报体系构建的各个要

素等。在情报体系构建方面，苏新宁等 [11] 以生

命周期理论为基础，分析了突发事件各阶段应

急情报流的运作机理，构建了应急情报体系的

理论模型。李纲和李阳 [12] 从智慧城市出发，将

突发事件中的人、组织与计算机系统等多个资

源要素合并为一个有机整体，并在要素识别、

体系层次、流程构建方面进行考虑，来为应急

决策理论与实践服务。田浩 [13] 首先从组织架构

和法律依据两个角度分析了我国公共卫生突发

事件情报体系发展现状，然后从机构、法制、

法律和政策方面对英国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情

报体系的有益经验进行总结，为构建我国公共

卫生突发事件情报体系提供建议。郭骅等 [14] 基

于风险社会背景，分析社会现代性给应急管理

情报体系带来的影响，组织和构建了具有风险

社会特征的应急管理情报体系框架，对其情报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4.0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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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的功能架构和技术架构进行了具体阐述。

关于应急过程中的决策模型与方法，Chang 等 [15]

利用深度信任网络对突发事件的案例表示与检

索进行优化，构建了应急决策模型并应用于实

践之中。刘冰等 [16] 则在新冠疫情背景下，针对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构建了以生命周期为划

分依据、以信息与知识为基础、多元主体参与、

具有风险研判与决策功能的风险研判与决策模

型。Zhang 等 [17] 分析了在大数据背景下应急决

策平台的关键技术与功能需求，构建了面向多

类型突发事件的应急决策平台，对其应用场景

与方法进行了阐述。情报体系的组成要素包括

案例库、知识库。对应急情报体系具体内容的

研究主要包括案例库、知识库等。唐明伟等 [18]

对突发事件案例知识库结构进行分层，构建了

以本体为驱动的面向突发事件案例的知识库结

构模型。熊励等 [19] 使用自然语言处理方法对数

据进行要素提取，构建事件本体模型，设计算

法实现知识库的自动构建，最后使用查询语言

SPARQL 实现知识库的更新。张艳琼等 [20] 将突

发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分为事前（蛰伏期）、

事中（发生、发展、消退期）、事后（死亡期），

并基于此过程，结合设计突发事件分类体系编

码与组织结构，构建了突发事件案例库。王傲

然 [21] 使用网络本体语言对来描述本体，结合本

体建模工具构建了由数据层、业务层、应用层

组成的应急案例库系统，并设计了结构－实例

相似度算法进行案例推理。而在当前智力支持

大背景下，知识库是应急决策情报体系发挥作

用的重要组件。蒋勋等 [22] 针对应急管理中参与

主体的不同特征，构建由常识知识、经验知识、

推理知识组成的知识库体系，为应急决策与形

成情报体系提供支撑。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突发事件应急决

策情报体系的研究侧重于从不同角度、不同主

体开展分析，为突发事件情报服务体系构建作

出了显著的贡献，但少有研究结合情报需求构

建水灾害应急情报体系，形成相辅相成的效果。

基于此本研究通过构建细粒度化的水灾害突发

事件任务模块库 [23]，利用情报需求关联库将情

报需求融入水灾害应急情报体系中，强化水灾

害情报需求的识别，使情报需求识别实现快速、

客观，提高主体获取情报的精准性，增强情报

对决策过程的靶向性，最大限度降低水灾害突

发事件带来的损失。

2　水灾害突发事件应急决策情报
需求识别

当前，水灾害突发事件的情报需求描述不

够清晰，在水灾害发生前并没有进行较好组织，

存在应急情报精准性不足、组织无序等问题，

使得在水灾害应急决策中，往往需要再根据决

策需求获取情报，这样不仅会降低应急响应的

效率与质量，甚至会影响社会稳定。不同决策

主体、不同突发事件阶段、不同应急任务的情

况下，情报需求也是有变化的，所以亟需构建

面向应急业务、不同主体的情报需求关联库，

在突发事件前做好准备工作，保证突发事件发

生时的情报流动速度，保障应急决策的效率，

促进决策的科学合理化。

同时，如果想要清晰地描述情报需求，需

要建立细粒度的水灾害突发事件任务模块库，

以保证情报需求关联库能够发挥作用，同时

CONSTRUCTION OF INTELLIGENCE SYSTEM FOR EMERGENCY DECISION 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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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根据任务的不同性质对任务进行专家

经验与机器智能间的合理分配，使二者共同

发挥作用。

2.1　突发事件任务模块库构建

粒度原理原是物理学中的概念，后有学者

将其引入知识管理领域，针对不同主体提供不

同粒度的知识。情报需求关联库建立在应急任

务的基础上，而对于整体应急任务来说，情报

需求是动态变化的，显然无法对其清晰地描述，

所以需要对不同类型的自然灾害的应急任务进

行系统梳理与存储并建立细粒度化的任务模块

库。而情报需求关联库建立在应急任务的基础

上，所以需要对水灾害的应急任务进行系统的

梳理与存储，建立任务模块库，任务模块库的

任务流程如图 1 所示。突发事件发展过程中的

各个阶段，应急目标是不同的，所以应急工作

也会有所侧重。在事前预警预防阶段，应急目

标是对各种数据进行监测，识别潜在的水灾害，

对可能发生的水灾害进行预警，并实现水利设

施的精细化管理。这一阶段所要采集的数据较

多，涉及领域广，为灾害预警与评估提供情报

支撑。在事中处理处置阶段，应急目标是将水

灾害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小，这时候的数据采

集对实时性要求较高，这些数据经过加工、分

析、处理后形成情报，在部门之间进行共享，

为增强应急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服务。在事

后总结评估阶段，进入这一阶段标志着突发事

件已进入末期，这一阶段的应急目标是对应急

工作进行评价，形成正反馈，促进应急工作流

程的优化；另外，要防止可能产生的衍生事件，

比如舆情突发事件等。

图 1  水灾害突发事件各阶段部分应急业务

任务模块库包括主场景、子场景、主体、

目标对象、任务内容、前提条件等要素。主场

景是例如设施及工程管理、救援、抢险等粗粒

度描述的任务，在主场景中需要对突发事件进

行等级预划分和责任确立；细粒度化是指针对

这些主场景决策任务进行细化，例如对于设施

及工程管理，可以分为排水管网管理、水库管

理等，而对于每一项设施及工程，又可以细化

为异常识别、现场维护等；对于救援，可以分

为伤亡者救援、被困救援等，伤亡者救援则又

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境，例如房屋坍塌、水中触

电等不同原因而细化；同时细粒度也指当前事

件在时空特征上的细化程度，如对于水灾害突

发事件，应根据事件发生的时间性和空间分布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4.0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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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分析情报决策需求与这些特征之间的关

系。例如，如果洪水发生时间集中在某个季节

或时间段，情报决策需求可能需要更加关注该

时段的预警和应对措施；如果洪水在某个地区

的淹没程度较大，情报决策需求可能需要更加

关注该地区的救援和恢复工作，然后通过采集

洪水的发生时间、持续时间、演变过程、分布

范围、影响区域等信息，进行如以分钟为粒度

的时间序列分析和如以亩为粒度的洪水空间热

力分布图，以便更好地了解洪水在不同地区的

分布情况。

2.2　情报需求关联库建立

情报需求识别，一方面是指针对水灾害，

大部分应急业务较为固定，可以在突发事件前

就针对不同的应急业务、不同的主体的情报需

求进行描述，达到快速决策的目的，在各阶段

针对不同的应急任务向应急主体提供情报；另

一方面，在突发事件的发展过程中会产生情报

空白点，对这一方面的情报需求的识别对应急

决策也具有重要作用。例如，在水灾害突发事

件中，可能会产生舆情事件，政府部门对舆情

会有情报需求，并从大量互联网数据中识别出

公众的需求，及时向公众发布信息；又如，在

水灾害事件中，民众对医疗资源可能会有需求，

政府部门也需要广泛收集需求数据，将可用医

疗资源等情报同步给民众；再如，随着受灾情

况愈演愈烈，当前水灾害事件有可能演化为泥

石流和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水灾害突发事件

应急决策系统需要结合相关事件的地理空间特

征和时空特征对事件进行识别和预警，降低灾

害损失。

情报需求关联库是指应急业务、参与主体

与数据类型、数据来源、分析方法之间的关

联，以便在应急决策、完成应急任务时能够

快速获取情报并减少冗余情报对决策的影响。

同时，不同决策层级、不同主体的应急业务

并不相同，需要保证情报在主体间的有序快

速流动，但是对于不同主体来说，并不需要

所有情报，构建任务主体双导向型的情报需

求关联库，不仅可以减少对于当前任务与主

体所不需要的情报带来的影响，而且可以从

受众的角度保障情报安全。

在考虑事件情境的影响、应急业务、主体

双导向下，构建的水灾害情报需求识别模型如

图 2 所示。

图 2　水灾害突发事件情报需求识别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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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灾害突发事件数据具有多源异构的特点，

对情报的使用要建立在数据合理分类并融合的

基础上。对于水灾害，主要数据包括历史案例

数据、气象数据、地理数据、交通数据、互联

网数据、水利数据以及包括资源分布、专家及

机构等在内的其他数据。对历史案例进行有效

的梳理与整合，可以将具有共性的情报需求纳

入情报需求关联库，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与优

化。案例数据可以通过研究历史水灾事件的案

例数据，了解不同类型的水灾事件的发生原因、

影响范围、灾情程度等信息。根据这些案例数据，

可以识别出对于不同类型的水灾事件，需要哪

些具体的情报数据和分析方法；通过分析气象

数据，可以预测和监测水灾事件的发生和发展

趋势。根据不同的水灾类型和地区特点，可以

确定需要哪些气象数据，以及如何利用这些数

据进行情报分析；地理数据包括地形、地势、

水系等信息，对于水灾事件的发生和影响具有

重要作用。通过分析地理数据，可以识别出易

受水灾影响的区域，预测水灾的扩散路径和淹

没范围。根据不同的地理特征，可以确定需要

哪些地理数据，并利用这些数据进行情报分析；

水灾事件通常会对交通运输造成严重影响。通

过分析交通数据，可以了解水灾对交通网络的

破坏程度、交通拥堵情况等信息。根据不同的

交通模式和地区特点，可以确定需要哪些交通

数据，并利用这些数据进行情报分析；互联网

数据包括社交媒体数据、新闻报道、博客等信息，

可以提供水灾事件的实时情报。通过分析互联

网数据，可以了解水灾事件的发生和发展情况，

获取民众的求助和救援信息。根据不同的数据

来源和分析方法，可以确定需要哪些互联网数

据，并利用这些数据进行情报分析；水利数据

包括水文数据、水位数据、水库蓄水量等信息，

对于水灾事件的预测和应对具有重要作用。通

过分析水利数据，可以了解水灾事件的水文特

征、水位变化等信息。根据不同的水利设施和

地区特点，可以确定需要哪些水利数据，并利

用这些数据进行情报分析。通过对这些数据的

综合分析能构建一个具有细粒度结合时空特征

的情报需求服务系统，为相关部门和决策者提

供更准确、及时的情报支持。

对于情报需求关联库的工作机制，情报平

台从政府部门、社交媒体、业务信息、个体等

渠道广泛收集数据，经过加工处理产生情报。

在事前预警预防、事中处理处置、事后总结评

估各阶段，根据应急业务、主体与情报需求之

间的关联，将情报传递给参与主体，为应急业

务服务以实现应急目标。而应急任务具有其他

的情境特征，在情报需求关联库中需要对这些

任务的情景特征建立子场景，在进行情报传递

时根据情景特征传递情报。例如，水灾害发生

时，需要救援不同情景下需要帮助的民众，比

如因房屋坍塌、水中触电等不同原因而实施的

救援行动，因水中触电实施的救援行动可能需

要电力部门人员的参与，同时需要将事发周围

的供电设施情报传递给工作人员，防止再次发

生触电。除了共性的情报需求关联，在水灾害

发生时有可能会产生情报空白点和新的情报需

求，常见的比如产生的各种舆情事件，这类情

报需求需要情报平台从大数据中获取到相关数

据，经过处理加工识别需求，政府部门在了解

到民众需求后，再获取到相关情报并提供给民

众。另外，参与主体在完成应急任务时，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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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经验或认知会产生人工认知上的情报需求，

可以反馈给情报平台并获取情报，实现决策的

优质化，发挥经验知识的重要作用。自动识别

与人工认知上的情报需求都可以完善情报需求

关联库，同时情报需求的识别驱动后续情报工

作流程的运行，为应急决策服务。

2.3　任务分解与分配机制

任务分解与分配机制可以通过对应急任务

的分解，实现对机器智能、专家与精英决策者

的任务分配；例如，将获取互联网数据、模型

分析等具有固定流程的任务交由情报系统完成，

并生成情报产品；而对于模型更新、决策评估

等应急任务，经验仍会发挥重要作用，可以通

过平台自动获取相关数据，然后由专家或精英

决策者完成其他工作共同完成应急任务。

任务分解与分配机制的运行是建立在任务

模块库的基础上的，它包括主场景、子场景、

主体、目标对象、任务具体内容等要素。例如，

针对水灾害来说，在应急救援主场景下，可以

分为溺水者救援、被困者救援等诸多子场景，

并有各自的具体任务内容。任务模块库是在历

史案例的基础上形成的，面对不同的任务，需

要对机器智能与专家或精英决策者进行任务分

配。面对既定的任务集合，需要根据任务模块

中应急任务的主体要素分配执行任务的主体；

对于库中不存在的新产生的应急任务，应由专

家、决策者根据任务进行工作分解与分配，并

存储到任务模块库中。在执行完任务或完成任

务后，通过决策评估实现对主体分配的优化等

操作。任务分解与分配机制如图 3 所示。机器

智能与专家经验发挥各自作用，推进应急任务

的高质量完成。任务模块库的优化需要在动态

的决策环境中，根据环境的发展进行，主要影

响因素有政策、信息技术等；另外就是需要在

实践中进行决策评估实现优化。

情报体系的协同机制，一方面指的是情报

资源、信息技术之间的共享，实现信息上的协同，

这一部分体现在情报推送中，情报平台根据情

报需求关联，将从政府部门、互联网等渠道收

集到的数据进行加工，再将形成的情报提供给

不同应急任务中的应急主体实现资源协同，同

时这种协同性也能解决突发事件中的“边界性

问题”，在实现突发事件等级预划分的情况下

为跨区域突发事件应急调度提供情报支持；另

一方面是指专家经验与机器智能通过任务分解

与分配机制，通过方法流程、目标理念上的协同，

完成应急任务。

图 3　任务分解与分配机制

3　案例应用

本研究选取“7·20 郑州特大暴雨”作为本

章的案例解析对象：2021 年 7 月 17 日至 23 日，

河南省郑州市遭遇了历史罕见的特大暴雨，发

生严重洪涝灾害，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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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经国务院调查组认定，“7·20 郑州特大

暴雨”为特别重大的自然灾害，将其结合智能

决策情报体系进行解析具有一定代表性。“7·20

郑州特大暴雨”的具体经过如表 1 所示。

表 1 “7·20郑州特大暴雨”的具体经过
时间 主体 措施

2021 年 7 月 17 日 河南省
省内出现强降水天气，暴雨、大暴雨覆盖全省大部分范围，郑州及其他
市出现特大暴雨。

2021 年 7 月 19 日 郑州地铁 启动防汛应急预案，部署应急安排。

2021 年 7 月 20 日 河南省水利厅 公布省内 48 小时的降雨情况。

2021 年 7 月 20 日 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 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Ⅰ级。

2021 年 7 月 20 日 郑州市 市内出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

2021 年 7 月 20 日 河南省水利厅 将水旱灾害防御Ⅳ级应急响应提升为Ⅲ级应急响应。

2021 年 7 月 21 日 郑州市气象台 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2021 年 7 月 22 日 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 将防汛Ⅰ级应急响应降至Ⅲ级。

2021 年 7 月 23 日 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 自 7 月 23 日起将防汛Ⅲ级应急响应降至Ⅳ级。

2022 年 1 月 21 日 国务院事件调查组
公布《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调查报告》，将“7·20 郑州特大暴雨”
认定为一场因极端暴雨导致严重城市内涝、河流洪水、山洪滑坡等多灾
并发且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特别重大自然灾害。

在面对暴雨灾害时，在事前阶段，情报体

系的功能作用可以分为常态管理：设施及工程

管理、知识普及、应急演练等；非常态管理有

预防预警、灾情影响预估等。下面以设施及工

程管理中的排水管网管理为例解析情报需求关

联库与突发事件任务模块库的具体作用。

对于设施及工程的管理，需要使用到设

施及工程的分布数据，实时监测数据等数据

以及异常检测等方法。设施及工程管理，在

突发事件任务模块库中可以细粒度化为对排

水管网，井盖，水库，水坝等各种设施的管理，

而对某一设施的管理也需要进行细粒度化，

以排水管道为例，有异常监测、异常处理、

处理反馈等，以实现全过程管理。以排水管

道异常监测为例，在情报需求关联库中的描

述如表 2 所示。在突发事件任务模块库中的

描述如表 3 所示。

表 2  情报需求关联库中关于排水管道监测的要素描述
要素 描述

面向任务子场景 排水管道异常监测

面向任务子场景编号 SHGCGL001001
主体 情报平台

主体情报需求
排水管道分布、水流量监测设施
分布、排水管道与水流量监测设
施之间的对应关系、最小阈值

情报来源 水利部门、数据库

方法 排水管道异常监测方法

表 3  突发事件任务模块库中关于排水管道监测的要素
描述

要素 描述

面向任务主场景 设施及工程管理

面向任务子场景 排水管道监测

面向任务子场景
编号

SHGCGL001001

主体 情报平台

目标对象 排水管道

任务内容
对排水管道水流量进行监测，保证
排水管道未出现堵塞情况，出现异

常则及时告知工作人员并维修

前提条件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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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情报需求关联库与突发事件任

务模块库是具有对应关系的，利于建立良好协

调的作用机制。情报平台会根据任务子场景的

主体，将任务进行自动分配。对于排水管道异

常检测，可以通过情报平台自动完成。

其情报工作过程如下，第一步是情报需求

识别，这一步是通过情报需求关联库与突发事

件任务模块库间的关联实现的，情报平台识别

到需要执行排水管道异常监测的常态管理任务，

自动获取情报需求。同时根据初步确定的需求

对突发事件本身影响级别进行定义，确定当前

涉事排水管道流域和行政范围，以此判断当前

事件是否涉及跨区或跨省市联合调度，初步估

计突发事件紧急程度和责任划分，确定问题边

界。第二步是情报采集与整理，排水管网等数

据是建立在管道普查的基础上的，郑州水利部

门要将排水管道分布、水流量监测设施分布等

数据上传到情报平台进行结构化存储。第三步

是情报加工与组织，通过结构化存储，识别排

水管道与水流量监测设施之间的对应关系，依

据采集到的结构化数据，构建特大暴雨突发事

件下涉事排水管道的水流量时空变化函数来综

合考虑当前管道地理位置和降雨时间节点的影

响，通过检测不同降雨时间段涉事排水管道水

流量变化，使得能够通过监测数据识别到管道

堵塞等异常情况。第四步是情报分析与服务，

情报平台通过阈值预警等异常识别方法，一旦

出现异常，则将异常地点等情报提供给工作人

员进行现场维修，这也是细粒度任务库中排水

管道监测的第二个过程。第五步是情报评估与

反馈，维修工作人员经过现场勘察后，进行反馈，

如果情报无误，则证明情报工作过程有效，并

返回第一步过程再次依据涉事管道受灾情况确

定当前问题等级，同时生成事故报告，明确相

关地区部门责任；如果发现提供情报有误，例

如并未发现异常情况，则证明情报工作过程出

了差错，例如阈值预警方法中阈值设置不合理，

则可以采取根据近 30 天未出现下雨情况的平均

每小时水流量设定最小阈值等其他方法，或是

排水管道与水流量监测设施之间的对应关系有

错误，则需要找出错误地点，这样可以对情报

工作过程进行及时修正，实现良性循环。

4　总结

情报是突发事件应急决策的根本支撑，而

水灾害一般是难以阻止的，所以本文强化情报

需求识别过程，构建细粒度化的水灾害突发事

件任务模块库并建立面向应急业务与主体的情

报需求关联库。突发事件任务模块库是对突发

事件决策任务的细粒度化描述，包括任务主场

景、子场景、主体、目标对象、任务内容、前

提条件等要素，对其进行细分有利于对情报需

求进行清晰描述，进而提升情报对决策过程的

支撑力度。情报需求关联库是针对细粒度化决

策任务的情报需求的描述。包括面向任务主场

景、子场景、主体、主体情报需求具体内容、

前提条件等要素。细粒度突发事件任务模块库

与情报需求关联库，是在事前建立、事中补充的，

二者本质上是知识库，它们的共同作用是可在

应急决策时使情报需求识别实现快速、客观，

提高主体获取情报的精准性，促进应对策略的

靶向性，提升决策有效性，最大限度降低灾害

导致的损失。

本文也存在着下列不足，在未来的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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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进一步优化同时提出相应建议。第一，本

文所提出的突发事件任务模块库和情报需求关

联库更多的是通过收集实践过程中高细粒度的

文本信息对情报需求进行描述。事实上，水灾

害事件的发生过程转变十分迅速，单靠文本信

息难以及时跟进事件的处理，灾害信息可视化

技术的运用能有效增强水灾害预警监测能力，

未来的研究管理可以加强可视化技术的使用，

加强灾害信息的甄别和预测。第二，本文认为

模块库和关联库的细粒化过程，是在事前建立、

事中补充的，但并未考虑到优化灾害应急情报

服务环境方面的问题，现行的法律法规和人员

素质都将影响到情报需求的快速识别和靶向处

理的准确性，未来的研究和管理可以进一步加

强和重视相关人员的灾害治理意识和业务能力，

同时促进相关法律法规的发布，以应对复杂多

变的水灾害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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