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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描述: 通过基于Web2.0的易捷版应急联动指挥系统，帮助省、地市应急部门整合政府各部门的相关资

源，融合统一现有多种通讯方式，提高应急联动响应和指挥协调能力。

适用行业: 省、地市应急办

解决方案概要描述

基于Web2.0的易捷版应急联动指挥系统，采用SOA的灵活架构，实现多部门资源的资源整合，同时依靠统一通讯技术无缝整合现有

多种沟通方式，提高应急响应和指挥效率，满足省、市应急部门的应急管理工作需要。

客户需求概述:
随着我国社会和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政府对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威胁公众安全的各种突发紧急事件的发

生也呈上升趋势，给国家安全、社会安定和人民生活带来巨大威胁，特别表现在极端恶劣天气、强烈地震、恶性流行性疾病扩散、恐

怖袭击、有害物质泄漏等重大灾害的处理。灾害发生前，如何根据收集到的信息进行及时有效的预警; 灾害发生后，如何调动、指挥

和协调各方面的资源，统一领导，快速行动，已经成为政府部门面临的重要课题。通过易捷版应急联动指挥系统，可以帮助省、地市应

急办快速建立和健全现有系统，提高应急联动指挥能力。

解决方案概述:
本解决方案基于Lotus Quickr、Lotus Connections、Lotus Sametime、WebSphere Portal、IBM Mashup Center以及Lotus 

Forms等产品，构建了应急管理部门统一协调指挥、多部门联动响应的平台，支持预案管理、专家定位、网络会议、通讯整合和任务管

理等系统，并通过WebSphere Portal整合各部门资源，为领导和专家组提供全面的决策支持，实现以应急预案为基础，以各资源部

门为支撑，以专家为外援，以实时的沟通协作为手段，以应急办为总控的平台，随时调整协调，各部门协同作战，快速响应，救民于水

火，将灾难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

突发灾难与城市应急神经

当一个人碰到危险情况时，身体的神经系统会很自然地做出反应，在第一时间趋利避害。同样的，当一个城市遇到突然的紧急情况，

如洪水地震、流行疾病爆发、恐怖袭击、有害物质泄漏等重大灾害时，也需要能够及时响应，快速协调并调集相应资源，将可能的损失

降到最低，这就需要整个城市能够像人体一样，通过信息化的神经，连接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而这，正是建设应急联动指挥系统所要

达到的目的。

随着我国城市建设的不断发展，政府对城市的综合管理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越来越多的突发事件对我们城市的应急响应工作提出

了挑战，例如最近肆虐我国多个省市的雨雪冰冻天气，以及近期在全球爆发的H1N1甲型流感病毒等，所有这些都使得建设一套高效

的城市应急响应神经系统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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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我国政府一直对城市危机管理机制薄弱和应对突发事件能力缺乏保持着高度的关注，并于2006年1月8日由国务院公开发布

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这一总体预案是全国应急预案体系的总纲，明确了各类突发公共事件分级分类和预案框架体

系，从组织体系、运行机制、应急保障、监督管理等方面规定了各级政府机构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组织体系、工作机制等内容，是指导

预防和处置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规范性文件。

不过，总体来看，我国在应急联动系统组建方面和一些国家还存在相当的距离，目前，我国自然灾害造成的年均直接经济损失占国内

生产总值(GDP)的比例约在3%左右，在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国家综合减灾“十一五”规划》中提出的目标为1.5%以内，与之相比欧

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早在多年前就将这一比例控制在了0.5%以内，由此可见我国的应急防灾机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建设有针对性的模型 
受国际和国内突发事件不断增多的影响，近年来，我国很多地市都已经开始筹建城市应急联动指挥系统，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和经

验，但是相应的矛盾和问题也不断暴露出来，比如，由于技术性等问题，发生紧急事件时“联动性”不足，在信息交换时，缺乏统一的

和信息标准，使得不同部门协调时发生问题，资源也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统一调配。

另外，有些地市没有考虑自己现阶段的需求特性和信息化建设的实际情况，盲目照搬硬套一些类似的应急系统，结果使用中问题不

断，造成系统利用率的低下，而这就像神经系统不能在不同的人体上简单移植一样。

那么，怎样才能建设一套高效实用的应急联动指挥系统呢? 首先我们要认识到，突发公共事件应急信息系统(应急平台)是应急能力建

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先进信息技术和系统，对各种应急信息资源进行整合和有效利用，以确保应急预案体系的建设、制定、实施

和评价。显然，一套有针对性的、灵活的系统模型是基本的保障。考虑到当前我国应急部门的信息化建设不足的现状，IBM专门构建

了易捷版应急联动指挥解决方案，助力政府应急部门快速响应突发紧急事件。方案设计以应急预案为基础，分为准备、发现、响应和

恢复四个阶段实现平战结合，如下图: 

图表 1 易捷版应急联动指挥系统设计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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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准备阶段: 
首先在应急预案库中统一维护和审核应急预案，将应急预案转化为应急响应模板，方便战时使用; 其次，完善和维护专家网络信息

库，更新各个不同领域专家的联系信息、组织信息和技能专长等，保持其随时可以联系到所需要的专家; 最后，还应维护应急预案中

所需要的各个资源部门，保持资源状态的及时更新和联系人联系方式的鲜活性。

在发现阶段: 
第一步是通过信息混搭技术聚合多种信息来源，借助仪表盘技术提供直观、动态的信息汇总，为领导和专家组提供全面的决策支持，

快速定位问题; 然后基于专家定位系统快速找到合适的专家以及相关的资源; 最后在第一时间借助于统一通讯技术组织专家组召开

网络视频会议或者电话会议，讨论应急处置方案; 

在响应阶段: 
首先应借助于统一通讯技术，通知各个资源部门各司其职，并且通过任务管理监控执行进程; 在资源不足时，需要实现跨部门跨地区

协调调度或者采购流程，可以通过统一通讯技术加速沟通来保障进程顺利、快速地执行; 

在恢复阶段: 
主要的工作是统一评估各部门在应急响应中的表现，总结经验教训; 这里需要将实践经验更新原有预案以及执行模板，并提交给专

家组进行审核; 在审核通过后生成新版本的应急预案和执行模板。

系统技术架构与主要模块

图表 1 基于Web2.0的易捷版应急联动指挥系统技术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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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技术架构中的主要模块功能如下: 

• 门户平台: 采用SOA灵活的架构体系，整合各类资源，保护信息化建设已有投资，能够动态和快速响应业务变化; 根据用户角色定

义个性化的工作空间，快速访问后端系统的流程和应用，提高相互之间的协作能力; 

• 预案管理: 提供简单、易用的应急预案管理库，支持通过多种方式(如浏览器、Windows资源管理器和微软OFFICE套件等)访问和

维护应急预案，包括添加、更新、签入/签出、版本控制、安全控制以及工作流审批等功能。同时能够基于预案制定突发事件响应模

板，在事件发生时根据模板快速转化为实际任务分配安排; 

• 统一通讯: 采用UCC技术实现对多种通讯方式的统一，随时召开音、视频网络会议，提供单一客户端和人性化的界面设计，

方便用户使用; 采用开放插件式设计，方便集成业务和其他插件到同一界面，提供基于用户操作上下文的协作环境，提高用

户协作效率; 

• 决策支持: 采用基于Web 2.0的Mashup技术能够帮助用户灵活、快速地聚合多种信息来源，将来自多方的最新信息基于

单一架构实现综合分析。利用动态的仪表盘展现技术，借助基于预警引擎的强大支持，以最为直观、动态的方式呈现各种

最新动态; 

• 专家网络: 提供流行的Web 2.0社会计算平台，帮助建立和健全专家网络，快速定位和联系上所需技能的专家; 在专家网络中，基

于众多因素(姓名，部门，角色，地理位置, 技能等等)跨越不同机构的界限快速聚集一支团队; 采用博客、论坛等多种渠道实现经验

的分享和交流，提高相应的业务水平。

更多信息:

有关IBM Lotus Connections, IBM Lotus Domino, IBM Lotus Quickr and IBM Lotus Domino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www-01.ibm.com/software/cn/lot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