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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应急平台体系关键技术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是对过去近10年有关应急平台体系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实践的系统性总结，内容包括：应急平台建设的风险隐患监测防控、综合预测预警、协同会商、应急
保障、应急决策、应急评估、应急演练、数据组织与管理、应急地理信息服务等关键技术；应急平台
（体系）在应急管理的日常值守、应急处置、模拟演练等常态和非常态工作中的应用与实践；应急平
台体系的发展趋势及未来研究的难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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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研究表明，在事件链的不同链式阶段，人们可以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在事件链早
期孕育阶段（约占70％的时间），破坏力尚未形成，可以采取“断链”的措施加以预防控制；在事件
链中期潜存阶段（约占25％的时间），形成潜在破坏力，难以预防控制，只能采取相对被动的防御措
施；在事件链的晚期诱发阶段（约占5％的时间），破坏力强烈爆发，只能对其进行有效的治理。
因此，事件链的研究对于应急行动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
 在突发事件发生后，根据事件链的提示，可以迅速确定原生事件可能产生的次生、衍生和耦合事件。
根据事件链中的原生事件与次生事件、衍生事件和耦合事件的关系，启动与事件相对应的预测分析模
型或进行专家会商，预测评判下一步发展趋势。
利用模型中的物质、能量、信息传递关系和事件触发条件，确定事件可能的影响范围、严重程度和持
续时间。
根据模型计算或会商结果，结合GIS信息平台，进行风险值的计算和评估，获得事件链中不同事件的
风险值（范维澄，2007）。
根据不同事件的风险值和对事件风险的承受能力，分别启动突发事件的主预案和相应的次生事件预案
、衍生事件预案和耦合事件预案。
 科学、系统的事件链应尽可能地将突发事件发生后产生的一系列次生、衍生和耦合事件直观地描述出
来，反映事件触发的条件及后果。
事件链的发生与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表现了客观条件下事件可能的发展趋势和方向。
预案链是针对事件发展及引发次生、衍生事件和耦合事件所启动的一系列应急预案的组合，它既要解
决预案与事件的衔接、不同层级预案之间的衔接问题，又要解决预案链的触发或启动问题（如图3—28
所示），这就对预案制定、预案体系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各级各类预案之间应尽量减少不协调之
处。
 5）事件链、预案链在应急处置中的运用 （1）事件链的触发 如果事件链属于定量的物理过程，就可
以选用相应的物理模型来确定次生、衍生和耦合事件发生的概率；如果事件之间缺乏定量的物理模型
，则可采用选取影响因素分层分类的方法进行综合评价，并确定事件链之间的触发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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