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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重大自然灾害风险沟通研究》围绕我国重大自然灾害风险防范和减灾救灾业务需求，结合重大
自然灾害案例，通过案例分析、问卷调查、文献分析等研究方法，从理论和实际的角度对我国重大自
然灾害风险沟通领域的大量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分析与研究，对影响重大自然灾害风险沟通的若
干关键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提出了基于我国国情的重大自然灾害风险沟通模式、重大自然灾害风
险沟通平台和重大自然灾害风险信息流网络的解决思路与具体方案，形成了我国重大自然灾害风险沟
通三位一体的框架结构，为我国及时、准确掌握重大自然灾害风险信息和提高风险沟通能力提供了科
学保障。
　　《重大自然灾害风险沟通研究》可供自然灾害管理、灾害信息传播、灾害心理学、公共安全、自
然地理学、公共事务管理等领域的管理者或研究人员使用，也可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本科生、研
究生教学和参考用书，还可作为公众防灾减灾教育的辅助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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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为尽快让群众了解此次地震情况，及时稳定社会秩序，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和新闻发布的有关规定，各地震局立即召开新闻发布会，迅速向社会通报震情，并就群众普遍关心的
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同时，局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专家分别接受新闻单位的采访，并面对公众在线访谈，宣传地震科
普知识。
 当出现地震谣言时，地震部门迅速启动了应对机制，通过电视、广播、网络、报纸、手机短信等渠道
平息谣传，同时积极配合公安部门查找谣传信息源；还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就地震谣传产生的原因、地
震预报发布的权限等问题作了说明，并呼吁民众科学分析，识别谣传，做到不信谣、不传谣，共同维
护好和谐的生活环境。
通过这些及时有效的措施与媒体的及时报道，使得地震谣传误传事件及时得以平息，维护了社会稳定
。
 （2）通信系统有效运行。
 “十五”期间，陕西省地震局建立了包括VSAT卫星、海事卫星（BGAN系统）、超短波移动视频传输
在内的地震现场应急指挥技术系统。
2008年4月在集成商的支持下，该系统进行了初步的安装调试。
汶川大地震后，网通、移动、联通多家通信企业积极为各省地震局地震应急工作提供信息通信支持，
保障了地震应急工作顺利开展。
在网通公司的支持下，地震现场指挥部的互联网络光纤已于5月15日上午9时全部接通。
四川台网中心紧急采购服务器，于5月16日安装完毕，随后开始并网工作。
陕西省地震局派出了以海事卫星（BGAN系统）为主的移动便携通信设备，在陕西的汉中、宝鸡等地
发挥了较好的作用。
5月27日，陕西宁强县发生5.7级余震后，为了加强对震区的应急通信保障，应急通信保障组夜以继日
，连续作战，对包括VSAT系统在内的地震现场通信系统再次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调试与测试，使整个
技术系统的调试快速达到了实战要求；6月1日上午将汉中、勉县地震的语音视频信号实时传回陕西省
地震局应急指挥大厅和后方指挥中心，实现了现场指挥部与后方指挥中心之间的语音双向通信，为陕
西省地震局前后方地震应急工作的协同运行、科学决策、高效有序地开展提供了先进的应急通信技术
保障。
 （3）救灾工作行动迅速。
 针对四川汶川大地震，中国地震局迅速启动一级应急预案。
由中国地震局12人、北京军区某部工兵团150人和武警总医院22人组成的国家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从北
京南苑机场出发赶往汶川灾区，负责搜索、营救和医疗救护任务。
还有近40人的国家地震灾害现场工作队奔赴灾区进行灾害评估。
2008年5月12日下午，中国地震局现场流动观测队及四川、重庆、湖北等省（市）地震局流动测震队伍
，迅速集结，连夜奔赴四川灾区，开展加密观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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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重大自然灾害风险沟通研究》可供自然灾害管理、灾害信息传播、灾害心理学、公共安全、自然地
理学、公共事务管理等领域的管理者或研究人员使用，也可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
教学和参考用书，还可作为公众防灾减灾教育的辅助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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