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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设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是防范灾害风险的重要手段$根据海南省突发事件预警信息的特点及预警信息数据特

征&开展系统需求分析&提出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体系结构&采用数据挖掘*数据仿真等大数据技术辅助应急决策&分析

发展态势&并制定应急预案&对预警效果进行评估&动态调整应急策略$系统总体架构分为业务应用*平台服务*数据支撑*基

础设施等
,

个层级&并设计了一个大数据预警信息发布模型$系统功能框架分为实时采集*预警信息发布与预警信息发布渠道
$

个子系统&对原有系统和新系统的预警信息采集*数据处理和发布性能进行对比测试&基于大数据平台的海南省突发事件预警信

息发布系统响应能力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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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预警信息$大数据平台$信息发布$发布系统

/'+3

7

,"5R*3,*,K#'(

7

',4

:

K*(.

:

P*(,3,

7

H,5"(#*&3",C'.'*+'

6

:

+&'#G*+'1",G3

7

/*&*F.*&5"(#

B/+42JG2

A

%

&

"

&

Y:@9B4

0

>2

"

&

$

&

Y:@9e>

,

&

B/D+41F?I

"

&

$

&

-D+4?2F>?

"

&

$

!

%;RG6GIHIOI

A

41?O-4Q?Q6GHcHGNG264I28G1F2IOI

AT

<G26GHIJC?42?2cHIN421G

&

C?43I>

!

(*#"#$

&

<F42?

$

";fG

T

B?WIH?6IH

T

IJ[I>6F<F42?[G?RG6GIHIOI

A

41?O-4Q?Q6GHcHGNG264I2?2SR464

A

?64I2IJC?42?2cHIN421G

&

C?43I>

!

(*#"#$

&

<F42?

$

$;RG6GIHIOI

A

41?O/2JIHM?64I2<G26GHIJC?42?2cHIN421G

&

C?43I>

!

(*#"#$

&

<F42?

$

,; C?42?2cHIN4214?O-4Q?Q6GHRI246IH42

A

?2SK?HO

T

Y?H242

A

<G26GH

&

C?43I>

!

(*#"#'

&

<F42?

"

28+&(*4&

)

8FG1I2Q6H>164I2IJGMGH

A

G21

T

V?H242

A

42JIHM?64I2HGOG?QGQ

T

Q6GM4Q?24M

7

IH6?26MG?2Q6I

7

HGNG26S4Q?Q6GHH4Q3;:1U

1IHS42

A

6I6FG1F?H?16GH4Q641QIJGMGH

A

G21

T

G?HO

T

V?H242

A

42JIHM?64I2?2SG?HO

T

V?H242

A

42JIHM?64I2S?6?42C?42?2cHIN421G

&

1?HH

T

I>6Q

T

Q6GMSGM?2S?2?O

T

Q4Q

&

7

HI

7

IQG6FGQ

T

Q6GMQ6H>16>HGIJGMGH

A

G21

T

G?HO

T

V?H242

A

42JIHM?64I2HGOG?QGQ

T

Q6GM

&

>QGW4

A

S?6?6G1FU

2IOI

A

4GQQ>1F?QS?6?M4242

A

?2SS?6?Q4M>O?64I26I?QQ4Q6GMGH

A

G21

T

SG14Q4I2UM?342

A

&

?2?O

T

\G6FGSGNGOI

7

MG266HG2S

&

?2SSGNGOI

7

GU

MGH

A

G21

T7

O?2Q

&

GN?O>?6G6FGG?HO

T

V?H242

A

GJJG16

&

?2SS

T

2?M41?OO

T

?S

0

>Q6GMGH

A

G21

T

Q6H?6G

A

4GQ;8FGINGH?OO?H1F46G16>HGIJ6FGQ

T

QU

6GM4QS4N4SGS426IJI>HOGNGOQ

)

W>Q42GQQ?

77

O41?64I2

&

7

O?6JIHMQGHN41G

&

S?6?Q>

77

IH6?2S42JH?Q6H>16>HG

&

?2S?W4

A

S?6?G?HO

T

V?H242

A

42JIHM?64I2HGOG?QGMISGO4QSGQ4

A

2GS;8FGQ

T

Q6GMJ>2164I2?OJH?MGVIH34QS4N4SGS426I6FHGGQ>WQ

T

Q6GMQ

)

HG?OU64MG1IOOG164I2

&

G?HO

T

V?H242

A

42JIHM?64I2HGOG?QG?2SG?HO

T

V?H242

A

42JIHM?64I2HGOG?QG1F?22GO;8FHI>

A

F6FG1IM

7

?H?64NG6GQ6IJ6FG1IOOG164I2

&

S?6?

7

HIU

1GQQ42

A

?2SHGOG?QG

7

GHJIHM?21GIJ6FGG?HO

T

V?H242

A

42JIHM?64I2IJ6FGIH4

A

42?OQ

T

Q6GM?2S6FG2GVQ

T

Q6GM

&

6FGHGQ

7

I2QG1?

7

?146

T

IJ

6FGC?42?2GMGH

A

G21

T

G?HO

T

V?H242

A

42JIHM?64I2HGOG?QGQ

T

Q6GMW?QGSI26FGW4

A

S?6?

7

O?6JIHMF?Q421HG?QGSW

T

%;&6I";(64MGQ;

9'

:

;"(1+

)

G?HO

T

V?H242

A

42JIHM?64I2

$

W4

A

S?6?

7

O?6JIHM

$

42JIHM?64I2SGO4NGH

T

$

HGOG?QGQ

T

Q6GM

<

!

引言

海南省发生灾害的频率是比较高的&尤其是自然灾害&

类型多种多样&包括强对流天气*雷暴*干旱和洪涝等%

且近几十年以来&全球气候变暖趋势加剧&台风强度及破

坏力较之以往都有明显增强&因超强台风而导致的巨灾事

件也时有发生%从
"##&

年至
"#%&

年&这十年时间里&海南

省就遭遇了
'&

次降水量在
"##

毫米以上的台风和降雨&

$#

次降水量在
,##

毫米以上%

"#%,

年&超强台风 ,威马逊-

登陆&受灾群众有
$"#

多万人&造成海南
",

人死亡或失踪&

直接经济损失
%#)

亿元%

由于突发事件预警信息是涉及人们生命安全的重要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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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数据平台的海南省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设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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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响因素&及时准确地发布预警信息所能够起到的重要作用

是不言而喻的%现阶段虽然有多种方式手段可用来发布预

警信息&不过就整体而言还是存在诸多问题&如收集信息

的速度比较慢*全面性不足&无法及时快速地发布信息等&

因此建立一个针对海南省的发布时效性高*信号覆盖范围

广*容灾性能好*地域针对性强等性能的预警信息发布系

统具有重要意义%而大数据技术可以快速*高效地收集突

发事件的相关信息&并以互联网平台为载体&具有传播速

度快的特点&还能对网络上的信息进行分析*监测和评价&

从而对突发事件进行有效判断并发布预警信息%

"#%&

年&我国专门组建了一个应急管理部以应对突发

事件&积极推进各部门与各机构之间共同协作*协同&专

家合作&同时还着力搭建了一个跨部门*跨学科*可识别

多种类型的灾害*能够进行演化预测的科技共享平台'

%

(

%

可以说当前我国的自然灾害监测预警*风险识别及评估体

系正在不断完善当中'

"$

(

&针对自然灾害领域进行的理论研

究&并初步搭建起了风险相关数据库'

%

&

,

(

%但在资源统筹及

信息共享方面也还存在诸多短板&严重缺乏预防及救援能

力等'

$'

(

%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面对突发事件时&其所

搭建的监测网络及通信系统都是十分完善和严密的&能够

实现全天候
",

小时监测&预警信息发布渠道也十分多元

化&预警区域内的每一个人就都能够及时收到预警信息%

另外&国外发达国家还会向民众发放各类灾害风险地图&

综合运用新闻发布会*培训教育等方式开展公众灾害意识

教育&提高公众风险意识%日本搭建了自动触发警报装置

及自动处理发布实时气象数据装置%美国利用多元化的评

估模型和监测指数提供突发事件实时信息&在发布预警信

息方面&其可利用的途径和渠道包括国家气象局自动预警

系统*订阅信息和自动呼叫系统等'

*

(

%

学者们在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方面也进行了研究%

王凯等人'

&

(构建变形阶段大数据样本环境&分析各岩性区

内滑坡宏观位移阶段日变形速率分布规律&利用聚类分析

构建变形阶段多级预警判据&分析对各级预警区间出现的

空间概率及持续时间%

9?I

等人'

)

(认为基于卫星的降水估算

在推动全球或区域气象*水文和农业模型方面发挥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并改进了现有的卫星降水反演算法&能够为

洪水预报和自然灾害预警提供初步参考%

[>

'

%#

(针对现有地

质灾害监测预警系统存在监测误差大*精度低等问题&设

计了一个基于大数据分析的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系统%该系

统能够实现地质多维异构监测数据的融合&并对异常地质

信息进行挖掘传输到预警信息发布模块&将预警信息以短

信和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布%刘钊等人'

%%

(搭建地质勘查管理

与服务的 ,智慧型-大数据平台&构建地面沉降监测预警

信息&实现空间数据的展示*交互*分析等功能&建设首

都地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平台%

=

!

预警信息发布系统现状分析

=>=

!

突发事件类型及特点

我国 8突发事件应对法9将突发时间划分成了如下自

然灾害*事故灾害*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四

大类&且四者之间都存在共时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

转化&相互影响'

%"

(

%突发事件具有突发性*不确定性*破

坏性*衍生性*扩散性*社会性与周期性等特点&同时海

南省因其地理位置&存在多种自然灾害*气象灾害的潜在

威胁&还可能产生社会安全事件*事故灾害等突发事件%

无论是社会安全事件&还是公共卫生安全事件&或者是自

然灾害事件&只要是能够预警的&那么就能够按照风险可

能会带来的社会危害程度*影响范围等因素将其划分成不

同的等级%在预警信息发布系统中明确突发事件类型及级

别&可以方便公众直观地获取信息&做好充分准备&避免

由于信息不对等造成错误判断&影响公众做出正确决策'

%$

(

%

=>?

!

存在的不足

%

"各部门协调方面存在不足%海南省突发事件监测预

警工作涉及到的领域比较多&包括应急*农业*水务*海洋

!自然资源"等&这意味着有效沟通在其中将起到重要作用%

且现阶段各种类型的灾害的预警技术发展存在较大差异&各

部门操作程序也未统一&增加了预警信息发布的难度'

%,

(

%

"

"各灾种的时空尺度有所不同&且存在级联效应%灾

害类型不一样&则其时间尺度特征也不一样&如地震的发生

最快&干旱的发生最慢&在预测这两种灾害时其难度都非常

高%另外&目前发生的灾害还会带来十分显著的级联效应&

风险自身就是在不断变化着的&人口流动性*环境发生变化

等因素都会增加灾害风险的复杂程度&且还会不断变化%

$

"预警信息传递及响应能力%在传递预警信息的过程

中很有可能会出现信息失真或延迟的问题&尤其是偏远地

区更容易发生这些问题&致使偏远地区的人们很难在第一

时间内及时获取到准确的*有效的预警信息%

,

"预警信息的有效性%预警系统不仅要及时发布信

息&还涉及到灾害研判*决策辅助*靶向精准发布等功能%

同时随着发布平台及各渠道发送的预警信息日益增多&缺

乏统一的监控管理&造成运维工作量急剧增加&也会影响

到系统的稳定性'

%(

(

%

?

!

系统需求分析与设计

?>=

!

系统功能需求分析

根据海南省突发事件的特点&以及国内外相关预警信

息发布的经验&本文针对突发事件监测预警的关键性要素

进行了研究分析&以业务能力需求作为出发点设计了系统

架构&提出了基于大数据平台的海南省突发事件预警信息

系统建设模式&具备以下几种功能)

%

"风险分析能力%科学有效地防范突发事件风险&就

必须要对其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为此&通过各种监测数据

的灵活运用&对各种异常现象的发展过程及其变化趋势进

行全面*动态性的跟踪&借助先进的现代科学模型及计算

方法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分析灾害演变态势%同时&

积极搭建风险隐患数据库&制定风险防控及应急预案&以

促进风险分析能力的有效提升'

%'

(

%

"

"综合决策能力%灾害风险能不能得到有效化解与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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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其关键在于综合决策&这就需要借助现代计算方法来

充分挖掘和分析各种灾害实时监测数据信息&将其中有价

值的信息提取出来%还需要对风险分析模型及推演系统进

行深入研究&再结合所提取的信息来对灾害演变态势进行

科学*准确地研判&为正确决策的制定提供可靠依据%另

外&各部门与各系统之间应当通过有效的协调机制及相关

平台来实现信息共享*协同合作&以促进综合研判及高效

决策能力的不断提升%

$

"预警信息发布能力%开展综合监测预警工作的最终

目的是预警发布&这就对信息发布手段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同时还要能够对各级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进行充分*

合理地利用&确保灾害预警信息能够在最短时间内传送给

各家各户乃至每一个人%建立健全多元化信息发布机制&

及时发现和消除预警发布盲区&信息发布的时效性及准确

性都要有所保障&覆盖范围要广'

%*

(

%

,

"预警联动处置能力%在突发事件发生的时候可在第

一时间内收到预警信息并采取适当的*有效的措施%其所涵

盖的模块比较多&包括及时预警*快速响应等%要想提高快

速应急反应能力&那么预警信息发布系统建设工作需要不断

推进和完善&信息快速汇集传输机制要加快构建起来&为决

策者和现场实现及时*高效的沟通提供可靠保障'

%&

(

%

图
%

!

海南省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体系结构图

?>?

!

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设计

及时*准确且有效地发布突发事件预警信息&这不但

能够让公众和媒体及时获取信息&提前做好准备&以免出

现以谣传谣等问题&且还有助于政府公信力的提升&让公

众*政府与媒体之间的信息沟通更为顺畅%本研究将海南

省预警信息发布与突发事件预警决策融合在了一起&通过

对已经打通的预警信息发布资源渠道的充分利用来达到共

享数据信息的目的&从而让各相关方面的预警数据信息能

够高效*准确地整合&依托于大数据技术手段来搭建起了

一套海南省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图
%

为系统体系

结构图%

各种类型的突发事件从发生到发展&再到演化都会经

历一个较为复杂的*动态的过程&在情景*形势瞬息万变*

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如要能够根据即时情景来准确研判态

势&要能够实时*科学地判断突发事件可能出现的发展趋

势&实施某一决策所带来的效果是什么%所以&系统从突

发事件预警出发&将突发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都囊括在了

其中&具体如下)一是事前阶段&具体内容是事前进行分

析*预测*预警并初步生成预案$二是事中阶段&这需要

结合具体情景来提供相应的预警信息$三是事后阶段&主

要工作内容是评估%系统在高效整合海南省预警数据之后

可依托于大数据技术手段来充分发掘和量化分析数据信息&

将隐藏在其中有价值的或是相互之间有关系的数据信息挖

掘出来&并利用系统仿真*数据建模等工具手段来寻找规

律&为相关部门作出正确决策提供依据'

%)""

(

%实时的效果

评估还有助于系统形成动态的反馈机制&通过实时监测数

据*评估效果等方式来准确预测突发事件发生的概率及其

可能引发的不良后果&做出有效的应对预案&以促进海南

省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的不断提高%

?>@

!

系统架构设计

各种灾害类型的致灾因子*承灾载体及孕灾环境都是

海南省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的主要监测对象&系统

在有效监测这三大类型的数据信息的基础上可及时上传和

分享相关信息给各部门&为有关部门准确*有效识别和分

析灾害风险&根据分析结果进行预警*及时采取有效措施

来防范风险的发生提供了重要依据'

"$

(

%本文以分层架构的

模式来设计系统&该体系从上到下共包括了业务应用*平

台服务*数据支撑*基础设施等
,

个层次%另外&为确保系

统运行的有效性与高效性&本文同时设计了一套切实可行

的规范体系与保障体系%系统总体架构如图
"

所示%

%

"业务应用层%系统的主要发布手段包括网站*广播

电视*手机
:

77

*社交媒体*电子显示屏*各个客户终端

等&以上发布技术手段是在已有的突发事件预警发布手段

的基础上予以扩充&使其适应突发公共事件的预警信息发

布%这是借助计算平台*服务器及系统软件等设备的高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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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数据平台的海南省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设计
#

%*)

!!

#

图
"

!

海南省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总体架构图

运行来提供基础支撑环境的%

"

"平台服务层%海南省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运

行的核心部分就是平台服务层&从监测突发事件开始到预

警信息发布的整个过程当中&都需要发挥出该层级的作用&

其所包含的平台服务主要有三大类&分别是风险监测和发

布预警%通过对致灾因子和隐患点的全方位实时监测&进

行风险评估并展开灾害趋势预测$在风险评估结果的基础

上&确定警报阈值&通过对各类发布渠道的充分利用&从

而能够精准全面的发布预警信息&结合预警信息来着手开

展适宜的*有效的风险防范措施$预警信息等级还可为管

理人员启动相应预案&对各项应急资源进行合理有效的调

度提供依据&使得重大灾害风险能够得以有效防范和化解&

最大限度的减少损失%

$

"数据支撑层%通过自然灾害统一数据库的构建&通

过统一数据标准接口及规范的制定与实施&从而能够在同

一个平台上整合历史灾害数据*承灾体数据*实时监测数

据等各类数据信息&且能够实现统一存储*计算及治理数

据的目的&可统一汇集与管理数据信息%另外&各平台*

各层级及各部门也可通过数据服务层来达到共享和交换数

据信息的目的&让数据价值得到充分挖掘%另外&为确保

各种类型的业务的运行正常与高效&还需要搭建一个突发

事件案例库&保障突发事件综合监测预警和预警信息发布%

,

"基础设施层%该层级的搭建过程中运用到了许多先

进的现代信息技术&如应用服务器集群*中间件集群等&同

时还需要逐步完善工程基础设施&这样一来就能够推演模拟

突发事件情景&为相关部门作出正确决策提供依据和支撑%

另外&还包括综合监测集群&是在合理利用视频感知*地面

监测站及传感器网络等一系列手段和设备的基础上形成的&

可从多个角度全方位监测各灾害隐患点&能够为综合监测

预警系统业务应用实施提供实时*准确的数据依据%

除了上面的
,

个层次&还有标准规范与运行保障%这

就需要构建统一的技术标准与业务规范&使得各种数据资

源得到有效利用的概率大大提高%另外&数据格式与操作

规范也需要统一起来&预警流程应当实现规范化&业务运

行保障制度与合作机制应当合理且规范化%运行保障体系

能够有效运转整个突发事件监测预警综合业务&确保整个

预警体系的运行效率*安全性和稳定性%

@

!

系统整体功能框架

@>=

!

系统的功能结构

目前预警信息发布系统的监测力度不足&从而导致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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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维工作量大*信息发布审核审批环节便利性不够*分区预

警及多预警同时发布等功能需求*完善突发事件现场灾情

搜集及移动视频会商功能*新型渠道拓展建设等问题%因

此构建一个实时*高效*信息覆盖面和针对性强的预警信

息发布系统迫在眉睫&海南省的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

统整体功能结构如图
$

所示%

图
$

!

海南省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整体功能结构图

%

"突发事件实时采集)根据突发事件现场保障需求&

建设可与突发事件现场移动式实时音视频共享功能&实现

突发事件预警信息的互联互通*信息共享和协同联动&为

突发事件的应对提供实时数据%

图
,

!

基于大数据的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模型

"

"预警信息发布)基于海南省的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

布应具有分区预警*多灾种预警信息同时发布*预警提醒

功能*与大数据云平台对接实现靶向式精准发布等功能%

该系统平时应能够提供海南省日常气象服务信息等$而遇

到突发事件后&可提供给应急单位&实现高效率的预警信

息审核审批及发布%

$

"预警信息发布渠道)该渠道是基于突发事件预警信

息发布&通过其与三大运营商大数据进行整合&实现区域

短信靶向发布&并利用移动大数据提供重点场所人口密度

数据作为支撑&从而提高预警信息发布的针对性&便于指

挥决策%

@>?

!

基于大数据的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模型

基于大数据的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模型分为基础数

据支撑*大数据分析*智能工作流处理*融媒体内容一体

化*云平台多渠道发布*实时数据交换共享及后台管理等

部分&模型如图
,

所示%

其中&该模型以基层数据为导向&逐渐增加系统的可

靠性*安全性和科学性&从而为预警信息发布提供依据&

应支持多源数据&包括突发事件位置分布以及实时监测预

报数据的展示&并与
9/[

地理信息系统相结合&根据海南

省本地特征&将其在地图上进行展示&实现数据分布的可

视化%同时基于海南省本地数据源&与地理信息系统相结

合&使其能够在地图上标记重点防护目标的分布情况&包

括经济*人口*医疗卫生*学校*水库*旅游景点*地质

灾害隐患点等%

该模型利用智能标签技术&对相关资料数据分析&进

行相关资源的推荐和引用&实现在预警发布过程中&资源

的智能推荐&快速查看引用和当前相关的素材&提高效率&

扩大预警的覆盖面%另外&该模型还具有智能提图功能%

多媒体目前除了短视频的需求&还有更轻量的
9/X

图的需

求&

9/X

比短视频更节省流量更便捷%故在预警信息制作

过程中&可直接截取视频中的精彩内容进行拼接&生成
9/X

动态图片*字幕叠图以供引用&提高效率%从预警信息发

布流程来看&突发事件发生到采编*再到呈现在观众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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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数据平台的海南省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设计
#

%&%

!!

#

的时间大大缩短&甚至可以做到同步和实时$从工作效率

来看&采编工作前端化&前方和后方的界限不断模糊%采

编机构设置从立体垂直变得愈发扁平化&越来越向现场靠

近&提高了预警信息的时效性%能够打破传统的预警信息

服务&向提供媒体转型融合一体式服务转变&大数据云端

可将预警信息向自有平台*商业化平台和云平台终端以跨

平台形式分发%

@>@

!

突发事件实时采集

当发生突发事件尤其是自然灾害时&现场的实时情况

尤其是灾情实况是指挥决策的重要依据&也是预警信息靶

向发布的重要参考%因此&建设灾情实时采集系统&实现

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与灾害现场的实时会商以及灾情搜集上

报功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由于需要将灾害现场的音视频文件实时传送到预警信

息发布系统&因此系统硬件设备应具有相应保障&如具备

高速传输速率及较大容量等%同时灾情实时采集系统还应

支持无线传输&此系统主要分为三部分&移动客户端负责

采集音视频图像&并能够接收发布中心的决策指挥信息$

资源处理中枢获取视频数据&并进行解码转换$资源服务

可以将音视频信息回传到服务器&用户也可根据需求对资

源进行获取与访问等%

@>A

!

预警信息发布

以大数据平台为基础而搭建起来海南省突发事件预警

信息发布系统需要具备分区预警*多灾种预警信息同时发

布*预警提醒功能*与预警信息发布模型实现精准化靶向

发布等功能%

%

"分区预警及多灾种预警同时发布)根据实际需求&

同时为提高预报预警信息发布的精准度和效率&系统应具

备分区预警发布*多灾种预警同时发布等功能&能够针对

多个区域*不同灾种做分区预警*多灾种预警同时发布和

解除&且能够按照渠道的特性进行内容的生成包装%

"

"预警提醒功能)预警平台提醒主要功能包括)操作

员待处理预警任务数据量的提醒*任务处理情况提醒*发

布渠道故障提醒*预案单位发布预警等%

$

"与大数据云平台互联互通)预警信息发布系统还应

与大数据云平台实现互联互通%一方面&确保指挥决策的

相关信息能够及时落实并发布到指定区域与人群&尤其是

能够根据
9/[

进行区域精准化靶向发布&对于靶向的发布

对象采用合理的发布手段进行预警发布和通知%另一方面&

发布平台上所发的预报预警信息结果及统计情况需及时传

输到指挥决策辅助平台进行展示%

@>B

!

预警信息发布渠道

通过预警信息发布渠道可有效整合突发事件预警信息

发布系统与三大运营商数据&充分利用三大运营商提供的

资源&从而实现区域短信靶向发布$同时获取重点场所人

口密度绘制出人口热力图作为数据支撑&提高预警信息发

布的针对性%考虑到数据的敏感性&可在预警信息发布系

统与运营商大数据平台间建立一个代理服务层&负责数据

传递和中间结果计算%

A

!

系统性能测试与分析

国家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是支撑国家*省*市*

县四级相互衔接的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工作的业务平台%

"#%$

年&原有的海南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是国家突

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的省级子系统&该系统的并行处

理能力和扩展型不足%基于大数据平台的海南省突发事件

预警信息发布系统充分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新

技术&提供突发事件综合风险分析与预警决策支持服务%

对比测试系统的性能&将相同大小的任务分别在突发事件

预警信息发布系统和基于大数据平台的海南省突发事件预

警信息发布系统上运行&分别对预警信息采集*预警信息

数据处理和预警信息发布等响应时间进行统计&如表
%

所

示%其中&将突发事件预警信息中统计数据等结构化数据

按照信息采集*数据处理*信息发布
%

)

%

)

%

的比例做加权

平均分别在原有系统和新系统上运行&响应时间提升
%;&

倍$同理&将音视频等非结构化数据按照信息采集*数据

处理*信息发布
%

)

%

)

%

的比例做加权平均&响应时间提升

";(

倍&运行管理响应时间提升
"

倍%

表
%

!

系统性能测试

数据类型

响应时间+
MQ

突发事件预警

信息发布系统

基于大数据平台的海南省

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

信息

采集

数据

处理

信息

发布

信息

采集

数据

处理

信息

发布

结构化数据
($# )$# *&# $$( $&( ("#

非结构化数据
%$(# %*'# %%"# (,( ,*( *%(

运行+管理数据
,'( '(#

.

"*( "'(

.

从结果分析可以看出&输入结构化*非结构化及运行管

理输数据&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和基于大数据平台的

海南省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对预警信息采集*预警信

息数据处理和预警信息发布响应时间提高
%;&

"

";(

倍%

B

!

结束语

目前海南省在应对突发事件进行预警信息发布时形势

依然严峻&通过对各种资源及方式手段的灵活运用来推进

突发事件综合监测预警系统建设工作%文章研究分析了国

内外关于突发事件预警方面的现状&并总结了突发事件的

类型特点及海南省在面对突发事件做出预警时存在的问题%

随后根据海南省特点进行了预警信息发布系统的功能需求

分析和系统架构设计&分析系统应具备风险分析能力*综

合决策能力*预警信息发布能力%最后搭建了系统的整体

功能框架&完整的预警信息发布系统由基于大数据平台的

预警信息模型统筹&具体由灾情实时采集系统*预警信息

发布系统*预警信息发布渠道等组成&负责对突发事件信

息进行采集*分析并发布预警&从而使海南省应用大数据

技术在面临突发事件时能够及时*准确*高效地发布预警

!

投稿网址!

VVV!

0

Q

0

1O

T

3\!1IM



!!

计算机测量与控制
!

第
$%

""""""""""""""""""""""""""""""""""""""""""""""""""""

卷#

%&"

!!

#

信息&能够让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得到有效提高%在下一

步研究中将更多采集非结构化的图形视频等预警信息及专

业模型来优化系统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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