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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信息在城市公共安全应急系统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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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析了城市公共安全应急系统对城市地理信息的需求特点! 讨论了如何对城市地理信息进行加工处理! 以满足城

市应急系统建设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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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我国城市的测绘部门通过几十年的努力!
积累了大量的城市地理信息! 包括城市各种比例尺的

地形数据! 相关的工程勘探资料’ 规划红线资料’ 综

合管线资料和部分地籍资料等( 城市测绘部门如何充

分发挥自身优势! 利用好这些地理信息! 更好地服务

于当地政府和社会! 是应认真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本

文以正在开展的城市公共安全应急系统 %简称应急系

统$ 建设为例! 探讨和分析应急系统对城市地理信息

的需求特点! 及如何更新和完善已有的城市地理信

息! 来满足应急系统建设的需求)
( 应急系统建设的目的意义

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大和城市功能的增强! 人口和

各种工业危险源也越来越集中在城市! 城市居民所面

临的安全问题日益突出) 城市中所发生的各类事故具

有突发性’ 连续性’ 灾难性’ 密集性’ 扩散性和社会

性等特点! 其危害之大’ 损失之巨令人触目惊心) 目

前! 我国的公共安全应急技术研究和保障体系尚处于

初级阶段! 城市公共安全保障基础和应急能力薄弱!
与经济高速发展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研究应急系统具

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应急系统是围绕城市突发公共事件 %包括自然灾

害’ 事故灾难’ 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事件四种$ 的应

急活动! 作为城市应急保障的一个技术系统! 它主要

服务于城市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的顺利实施) 应急

系统包括硬件’ 软件’ 数据库 %包括城市地理信息数

据库’ 城市安全信息数据库’ 预案库和模型库等$ 和

用户四部分组成)
通过城市公共安全应急系统示范工程和研究成果

的实施! 可以提高我国城市公共安全的科学技术水

平! 有效减少事故隐患! 预防和控制重特大事故发

生! 遏制群死群伤事件和重大经济损失! 缓解我国城

市公共安全的严峻局面)
! 应急系统对城市地理信息的需求特点

应 急 系 统 中 所 需 要 的 城 市 地 理 信 息 主 要 包 括"
%"$城市大比例尺地形图 %1Y’&&’ 1Y1 &&&或1Y% &&&$&
%%$城市地下综合管线数据& %+$城市道路交通数据&
%-$城市地名数据&%’$部分地籍及城市用地规划数据&
%2$城市工程地质数据& %3$遥感影像数据& %/$城市关

键设施’ 重要防护目标’ 应急救援力量 %包括11&’
115’ 1%%’ 1%&$’ 危险源 %包括生产场所’ 灌区’ 库

区’ 危险房屋’ 压力管道’ 压力容器’ 锅炉$ 等空间

位置信息& %5$城市#维模型数据)
为使城市应急系统更好地为城市公共安全服务!

对所需的城市地理信息具有以下显著要求"
1$ 数据的现势性要强) 所用的地理信息必须是

能真实地反映城市的现状! 尤其是城市的道路交通状

况’ 单位及地名情况’ 房屋建筑情况’ 用地情况 %包

括山地’ 植被’ 水域等$’ 关键设施及防护目标等要

及时地反映到城市大比例尺数字地形图上) 这样才能

满足应急救援时快速确定事发地点及其周围环境信

息’ 快速确定救援方案和人员疏散路线及避难场所

等! 以最大程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 数据的完备性要好) 在应急救援时对城市地理

信息的数据完备性有特殊的要求! 几何和属性信息必

须齐全) 如房屋! 几何上要求房屋必须是闭合的多边

形! 属性上要求必须包含楼层数’ 高度’ 结构’ 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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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等信息! 对于道路交通" 除道路几何信息外" 路

段 #名称$ 宽度$ 路面材质$ 单行线%$ 路口 #名称$
立交情况%$ 交通流量统计等信息也必须齐全&

!% 数据精度要求一般& 对于大比例尺地形图上

没有明确表示" 而应急救援的需要又必须在图上表示

的地物 #如关键设施$ 重要防护目标$ 危险源等的空

间位置" 以及用地界线和新增地物等%" 其地物的几

何精度要求可以低于同比例尺地形图的要求&
"% 影像数据的分辨率要高& 在应急救援决策指

挥过程中" 为了能更直观地反映实地情况" 需要有现

势性好的高分辨率的遥感影像 #如#$%&’(%)*影像%&
+% 城市!维模型数据& 对于重点区域" 需要获取

建 #构% 筑物及实地的实际纹理图像" 采用虚拟现实

技术和城市!维建模技术" 通过贴有实际纹理特征的!
维图逼真地显示$ 查询和分析应急救援时所需的信息

和周围景观& 对于城市其他区域" 可根据楼房和地形

高度快速生成不需纹理的城市!维图&
! 城市地理信息的处理与更新

由应急系统对城市地理信息的需求特点可以看

出" 目前的城市地理信息还不能满足应急系统的要

求" 必须对其进行加工处理& 城市测绘部门" 应该积

极配合和参与应急系统的建设& 这样" 一方面可以拓

展服务领域" 使已有的地理信息增值" 取得明显的经

济效益! 另一方面" 由于城市公共安全涉及面广" 包

括市区政府$ 公安$ 消防$ 安全生产监督$ 人防$ 环

保$ 医疗$ 交通$ 房产与国土资源$ 规划$ 气象$ 水

利$ 地震等部门" 通过城市地理信息在应急系统中的

应用" 可以增强城市地理信息在社会信息资源中的权

威地位" 使政府加大对城市地理信息更新的投入" 推

进城市测绘事业的发展& 为满足应急系统建设的要

求" 对城市地理信息的处理与更新包括二方面内容&
"% 地理信息的更新& 目前" 许多城市都已建立

起了自己的基础地理信息更新机制" 采取 ’动态修测

与周期更新( 相结合的办法" 实现 ’重大工程竣工测

绘$ 重点区域动态修测" 一般区域周期更新(" 并利

用航空遥感影像技术与国土资源变更调查相结合" 进

行土地利用现状的年度变更和城市中小比例尺地理信

息的更新&
针对应急系统一方面要求地理信息的现势性强"

一方面要求地理信息的几何精度不高的特点" 对于城

市变化比较大而又没有足够的人力和物力进行及时更

新的区域" 可以采用#$%&’(%)*高分辨率 #,-./ 0% 遥

感影像" 纠正用的控制点从城市大比例尺数字地形图

上选取" 然后采用二次多项式进行影像纠正" 将纠正

后的影像与大比例尺数字地形图进行叠加显示" 根据

影像对变化的地物进行删除$ 修改和增加新的地物"
并将编辑的数据由程序自动更新大比例尺数字地形数

据库& 对于类似荆州这样的中等城市" 一次购买/1,
’01的#$%&’(%)*影像数据只需人民币#万元左右& 利

用这种方式为城市应急系统更新地理信息" 成本低"
速度快" 影像的现势性强 #一般不超过半年%&

$% 地理信息的处理& 对地理信息的处理包括)
#/% 房屋建筑的闭合处理& 目前" 许多城市都已

对 大 比 例 尺 地 形 图 进 行 了 数 字 化" 并 以2$34526的

678文件格式保存" 或直接建立大比例尺地形图数

据库& 由于地图生产大都是按图幅进行" 一个房屋跨

越不同的图幅常常使得一个房屋分为几部分! 另一方

面" 即使一个房屋在同一图幅内" 由于房屋之间有公

共边的原因" 也使得房屋不闭合& 而在应急系统中"
在对城区毒气泄漏扩散区域预测与预警" 房屋建筑内

人员疏散等分析时" 都是将房屋建筑看作一个房屋界

线平面上闭合并有一定高度的空间实体& 为此" 对于

每一个房屋建筑" 必须进行闭合处理& 方法有两种)
一是利用商用软件 #如2$34526或2)&9:;<4% 通 过 人

机交互" 逐个房屋的闭合! 另一种是通过编制专用软

件" 自动将某一区域的房屋闭合& 然后根据图形对房

屋配赋楼层高度$ 结构$ 用途$ 人数等属性信息& 前

种方法虽勿需编程" 但自动化程度不高" 效率低! 后

种方法编程稍复杂" 但效率高&
#1% 地名及其空间位置的确定& 地名 #或地址%

及其空间位置在应急系统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如根据

所报告的事发现场的地名应能快速确定其在图上的具

体位置& 这里的地名包括) 地名 #地址%$ 单位名称$
重要公共建筑名称$ 道路或路段名$ 水系 #江河$ 湖

泊$ 池塘% 名称$ 山岭名称等" 这些名称在大比例尺

地形图上都是以注记形式出现& 根据应急系统的需

要" 通过编制程序和人机交互相结合" 从地形图上提

取注记点的空间位置" 并与对应的实体 #单位$ 建

筑$ 路$ 河等% 进行匹配" 建立城市地名数据库&
#!% 道路交通路段及路口信息的处理& 大比例尺

地形图上的城市道路一般都是用道路两边的路沿线表

示" 缺少路口交通信息& 根据应急救援路径规划的需

要" 须自动提取道路中心线$ 路面宽度及路面铺设材

料$ 道路所经过的路口等信息" 再与道路及路口的其

他管理信息相结合" 建立城市道路交通数据库&
#"% 重要场所空间位置的确定& 主要是包括城市

关键设施$ 重要防护目标$ 救援力量$ 危险源等的空

间位置的确定& 根据应急救援的需要在地形图上分别

用点状$ 线状或面状目标表示&
" 结 语

城市地理信息在城市公共安全应急系统的建设和

应急救援决策指挥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城市测绘部门

无论从自身发展" 还是为政府和社会服务考虑" 都应

积极配合和参与应急系统的建设& 本文结合正在开展

的工作" 所给出的解决问题的思路" 对城市测绘部门

和应急系统的建设都具有参考和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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