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计 算 机 系 统 应 用                        http://www.c-s-a.org.cn                     2015 年 第 24 卷 第 5 期 

 52 系统建设 System Construction

基于综合集成研讨厅的应急虚拟会商系统① 
毕于慧, 李鸿飞, 曾  熠, 程  芳, 董  玮 
(61139 部队 信息中心, 北京 100091) 

摘 要: 应急会商是应急处置活动中的重要环节, 针对应急处置过程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分析了应急会商的功

能需求, 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集成研讨厅方法, 构建了应急虚拟会商系统, 提出了相应的实现技术框架

和面向服务的体系架构. 该系统对于实现信息化时代的高效应急处置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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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tual Emergency Meeting System Based on Hall for Workshop of Meta-Synthetic 
Engineering 
BI Yu-Hui, LI Hong-Fei, ZENG Yi, CHENG Fang, DONG Wei 

(Information Center, 61139 Uint, Beijing 100091, China) 

Abstract: Emergency meeting is a very important part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Aimed at the complexity and 
uncertainty of the management,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function requirement first, and then constructed a virtual 
emergency meeting system based on the hall for workshop of meta-synthetic engineering, and its technological frame and 
system structure oriented to service were given also. The proposed system is meaningful to realize efficiency emergency 
management of information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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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各类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共卫生及

社会安全等各类应急事件的频发, 往往给国家造成重

大损失, 研究各类重大突发事件和各种自然灾害及次

生灾害带来的应急管理问题, 以及提高现代应急事件

的科学应对处置能力成为政府和军队有关部门关注的

重要现实课题.  
传统的应急突发事件的应对过程, 往往需要遵循

信息的层层上报、命令的层层下达等流程, 很多应急

管理中的现场数据、灾情信息不能在第一时间有效传

达, 各种实时信息也不能有效综合运用, 大大降低了

突发事件的处置效率. 如何对突发事件实现准确的情

景感知, 并对应急态势进行合理有效的研判从而做出

科学决策是实现现代应急突发事件科学应对处置的关

键问题. 鉴于应急突发事件的复杂性、难以预测性、

不受时空限制等特点, 跨领域、跨学科、跨部门和交

叉融合与集成的决策方式越来越得到应急相关领域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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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广泛重视, 但目前多数研究只解决应急过程或应

急环节中的某一项问题, 缺乏一个系统或者有机的集

成与应用.  
本文研究了如何基于综合集成研讨厅的思想来构

建军地融合、人机结合的应急虚拟会商系统, 通过将

应急指挥人员、应急处置专家、多源和多粒度信息、

应急响应业务模型以及计算机的高速计算能力综合集

成, 用以提升对实时情景的动态感知能力以及对情况

的精确判断和有效预测, 为应急指挥决策提供可靠依

据.  
 

1 综合集成研讨厅基本原理 
综合集成研讨厅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初钱学森针对

解决开放的复杂巨系统问题提出的方法论, 它强调利

用信息技术的优势, 将专家群体和各种数据、知识有

机结合, 形成一个集信息处理、知识生产和智慧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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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一体的高度智能化的人机结合系统. 人机协作是综

合集成研讨厅的设计目标, 它将人作为系统的组成部

分, 人机共存, 人机分工, 各自发挥自身优势, 其目的

是在复杂问题处理中将人的定性思考能力与机器的高

性能定量计算能力有机地结合来, 促进从定性的、不

全面的感性认识到综合定量的理性认识的飞跃, 这种

人机结合的研究方式具有更强的创造性和认识客观事

物的能力.  
 
2 应急虚拟会商系统的功能需求 
  应急虚拟会商是指在应急处置的过程中通过现代

高科技手段建立一种基于信息化技术的跨领域、跨层

次、跨地域的综合集成系统, 供会商者进行决策, 会商

者可以在不同的地方进行交互式会商, 实现信息的高

度共享. 主要有以下功能需求:  
  (1) 跨地域协同会商: 通过各种信息技术将处于不

同地区的会议参加者集中于一个虚拟会商环境中, 使
异地参会者实时协作完成视频交流、态势分析与研判、

对策建议的提出和讨论、行动方案的规划和拟制、应

急突发情况的会商处置、应急行动的指挥与控制等应

急指挥的全过程、全要素和全体系的综合集成, 终

实现跨地域会商.  
   (2) 会议全程智能记录: 通过对会议人员特征、会

议过程、议题内容、调用信息、模型调度和系统运行

状态等多方面信息记录, 建立一套完整的历史信息资

料, 通过专家决策支持系统评估后将记录信息录入相

关专家决策支持系统数据库, 为今后相关会商提供资

料数据.  
   (3) 分布式应急信息交换: 具备数据、图像、视频

和音频等信息的交换功能, 能满足各级视音频交互、

即时通讯、数据交换、数据共享等信息交互的需要.  
   (4) 信息整合与运用: 能够把突发事件的实时情

况、应急知识与案例库、模型库、专家资源等多种信

息, 通过网络联接起来, 按照应急指挥决策、计划、控

制、协调等环节的需要, 依据不同权限, 对信息进行加

工、分析预判、融合、调度、分发和展现, 满足为应

急处置活动提供各种信息的管理、查询、业务管理与

决策支持的需要.  
   (5) 跨层次多级联动: 在虚拟会商系统中, 不同级

别的节点, 自下而上采集信息, 自上而下指挥控制, 
可在任一节点加入模型、数据、知识甚至系统或人的

干预, 也可在任一终端节点接入系统, 上下结合, 整
个系统是一个一致的多级联动的网络, 也可以按照不

同应急响应等级, 进行不同级别节点模式组合, 构建

灵活、机动的应急保障模式.  
 
3  应急虚拟会商综合集成研讨厅的组成 
  应急虚拟会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问题, 根据

综合集成研讨厅的概念, 结合应急处置活动具体实际

情况, 本文构建了应急虚拟会商综合集成研讨厅的体

系模型, 如图 1 所示, 整个体系由专家体系、计算机体

系和应急处置知识体系组成.   

 
图 1 应急虚拟会商综合集成研讨厅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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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专家体系由指挥人员、军事专家、应急处置领

域专家、心理学专家、计算机专家以及其他相关领域

专家组成. 专家体系作用主要体现在各个专家经验、

知识及由专家群体互相交流、学习而涌现出来的群体

智慧的运用.  
   (2) 计算机体系由网络通信设备、服务器、存储系

统、计算机终端以及为整个系统提供服务的软硬件设

备组成, 主要为会商任务提供分布式交互、海量存储

能力和高性能的计算处理能力. 此外, 综合集成研讨

厅是一个多软件系统集成的研讨环境, 因此计算机体

系还包括管理信息系统、群体决策支持系统、信息融

合技术、多媒体会议系统、数据挖掘技术等.  
   (3) 应急处置知识体系由应急指挥决策所涉及的各

种数据资源和知识组成, 包括突发事件情报、应急力

量、救援保障、环境、法规以及应急预案方案等数据, 
以及基于上述数据建立的应急知识库、应急预案与案

例库, 应急响应分析、风险评估、心理干预与预测、

灾害预警、灾情评估等模型库和方法库. 

4  应急虚拟会商系统设计与实现 
4.1 总体结构设计 

为了实现不同地域与会专家的在线实时交互, 专
家能动性发挥, 分布式计算与灵活性等需求, 我们提

出了基于综合集成研讨厅的应急会虚拟商系统总体结

构, 如图 2 所示, 系统整体架构自下而上包括基础网

络层、基础资源层、管理控制层、服务支撑层和业务

应用层, 整个系统基于统一的技术标准规范和安全保

障体系. 基础网络层主要是分布式数据的网络接入方

式, 基础资源层主要指应急处置相关的各种信息资源

和知识, 管理控制层主要指应急虚拟会商综合集成研

讨厅的主要服务器所在地, 是应急虚拟会商系统主程

序运行与维护的平台, 服务支撑层主要指为研讨厅平

台正常运行所提供的各种应用开发环境和业务支撑, 
业务应用层主要包括研讨管理、统计查询、态势推演、

数据展现、方案优选、效果评估等应用.  

 
图 2 应急虚拟会商系统体系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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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网络结构如图 3 所示, 整个体系以应急虚

拟会商研讨厅为控制中心, 一方面实现与下级应急处

置中心的互联互通, 另一方面下级处置中心与分中心

节点实现互联互通, 而各分中心节点又分别与各下级

分中心节点实现互联互通, 从而实现纵横交错的应急

联动体系.  

 
图 3 应急会商系统网络结构 

 
4.2 面向服务的技术架构实现   
    应急虚拟会商系统的研讨厅平台采用面向服务的

技术架构设计, 整个系统分为研讨支持服务、会议交

互服务、数据分析服务、决策支持服务和系统管理服

务 5 大服务模块, 每个模块下构建各自的服务子模块, 
每个子模块都在平台上注册, 采用服务注册表的方式

对其进行管理, 将研讨管理、态势推演、方案优选等

每项业务应用看作是服务请求者, 当某个业务发出一

个服务请求后, 在服务注册表中查找, 并按照其相应

的调用方法和接口标准对该服务进行调用, 实现服务

请求者和提供者的动态绑定和直接交互, 从而构建了

一种面向服务的开放式体系结构. 采用此种设计不仅

方便的实现服务间的互调用与集成, 也方便了系统功

能扩展及个业务模块的开发与升级, 面向服务的技术

架构如图 4 所示.  

4.3 系统实现及运行 
  根据面向对象的设计思想, 系统采用 J2EE 和

JGRAPH 可视化平台, 基于 Agent 和 Webservice 技术

进行开发. 实现了网络会议, 研讨支持, 数据分析、决

策支持、系统管理等功能, 目前已经完成研讨厅原型

系统的开发和分布式部署试运行, 根据军队组织架构

的特点, 建立了三级部署运行模式, 如图 5 所示.  
  在总部单位集中部署研讨服务器、数据库服务器

以及Web应用等服务器, 专用研讨终端等主要软硬件, 
具备主控管理、接入和数据分析处理等功能, 主要接

入二级单位的应急会商终端和应急指挥调度平台, 二
级和三级不同单位各自部署了自己的分布式的系统, 
不同级别和不同单位用户只需要访问其对应单位的系

统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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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面向服务的体系架构 

 
 
   
 
 
   
   
   
   
   
   
   

图 5 分布式部署架构 
 

  通过系统的试运行情况来看, 系统能够基本满足

总部应急指挥员在第一时间对事件场景进行感知, 对
下级单位的点播和调度, 研究讨论、会商决策等灵活

多样的实际业务应用需求, 为应急指挥人员提供了群

体同步协同的应用环境. 
 

5  结语 
    应急处置活动是一项开放的复杂巨系统, 涉及到

多领域的知识和技术, 本文研究了如何在应急处置活

动中运用综合集成研讨厅构建应急虚拟会商系统来提

高指挥决策效率. 该方式能够突破部门、地域、时间

的束缚, 集中大量的用户、技术开发人员以及所涉及

到的各个领域的专家组成地理分散的研讨集体, 协同

工作, 实现各领域专家的即时交流、资源共享和协调

统一, 缩短应急响应时间, 对于提高应急处置的有效

性和科学性具有重要意义. 该系统建设的关键难点是

多学科、多部门的异地协同以及地震、洪涝灾害等情

况导致网络无法畅通时如何保证系统的有效运行, 下
一步还要继续研究以更加适应实际问题中的各种复杂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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