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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国海洋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系统是全国海洋生态环境监督管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系

统利用XML技术整合现有应急业务工作流程,实现对赤潮、绿潮、溢油、化学品泄漏和核辐射等应

急事件的定位、敏感区分析、应急监视监测、模拟预测、应急处置、辅助决策支持、信息通报等的信

息化管理,全面提高了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急响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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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ationalMarineEmergencyManagementSystemisanimportantpartofNationalMa-

rineEco-environmentalSurveillanceandManagementSystem.Thissystemintegratedthecurrent

emergencybusinessofredtide,greentide,oilspill,chemicalleakageandnuclearradiationthrough

XMLtechnology.Ithasthefollowingfunctions:locatingtheemergencyevents,sensitivity
analysis,emergencymonitoring,simulationandprediction,emergencydisposal,assistantdecision

supportandinformationnotification.Thissystemhadtotallyimprovedtheemergencyresponding
abilityofthedepartmentsofStateOceanic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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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包括溢油、绿潮(赤潮)、危化品泄漏、核

泄漏在内的海洋突发事件接连发生,蓬莱19-3溢

油、黄岛11.22、日本福岛核电站泄漏、天津8.12危

化品泄漏、黄海绿潮连续多年大规模暴发等,这些

海洋突发事件对水产养殖、水上运动、滨海旅游、海

上交通运输等相关产业的影响尤为严重,这些产业

在海洋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传统应急处

置业务流程涉及多单位、多部门、且时效性差,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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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产品分散,应急响应能力较差。近年来,国内外

海洋机构为提升应急响应能力,分别开发了自己的

海洋应急业务和管理系统[2-7],比较典型的有国家

海洋信息中心通过将预报结果与GIS平台相结合,

建立的可视化的溢油预报预警系统渤海海域溢油

应急预测预警系统[8-9],以及国家海洋局北海预报

中心的黄海绿潮应急预测系统[1],但是前者局限于

渤海这一特定海域的溢油事件,后者局限于黄海海

域的绿潮应急,另外还有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

所的长江口、杭州湾及毗邻水域涉海污染事故应急

辅助决策系统[7],该系统同样存在局限于特定海域

这一局限性。一个全国性的,可以在统一指挥平台

下跨部门联动、集成多种海洋突发事件的综合性海

洋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系统应运而生。

1 需求分析

实现赤潮(绿潮)、溢油/化学品泄漏和核辐射

等海洋突发应急事件的应急管理信息化、规范化、

高效化,提升应急管理工作的时效性。

(1)加强应急信息管理的高效化与规范化,提

高海洋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的信息化程度。

(2)完善各级应急管理部门的协调机制,提升

应急响应能力,制定针对以国家海洋局为中心辐射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责任企业的应急协调机制,通

过系统开发及部署,实现应急业务管理、决策支持、

应急指挥调度的多层信息化需求,提高应急指挥

效率。

(3)加强海洋突发事件应急模拟演习,提高应

对突发事件风险意识,检验应急预案效果的可操作

性,提高海洋突发事件应急反应能力,实现虚拟海

洋突发事件的模拟,调用系统内各种数据及虚拟资

源,模拟海洋突发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实现对特

定海洋突发事件应急响应过程的模拟推演。

(4)加强应急管理工作的信息整合能力,利用

大数据技术为应急管理工作提供数据支持和保障,

提升应急管理部门决策指挥效率。综合所有应急

响应技术单位提供的数据信息,根据应急决策需

求,整合有效信息,短时间内全面简练地在系统底

图上进行统一展示,并将关键风险源、应急力量列

表存储,实现“一张图”上的综合辅助决策信息动态

展示,“一张表”内的应急响应关键信息存储。

(5)服务公众。以提升海洋突发事件应急管理

服务效能为目标,面向政府、公众、企业和内部职责

部门的信息服务需求,通过信息发布平台,及时发

布海洋突发事件预警预报信息及应急处置信息,从

而为政府、企业在海洋突发应急事件处置工作中提

供技术依据,同时保障公众的环境知情权。

2 系统总体设计架构

全国海洋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系统作为全国性

的海洋信息化业务平台,秉承了整合资源、统筹规

划、顶层设计、分步实施的设计原则[10],实现了对赤

潮(绿潮)、溢油/化学品泄漏和核辐射等应急事件

的业务工作通过信息化平台实现快速流转。

根据系统建设目标,本系统服务对象为各级海

洋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技术支撑单位、海洋勘探开发

企业、沿海危险化学品企业、公众等。系统在统一

应急管理指挥平台下,将海洋突发应急事件涉及的

组织部门纳入统一指挥调度系统,为海洋突发事件

应急管理提供有力保障。系统总体架构分为7层:

采集层、基础层、数据层、平台层、应用层和门户层。

2.1 采集层

系统的信息源,包括应急管理工作中各种监视

监测数据、预报信息,采集层的信息通过专网传递

到系统数据层的数据中心或数据库中。

2.2 基础层

由网络体系、硬件设备、系统软件组成,为整个

系统提供基础的网络平台、硬件平台和系统操作平

台,负责系统的信息传递、模块集成、功能展示等。

2.3 数据层

应急管理工作中涉及的各类应急基础信息、应

急监视监测、模拟预测、损害评估、信息发布等方面

的资料、数据、信息的存储、维护和优化。包括数据

资源目录、各部门业务信息资源和共享信息资源。

2.4 平台层

根据现有的组织指挥体系和应急业务流程,全

面协调和设计应急指挥平台,根据系统用户类别设

置总局、分局、省级3级应急指挥平台[11]。

2.5 应用层

系统的主要功能模块,实现应急管理业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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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能,主要包括综合信息查询子系统、环境影响

应急监视监测子系统、应急模拟预测子系统、应急

决策支撑子系统、应急处置子系统、环境影响与灾

害损失评估子系统和应急发布平台子系统共7个子

系统。

2.6 门户层

为系统内使用用户和系统对外服务对象提供

信息交流和信息发布服务,根据用户对象和服务对

象的类别分别设置专网和外网门户,支持用户管

理、单点登录、个性化服务、信息交流与发布等。

3 网络架构设计

系统主要依托海域动管专网,充分利用海洋局

现有网络资源,采用地面专线与无线通信相结合方

式,在现有网络覆盖范围的基础上延伸网络节点,

建成覆盖国家海洋局、国家相关业务中心、海区分

局及下属机构和环境监测站、海洋站,以及沿海省

市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各级海洋环境监测中心及监

测站、国家自然保护区及其管理机构、海洋环保执

法部门的数据传输网络。

海洋突发应急事件中隶属海事局外网的船舶

信息网中的船舶定位,海洋石油开发企业、沿海化

工企业等拥有的应急处置力量,都是应急工作所需

的重要数据,海域网中的应急系统希望访问互联网

信息,但安全和保密方面的要求一直无法很好地解

决,目前研究结果较为认可的解决方式是利用基于

虚拟路由器冗余协议(VRRP)等方式的物理隔离网

闸实现涉密网和互联网的物理隔离,通过网闸技术

实现网间数据安全交互[12-14],刘一博等对接入者本

身的身份和行为安全认证方面作为切入点,建立网

络可信互联模型,将可信计算中的相关技术应用于

模型中的认证单元,从量化角度实现对接入者的可

信认证,保证两网间安全的信息交互[15]。

通过简便快捷的方式将海域网外的重要数据

纳入系统业务流程成为我们二期建设中考虑的重

点工作。考虑到现有规章制度并未明确认可以上

方式,因而在我们暂时通过就近光纤接入的方式,

将试点企业纳入专网节点,另一方面正在规划通过

组建一套由网闸及网络安全设备构成的背靠背对

接安全域,对内连接海域网对外连接企业应急专

网,通过光盘介质的形式将企业应急系统中的应急

力量配置、风险源分布等快速导入海域网。

4 数据库建设

根据海洋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业务需求,以海

洋生态环境保护信息分类与代码为基础,设计和建

设海洋突发事件监测数据库、应急辅助数据库、海

洋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数据库和用户管理数据库等,

为海洋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子系统和综合信息平台

运行提供数据支撑,研制开发数据集成系统,通过

标准数据交换格式和质量控制手段,实现动态的海

洋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数据交换机制。

4.1 海洋突发事件监测数据库

主要存储赤潮(绿潮)应急监测数据、溢油/化

学品泄漏应急监测数据和核辐射应急监测数据。

赤潮(绿潮)应急监测数据包括:赤潮(绿潮)事

件情况、应急空间数据、分布图、事件简报文档。

溢油应急监测数据包括:溢油事件情况、溢油

应急空间数据、溢油分布图、溢油陆岸监测情况、油

品鉴定、溢油扩散预测、油粒子运动轨迹、溢油溯

源、油粒子运动轨迹回推、油品光谱图、油品色谱

图、油品鉴定报告、溢油事件简报文档。

化学品应急监测数据包括:海上化学品的泄漏

事件情况、鉴定报告、扩散预测、粒子运动轨迹、泄

漏溯源、运动轨迹回推、泄漏应急空间数据泄漏分

布图、泄漏事件简报文档。

核辐射应急监测数据包括:核辐射事件情况、

应急空间数据、分布图、事件简报文档。

4.2 应急辅助数据库

主要存储应急监视监测辅助、应急资源辅助、

应急技术辅助、应急背景信息辅助。

应急监视监测辅助包括:应急监视报告、应急

事件现场照片视频、应急遥感影像、应急遥感解译

结果、监视飞机飞行轨迹。

应急资源辅助:监视飞机资源分布、监视船舶、

监视船舶资源分布、清污船空间分布、应急车辆、监

视机构空间分布、监测机构空间分布、应急队伍、应

急相关专家。

应急技术辅助:应急预案、应急监测方案、应急

监视方法、应急处置技术。



第9期 于庆云,等:全国海洋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57   

应急背景信息辅助:滨海危化品风险源和空间

数据、海上船舶风险源和空间数据、滨海核电站空

间数据、环境敏感区分布空间数据、国内外应急案

例情况、海洋环境风险区划、海洋环境风险区划图

件、物理环境实况再分析场、物理环境预报场、航道

信息空间数据、锚地信息空间数据。

4.3 海洋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数据库

包括应急处置基本情况、应急处置信息、应急

处置报告。

应急处置基本情况包括:应急处置机构、应急

处置方案。

应急处置信息包括溢油应急处置信息(应急处

置队伍、应急处置技术、已回收溢油量、溢油处置

率、应急处置现场照片视频等信息)、赤潮/绿潮应

急处置信息(应急处置队伍、应急处置技术、已回收

绿潮量、绿潮处置率、已杀灭赤潮面积、赤潮处置

率、应急处置现场照片视频等信息)、化学品应急处

置信息(应急处置队伍、应急处置技术、应急处置现

场照片视频等信息)、核辐射应急处置信息(应急处

置队伍、应急处置技术等信息)。

4.4 用户管理库

主要是对用户信息和系统权限的管理,实现系

统的安全信息化管理。

5 系统功能设计

系统功能设计基于应急管理工作业务流程设

计,由不同功能模块实现应急管理的信息化。根据

海洋突发事件应急业务流程和主要工作内容,设计

系统总体功能主要实现包括环境影响监视监测、应

急决策、应急模拟预测、灾害损失评估、应急信息发

布、应急基础地理信息展示、应急监视监测信息展

示、应急模拟预测展示、应急指挥调度、视频会商等

功能。

6 特点及展望

系统通过集成观测数据、预报数据、漂移扩散

数据等多种方式,将这些数据通过产品的形式发布

在系统底图[16],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将多种信息形

成综合产品发布于系统平台上,极大地增强了决策

指挥和应急处置能力。

2015年12月18日,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顺利

图1 系统功能列表

通过基于本系统的“2015渤海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溢

油应急桌面演习”,系统在演习中得到了检验,演习

过程中各单位、部门响应迅速,信息上报及时,取得

了良好的演习成效,获得了包括国家海洋局环保

司、东海分局、南海分局、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在内的各单位的认可,同时各单

位结合自身在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溢油应急响应工

作中的职责提出了相关建议。

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我们重点关注移动端的定

制开发,以及系统在全国范围内尤其是在省市级海

洋主管部门以及相关企业的推广使用。同时,我们

认识到信息化系统的建设是为业务体系服务,海洋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不可能仅通过一个信息化系统

就能完全应对,挑战依然存在,包括从法律制度管

理上进行完善,加强溢油、危化品泄漏等的应急合

作,提升应急快速反应能力,并改善相关的研究和

开发项目[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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