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邮电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公共卫生应急指挥平台的开发及应用

姓名：吴纪华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软件工程

指导教师：杨文川

20070309



声明

独创性(或创新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

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中所罗列的内容以外，论文中不

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北京邮电大学或其他

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而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

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谢意。

申请学位论文与资料若有不实之处，本人承担一切相关责任。

本人签名： 缁 吼上淄
关于论文使用授权的说明

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北京邮电大学有关保留和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

研究生在校攻读学位期间论文工作的知识产权单位属北京邮电大学。学校有权保

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学位论文被查阅和借

阅；学校可以公布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可以允许采用影印、缩印或其它

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遵守此规定)

保密论文注释：本学位论文属于保密在年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非保密论

文注释：本学位论文不属于保密范围，适用本授权书。

本人签名：

导师签名：

日期：竺：2：!：翌
日期：幽：生：12

2



公共卫生应急指挥平台的开发及应用

摘要

涎年来骧蕾经济瓣侠速发曩，藏耱公众安全懿鑫耱突发繁惫事锌熬发生也垒

上升髓势，给国家安全、社会安定和人民生活带来巨大威胁，严重阻碍了经济的

毽康发震，镁得突发公共安全搴侔越来越受萎|各级政瓣秘公众媒体静筵注。笼其

当中嗣直面SARS触发的公共危机时，充分暴露了我豳公共卫生存在的机制缺失

和体制脆弱，又极大地激发、催化公焚卫生快速进行一系列的蘑大改变，迅速建

立应对突发公共卫生攀传的农效处理樾削及傣怠系统。

阏此，建立公共皿生应急指挥平螽显得尤其迫切熏要，肖了应急指挥系统，

卫生飚可汉获投瘟霹鞠处置辏区蠹黪公共翌垒突发事箨，在致痔窝部门售塞弼终

的支持下。形成“政府童导、多部门配含、全社会参与”，并具有组织指挥军事化、

应恚鲶瑾手段现代纯躺串国特色的突发公共羹囊事襻应急体系。本文定要菇“平

战结食”的思想，实现平时公挟卫生攀件的监控与预防以及队伍专家、预案及应

急资源盼管理，以及战时应急指挥的功能。初步建立～套适应公共卫擞实际情况

的应怨管理系统。

本文的主要贡献如下：

(1)分援+r近年泉各秘突发性公共翌生事律戆特焱程我嚣公共里黛基羲存在

的机制缺陷及充分暴露的问题。

(2)在裔签箕蔻发达国家经验豹基确上，绳出了一套美予完善我阉豹公共整

生应怨体系的对策，搬计算机的集成管理思想应用到突发性公熊卫生零件中。

(3)根据”平战结合”豹愚想，设计及实现了平对簸控预豌，战对指挥谲发的

公共卫生应急指挥系统。

系统在自从1月谯石景山区上线怒，运行正常，朱出现严蘑功能问题，验证

了本文理论鲍正礁牲。
‘

荚键词：应急指挥平战结合上令下达无线调发数据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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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ANDAPPUC棚ON oF THE PUBUC

HEAI胍I EMERGENCY COMhL帅SY锄M

ABSTRACT

With rapi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more and more olltburst events of

public health threat body health and stability of society，and influence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badly,therefore，the government and public also attach

importance to out bunt events of public health．After SARS bunt out in china，the

limitation of meeting emergency function of public health emerge enough，so the

emergency system of public health needs change．

With the emergency command information system of public health，the board of

health may deal with all kinds of outburst events of public health，base on the

government information net，we may build the characteristic emergency system of

public health with government leading，departments supporting and society attending．

11le paper mainly has analyzed and realized the watch in dally and emergency

command during石ght to develop an applied emergency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The paper mainly contributes to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1)It analyzes the feature ofoutburst event ofpublic health and the limitation of

public health and all kinds of problems in china．

(2)According to the experience ofother developed countries,it puts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 of dealing with outburst public health witll the computer integration

think．

0)With daily and fight，it designs and realizes the watch in daily and

emergency command during fight．

The system has run well since it is used in shijingshan district in January,2007，
and no several function problems have occurred，which validate the theories the paper

puts froward，

KEY WORDS：

Emergency Command

Daily and Fight

Command Made l(Ilown to the Lower Levels

Wireless Command

Data Ware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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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论

1．1公共卫生应急指挥的建设背景及意义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威胁公众安全的各种突发紧急事件的发生也呈

上升趋势，给国家安全、社会安定和人民生活带来巨大威胁，严重阻碍了经济的

健康发展，使得突发公共安全事件越来越受到各级政府和公众媒体的关注。这类

事件按其发生原因可以大体分为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两种。自然灾害包括地震、

洪涝、干旱、泥石流、植物病虫害、急性传染病突发流行(如SARS、艾滋病、

禽流感)等。人为灾害包括恐怖活动、犯罪行为、生产安全事故、交通事故、食

品安全事故等。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和政府职能的不断调整、深化，从

宏观调控国民经济运转到处理紧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从保障社会安全稳定到提

供各种社会综合服务，政府管理城市、服务社会的功能等都在不断扩大和完善。

我国是灾害频发、灾害面广、灾害损失严重的国家。民政部的统计表明，近

lO年来我国每年仅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就在1000亿元以上。公安部通报显

示，2003年全国发生火灾22．6万起，直接经济损失14亿元；发生交通事故61．7

万起，直接经济损失3t．1亿元；立案的抢劫案件3．2万起，其中抢劫金融机构

42起。另据统计资料显示，1986’1990年五年内我国因洪涝灾害的直接经济损失

达249亿元人民币，而2003年一年中由洪涝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高达

1278亿元。灾害的不断升级和反复出现，对社会公共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给国

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也是连年上升。尤其当2003年发生SARS事件时，仅2003

年3月至5月二个月时间，中国病例达到5000多，死亡300多人，当中国直面

SARS触发的公共危机时，既充分暴露了我国公共卫生存在的机制缺失和体制脆

弱，又极大地激发、催化公共卫生快速进行一系列的重大改变，迅速建立应对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有效处理机制，通过有效整和公共卫生资源，逐步完善疫情信
j

息网络直报体系、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医疗救治体系、卫生监督体系和危机管理

机制建设，切实有效地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置能力。

当前，我国城市各种应急指挥分届17个部门，各职能部门归口管理、分兵

把守、自成体系，防洪、地震、消防、民防、公安、市政等都按照自身工作特点



各自为政，一旦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不仅信息无法共享，还会出现多头指挥、

协调困难的局面。因此，城市应急系统就是要建立统一应急决策、指挥平台，帮

助领导进行科学决策，有效整合资源，智能、快捷的使各个部门的应急救助能力

综合联动，采用先进技术，建立集通信、信息、指挥和调度于一体的高度智能化

系统。依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可造成的危害程度、波及范围、影响力大小、人员

及财产损失情况的不同，卫生局可以积极应对和处置辖区内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

迅速做出最优的决策，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进行统一调度和统一指挥，保障重大

突发事件或自然灾害处理的指挥与部署，保障重大活动的安全保卫和调度，为城

市管理和公共安全提供决策支持。通过应急指挥系统实现灾时应急，平时防灾的

功能，充分发挥组织协调作用，以平战结合的思想，实现上令下达、下情上报，

初步建立一套适应公共卫生实际情况的应急管理模式。

1．2公共卫生应急指挥国内外建设情况对比

1．2．1美国：层层负责措施严密，分工协作遇疫不惊

9·11事件后，美国已经把传染病问题作为生物反恐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平

时的传染病预防方面，美国布设有负责预报和监测传染病的“传染病监测网

络”、保证及时了解各州各地方传染病发展情况的“与州和地方公共卫生部门伙

伴关系网”以及了解国际传染病爆发和蔓延情况的全球移动检疫网络。

美国在预防与处理爆发性传染病等公共卫生危机方面特色鲜明，强调及时交

流各方面信息，与多部门分工协作，依法对传染病患者采取隔离和捡疫措施，并

及时向公众发布公共防范信息，以遏制传染病蔓延。

美国处理公共卫生危机，特别是对传染病的应急管理始终把握“首先阻止传

染病蔓延，再着手找出病因”的原则．其相应的管理保障体制为：

(1)在政府行政决策部门层面，依据法律授权，颁布总统行政命令，界定传

染病性质，并对卫生部门进行授权。首先，由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向相关方面

提交危机疾病评估报告，内容包括传染病发现、发展及其影响等；其次，由副总

统召开跨部门的国家卫生理事会会议，研究危机疾病评估报告，并向总统提出对

策建议，特别是对疾病是否属于传染病进行界定；第三，总统就此危机咨询总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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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后，根据《宪法》和《公共m生服务法》第361款授权，视情况决定颁布相殿

豹总绕器政务令。冬除段工侈楚屡层爨上塞至蕊统我受责裁。

(2)根据总统行政命令，总医官依法授权颁布和实施传染病防治条例和规

定，惫耩鏊在辍盘传染瘸转播豹各矮重生捡疫攒藏，对嚣内癸佟染病患者耨感染

者的留验、隔离、或限制性放行的规定，对传染病感染者的留捡与检黉规定，暂

禁特定溺家人爱藕货物入境的糯定，辩曾停靠农传染病病发区的船舶、民航等交

通工具实行“卫生单谨”制度等。

(3)在具体防范传染病条例执行方颟，形成了卫生妨公众服务部牵头，多部

门分工协作的椒禹蠡髫豹在于热强传染痰售息交滚，芳锈錾黄染病各秘霹S￡簧攘

的途径。参与部门主要倪括海关、国务院、交通部、农业部、食晶与药物管理局、

强绦局等。

(4)在预防和控制传染病的信息方顽，美国痰病预防控制中心(CDc)主要挝

供具体管理与技术措施藕信息。该中心及其一F籁的莓絮传染病中心主要职责氆

括：为决策者提供可靠的信息，并通过农效公秘伙伴关藜以及备类中心_秘计划，

在美国阐内及蟪外促进公众健康安全管理，关注传染病预防控制技术扦发与成

愿，以及自公众提供信感和教努等。

在处理与爆发性传染病相关的公共卫生危机方面，CDC的主要应急措施包

耩：利耀紧急露动孛心褫裁，震拜黉染瘸豹起霞、簧撵方式窝撩铡缮藏鹣调查；

利用紧急响应计划，在保证及时得到国内外信息的基础上，制定和更新有关传染

病豹登璎工幸#帮防范捂甄毽括传染病认定准黉|j、隔离岛捡疫耢范手段酌建议稀

准、公众防范指南等：利用部门问紧急协调计划，加强传染病信息交流和对策研

究，并堵截传染病各种可能酶传播途径，同时通过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逐朦向上汇

报；利用平时就蠢的“与娥彝她方政府伙伴关系鼹”，邋鳃各级玻府及其卫生懿

门加强防范和信息反馈；利用“卫生信息通知机制”，发布公按防范传染病信

惑；启动“实验塞霹络”，动受一餐力爨嚣曩鸯关转繁臻裣溅秘薅毽熬季莓磅；成

藏有关传染病传播途径的特别调赢组，针对可能的主要传染途径和场所，特别是

主要静荔传揍场掰鲡学校、工厂等送行诵查，了解分橱传染病在这些场轿可能传

播的方式，制定j爨制传染病大规模传播的有针对蚀的防范措施；为危机涉及部门

提供可靠、不断更新前信息支持；制定和更新从传染病诊断、调落、实验室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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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浆蕊各臻肇豹一熬套工幸爹魏卫生防范指鸯，一方聪健医务人员、调查人员秘科

研人员有章可循，另～方面防止二次污染。

'．2．2英国：暇取“疯牛”瘸教伽，黧视普及防范知识

近年来，英国谯公共卫生领域灾难频频，疯牛瘸、口蹄疫、猪癜、流感簿的

滚移，不仅严重努蠢了英国瓷牧韭，对公众健康也造成了严黧损害。在处理上述

危机的过程中，英国政府通过不断改进和调蹩，积累了丰富经验，并形成了应付

各释严重流纷病熬梳枣l窝瓣络。

英国的公共卫擞监测防范网络燕要由中央和地方两大部分组同b中央一级机

梅龟括卫生酃等政府职能部门帮全隧往专簸蔽测梳牵每，主要负责痰清静分辑裁

断、政策制定、组织协调和信息服务等。地方行政鹭局和公共卫生部门，包括传

染瘸控制中心分支机构、国民保健系统所属医院诊所、社区医生等，是整个疫情

鉴测魉豹基本单元，主要受蠹疫揍鹣发现、擐告、跟踪和诊叛治疗。

为了加强政府柱重大突发事件中的组织协调能力，2001年7月，英内阁办

公塞耩设立了嚣事突发事终秘器魅圭要受舞淘蓄鞠羧誊霹戆弓l发煞壤熬各释事

件、针对各种突发事件的监测和协调指导、建立突发事件分析监测网络等，若传

染瘸、生纯凌击等突发事辞发生时，受责敢籍和民蠲税构豹维缓徐调。

从近几年的情况看，英国在重大疫情黔范中，比较重视以下几个环节：

(1)疫情监测。这是发现问题的第一步，也是英国防范簸溯机制中十分蓬要

的～环。荚困在疫情监测上分为矗然爆发翔生化袭击两大类，整测的重点包括

SARS、炭疽瘸、天税、鼠痰、波特淋菌中毒、热兔瘸和其它华见疾瘸等。各级医

务部门发瑰土述疾绫，必须警土是转染病控粼孛心掇告，痣铡棒晶交出公共显生

实验室服务中心检骏鉴别，如属控制范围内的疾病，由卫生部和英嗣保健署联合

裁定应对方鬃，

(2)下发指导纲鬻。对予监测范围内的严重疾病，英职能部门事先都下发有

关的指导纲簧。如·2001年，英国公共卫生实验室服务中心，锋对t褥提翔的咒

辨疾癀，专门下发了指导纲簧，详缨列出了以上疾瘸豹特援、危害、防治措施、

注意事项等，为医务人员和普通公众提供参考。

(3)疫猿逶擐。避些年，在应纣霜黪疫等耋大痰媾畦，荚职戆郝门每天赘发



露痰德遽掇，奔缮发瑷鹃瘾稠数爨、媲戮范瓣、溜疗傍狨霰受影镌豹入受等，潋

便公众了簿痤情发嚣趋势窥擎夔程囊，鬟程醣稳攘蕤。荚蓬蕤彀爨这一赢，是铐

穗惨整谯徐褥浆黯教胡b警韧缎牛瘸瀑教对，英鬻敢府由于掇心葶l发恐慌，使农

渡蠢疑囊盈受弱≯争袁蕃京疫籍识鹈，孬钛癍警薅褥簧繁狳天羹，稼食藕擎瘤不会

对懿滕逸成影嗨。然聪，瞻管瘦情的发展，～些入因感染疯警瘸褥残亡，事襻经

攥褡爨巍轰未萼l怒耱熬犬漉荚浚麝嚣魏受弱严鬟洚蠢鑫莽获巾褥蕊y潦熬教谢。

(4)璧视磐及茨藏籀识移久爨培瓣。痰藏游澈是涉及全裢会魏攀，努矮镶靠

公众豹垒嚣鬻龠。兔就，荚致辩十努霆我毒关耱藏躲谖熟骜及芏俸。逶避交字毒掌

辩、蘸赞、终攥簿多耱形式琴渠遴，彝公众穷露蠢美懿菸范囊识。露霹，蜜联赛

糯门滋瓣t麓强瓣医务A昃豹端谰，撬黼德稍成幸寸备种黟露传染病的缝力，谯～

赢己透瀚残烫焚嚣疾病菸涪撬裁申秘鸯秘缝裁熬分。

{．2，3渗隰：褰藏褥终毪瓣理，热溅囊警鞍蠹分鞠

法邋强蓠爨经建囊了嚣巾嚣塞终絷瘸蘩渗中心，囊簧蓬溅鞠孛擐转綮褒穗

荧壤撬*英驳魏燕；貉建传染瘸源、静攘治疗方法、瓣鬃疫稳燮他、及时向卫嫩

帮逶掇瓣公茭稼痰骞雾舔懿鼹番撩篪辍淼褥窭预耪痰藏铸豢辩攒魏。

对予那黪不瘸予必须枣报拔瘸系列的传染糖法因建立了以化验囊验室嚣l慧

虢隽蒸罐瞻蘩测体系，嚣筋是了勰这蘩痰瘸熬交健趋势，攀夔这藏疾薅瓣菜骜溅

符特髹。钟对每一秘特定的镶潦瘸，嚣豢卫生蹩溅研究麟爨黉建焱一令瓣络，爨

燎方羹警壤穆受懿簦餐虢孬，然鬃穗褪荧薅巍菠慧裂礤究黪

“Sentinelles嚣垒瓣终”剡是～个专门锋瓣傣豢、滚孬毪痰寐霉致豹死亡

撩嚣豹鼗灏弼绦，由鞠蒙滋生猩德康研究掰受爨湃调，魏蘸醋有1500名成员。

邃些藩裳逶_过专瓤浆耩螽鏊，每藩至少鬏捺一次爨蠢熬藤诊请蓼b箍籀蘩鬃癌主述

蟒究繇淞藤、分柝、公稚。

懿掭，舞热淼医虢静潴毒羔撵、潺甍瘸又京激貌象瘸(惫瓣簪零黪淤、辕藏

汾染以及糖在隧靛内部产生敕、抗蕊搜较强熟一些瘸蘸孳}起的貘旗)还专门残蠢

节一个靛瓣瓣缮——瀵簸交叉黪梁璃蠹褥整测瓣络。
20挝怒8§冬健敷瑶，洼鼷发生7多次夺蕊辫公共整燮惫魏，颤输巍污染、

躐学臻、糟长激豢翔题、舔攘惫害簿。秀了更姆越藏瓣A辩键袋状孺，发蠛藕蓣



警掰疑发生豹蔻及公众毽袋熬事{孛，法国予1998零成立了麓生监测强究所，其

首簧任务是流行病、传染病及健康环境的jl盏测和调查，分析人口德康状态及变

往，译{鑫流行寤发蘩豹盏黢，整溅、龌究环境(污染、食菇)每链壤戆关系，蜃

来又扩大到王作场所健康、慢性病(如癌疲)、日常生活事故分析和医院交叉感

染簿领域。它负责搽铡对公共健康祷成威胁酌疾病、事箨，磐对政府提窭疆警、

事件处理建议，提鼢与社会、环境发展相对应的公欺卫生政策。

1．2．4我国：从8^RS突发事件暴露出国内应急机制的缺陷

经过非典及禽流感的考验，通道认真反思，看到我国在突发公凝卫生事件应

怠机制方面存在豹燕要获酾：

(1)应惫指挥系统不统一

(2)应急预案操作性不强

(3)信毖报告鄹络不健全

(4)应急救治熊力低下

(5)蓣貉控割傣系薄弱

自2003年5月，国务院发布‘突发公麸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瑟求国家建立

统一翡突发公共卫象事俘预防控翎体系敬采，国家、省、帝应惫撵撵系统建设方

真磁提上日程。国内许多城市相继进行了综合安全减灾应急指挥体系的规划和实

施，如卫生部的SARS个案滥灏直撤系统、t海城市综合减灾体系(包含领导小

组、专家委员会，并出台了“上海带灾害豢故应急处置总体预案”，广霹南宁

“城市应惫联动系统”等。应急管璇体系建设越来越受到我国各级政府的关注。

1．3突发公共卫嫩事件定义及特征

定义；《应急条例》明确指出：“突发公共卫鸯拳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

或豢霹戆造成社会公众健壤严重援密戆重大传染病疫攮、群体性苓瑗原弱痰病、

重火食物和职业中灏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及危及公欺安全的紧急事件。

特征：突发公菸翌奎事徉缝在萦一短餐嚣雩藏蠹鬈羚发生、髭造黢众多馋亡凌

对人群的生命和身心健康构成严重威胁，从厮产生一定强度戏广度的公共卫生影

响，需要羹生机构联合多方谣力量，紧急采敬行动救援和麓理。



1．4公共卫生应急指挥急需解决的问题

经过分析及吸取国外对公共卫生应急指挥建设的经验以及对国内面对突发

事件处理的机制所暴露的缺陷，可知国内在公共卫生应急指挥方面急需解决如下

问题：

(1)系统分散问题：应急信息系统的各功能子系统由不同的部门、在不同的

时间建设而成，系统集成困难。

(2)信息孤岛问题：即信息分散在不同的部门、单位和机构；应急信息没有

统一的标准和格式，不能做到信息共享。

(3)应急信息缺乏问题：由于应急工作刚刚起步，对应急信息的定义、来源、

加工整理、存储和应用都还没有统一认识，平时不积累、战时无信息。

(4)系统不完善问题：有不少应急信息系统是在特定的突发公共事件背景下

仓促建设的，事后没有能够进一步完善，有的甚至长期无人维护。

(5)平战分离，忽视监测及预防问题：我国目前的大多数信息系统都是服务

于日常管理工作，为应急而建设的信息系统大多强调应急指挥调度、辅助决策支

持等战时功能，忽视了平时对公共卫生事件的监测及预防，造成平战分离。

(6)系统安全问题：系统的网络结构、数据库、信息流、应用系统和使用管

理等方面，缺乏完善的安全机制和技术手段．

(7)标准化问题：应急信息系统的体系结构、数据库结构、接口、功能需求、

信息平台、安全性等方面都还没有统一的标准和规范。

1．5本文的主要工作

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特点及对应急指挥问题的分析，建立一个依靠平战

结合的思想，既能满足平时业务需要，又能适应战时指挥调度需求的公共卫生应

急指挥平台是本文讨论的重点，具体有以下二个方面：

平时：

(1)注重对突发事件的监控与预防

战时：

(2)加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指挥功能



本文以蠢囊出嚣公共受生痤急攫挥平套建设为鹜景，慰需求谶孬分柝淫设

计，分析设计出一囊“集中领导、统一指挥、结构完整、功能全面、反应必敏、

运转嵩效”豹突发公共翌垒事锋瘦惫平台，劳在实鼯瑷鹭巾麓戳建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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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系统分析

2．1公共卫生应急指挥系统介绍

2．1．1概述

公共卫生应急指挥平台是一个采用先进技术，建立的集通信、信息、指挥

和调度于一体的高度智能化系统，是以“平战结合”的思想为指导，以“一个

机制、四个体系”为原则，以“统一规划、统一标准、互连互通、科学分析、

整合资源”为方针，建立的“集中领导、统一指挥、结构完整、功能全面、反

应灵敏、运转高效”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体系。战时，依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可造成的危害程度、波及范围、影响力大小、人员及财产损失情况的不同，卫

生局可以积极应对和处置辖区内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迅速做出最优的决策，

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进行统一调度和统一指挥，保障重大突发事件或自然灾害

处理的指挥与部署，保障重大活动的安全保卫和调度，为城市管理和公共安全

提供决策支持。平时，注重卫生局辖区的各系统的数据采集及重点监控与预防

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通过应急指挥系统实现灾时应急，平时防灾的功能，充

分发挥组织协调作用，实现上令下达、下情上报，初步建立一套适应公共卫生

实际情况的应急管理平台模式。

公共卫生应急指挥平台的核心功能主要包含二个方面：平时监测预警及战

时应急指挥。

2．1．2建设目标

针对国内公共卫生应急指挥现状及分析吸取国外在公共卫生应急指挥建设

方面的优秀经验，系统初步实现五大建设目标：

(1) 统一接警平台：物理分散、逻辑集中，对分散的疾控中心、监督所、

卫尘局、急救中心的值班实现逻辑集中；

(2) 统一报告平台：为成员单位到公共卫生应急指挥部以及公共卫生应



急撵挥聱瓤送瘟惫撵撂孛心霹枣公莛卫生建惫揍撵部筑撮邀

(3) 统一攒挥平台；应对徐熊卫生应急指挥部管辖的突发鬻件，实现队

袈、攀赣、装冬、设备熬褒惫联动；

(4) 统一管蠼平台：对管辖的应急资源、虚急预察、关注的危险源、应

急漆锌等统一努缓、分类避符管璎；

(5) 统一预聱平台；对公共卫生事件，及早监测，殷早预防，防止突发

事件的发嫩。

2．2公共鼹生应惫指挥鼷统分析

2．2．1总体桨梅

公共警生综合播挥谲魔信意系绕律系絮祷分成兰大部分；

第一部分：公共卫生绩息乎螽本身，生要有谤闽层、艨翅层、业务屡、数

搦艨；

集二裁分；公共墨雯穰惠平鸯上戆萋旗设蓬冬鼹终琴壤；

第三部分：与公共卫生信息平台相关的外围漂统，如：区应怠数据烹换平

台、送数攥二缓交换平台、蘧器豫资源警壤孚套。主要楚进行

信息交换。

校耩公共卫生综金指挥诵艘信怠系统豹基本需求分榜，在零方案鹣设诗

中，综会指挥调度信息系统的总体设计方案由“三大数据库、三大平台<共

享交换平台主瓣有二个平台>、十大核心应用、二个支撵体系”维成。公关

翌生建怠指挥警舍莽系絮搀如下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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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公共卫生应急指挥平台体系架构图

三大数据库是指“应急基础数据库、应急共享数据库、应急业务数据库”，是

进行公共卫生建设和发展，提供决策支持的来源。

应急基础数据主要包括：人口基础数据、法人单位基础数据和空间地理基础

数据库等基础数据。

应急共享数据是应急指挥系统中各委办局、区县相关子系统需共同共享使用

的数据，包括城危险源分布数据、重点部位数据、通讯资源数据、视频资源、工

程抢险数据、应急单位数据、应急场所数据、应急队伍数据、交通运输数据、医

疗卫生数据、应急物资应急数据。

应急业务数据涉及公安、交通、林业、地震、公共卫生、市政设施等专业处

黄部门的数据，主要包括专业数据、应急预案、应急知识、应急专家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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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平台是指“工作流平台、GIS展示平台、通讯支持平台”。涉及的共享

交换平台包括区应急数据交换平台、区公共卫生数据二级交换平台。共享交换平

台为区公共卫生综合指挥调度信息系统提供必要的数据。

十大核心应用是指“监测预警、信息发布、接警处理、阶段报告、辅助决策、

预案响应、指挥调度、评估归档、预案管理、资源管理”。

两个支撑体系指“系统监控与安全体系、信息标准与标准化体系”。

2．2．2建设思路

建立既能满足平时业务需要，又能适应战时指挥调度需求的公共卫生综合指

挥调度信息系统，平时支持日常信息采集和业务处理，战时支持针对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的应急指挥决策；

根据“平战结合“的思想，实现平时数据的采集、公共卫生事件的监控与预

防以及队伍专家建设、预案及应急资源的管理，实现战时应急指挥体系功能的完

善。

(1)数据采集与资源共享

在系统监控与安全管理系统的支持下，通过公共卫生基础网络平台，系

统将通过数据采集与交换平台获取公共卫生、医疗救助、动物疫情、食物中

毒的数据与信息，通过整合平台对所采集的数据进行处理后进入数据中心。

根据应用需要，数据中心将数据与信息分别部署到应急基础数据库、应急共

享数据库、应急业务数据库信息数据库中，部署手段通过整合平台实现。

(2)五大建设目标

◆统一接警平台：物理分散、逻辑集中，对分散的疾控中心、监督所、

卫生局、急救中心的值班实现逻辑集中；

夺统一报告平台：为成员单位到公共卫生应急指挥部以及公共卫生应

急指挥部到区应急指挥中心和市公共卫生应急指挥部的报送

◆统一指挥平台：应对公共卫生应急指挥部管辖的突发事件，实现队

伍、车辆、装备、设备的应急联动；

◆统一管理平台：对管辖的应急资源、应急预案、关注的危险源、应

急事件等统一分级、分类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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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预警平台；对公共卫生事件，及早监测，及早预防，防止突发

事件的发生。

(3)预案为主线

整个系统以处置预案为主线，以各类应急数据库(如预案、法律法规、

专家、救援队伍、物资装备、危险源、避难场所、典型案例数据库等)为基

础，基于包含丰富图层的地理信息系统(GIS)的有机系统，它可为各级领

导在处置各种突发事件时提供丰富的信息资料，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设置规范的处置程序，实现了从个性决策、拍脑袋决策、临时处置向预案决

策、科学决策、规范处置的转变。其中的语音调度功能尤其重要，语音指挥

调度是了解现场情况和指挥调度各种应急救援队伍的必备手段，它能保证总

指挥决策指的快速实施．对处置效果起决定作用。另外视频监控功能，在平

时是预防和侦察手段，在处置突发事件时，现场的视频监控信号可为负责决

策指挥的领导提供丰富、直观、可靠信息。有了视频监控信号，领导可减少

去现场的次数，甚至根本不用去现场，在指挥室就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2．2．3总体流程

根据“平战结合”的思想，实现平时公共卫生事件的监控与预防、实现战

时应急指挥体系功能的完善。功能业务流程图如下图2．2：

9



图2—2平战结合功能业务流程

但是，综合指挥调度信息系统不是一个内部独立的系统，对区应急指挥平台，

需要进行数据交互、信息报送，当重大事件发生时，需要协助、配合应急指挥的

统一领导。对上级公共卫生应急指挥部，肩负着不断报送重大突发事件的责任·

而对所管辖单位的各业务系统需要整合数据，辅助应急指挥。信息交互如下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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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功能分析

2．2．4．1战时应急指挥功能

图2-3应急指挥信息交互图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由于其具有突发性、危害性、不确定性等特点，，严重影

响了广大人民的身体健康和安全，也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增长，有时甚至

诱发危机。这就要求相关部门采用应急措施，用最有效的控制手段和最少的资

源投入，将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减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居民健康和生命

安全造成威胁。因此公共卫生应急指挥系统作为一个针对突发事件的应急指挥

平台，应具备如下能力：

(1) 了解、分析事件的态势(包括：发生事件的时间、地点、性质、

涉及范围)；

(2) 通过事件的时faJ、地点、性质进行事件态势分析(影响范围、扩

散速度，损失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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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进行对策研究(同类事件的处理方法、紧急预案需要的各类资源、

了解相关资源的现状)；

(4) 做出决定、下达指令(启动紧急预案、进行执行干预)；

(5) 动态监测，随时进行态势评估：

(6) 资源调配；

(7) 关注跟踪紧急救助过程；

(8)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进展发布；

具体业务功能如下表：

(1) 接警处理：具体功能包括：事件录入、接受指令、导入事件。事

件录入功能可以实现对突发事件进行记录，自动记录电话号码并进行

录音，自动匹配录音文件，不需手动去匹配事件录音文件。接受指令

功能可以实现接受区或市等上级下达的事件指令，协助上级进行应急

事件的处理。导入事件功能可以实现导入监督所的投诉记录。

(2) 阶段报告：具体功能包括：初步报告、阶段报告、结案报告、现

场记录。实现对成员单位初次报告、进展报告、结案报告的电话、传

真、网络报送，以及区应急指挥中心和北京市公共卫生应急指挥部的

上传下达，同时可以把现场记录视频及音频文件进行记录，方便事后

对事件进行评估、总结。

(3) 辅助决策：通过GIS地图，实现对事件发生后影响范围、波及

的人群以及潜在的危害进行分析，实现对应急队伍、物资、车辆、

装备的快速的查找、定位、标注和调度。

(4) 预案响应：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达到预警级别，提示启动预案，

一旦启动预案后，系统自动发送短信及时通知相关人员。

(5) 指挥调度：具体功能包括：人员调度、医院物资调度、应急物资

调度。当预案响应后，可以通过指挥调度功能，对人及物进行调度：

对人可以根据组织结构快速找到相关人员及联系方式，进行电话呼

叫。对物可以实时监控库存(包括通过二级交换平台取到相关应急物

资明细)，进行物资的调度。

(6) 灾后评估：具体功熊包括：人员伤亡补偿登记、财产损失补偿登



记、评估总结。对灾后的人员伤亡，人员的调度，财产损失，事件人

员伤亡，资源调度情况等进行统计，并作出相关的评估总结。

(7) 预案管理：具体功能包括：上传预案、预案机构定制、预案人员

定制、预案资源定制等。上传预案功能可以实现实现对预案的统一管

理。预案机构定制功能可以实现针对某预案进行机构定制。预案人员

定制功能可以实现针对某预案进行人员定制。预案资源定制可以实现

针对某预案进行资源定制。

(8) 资源管理：具体功能包括应急物资管理、应急专家管理、应急知

识管理、应急车辆管理。实现对相关资源进行管理，用于资源的调度

及查询。

2．2．4．2平时监控预防功能

应急部队／系统要将火苗灭于燎原之前作为首要任务．99．9％的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应该消灭在萌芽之中。

结合“平战结合”的思想，平时应加强对公共卫生事件的监测，通过监测条

件的设置，实现日常预警功能，同时也应加强如一些危险源、防范措施等的发布，

达到信息交流畅通的目的，具体预防措施如：

1．动员社会共同参与

(1)提高信息透明度

(2)动员社会广泛参与

(3)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4)吸取教训、重视普及防范知识

2．加强卫生法治建设

(1)健全公共卫生法律体系

(2)加强公共卫生事件的社会管理

3．完善保障措施

(1)经费保障

(2)人才保障

(3)后勤保障



经上分析，系统应具备的功能如下：

(1) 监测预警：具体功能包括：疫情监测、疫情预警、国家直报预警

条件设置、预案响应提醒条件设置。通过对疫情预警条件及预案响

应条件的设置，借助共享交换平台实现对公共卫生、医疗救助、动

物疫情、食物中毒的数据采集，实现日常预测预警。当达到预警条

件，系统会自动对事先设置的相关人员进行短信通知。

(2) 信息发布：是一个互联网网站的形式信息发布平台，对系统内用

户和系统外用户同时提供信息发布服务，最大限度地发挥信息共享、

传递和交流的目的。发布的信息包括：事件个案信息、统计分析信

息、预警信息、预防措旌、政策文件、专业论坛等。

2．2．5技术架构

2．2．5．1 MVC模式

1、JSP Modell、JSP Model2

(1)JSPModell

Model 1是一个以JSP文件为中心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JSP页面

不仅负责表现逻辑，也负责控制逻辑。专业书籍上称之为逻辑耦合在页

面中，这种处理方式，对一些规模很小的项目如：一个简单的留言簿，

也没什么太大的坏处，实际上，人们开始接触一些对自己来说是新的东

西的时候，比如，用JSP访问数据库时，往往喜欢别人能提供一个包含

这一切的单个JSP页面，因为这样在一个页面上他就可以把握全局，便

于理解。但是，用Model 1模式开发大型时，程序流向由一些互相能够

感知的页面决定，当页面很多时要清楚地把握其流向将是很复杂的事情，

当您修改一页时可能会影响相关的很多页面，大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感

觉，使得程序的修改与维护变得异常困难；还有～个问题就是程序逻辑



开发与页面设计纠缠在一起，既不便于分工合作也不利于代码的重用，

这样的程序其健壮性和可伸缩性都不好。(Modell模式图见下图2．4)

1．请求

浏 ．
i 7l JSP

览 4．响应

l 2
器

／——、＼． 3 ．pI
(JavaBean )‘ 7U＼、 ／

图2_4 JSPModell模式图

(2)JSP Model2

为了克服Model 1的缺陷，人们引入了Model 2，如下图2—5所示：

‘⋯⋯一⋯．⋯．⋯．⋯--⋯⋯⋯．⋯．⋯⋯．．．．： ⋯⋯·⋯⋯-·o

Web服务器 应用服务器和数据库

图2-5 JSP Model2模式

它引入了“控制器”这个概念，控制器一般由Servlet来担任，客户

端的请求不再直接送给一个处理业务逻辑的JSP页面，而是送给这个控制

器，再由控制器根据具体的请求调用不同的事务逻辑，并将处理结果返回

到合适的页面。因此，这个Servlet控制器为应用程序提供了一个进行前

一后端处理的中枢。一方面为输入数据的验证、身份认证、日志及实现国

际化编程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切入点；另一方面也提供了将业务逻辑从JSP

文件剥离的可能。业务逻辑从JSP页面分离后，JSP文件蜕变成一个单纯

完成显示任务的东西，这就址常况的View。而独立出来的事务逻辑变成



人们常说的Model，再加上控制器Control本身，就构成了MVC模式。实

践证明，Mvc模式为大型程序的开发及维护提供了巨大的便利．

(3)JSP Modell与JSP Model2的区别

虽然Modell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MVC，但是它的运用并不理想；直

到基于12EE的JSP Model2闯世才得以改观。ISP Modal2用ISP技术实现

视图的功能，用Scrvlct技术实现控制器的功能，用JavaBcan技术实现模

型的功能。JSP Model2和JSP Model2的本质区别在于处理用户请求的位

置不同。在Modv]l体系中，ISP页面负责响应用户请求并将处理结果返

回用户。JSP既要负责业务流程控制，又要负责提供表示层数据，同时充

当视图和控制器，未能实现这两个模块之间的独立和分离．

2、MVC设计模式

通过上述3se Nodel2的介绍，可以认为Myc的是jsv Model2的变体，

MVC是～种设计模式，它强制性的把应用程序的输入、处理和输出分开。Mvc

把应用程序分成三个核心模块：模型、视图和控制嚣，它们分别担负不同的

任务。如下图2-6显示了这几个模块各自的功能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

———————’方法调用

⋯⋯⋯⋯一'事件

图2-6 Mvc设计模式



(1)视图

视图是用户看到并与之交互的界面。视图向用户显示相关的数据，并

能接收用户的输入数据，但是它并不进行实际的业务处理。视图可以向模型

查询业务状态，但不能改变模型。视图还能接受模型发出的数据更新事件，

从而对用户昴面进行同步更新。

(2)模型

模型是应用程序的主体部分。模型表示业务数据和业务逻辑。一个模

型能为多个视图提供数据。由于同一个模型可以被多个视图重用，所以提高

了应用的可重用性。

(3)控制器

控制器接受用户的输入并调用模型和视图去完成用户的需求。当Web

用户单击Web页面中的提交按钮来发送HTML表单时，控制器接收请求并调

用相应的模型组件去处理请求，然后调用相应的视图来显示模型返回的数

据。

(4)MVC的优点与缺点

优点：

a．多个视图能共享一个模型。

b．降低了软件系统中各模块之问的耦合，分离了显示逻辑和业务逻辑，解决

了用户界面的多变性和业务逻辑的相对不变性之间的矛盾，从而提高了系

统的可维护性及可扩展性。

c．模型、视图和控制器三者相互独立，修改个组件而不会影响或很少影响其

它组件，达到了组件间的松散耦合。

d．控制器作为模型和视图的中间桥梁，从而可以根据用户的不同需求选择不

同的模型进行处理，并可以选择不同的视图来显示处理结果，极大地提高

了灵活性。

MVC的不足主要反映在以下方面：

a．Ilvc的内部原理相对复杂，所以在项目规划时需要花费一定时间来思考。

b．系统结构划分上的清晰性必带来其他方面的复杂性，如技术上和文件管理

上。对于小型规模的系统，MVC模式可能会带来额外的工作量，增加应用



的复杂性。

2．2．5．2 J2EE架构

1、J2EE定义

J2EE(Java2 Platform Enterprise Edition)：

(1)一个标准：J2EE是开发和部署企业应用的一个标准

(2)一个平台：J2EE是用来构建企业应用的平台及编程模式

(3)一个架构：J2EE是一个基于Java2 Platform用来简化企业应用的开

发、部署和管理的架构

目前，Java 2平台有3个版本，它们是适用于小型设备和智能卡的Java 2

平台Micro版(Java 2 Platform Micro Edition，J2ME)、适用于桌面系统的Java

2平台标准版(Java 2 Platform Standard Edition，J2SE)、适用于创建服务器应

用程序和服务的Java2平台企业版(Java 2 Platform Enterprise Edition，J2EE)。

2、J2EE优势

J2EE为搭建具有可伸缩性、灵活性、易维护性的商务系统提供了良好的

机制：

(1)保留现存的rr资产；由于企业必须适应新的商业需求，利用已有的

企业信息系统方面的投资，而不是重新制定全盘方案就交得很重要。这样，

一个以渐进的(而不是激进的，全盘否定的)方式建立在已有系统之上的服

务器端平台机制是公司所需求的。J2EE架构可以充分利用用户原有的投资，

如～些公司使用的BEATuxedo、IBM CIcs。IBM Encina,、lnprise VisiBroker

以及Netscape Application Server。这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J2EE拥有广泛

的业界支持和一些重要的’企业计算领域供应商的参与。每一个供应商都对

现有的客户提供了不用废弃已有投资，进入可移植的J2EE领域的升级途径。

由于基于J2EE平台的产品几乎能够在任何操作系统和硬件配置上运行，现

有的操作系统和硬件也能被保留使用。

(2)高效的开发：J2EE允许公司把一些通用的、很繁琐的服务端任务

交给中问件供应商去完成。这样玎发人员可以集中精力在如何创建商业逻辑

上，相应地缩短了丌发时何。高级巾问件供应商提供以下这些复杂的中间件



服务：

状态管理服务～让开发人员写更少的代码，不用关心如何管理状态，

这样能够更快地完成程序开发。

持续性服务～让开发人员不用对数据访问逻辑进行编码就能编写应

用程序，能生成更轻巧，与数据库无关的应用程序，这种应用程序更易于开

发与维护。

．分布式共享数据对象CACHE服务～让开发人员编制高性能的系统，

极大提高整体部署的伸缩性。

(3)支持异构环境：J2EE能够开发部署在异构环境中的可移植程序。

基于J2EE的应用程序不依赖任何特定操作系统、中间件、硬件。因此设计

合理的基于J2EE的程序只需开发一次就可部署到各种平台。这在典型的异

构企业计算环境中是十分关键的。J2EE标准也允许客户订购与J2EE兼容的

第三方的现成的组件，把他们部署到异构环境中，节省了由自己制订整个方

案所需的费用。

(4)可伸缩性：企业必须要选择一种服务器端平台，这种平台应能提

供极佳的可伸缩性去满足那些在他们系统上进行商业运作的大批新客户。基

于J2EE平台的应用程序可被部署到各种操作系统上。例如可被部署到高端

UNⅨ与大型机系统，这种系统单机可支持64至256个处理器。(这是biT

服务器所望尘莫及的)J2EE领域的供应商提供了更为广泛的负载平衡策略。

能消除系统中的瓶颈，允许多台服务器集成部署。这种部署可达数千个处理

器，实现可高度伸缩的系统，满足未来商业应用的需要。

(5)稳定的可用性：一个服务器端平台必须能全天候运转以满足公司

客户、合作伙伴的需要。因为1NTERNET是全球化的、无处不在的，即使

在夜间按计划停机也可能造成严重损失。若是意外停机，那会有灾难性后果。

J2EE部署到可靠的操作环境中，他们支持长期的可用性。一些J2EE部署在

WINDOWS环境中，客户也可选择健壮性能更好的操作系统如Sun Solaris、

mM OS／390。最健壮的操作系统可达到99．999％的可用性或每年只需5分钟

停机时间。这是实时性很强商业系统理想的选择。

3、系统使用的J2EE架构的现有框架



使用J2EE多层架构上已经开发出了很多框架，这大减轻了开发人员的负

担，开发者可以将不同层上的框架整合到一起，从而能够从烦杂的底层编码中解

脱出来。

在构建Web应用时，用户请求的处理、业务逻辑处理以及数据的持久化是必

须仔细考虑的因素，而且也是大部分应用必须具备且较为复杂的职责。本系统使

用的框架图如下图2—7所示：

Client Tier Web Tier Business Tier EIS Tier

图2-7系统技术架构

(1)J2EEWeb应用层的S1RU，rs框架

Struts是一个基于Sun J2EE平台的MVC框架，主要是采用Servlet和

JSP技术来实现的。由于Struts能充分满足应用开发的需求，简单易用，敏

捷迅速，在过去的一年中颇受关注。Struts把Scrvlet、JSP、自定义标签和

信息资源(message resources)整合到～个统一的框架中，开发人员利用其进

行开发时不用再自己编码实现全套MVC模式，极大的节省了时间，所以说

Struts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应用框架。

(2)J2EE Business层的SPRlNG框架

Spring是一个解决了许多在J2EE开发中常见的问题的强大框架。

Spring提供了管理业务对象的一致方法并且鼓励了注入对接口编程而不是

对类编程的良好习惯。Spring的架构基础是基于使用JavaBean属性的

Inversion of Control容器。然而，这仅仅是完整图景中的一部分：Spring

在使用IoC容器作为构建完关注所有架构层的完整解决方案方面是独一无

二的。Spring提供了唯一的数据访问抽象，包括简单和有效率的JDBc框

架，极大的改进了效率并且减少了可能的错误。Spring的数据访问架构还

集成了Hibernate和其他o／R mapping解决方案。Spring还提供了唯一的

事务管理抽象，它能够在各种底层事务管理技术，例如JT^或者JOBC事务



提供一个一致的编程模型。Spring提供了一个用标准Java语言编写的AOP

框架，它给POJOs提供了声明式的事务管理和其他企业事务一如果你需要

～还能实现你自己的aspects。这个框架足够强大，使得应用程序能够抛开

EJB的复杂性，同时享受着和传统EJB相关的关键服务。Spring还提供了

可以和IoC容器集成的强大而灵活的ll、fC Web框架。

(3)J2EE数据持久化层的Hibernate框架

Hibernate是一个开放源代码的对象关系映射框架，它对JDBC进行了

非常轻量级的对象封装，使得Java程序员可以随心所欲的使用对象编程思

维来操纵数据库。Hibernate可以应用在任何使用JDBC的场合，既可以在

Java的客户端程序实用，也可以在Servlet／JSP的Web应用中使用，最具

革命意义的是，Hibernate可以在应用EJB的J2EE架构中取代CMP，完成

数据持久化的重任。



2．3公共卫生应急指挥系统接口分析

2．3．1接口分析

2．3．1．1系统与上级应急指挥平台实现上令下达接口

市或上级应急指挥中心在接到下属专项指挥部(如区街道应急指挥部、区

道路交通安全应急指挥部、区森林防火应急指挥部等其他十个专项指挥部)上

报的较大、重大或特大突发事件，需要区公共卫生应急指挥部的支持时，此

时如果区应急平台能够提供上令下达的功能，则下属指挥部应急平台就可以

自动接收区下达的突发事件，协助处理。达到互联互通、方便快捷、上令下

达的效果。放本系统需要提供一个接口，来实现突发事件的上报及上级指令

的接收接口。

2．3．1．2系统与门户统一单点登录及与统一身份认证平台(CA)接口

区门户通过调用cA单点登陆服务实现对系统的单点登陆：在实现单点登

录前，统一身份认证平台需要事先把用户同步到本系统中，同步用户时，需要

一个同步用户接口，接收用户代、用户名称等参数，把用户信息插入到本系统

中。当单点登录时，统一身份认证平台，把登录用户的加密字符串作为参数传

给单点登录接口，本系统单点登录接口通过接收过来的加密字符串参数，进行

验证，实现系统的单点登录。

2．3．2接口设计原则

为了保证系统的稳定性和接口的规范化、标准化，系统的接口设计应该遵

循如下原则：

系统无关性：一般通过目前流行的Web Service接口来实现，不论对方是

Java开发的还是．net开发的系统，不论是对方应用服务器是windows还是linux，

系统之间皆可以通过Web Service接口实现数据的交换与认证。

正确性：保证接口数据的有效性、无二义性

扩展性：考虑系统的建设现状，不仅满足现有系统的需求，也需要考虑系



统的演进对接口的要求

适应性：针对不同类型的接121，适应其特殊的需求

健壮性：具有相应的错误处理机制

安全性：保证系统的安全性，和企业经营数据的保密性



3．1总体设计

3．1．1总体设计原则

第三章系统设计

公共卫生综合指挥调度信息系统的总体设计中需要把握如下原则：

(1)实用性

基于前面的基本需求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综合指挥调度信息系统的涵盖面很

广，任何一个子系统都可以扩展到很大的应用。在建设这个大系统时，我们要区

分应用需求的迫切程度，以实际应用需求为核心，保证设计功能有实际应用价值。

同时要考虑到系统涉及的地域广、人员多，系统设计时必须考虑系统的易维护和

管理性，应能保证系统在运行过程中出现故障时能够快速、准确地定位和排除。

(2)开放性

将基于业界开放式标准，对系统中的网络协议、数据接口、指标体系等进

行卫生局统一规划，为未来的系统扩展奠定基础，能够支撑将来任何新系统接入。

(3)安全可靠

站在整个公共卫生综合系统角度设计的应用系统，其安全与可靠是至关重要

的，系统设计将充分考虑到系统的安全防护与冗余措蓝。系统提供较强的管理机

制和控制手段，提供系统备份、数据恢复、事故监控和网络安全保密等技术措施。

(4)平台化

鉴于公共卫生综合指挥调度信息系统未来业务的复杂性，及应急业务的不确

定性，系统将针对不同的应用对象，建立专门应用平台与工具，使其具备足够的

灵活性与扩展能力。能够根据应用需求，方便扩展设备容量和提升设备性能，具

备支持多种组件模块、多种物理接口的能力，具备技术升级、设备更新的灵活性，

具备支持业务功能的扩展与重构的灵活性。

(5)平战结合

综合指挥调度信息系统的最主要应用是支持“应急指挥调度”，但毕竟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的时问比例比较少，而且具有不可预见性。如果平时的应用功能不

足、使用率低将直接导致战时的应用效率低下，只有平时充分使用积累大量的有



价值的信息，才能确保战时的“可用性”。本设计将充分挖掘平时的功能，使其

与战时功能结合，以实现平战轻松转换。

(6)全盘考虑

鉴于公共卫生综合指挥调度信息系统在应用上的特殊地位，系统设计时将从

横纵两个方向考虑应用系统的架构与功能，纵向考虑与包括国家、市和区县相关

系统的关系，横向应考虑对卫生系统现有信息资源的整合。

3．1．2总体功能设计

如下图3-1虚线部分为该系统的主要功能架构图，应用层功能主要有三部分：应急指

挥功能、监控预防功能、系统管理功能，其中前二项功能，为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

3．1．3子系统分解

嚣

监控预防功能 系统管理

I疆!I蔚!l孺!I商!l穗j I及!I穗!I曩! !⋯1 两I葡1l取1应 I警!J段!I助!I案!I挥!l后!I案!I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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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镶

壅旦旦鱼二：。鬃。纛，垦。。国剧
SqlServer数据库

图3-1系统总体架构设计图

根据“平战结合“的思想，实现平时公共卫生事件的监控与预防、实现战

时应急指挥体系功能的完善。总体系统功能可分解为二个子系统：应急指挥子

系统、监控预防子系统。子系统分解如下图3．2：



3．2应急指挥子系统功能设计

3．2．1应急指挥用例模型

图3．2予系统分解图

下图．3．3为应急指挥用例模型，即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各个角色所

处的位置、应该执行的功能等之间的联系，应急指挥是应急子系统中的核心功能。

厦

图3．3应急指挥用例模型



3．2．2应急指挥用例模型说明

参与执行者实例：接警中心(接线员)、现场救援小组、现场领导小组组长、

应急指挥中心领导、上级应急指挥系统。

入口条件：操作者登录系统

事件流程：

(1)接警中心(卫生局、监督所、CI)C、120急救中心)接到(公众、医

院、政府或其他单位)上报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2)接警人员对上报的突发事件进行初步判断，如果事件真正发生，

则对事件进行录入系统处理，否则不予处理。

(3)如果该事件达到四级启动预案，则启动对应紧急预案(短信自动

通知相关人员)，进入指挥调度状态。如果事件是一、二或三级，则上

报上级(区或市)，由上级应急指挥中心统一指挥调度。

(4)事件启动预案后，现场指挥组、医疗救治组、通讯保障组、物质

保障组、宣传报道组等分别做好各自工作准备。现场指挥组统一现场指

挥。其他小组或相关人员向指挥组进行阶段汇报。现场指挥组分阶段向

应急指挥领导进行事件进程处理情况汇报或遇到重大决策情况及时请

示领导，并根据情况看是否有必要向上级应急指挥平台进行报告，以便

大范围进行指挥联动。

(5)事件结束后，由现场指挥组及其他救援小组对事件进行灾后评估，

做出总结，供历史借签。

出口条件：如果这个用例成功，系统记录突发事件且最终对事件做出评估，

否则该突发事件不予处理。

3．2．3应急指挥对象详细设计

应急指挥用例的关健功能详细设计如下图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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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监控预防子系统功能设计

3．3．'监控预防用例模型

下图3-5为应急指挥平时监控预防用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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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
预警条件设置

信息发布

图3-5监控预防用例模型

3．3．2监控预防用例模型说明

心

参与执行者实例：国家直报系统、应急指挥中心。

入口条件：操作者登录系统

事件流程：

(1)监控预防子系统事先设置好各个传染病预警提示条件(如禽流感某

段时间发病数量达到某一数量，即进行预警)

(2)监督所、CI)C、120急救中心通过国家直报系统上传日常传染病案

例，应急监控预防子系统通过数据交换平台获取上传的传染病数据。

(3)应急监控预防功能根据传染病病发数据及灵活设置的预警条件进

行判断，如果条件预警条件，则预警提示。

(4)一旦某种流行或传染病发生预警提醒，CDC或监督所各预防部门

做出应急准备，最重要的是做出预防措施。

(5)应急指挥中心根据预警提醒功能，通过信息平台发布预警信息，

预防措施，自急救办法等。

出口条件：如果这个用例成功，系统记录自动报警，并记录预警R志。

一

蠹一



3．3．3监控预防对象详细设计

监控预防用例的关健功能详细设计如下图3_6

3．4接口设计

预警条件设置

◆预警提醒O
◆疾病分析0
◆地理分布0

图3．6监控预防功能详细设计

3．4．1系统与上级应急指挥平台实现上令下达接口

详见4．1与上级应急指挥平台上令下达接121的实现

3．4．2系统与门户统一单点登录及与统一身份认证平台(C^)接口

号

详见4．2系统与门户统一单点登录及与统一身份认证(cA)集成实现

3．5数据库设计

数据库设计主要包括预案管理、应急资源管理、突发事件、系统管理等表结

构设计，下述仅列出突发事件系列表结构设计．

3．5．1 ER图

突发事件表结构主要包括有事件信息表(GE_EVENT)、信息传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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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_INFOCONVEY)、附件信息表(GE_ALLEX)、恢复计划信息表

(GE_RESUME)、恢复进程信息表(GE_REPORT)等

信患*睦

监皇皿瑚邕坠蟹工王吐 业
采电簟f1 VARCHAR2(t钔
采电J、五VARCH^R2(1钟
泉■时期DATE

¨记章V^RcH^咒M5∞)
牡毫 NUM日eR(1)事件m¨E眦【19) ‘nD

3．5．2表结构设计

表3-8事件信息表

图3-7突发事件管理ER图

表名 GE EVENT

主键 EVENnD

名称 字段 类型 长度 是／否空 各注

事件lD EVENTID VARCHAR2 19 NOT 主键

事件名称 EVENTNAME VARCHAR2 100

事件来源 ORGlD VARCHAR2 19

事件种类 EVENTSORT VARCHAR2 20 存为系统编

码

发生时间 OCCURlrIME DArE

发生地点 OCCURPLACE VARCHAR2 100

41



事件摘要 EVENTSUMM 、，ARCHAR2 加00
诫

初步处理意 ACCDISPoSAL VARCHAR2 4000

见 ADVICE

建议事件等 ADVEVEGRAD VARCHAR2 1

级 E

报告类别 REPORTSORT NUMBER 1 初次报告0

更正报告l

进程报告2

结案报告3

报告时间 REPoRr兀M[E DATE

报告人 REPORTPERS0 VARCHAR2 14

N

报告人电话 REPOIH’PHON VARCHAR2 14

E

报告人所属 REPoRTORG V根CHAI匕 50

单位

报告信息 REPORn嗍F0 VARCHAR2 4000

事件原因 EVENTCAUSE VARCHAR2 4000

处理意见 DISPOSAI ADV VARCHAR2 4000

建议预案 PREID 、，ARCHAR2 19

审核标志 CHECKSIGN 、，ARCHAR2 1

纬度 LON 、，ARCHAR2 26

经度 脚 VARCHAR2 26

所属街道 STREET VARCHAR2 6

扩展单位名 EXTORGNAM VARCHAR2 80

称 E

表弘9信息传达表

表名 GE_INFOCONVEY

主键 联合主键

名称 字段 类型 长度 是／否空 备注

信息lD lNF0Ⅱ' VARC姒I眨 19 NOT 主键

来电部门 CAlJJ)EPT 、，ARCHAR2 19

来电人员 CALLPERSON VARCHAR2 19



来点时阅 CAIl烈ME D娥

电话记录 PHONEc0NIE 啪CHAR2 500 外键，是人员

NT 傣惠、单佼信

息星的id

状态 S1=f^TE NUMBER l 1融接通
2 接孵

3德断

事件璐 、‘盏RCHAR2 19 NO彳 外 键 ，

EVENT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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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关键技术的实现

4．1与上级应急指挥平台上令下达接口的实现

4．1．1设计

石景山区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委员会下设十一个专项指挥部，其中区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应急指挥部是石景山区十一个应急专项指挥音5之一，卫生部门作为突发

公共事件救治的重要组成单位，公共卫生应急指挥系统不但对内要整合卫生系统

内部的数据，而且对上级区政府应急平台也需要实现“下情上报、上令下达”的

功能。

4．，1．2描述

图4_1上令下达总体框架

区应急指挥中心在接到下属专项指挥部(如区街道应急指挥部、区道路交通

安全应急指挥部、区森林防火应急指挥部等其他十个专项指挥部)上报的较大、

重大或特大突发事件，需要区公共卫生应急指挥部的支持时，此肘如果区应急平

台能够提供上令下达的功能，则下属指挥部应急平台就可以自动接收区下达的突

发事件，协助处理。达到互联互通、方便快捷、上令下达的效果。“上令下达”

具体设计如下：



事区 区 区
全区

区 区
故城 应人 应人 事突 应区 应区 应区 应建 应区 应道
应市 急防 急防 件发 急电 急消 急抗 急筑 急森 急路
急公 指工 指工 应社 指力 指防 指震 指工 指林 指交
指共 挥程 挥程

急会 挥事 挥安 挥防 挥程 挥防 挥通
挥设 部事 部事

指公
部故 部全 部汛 部事 部火 部安挥共部施 故 故 故 全部安

其他部门(如

市应急办等1

碧嗽⋯、
f 接警处理

f

下达指令

7 + 、

接受指令

l 接警处理

、窘’煳蝴御台，
图4．2上令下达详细流程

如上图“上令下达”方案详细描述：关健点在于红色部分的“下达指令”，

下属专项指挥部要有选择的接收需要协助上级下达的突发事件指令，不是每个事

件都要接收到下属应急指挥平台。故上级区应急平台应该需要有一个下达指令的

功能，让下属单位进行接收事件，协助处理。

4．1．3实现

区应急指挥平台只需要在信息报送．，初步报告中加一个“卜|达指令”功能按



钮，实现把当前事件或选中的事件，有选择的(可选择下达到某指挥部，如公共

卫生应急指挥部、下达到某指挥部或多个指挥部．

具体办法是：点击”下达指令”，区应急平台把当前突发事件相关信息专门保存到

～个下达指令表中，下属应急指挥部及时地通过数据交换平台，从该下达指令表

中取数据。这样只要区应急指挥部一旦下达突发事件处置指令，下属专项指挥部

就可以及时地取到指令。充分利用网络，避免电话通告，避免重复录用，及时快

捷地处理突发事件。

建表语句如下：

create table GE_EVENT_DOWN

(EvENTID vAR咖(19)not null，

EvENTNAME VAR咖(100)，
0cCURPLACE VARc卧R2(100)，

OCCURTIME DATE．

D01『NSTATE VARC}lAIl2(2)default 0

)：

4．2系统与门户统一单点登录及与统一身份认证(CA)集成实现

公共卫生应急指挥系统与区门户及CA集成为的是“数据同步”和“单点

登录”。数据同步的概念就是同步部门和用户信息，单点登录的概念就是从门户

登录，然后就可以直接链接到“公共卫生应急指挥系统”．



4．2．1设计

4．2．2描述

图4．3系统与门户及CA集成架构

(1)数据同步(CA)方案描述：

如上图4-3所示，应急系统提供一个数据同步接口，然后对发送过来的

数据进行操作，然后返回给cA一个操作成功或者失败。

(2)单点登录(门户)方案描述：

如上图4-3所示，单点登录同样提供了一个接口，在门户登录以后直接

点击“公共卫生应急指挥系统”的链接，如果该登录成功，那么就可以进入

到“公共卫生应急指挥系统”，如果登录失败，那么就会跳转到错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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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实现

图44系统与CA及门集成实现思路

(1)数据同步实现方法

如上图和4所示，公共卫生应急指挥系统提供了一个Ⅳebservice接口方法，

CA来调用应急系统这个接口方法，传过来三个参数，应急系统再根据这三个操

作参数来对cA提供的的vebservice接口进行调用，得到返回信息来进行操作，

再返回给cA一个操作结果，如果成功返回true失败则返回false。

(2)肇点登录f门户)实现方法



如上图4．4所示，应急系统同样提供了一个单点登录的接口，在门户登录以

后，点击公共卫生应急指挥系统，通过应急系统的验证，如果登录门户的用户是

已经同步到“公共卫生应急指挥系统”中，那么就可以链接到“公共卫生应急指

挥系统”中，如果登录门户的用户没有同步到“公共卫生应急指挥系统”中，那

么就会跳转到一个错误页面。



第五章系统总结与展望

5．1本文主要研究工作总结

本文以石景山区公共卫生应急指挥平台建设为背景，对需求进行分析和设

计，我在项目中担任项目经理职务及负责一小部分开发任务，主要负责以下工作：

(1)负责公共卫生应急指挥项目的需求调研及分析工作。

(2)负责系统体系架构及业务功能设计：由于目前应急指挥在国内属于一

个新的行业，可借签经验不多，因此设计出一个适合于中国国情且又适用

的应急指挥平台尤其重要。

(3)负责用户管理及系统登录的代码实现，该部分是基于J2旺Struts框

架。

(4)负责项目的管理工作：与客户沟通日常、内部人员任务协调、各种文

档撰写(如系统建设方案，系统需求规格说明书，系统汇报等)等工作。

5．2本文解决的问题(特点)

本文针对第一章提出的公共卫生应急指挥急需解决的问题“系统分散”、“系

统不完善”、“平战分离”等问题，主要解决了以下问题：“系统分散”、“平战分

离”等问题。象“系统分散”闯题属于资源整合范畴，应该是本文的未来展望的

重点(详细论述请参看下一节5．3本文存在的不足和工作展望)。

本系统结合“平战结合”的思想，实现了战时应急指挥，平时监控预防，使

公共卫生应急指挥系统更趋于完善，就应急软件建设经验及功能方面，在国内尚

位居前列。本文特点详细陈列如下：

(1)短信通知、电话呼叫(语音)：借助于有线、无线功能，实现了预案响

应及预警提醒时的短信自动通知，应急指挥时电话的呼叫以及邮件自动发

送等功能。

(2)视频监控(视频)：借助于视频数据，在指挥中心通过电视大屏幕及应

急系统辅助决策中的功能，可对发生在所管辖区范围内任何一点上的突发

事件“看得见，听得清”。



(3)基予GIS的领导辅助决策：本系统是基于包禽丰富圈层的地理信息系

绕(GIS)爨冬有撬系缝，它霹为各级矮导褒处置各秘突发攀俘畦提供丰富戆

信息资料，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设霞规范的处置私序，实现了从个

纛决策、捺获袋决策、貉辩楚置秘颈案决策、稀学决蓑、规范憝鬃戆转交。

具体GIs功能如：地图定位、周边分析、决策标绘、视频监控等功能。

(4)资源整合、藏急联动；本文分析的系统在实际中得到应用(石聚山区)，

借助共享交换平台，整合了卫生塌各部门的应急浚源，搿度实现了应急的

联动功能(如调动成急物资、车释暂)。

(5)上令下达，上下级系统懿互逶；当突发事传寐妪露，零系绕褥敷接受

上级下达的突发事件，也可上报本系统的突发事件及阶段报告信息，达到

羧捷，§联豹效柒，璜豫“指令下褥去，下债上褥来”，冀芷骰到“运筹穰

憾”

总之，本系统争取建立一个“集中镬导、统一捂挥、结构完熬、功熊

全厩、反应灵敏、运转赢效”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体系，规范和强化紧急

躐疗救援中心处趣突发公共事件院前医疗救援的行为，全面提高紧急医疗

救援中心癍对突发公共事传的能力。争取实现“统一接警平台”、“统一

报告平台”、“统一指挥平台”、“统一管理平台”、“统一预繁平台”

纛大基标。

5，3本文存在的不是秘工终震望

垂予本项嚣蠢：篷我在趣郏学嚣瓣漾程剐剐续寒，缀多瓣候在溧堂上镶会裂黪

东西就能马上应用到实际当中去，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需求分析阶段所用到的用

铡分辑，以及簌鍪法震现系统麓缆，对予能够确切遣掌籀客户甏求菲鬻覆要。舅

外项目纂线的确定应该在项目开始之前就定下来，以便我们能够在预估的工作爨

范围内攀控项目对闽，所有这些都让我感受到了理论联系实际所带来的好处。

总的来说，系统基本上满足了客户的需求，健在一些方藤送霜要改遴以及遴

一步的调整，尤蕻是系统的推广废用工作，毕竟废急指挥平台存日常中并不常用

曩没有较多成熬约产品，鬟要客户在突发事终鲶理应弼孛，疆爨蠢觅解懿建议送

行改进，本文的不足及_I作展塑如下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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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之处：由于应急平台牵涉的面比较广，本文主要结合“平战结合”的思

想，研究实现了平时监控预防、战时应急指挥二大应急核心功能，但还有一些相

关功能及已有功能的扩展尚未现，具体如下：

(1)系统整合(资源整合)：目前卫生局各个系统独立运行，系统分散，需

要整合，达到资源共享，有效利用的目的。

(2) 嵌入式开发：象PDA等功能，能够很好地适应应用系统对体积、功

能、功耗、可靠性、成本等的特殊要求，嵌入式手持信息采集终端能

够很好地解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中存在的信息不畅，指挥不

能及时到位的问题，能够实现医疗卫生信息及时的远程采集，完善医

疗卫生系统的信息化。

工作展望：为了弥补本文所述系统的不足，以其期望解决其他迫切要解决的

问题，对以后的系统进行完善与扩展，如下图5-I为工作展望整体架构图，主要

把系统整合、资源目录、嵌入式开发等功能作为将来研究的重点。

图5．1工作展望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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