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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测绘应急保障机制进行研究，建立突发公共事件与测绘应急保障之间的对应关系，并据此设计测绘应急保障数据库，成

功应用于佛山测绘应急保障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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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突发公共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可能造成重

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社会危

害，需要采取紧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
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紧急事件［1］。随着

我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各种自然及社会突发公共

事件频繁发生，给人民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损失。当突

发公共事件发生时，需要测绘单位迅速提供测绘应急

保障，即测绘应急服务单位根据政府对突发事件所在

地的自然地理要素或地表人工设施的形状、大小、空
间位置及其属性等的需求，进行测定、采集、表述，以

及对获取的数据、信息、成果进行处理和提供［2］，以最

大限度地减小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失。
由于突发公共事件的不可预知性，需要事先建

立测绘应急保障机制，并考虑事件的类型、等级、地
点、影响范围和测绘应急服务单位的位置、测绘应

急保障能力之间的对应关系。空间数据库提供的

空间分析功能正好满足这样的需求。与传统的数

据库技术相比，空间数据库提供了空间数据类型和

查询语言，实现了空间索引和有效率的空间连接操

作［3］，极大地方便了空间数据的存储和分析。
在空间数据库中常用的组织空间数据的模型

有 3 种: 关系数据模型、面向对象数据模型和对象关

系数据模型。关系数据模型将空间数据以二进制

数据类型存储，或仅使用简单的数值类型存储于几

何特征表［4-5］; 面向对象数据模型利用了面向对象

的思想，具有较强的建模能力［6-7］，适合三维数据模

型的构建; 对象关系型数据模型结合了关系数据模

型和面向对象数据模型的优点，成为 GIS 中组织和

管理空间数据的首选方案［8-9］。

二、测绘应急保障机制

测绘应急保障机制是由突发公共事件驱动的

快速实现地面数据和遥感影像获取、处理及输出一

体化的应急机制。为了迅速有效地提供测绘应急

保障，首先需要对突发公共事件和测绘应急响应进

行分级，明确其对应关系; 然后对不同种类不同等

级的突发公共事件需要的应急保障服务进行研究，

形成测绘应急保障方案; 最后考虑测绘应急服务单

位的地点和应急保障能力，选择合适的单位提供测

绘应急保障。这样就建立起“突发公共事件”—“测

绘应急保障”—“测绘应急服务单位”三者之间的有

机联系。
1． 突发公共事件分类和分级
《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将突发公

共事件分为 4 类: 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社会安全事

件和公共卫生事件。本文在参照国家分类的基础

上，结合佛山市的实际情况，对以上 4 大类进行了子

类的划分，形成了突发公共事件分类体系。
突发公共事件的分级则参照《国家突发公共事

件总体应急预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

对法》，按照各类突发事件的性质、严重程度、可控

性和影响范围等因素，将突发事件分为 4 级: Ⅰ级

( 特别重大) 、Ⅱ级( 重大) 、Ⅲ级( 较大) 和Ⅳ级( 一

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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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测绘应急响应分级
《国家测绘应急保障预案》和《广东省测绘应急

保障预案》将测绘应急响应分为 I 级和 II 级两个等

级。本文在国家和广东省测绘应急保障预案的基

础上，根据突发事件救援与处置工作对测绘保障的

紧急需求，同时为了与突发公共事件等级对应，也

将测绘应急响应分为Ⅰ、Ⅱ、Ⅲ和Ⅳ 4 个等级，其中

Ⅰ、Ⅱ等级是对国家和广东省预案 I 级响应的细化，

Ⅲ、Ⅳ级是对国家和广东省预案Ⅱ级响应的细化。
3． 测绘应急保障方案的建立

建立测绘应急保障方案就是明确突发公共事

件对于各类数据的需求情况。以滑坡泥石流 I 级响

应为例，需要提供地形图、遥感影像、地面采集数

据、专题 数 据 等 各 种 类 型 数 据，具 体 保 障 内 容 见

表 1。

表 1 滑坡泥石流Ⅰ级响应测绘应急保障方案

保障类型 比例尺或分辨率 性质 用途

建筑物分布图 1∶ 500 现势数据 统计受灾房屋，估计受灾人数

交通道路图 1∶ 500 现势数据 分析道路受灾情况，交通疏导

河流水系图 1∶ 500 现势数据 分析滑坡对于河流水系的影响

地形地貌图 1∶ 500 现势数据 分析地貌的破坏情况

航拍影像 1∶ 500 现状数据 快速获取灾区灾情

地形图修补测 1∶ 500 现状数据 数据更新

施工测量 1∶ 500 /1∶ 2000 现状数据 辅助灾后重建

地下管线分布图 1∶ 500 现势数据 分析水、电、气管线破坏情况

应急避难场所分布图 1∶ 500 现势数据 用于灾民安置

医疗场所分布图 1∶ 500 现势数据 紧急医疗救援

文物分布图 1∶ 500 现势数据 文物保护

4． 测绘应急保障能力评估

确定测绘应急保障方案后，就要选择合适的测

绘应急服务单位去提供测绘应急保障。为了保证

应急救助工作的顺利完成，必须保证时间与效率兼

顾，因此应满足以下原则:

1) 距离事件发生地点较近原则。
2) 测绘应急保障能力较强原则。
在对佛山市测绘队伍的装备情况及生产能力

进行了详细调查之后，确定测绘应急保障能力由测

绘综合实力、数据采集能力、数据处理能力、数据生

产能力和机动响应能力构成，而测绘应急保障能力

总分等于各项分数之和。
1) 测绘综合实力: 指测绘资质，资质等级越高

得分越多。
2) 数据采集能力: 指数据采集硬件、软件和专

业人员的数目，数目越多分数越高。
3) 数据处理能力: 指数据处理软件和专业人员

的数目，数目越多分数越高。
4) 数据生产能力: 指生产数据的种类，种类越

多分数越高。
5) 机动响应能力: 指交通装备的数量和业务区

域的范围，交通装备的数量越多、单位业务范围越

广，分数就越高。

三、测绘应急保障数据组织

1． 测绘应急保障机制中的对应关系

测绘应急保障机制建立了“突发公共事件”—
“测绘应急保障”—“测绘应急服务单位”三者之间

的联系，它们之间有着复杂的对应关系。不同类型

和等级的突发公共事件需要不同的测绘应急保障

方案，一种测绘应急保障方案可以由不同的测绘应

急服务单位进行提供，而一个测绘应急服务单位也

可提供多种测绘应急保障。突发公共事件、测绘应

急保障和测绘应急服务单位构成的 ER 模型如图 1
所示。

2． 测绘应急保障数据库
( 1) 空间数据库
从数据类型上看，空间数据可分为基础地理数

据、遥感影像数据和专题数据。基础地理数据直接

调用佛山市地理信息公共平台，包括水系、居民地、
交通、境界与政区、植被与土壤; 遥感影像数据包括

佛山市的卫星影像数据等; 专题数据是为测绘应急

保障服务的数据，包括重大危险源分布数据、应急

救援力量数据、应急救援医疗资源数据、应急避难

场所数据等。空间数据库结构设计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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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测绘应急保障 ER 图

图 2 空间数据库

( 2) 业务数据库
业务数据库中包括突发公共事件表、测绘应急

保障方案表、测绘应急保障内容表、测绘应急服务

单位表和测绘应急保障能力表。业务数据库的结

构如图 3 所示。

四、佛山测绘应急保障系统

佛山市测绘应急保障系统采用 B /S 构架，在整

合佛山市域内测绘资质单位的信息和突发事件分

类分级信息的基础上，通过调用佛山市地理信息公

共平台的数据及服务，为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提供测

绘应急保障基本方案。当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可

以在地图上划定事故的发生地点或范围，然后输入

事件的详细信息，就能迅速获得测绘应急保障方

案，如图 4 所示。

图 3 业务数据库结构

图 4 输入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

五、结束语

本文对测绘应急保障机制进行了研究，建立了

由突发公共事件到测绘应急保障之间的对应关系。
首先参考国家标准与佛山市实际情况对突发公共

事件进行分类和分级，明确其与测绘应急响应等级

间的对应关系; 然后对不同类型和等级的突发公共

事件所需要的测绘应急保障进行研究; 最后明确了

( 下转第 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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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存储与生产，提高了瓦片数据更新生产的效

率;③ 扩展了 OGC WMTS 接口，实现了“多时相地

图瓦片服务”，提供基于 SOA 架构的多时相瓦片数

据无缝浏览与服务快速更新。
在技术方面，本系统中的关键技术填补了国内

地理信息空间数据库快速数据更新与发布方面的

空白。着眼实际应用，强调高效率与易用性，具有

良好的应用推广前景。在基于网络地图服务平台

的一体化、快速数据更新发布方面的技术成果达到

了国内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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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测绘应急单位的原则，给出了应急保障能力的

评估方法。本文的关键之处在于将测绘应急保障

机制流程化，并在佛山市测绘应急保障系统中给予

实现，具有很强的实际操作性。
虽然本文研究了测绘应急保障机制，但仍需要

在实践中不断予以完善和总结，并根据实际经验选

择和调整组织数据的模型和方法，进而才能利用空

间数据库技术更好地为测绘应急保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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