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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测绘导航职能任务的不断拓展和大数据建设的深入发展，测绘导航服务对经

济社会建设和应急保障的需求越来越迫切。本文结合当前应急测绘导航保障的

特点以及目前的保障现状，从保障需求、资源储备、体系建设和保障模式等方

面进行探讨，旨在使应急保障决策和措施的实施更加科学、合理。

关键词｜测绘导航；应急保障；地理信息；保障机制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1  引言

应急测绘导航保障指应对突发事件提供的测绘导航保障活动。其核心任务

是为国家应对突发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

公共事件高效有序地提供地图、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公共地理信息服务平台等

测绘成果，并根据任务需要开展遥感监测、导航定位、地图制作等技术服务。

应急测绘导航保障，重在时效性，必须及时准确地向救灾指挥机关提供决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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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依据，为救灾前沿指挥部提供最新的测绘成果，为灾情分析及制定救援应

对策略提供支持。本文结合多次应急测绘导航保障任务行动，对提高应急高测

绘导航保障时效的问题进行探讨。

2  应急测绘导航保障的特点

2.1  保障行动的突发性和应急性

常规的测绘导航保障任务需要进行事先的调研和认真筹划，分年度进行展

开。而应急测绘导行保障任务通常是在计划外开展，是针对特定事件或特殊任

务而进行的。这些事件或任务具有突发性和地点范围的不确定性，需要快速获

取突发事件现场的“第一时间”影像等应急测绘资料，并在最短时间内提供可

靠的测绘成果。因此，我们必须打破常规的保障方式，提供快速、实时的测绘

导航保障。

2.2  保障任务特殊性和协同性

针对应急测绘导航保障任务的特殊性，通常会成立临时业务突击小组，抽

调精兵强将参与任务，依靠骨干力量的技术优势以及突击加班完成任务，任务

生产单位需要加强工序协作，确保各个工序无缝衔接。完成应急测绘保障任务

必须构建良好的部门协调，各级业务部门与成果应用单位之间的沟通必须畅通，

同时也需要保障数据资料的申领以及外业出行的安全。

2.3  保障组织的灵活性和复杂性

由于应急测绘导航任务的特殊性，在接受任务后，审批程序应该简单快捷、

决策部署要准确果断。有时，事发地区地形复杂、受灾害严重，大气状况、水

文状况等因素也会给保障工作带来困难。必要时根需要据需求灵活调整任务部

署，始终以快速、有效、准确为原则。

2.4  保障成果多元性和精准性

精确的保障是挽救生命的重要环节。地震、火灾等突发事件会造成地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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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的变化，因此应急测绘导航保障的精准性不仅体现在保障成果上，还需要体

现在保障行动的过程中。另外，由于突发事件或任务的性质差异，保障成果的

要求通常会因用户需求、产品应用平台等原因呈现多样性。除了 4D 数据外，保

障成果还包括控制点成果、专题图、影像图、态势图、沙盘等。

3  应急测绘导航保障现状

应急测绘导航保障是应对突发事件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和基础型工作，

各国政府都十分重视它。我国在应急测绘导航保障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

效。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突发事件的应急保障等方面起步较晚，也面临

着许多困难，但总体发展较快。我国已经从技术和体系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

究，国家和省级层面也已经展开了相关应急保障体系构建的工作。应急测绘

导航保障技术也有了很大的进步。然而，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一是应急测绘导航保障的机制有待完善。由于应急保障体系不健全，各部

门受职能和利益等的限制，联动协调机制不顺畅，测绘导航资源的有效管理和

利用没有统一的规划，缺乏强有力的指挥平台，测绘导航成果难以共享，这直

接制约了应急测绘导航保障机制的建立和发展。

二是应急测绘导航保障的潜能需要充分发挥。应急测绘导航保障的核心在

于响应速度。目前，缺乏应急高效实时的数据采集和处理能力，任务的执行效

率与应急救援的时效性需求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近几年，随着新装备和新技术

的不断出现，应急测绘保障能力也注入了新的力量。大地水准面精化和高程基

准现代化建设、遥感与测绘领域迅速发展起来的倾斜摄影自动化建模技术，为

领导决策分析救灾方案，采取科学的救灾措施提供科学依据，应急测绘导航保

障中高水平、高质量和高时效的信息产品、信息技术和知识服务等潜能需要充

分发挥。

三是应急测绘导航保障方式有待创新。应急测绘导航保障服务内容需要由

单一化向多元化、智能化发展，其应用手段也需要更新。除了提供数据以外，

服务应该向应急决策、部署上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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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提高保障能力的关键问题

4.1  快速明确应急测绘导航保障需求

只有需求明确，保障准备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应急测绘导航保障相对

于其他保障领域来说，由于其突发性、复杂性等特点，保障需求对接的程序、

方法以及要求与常规保障不同。我们需要按照科学规范、切实可行的程序方法

来实施。针对突发任务，应急主管部门根据突发事件的严重程度，正确判断应

急保障的响应等级，形成应急测绘导航保障的需求，及时启动测绘应急保障预案，

开展空间数据的已有资料提供、测制更新、统计分析和分发服务工作。第一时

间获取灾情真实信息可以实施对突发事件现场的快速航空应急测绘。针对不同

突发事件类型，采用适宜的航空遥感技术，快速实施现场信息获取，保障突发

事件影响区域的现场图像第一时间快速获取。科学地分析、快速地预测测绘导

航保障任务需要动员的测绘力量以及实施保障的内容、类型、规模、范围和使

用要求等，需要协调的单位和部门，需要抽调的业务骨干人员，需要用到的设备。

为突发事件快速处置、科学开展灾情评估、有效实施应急救援提供应急测绘保障。

4.2  加强应急测绘导航资源储备

应急测绘导航资源储备包括数据资源储备、设备储备、技术储备、队伍储

备以及方案计划储备。具体如下。

（1）数据资源储备

根据应急测绘导航保障所提供的数据情况，大致的服务内容可分为以下几

种：利用已有的测绘导航资源提供保障服务、利用应急现场卫星影像或航空遥

感影像提供服务、利用应急地面勘测提供保障服务。根据突发事件的影响程度

以及应急保障响应等级，采用一种或多种组合形式进行保障。因此，数据资源

的储备工作是重中之重。需要建立和完善应急测绘保障服务的数据库。多源、

多专题、多时态的数据进行联动分析可以得到更为详细准确的信息，便于科学

部署救援力量、制定应急方案、辅助决策指挥。数据资源储备包括：控制点数

据、地形图数据、电子地图数据、地理实体数据、航空影像数据、地名地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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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精细模型数据、城市街景数据等。只有丰富的数据资源储备才能保证更快

的响应。

（2）设备储备

由于应急保障任务紧急、数据量大，各种设备都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故

障发生率增大，风险增大，甚至还要防范一些意外事故的发生，例如停电。一

旦硬件出现问题，应急保障甚至会出现瘫痪状态。因此，提升应急测绘保障服

务的硬件支撑能力至关重要。应急测绘保障涉及到的主要硬件包括支持各空间

数据库和软件处理的计算机及其外围设备、地图打印机和测绘仪器。

（3）先进技术储备

受应急突发事件处置时效及可视化的要求，应急测绘快速处理需要具备集

成化的高效处理技术，能够快速生产出不同应急阶段所需要的应急测绘产品；

虚拟现实技术与其他技术集成，可以实现更多实用的功能。例如，通过集成

GPS 以及室内定位系统，将救援人员的定位信息在虚拟现实场景中进行显示，

便于制定救援方案和指挥救援。通过集成物联网中的视频监控信息，可以在三

维场景中调用查看实时视频信息，进一步了解现场实际情况。

（4）人才队伍储备

应急保障队伍由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组成。应急保障是一项高强度的工作

任务，抽调的人员不仅需要技术娴熟，还需要具备吃苦耐劳具备奉献精神，适

应高强度工作。应急小组人员应具备地图编制、影像处理、地面测绘、数据库

维护等方面的技能，以组建成业务全面的应急测绘保障服务队伍。为了便于急

时战时快速拉动使用，应根据遂行任务需要，在主要方向、重点地区组建规模

适度、专业对口、人员精干、应急有效的测绘导航专业保障队伍。测绘导航专

业保障队伍的组建规模和布局应纳入力量建设整体规划。

（5）方案计划储备

主要是制定联合保障方案计划。着眼遂行作战任务和平时应急保障需要，

由军地有关部门共同研究制定测绘导航动员保障的各种方案计划，明确动员任

务、行动划分、指挥机构设立、指挥协同和相关保障等问题，并搞好动员方案

计划与作战方案计划的对接和实地演练，研究应战应急测绘导航动员保障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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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方法以及组织指挥、任务分工、人才和技术装备的使用等问题。同时，通过

训练演练实践检验、修订、完善动员方案计划，不断增强方案计划的科学性和

可行性。

4.3  着力打造应急测绘保障体系

测绘应急保障体系的建设包括五个方面：分析建立应急测绘保障服务的常

备机制、建立和完善应急测绘保障服务的数据库、提升应急测绘保障服务的硬

件支撑能力、建设一支能打硬仗的应急测绘保障服务队伍和研究应急测绘保障

服务产品模式。应急测绘保障服务的常备机制是突发事件应急准备和处理、灾

情评估、灾后重建中测绘保障的核心和基础，能够确保向突发事件提供高效快

速的成果服务。应急测绘保障体系包括应急测绘指挥决策、应急测绘导航数据

采集、应急测绘导航数据快速处理、应急测绘导航保障综合服务及应急测绘后

勤保障五个方面进行建设。

4.4  创新应急测绘导航保障模式

建立由多颗卫星联合导航、灾情信息航天航空测绘、地面车载应急测绘指

挥与勘测、应急测绘服务与应用系统及网络化协同支撑环境等先进技术综合应

用，提高应急测绘导航保障，创新面向任务的应急测绘聚焦服务模式。任务驱

动的应急测绘聚焦服务以多层级用户（包括国家、省级、地方和灾害现场用户）

的任务需求为牵引，将传感器服务、应急数据处理服务、传输服务等有机地组

织聚集起来，通过小粒度服务相互之间通信和协作，实现大粒度服务，为不同

用户提供灵活、高效、准确、个性化的按需服务和聚焦服务。统筹利用各种应

急测导航资源，建立应急测绘资源数据库和共享交换平台，通过服务的动态组合、

自适应演化和在线整合，资源的主动发现、自适应选择与聚合，信息与产品的

主动分发等关键技术的实现，形成各类应急测绘数据获取、处理和资源服务广

泛共享与有机聚合和高效协同机制，并通过聚合和协同各类服务资源，包括数

据服务、信息处理服务、传输服务和传感器数据获取服务，满足各种复杂应用

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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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束语

应急测绘保障服务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及相关专业技术能力等来装配。在未来的应急测绘保障服务体系构建过程中，

应注重创新服务方式，丰富服务手段，提高服务效率，这样才能在面对重大突

发灾害时做好应急响应。需要加强自身装备能力、科技创新及引进高科技人才

等方针进行建设。着力推进应急技术及业务能力的培训，及时掌握新技术大幅

提升应急测绘保障能力，宣传应急测绘保障成果，使更多人了解应急测绘保障

服务，增强应急保障的服务意识，从而进行快速、有效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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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expansion of surveying, mapping and navigation 

functions and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big data construction, the demand 

for surveying, mapping and navigation services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emergency support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urgent.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urrent emergency surveying, mapping and 

navigation support and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guarante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upport demand, resource reserve,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support mode, 

make the emergency support decision-making and implementation of measures 

more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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