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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围绕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国家应急医疗队救援,探索以物联网采集、识别和自动感知技术

为基础,实现救援队员感知调度模块、医疗物资动态感知模块和环境感知监测模块的数据采集,辅以人工

智能预测分析模型计算库存、消耗和调度信息,预测分析模型计算实现指挥决策可视化、集成化、科学

化,为指挥决策提供及时、准确、有效的决策支持,提高国家应急医疗救援队的应急救治能力,保障社会

和谐稳定与经济平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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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cusing on the rescue of the national emergency medical team for major public health events, this 

research explores how to realize the data collection of the rescue team members' perception scheduling module, 

the dynamic perception module of medical materials and the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monitoring module 

based on the collection, identification and automatic perception technology of the Internet of Things.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ediction and analysis model is used to calculate the inventory, consumption and 

scheduling information. The prediction and analysis model calculation realizes the visualization, integration and 

scientization of command and decision-making, provides timely, accurate and effective decision support for 

command and decision-making, improves the emergency treatment ability of the national emergency medical 

rescue team, and ensures social harmony, stability and st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emergency medical rescue; perception scheduling of team members; dynamic perception of 

materials;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monitoring; visualization of decision-making and command 

 

引言 

美国早在1979年就成立了联邦应急管理署(FEMA)。它是一

个直接向总统报告的专门负责灾害应急的独立机构,融合了许

多分散的与灾害相关的职责,9·11事件后,美国专门成立了国

土安全部,各大城市也都加快了反恐和应对危机机制与应急指

挥系统的建设。美国纽约、芝加哥、洛杉矶、亚特兰大、英国

伦敦、澳大利亚悉尼等城市已相继建应急指挥中心,欧洲各国也

已较早进行了治安、消防、医疗等紧急救助系统建设。 

目前国内发展趋势是按照区域特征,建设相应的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应急指挥系统,实现对事件的动态监测与预警分析,能

为决策指挥的领导和参与指挥的人员及专家提供各种通讯和信

息服务。通过指挥中心能使决策指挥领导及时了解事件进展,

做出决策、下达命令,迅速有效地掌握、调拨、利用各种资源,

实施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理,以最大程度地减轻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对公众健康及生命安全威胁,维护社会秩序。 

1 研究的必要性 

国家应急医疗救援队是国家应急管理的主要内容体现,主

要用来实现突发事件紧急医学救援,有效减轻各类突发事件对

人民群众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危害,保障社会和谐稳定与经

济平稳发展。在我国,自然灾害发生频繁,疫情传播控制难度大,

灾难事故相对较多的形势下,如何正确认识和妥善应对各种突发

事件,提高紧急医学救援能力,已成为我国必须面对的难题。针对

我国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暴露出的应急指挥系统的不足,构建重大

疫情智能决策与指挥系统是卫生事业发展的首要任务。 

社会重大卫生公共事件的发生,诸如SARS、新型冠状病毒

2019-nCoV等等,由于其不可预测性,可能造成不仅是大面积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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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是新的未曾认识的人类危害以及生命威胁,从而成为城市应

急的新领域。对此,我国一直都在积极探索新的应对措施。随着

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5g通讯等科学技术的发展,进行数

据采集、挖掘、整理以及运用的的水平将得到大幅提高,积极应

对社会重大卫生公共事件逐渐从概念向落地应用转变。公共卫

生应急管理可视化决策平台向更专业、高效、实用方向发展。 

2 主要研究内容及创新点 

当发生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后,在应急医疗救援队抵达目的

地后,在救援区域部署多位一体网络,探索物联网RFID技术在医

疗应急分队管理方面的应用场景和救援物资动态管理模式。研

究将以物联网采集、识别和自动感知技术为基础,实现救援队员

感知调度模块、医疗物资动态感知模块和环境感知监测模块的

数据采集,辅以人工智能预测分析模型计算库存、消耗和调度信

息,同时在指挥组搭建与区域布局图相结合的指挥决策BI高清

看板系统,围绕公共卫生事件紧急医学救援,通过人工智能预测

分析模型计算库存、消耗、调度,实现数据可视化,指挥真实化、

一体化、集成化、科学化,实时展示关键信息,为指挥员提供及

时、准确、有效的决策支持,优化工作流程,提高国家应急医疗

救援队的应急救治能力,保障社会和谐稳定与经济平稳发展。 

3 系统架构 

开发基于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国家应急医疗救援队指挥决

策系统系统,以模块化为主要设计方式,具有通用性和可移植

性；各个指挥决策应用系统具有独立性,可以独自运行而不受其

他系统影响；其他场景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和业务需求进行快

速复制和整合,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基于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

国家应急医疗救援队指挥决策系统体系。 

应急医疗救援队指挥决策管理平台是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

急的核心,实现了“以数据信息为基础,以指挥调度为核心,以决

策指挥为目标”的系统构建。应急管理可视化决策平台集成了

包括统计数据、摄像头采集画面、人员和物资调度数据、环境

等多类数据,可以把应急救援范围内各部门各类型的数据融合

打通,汇集在统一的大数据平台上,实现公共卫生数据融合、显

示、分析、监测等多种功能。 

4 系统实现 

4.1搭建基于“WIFI+BT+433MHz”技术的复合型物联网环境 

顺畅可靠的通信网络对于快速应急响应至关重要,应急医

疗救援队到达救援现场后,需要快速搭建应急救援网络。随着互

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救援网络的组建不仅仅局限于单一互联

网,而是综合运用无线通信、卫星通信、物联感知等技术打造以

应急战术互联网为骨干的复合型应急救援网络。 

搭建硬件网络环境：运用物联网射频技术、融合通讯技术、

传感器技术等,在应急医疗救援队抵达目的地后,第一时间搭建

“WIFI+BT+433MHz”的多位一体网络,完成网络基础环境建设,

利用物联技术BT+433MHz实现应急救援医疗分队在各种环境下

对救援队员、医疗物资、环境等目标的实时信息采集、传输,

利用WIFI进行语音通信、视频传输、数据调度,现场指挥员可以

实时监控现场视频,使得现场救援与指挥部互联互通,统一协调

指挥通信,快速反应、联合行动,真正实现应急救灾的联动,有效

应对突发性公共事件。 

4.2建设基于物联网的救援人员感知调度管理模块 

搭建基于“WIFI+BT+433MHz+Lora”技术的医疗所复合型物

联网环境,覆盖应急救援医疗所营地,采集救援人员射频身份识

别卡信号,实现救援队人员定位,建立以应急救援队人员营地为

基础的人员管理系统,从而对营地内的稠密区域、流转路径、力

量分布等进行实时获取,配合人员信息数据的全面汇聚,可快速

进行人员的筹组、查找、调度,通过伤者数据应急辅助算法,提

供调度辅助信息,形成信息化、电子化、可视化报告,辅助指挥

员下达卫勤人员调配指令,可极大提升人员调度的效率。最终实

现人员快速查找、人员调度与盘查、人员位置地图展示、电子

围栏告警等功能。 

4.3建设基于物联网的医疗物资动态感知管理模块 

应用超高频射频感应技术与移动通信技术,实现医疗物资

的管理,并与医疗所智能仓储联动,建立医疗物资二级库及其子

库,形成同时适应紧急情况野外环境、平时驻地环境的医疗物资

动态管理模块。该模块通过手持传感终端采集医疗物资流转信

息,可实现在应急救援时对物资进行快速分类、分发、核对,实

时监控医疗物资的使用消耗情况,为管理人员对物资库存信息

做出快速反应提供保障。通过对上述信息分析整理,形成信息

化、电子化、可视化报告,辅助指挥员下达补充、调配指令。最

终实现物资二级库及其子库的管理,物资快速分发、出库、入库

和盘点,实时物资消耗监测管理和物资调拨管理。 

4.4建设基于物联网的环境感知监控模块 

应用数字通信与传感器技术,搭建应急救援队通信监测网

络,并实现网络化的视频监控。建立具备环境监测(水质、温度、

湿度、生化)、人员计数、越界报警、人脸识别功能的智能环境

监控模块。确保驻地环境质量符合伤员救治要求,减少伤员感染

因素,提高营区内安全等级,增强医疗所对救治环境质量的预控

能力。该系统同时为营地快速部署提供决策分析与快速展开推

荐方案。最终实现营区温度、湿度监测,有害气体监测、空气质

量监测、异常报警管理； 

4.5建立基于大数据分析的可视化指挥决策分析模块 

依托上述复合型物联网网络、人员感知调度管理模块、医

疗物资动态感知管理模块、环境感知监控模块在应急指挥所“一

张图”、现场数字化指挥调度系统中多维展示,出现异常时及时

提醒,极大提高救援队员的安全性。 

物联感知网络实现了战场态势可视化展现,推动救援从宏

观向微观聚焦,为领导辅助决策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借助应急资

源管理平台、大数据分析系统,实时获取应急资源信息和运行数

据,实现了应急物资全程监管、溯源和一物一码精细化管理,为

精准高效调拨物资、开展应急救援等工作提供大数据支撑。 

通过对应急医疗救援对营区区域布局图以及主要业务模块

的数据与信息相结合,在指挥组搭建高清LED大屏显示系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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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化、集成化、科学化实时展示上述关键信息,为指挥员提供及

时、准确、有效的决策支持,提高医疗所的实战救治能力。并对

任务情况进行数据统计分析。最终实现营区数据、图像、数据

分析和实施告警的大屏展示和快捷调用。 

模块通过高效可靠的数据接入能力,可以实现各类业务接

口数据的无缝可视化接入,并可快速响应分析操作和实时反映

数据变化。将各模块数据和信息进行有效结合,建立一个信息共

享、高效决策、部门联动的可视化指挥调度系统,可以实时监控

人员分布、医疗配备、现场环境等信息,帮助指挥人员实时了解

现场情况、掌控事态发展趋势,及时指挥决策。 

运用大数据的自主选择性,改变原来的决策模式,使决策越

来越智能化,根据动态信息制定作战方案。这种智能化决策减少

了人力与时间的投入,能够随时掌握现场的实际情况,为指挥员

多样化决策搭建了高效平台。 

在大数据技术的支持下,出现了自主运作的信息情报体系,

展现出指挥人员、物资力量、客观条件等方面之间潜在联系。

新技术的应用也使数据传输更加通畅,形成了全新的决策模式,

减少了人力与时间成本,顺应了时代发展潮流。同时,军事部门

还可以利用互联网获得相关的情报,通过大数据的分析,为决策

提供辅助的支持,设计出全新的作战策略,以应对不同的战场情

况,提升整体作战效率和作战能力。 

5 社会效益 

国家应急医疗救援队受到野外自然条件、信息技术水平的

限制,指挥员对人员、伤员、物资状况缺乏有效的手段无法实时、

全面掌握,从而影响了指挥效率。以往针对应急医疗救援队的信

息化尝试主要集中在利用常规手段完成伤员信息的采集和救治

过程的记录,与实战化要求有一定距离。 

本研究的技术架构设计以模块化为主要设计方式,具有通

用性和可移植性；各个物联网应用系统具有独立性,可以独自运

行而不受其他系统影响,其他场景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和业务

需求进行快速复制和整合。 

在研究落地后能够在重大公共事件中直接或间接的为当地

居民提供优良的医疗环境。此外,系统落地有利于当地经济的发

展,能够被当地居民认可和接受,且能够被当地社会环境和人文

条件所接纳,基本上不存在难以调和处理的冲突及矛盾。 

最主要的社会效益是在发生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可实时的

展示应急医疗救援队内人员调度模块、医疗物资消耗模块、环

境监控监测模块的关键信息数据,建立集中统一高效的指挥领

导体系,为指挥员提供及时、准确、有效的决策支撑,提高应急

救援队的应急救援救治能力,健全统一、协调的救援人员和医疗

物资保障和供应体系,对救援人员和医疗物资实行集中管理、统

一调拨,推动人员调动和物资保障更加安全高效可控,以及完善

救援现场环境的感知能力,健全救援现场的环境监测体系,织密

织牢第一道防线。 

6 结束语 

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每个主体都有各自的职能任务和

信息产出,要建立快速反应和高效指挥决策的应急管理体系,彼

此间的信息共享是协同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关键。本研究

围绕公共卫生紧急医学救援,利用物联网、大数据等新兴技术,

通过人工智能预测分析模型计算库存、消耗、调度,实现数据可

视化,指挥真实化、一体化、集成化、科学化,实时展示关键信

息,为指挥员提供及时、准确、有效的决策支持,优化工作流程,

提高国家应急医疗救援队的应急救治能力,保障社会和谐稳定

与经济平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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