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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意义]为探究应急决策指挥信息污染问题,更好地提升应急决策指挥信息系统的时效性、

便捷性和适应性,深入研究应急决策指挥信息污染的产生逻辑及治理策略变得非常必要和迫切。[方法/

过程]本文将应急决策指挥看作一个复杂系统来进行相关研究,从应急决策指挥信息源流入手,运用熵增

理论方法,研究应急决策指挥信息污染类型特征,对应急决策指挥不同信息污染类型的熵增机理及其影

响进行分析。[结果/结论]提出引入适当负熵以达到应急决策指挥系统的熵均衡,并依据应急决策指挥系

统熵增的原因相应的给出应急决策指挥信息污染的治理对策,为进一步研究和解决应急决策指挥信息

污染问题提供理论借鉴和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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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ficance]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problem of emergency decision-making command 

information pollution and better improve the timeliness, convenience and adaptability of the emergency 

decision-making command information system, it is very necessary and urgent to study the generation logic and 

governance strategy of emergency decision-making command information pollution； [Method/Process] This 

paper treats emergency decision command as a complex system for related research, uses the entropy increase 

theory method to stud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mergency decision command information pollution types, 

analyzes the entropy increase mechanism and its influence of different information pollution types of emergency 

decision command and command；[Result/Conclusion] Proposes to introduce appropriate negative entropy to 

achieve the entropy equilibrium of emergency decision command system, and gives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for emergency decision command information pollution according to the reasons for the 

increase in entropy of emergency decision command system. It provides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for further research and solution of emergency decision-making command information pol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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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突发事件应急决策指挥信息是决策指挥者进行决策的重要

依据,在应急决策指挥系统中的重要程度不可置否。随着数字技

术在应急决策指挥领域的嵌入,应急决策指挥信息的获取方式

更加多元,传输更加便捷,我们在享受科技便利的同时也面临着

应急决策指挥信息污染日益严重的问题。例如,在北京7.21[1]

和郑州7.20暴雨[2]的应对处置工作中,信息冗杂、信息失真、信

息残缺、以及信息时效性低等各种信息污染问题严重影响了应

急决策指挥工作。在北京7.21暴雨中,对降雨的预报存在一定偏

差和缺失,并且在短时强降雨上也没有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公众

对降雨信息的感知严重滞后,此外,预报系统的精细化水平与大

城市精细化管理和安全运行对定时、定点、定量需求技术的脱

节,种种信息污染问题严重影响了北京7.21暴雨的应急决策和

处置工作；在郑州7.20暴雨中[2],网络相关信息冗杂现象十分严

重,网络环境堪忧,此外,郑州市因灾死亡失踪380人,在不同阶

段瞒报就高达139人,其中,郑州市本级瞒报75人,县级瞒报49人,

乡镇(街道)瞒报15人,信息污染问题严重影响了应急决策指挥

工作,甚至有损政府形象。总的来说,应急决策指挥信息污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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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大体上包括冗杂信息、失实信息、信息缺失以及低时效信

息这几类。信息污染会导致应急决策指挥信息系统的无序性增

加,熵增加大。熵表示系统内部的无序性程度,系统内部越混乱,

熵值就越大,熵增也就越多。信息污染问题贯穿在应急决策指挥

系统的信息感知、传输、利用、下达及执行过程中。由此可见,

深入研究和探析应急决策指挥系统信息污染的熵增逻辑,有效抑

制应急决策指挥系统的熵增,具有高度的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 

1 文献综述 

在突发事件应急决策指挥中,信息占据着先导性的地位,决

策指挥者需要依据信息进行研判、决策指挥、资源调度等一系

列工作。但是网络的普及和应用使得信息碎片化现象日益严重,

完整信息被分解为一个个信息碎片,加大了人们信息感知的难

度和完整性,碎片化的信息使得人们对信息的感知带有片面化

的色彩,从而引发信息失真。信息的整合难和对完整事件的拼接

不易也延长了对完整信息的感知时间,极大降低了信息感知的

时效性。在种种影响因素的催化下,极易引发信息污染。 

随着信息污染问题的普遍,不少学者也开展了相关研究并

取得了不错的进展,如Priyanka Meel[3]等对社交媒体和网络中

的信息污染现状进行研究和分析,对恶意信息在不同阶段的内

容分类、不同阶段对恶意信息的常用技术分类以及社交媒体应

对信息问题应予以重视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在对信息污

染的感知技术方面Qaisar Iqbal[4]等学者采用顺序混合探索方

法,对信息污染的感知维度进行分析,对界定和管理信息污染提

供了一定帮助。随着信息影响的深入和互联网的普及,信息污染

在不同场景和主体上的影响也更加多元,如国内学者周子明[5],

魏嵬[6]等从互联网舆情的角度出发来探索网络中存在的信息问

题,探讨了包括高校、互联网等信息汇聚场所的信息污染形成的

时空特征、产生原因和生成演化规律；李梦媚[7]等人以高校为

研究对象,分析了信息污染对大学生以及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

影响。 

随着信息污染影响的深入和应急决策指挥领域对信息技术

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应急决策指挥信息污染问题也逐渐走进

学者们的视野,如Maria Dagaeva[8]等以大时空数据在应急管理

信息系统可以得到较好的处理和应用为基础,开发了相应的算

法和框架,得出当该算法将大量应急数据聚合在一起后,增加紧

急情况类别的数量可以显著提高数据分析的质量；Souza 

Jordan H[9]等介绍了基于网络的滑坡应急准备风险管理系统的

开发和应用,并结合案例进行分析,证明该系统在风险迫在眉睫

的情况下,该系统可以帮助确定应急响应的优先级,以便将稀缺

的响应资源分配给 脆弱的地区。在信息污染的影响下,应急决

策指挥的工作效率会大幅降低,这主要是因为信息污染会造成

应急决策指挥系统隐性“失灵”,为此,胡宝术[10]等提出应推动

应急决策指挥系统建立需求导向、问题导向的应急决策指挥信

息平台；吴娟[11]等以洪灾信息预警为切入点展开研究,强调通

过强化技术手段来提高预警和风险感知能力,以期迅速掌握灾

情信息,为决策处置提供信息情报支持；黄海波[12]等通过跟踪、

分析我国在本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工作进展及相关材料,研

判信息化作用,为建设国家应急信息管理系统提出了意见建议。 

为解决信息污染问题,不少学者试图引入熵增理论对信息

污染问题进行分析,试图从信息熵的角度对信息污染问题进行

相关探索和研究,如Watson Richard Thomas[13]等基于信息熵的

理论提出了一种信息压缩理论,为组织克服信息压缩对自己及

其各个利益相关者的负面影响提供了建议。国内学者王锦[14]从

内外两个环境层面分析了组织熵增,并提出领导者必须从主动

做功、营造开放系统、降低信息熵这三个方面来推进组织变革,

推动组织系统的熵增变熵减；宫瑱[15]等将熵增理论引入社会

传播学领域,解释了当下新媒体出现后社会信息失效与熵爆

现象,提出减熵不仅是社会需要,还是个体心理承受能力的必

然反应；金坚[16]等对大数据时代信息熵的价值意义进行了相

关研究,提出信息熵的本质是负熵,是对于消除不确定性的度

量,系统通过熵增和熵减的矛盾运动促进了系统自组织能力

的完善。 

从熵增理论的角度研究和分析信息污染问题无疑是另辟蹊

径,成效显著。但对于应急决策指挥系统的信息污染问题,却较

少有学者结合熵增理论进行研究,因此,本文在分析应急决策指

挥信息污染的基础上融合熵增理论对应急决策指挥系统的熵增

问题进行相关分析和探索,以求对因信息污染问题引发的应急

决策指挥系统低效现象提供改进建议和思路。 

2 应急决策指挥信息污染的类型及其特征 

信息随时代的更迭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在互联网技术

的推动下,信息碎片化现象日益显著,这是导致信息污染的主要

原因[17]。在应急决策指挥过程中,应急决策指挥信息的感知同

样受到信息碎片化的影响。在突发事件发生后,应急信息经由应

急决策指挥信息系统发送给决策指挥者,作为应急决策指挥系

统的信息搜集子系统,应急决策指挥信息系统对灾情信息的感

知渠道多样。但大量灾情信息的涌入会使得碎片信息暴增,信息

间关联性减弱,信息复杂无序且彼此间一时难以串联,增加检索

和拼接时间,影响信息时效性甚至会造成信息的不完全问题,并

且碎片信息中是否存有失真信息也不得而知,弱化了信息的客

观性。另外,灾情感知技术有时也无法完全满足应急决策指挥的

需求,其对灾情精度和准度的测量也存在不完全性的缺陷,这一

点在北京7.21暴雨事件[1]中尤为明显,气象部门对雨量雨情监

控和预警的精度和准度不满足应急决策指挥的要求,造成决策

指挥研判困难,从而延误事件的处置。此外,在突发事件的应急

决策指挥中人为因素影响下的谎报瞒报现象也会影响应急决策

指挥信息感知的真实性。例如郑州7.20暴雨事件中的谎报瞒报

问题[2]。鉴于此,通过归纳总结,应急决策指挥信息污染的类型

大致可以分为繁杂无序性信息污染、失真性信息污染、缺失和

不完全性信息污染、低时效性信息污染四类。这四类信息污染

的涌入会影响应急决策指挥系统的正常运行,降低应急决策指

挥系统运行效率,进而引发应急决策指挥系统熵增。 

2.1繁杂无序性信息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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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决策指挥信息污染具有繁杂无序性。随着信息网络的

快速发展,数字网络媒介已经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但

是互联网的催化加剧了信息碎片化,完整信息被裂解成一个个

信息片段,这使得信息量暴增。此外,网络信息传播门槛低,网络

环境管制难等也加剧了网络信息污染现象。冗余信息、失实信

息、错误信息、垃圾信息、误导信息等充斥在网络环境和人们

获取信息的各种渠道中,信息污染呈现出繁杂性和无序性的特

点。应急决策指挥是为 大程度降低突发事件影响的一种临机

指挥,因此,应急决策指挥信息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是网络信息污染现象的出现会极大地影响应急决策指挥系统

对所需信息的精准采集和捕捉,大量混杂信息的涌入会降低应

急决策指挥系统的运行效率,从而导致应急决策指挥系统的熵

增加大。例如新疆“11.24”火灾事故中[18],网络谣言使得该事

件在网络上快速发酵,给该起火灾的应急指挥与处置以及当地

政府都带来了不小的舆论压力,在特殊时期给当地政府的组织

和协调工作带来了困难。 

2.2失真性信息污染 

应急决策指挥信息污染具有失真性。在网络空间环境中流

转和传播的信息并非全是正确信息,因为网络平台并不会或无

法及时地对一些不实言论进行过滤,加之网络信息茧房效应的

影响,不同利益群体在对同一事件发表言论观点时会受到群体

利益的影响而掺杂个人情感,信息的客观真实性会受损。应急决

策指挥需要在掌握突发事件客观真实的数据和情况的基础上理

性地做出判断,而网络信息的失真性会导致应急决策指挥信息

感知受到影响；此外,突发事件的应对需要多部门的通力合作,

应急信息在多个部门机构中的传递和输送过程中是否受到污染

不得而知,因此应急决策指挥信息污染还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这种不确定性 终也会导致应急决策指挥信息的客观性受到影

响,从而误导应急决策指挥者对突发事件的准确判断,造成应急

决策指挥系统的低效,引发应急决策指挥系统熵增。例如,在修

文县龙窝煤矿7.29较大煤与瓦斯突出事故中[19],矿区负责人未

向有关部门报告真实灾情情况,采取转移遇难者遗体、密闭事故

区域、删除安全监控数据、关闭视频监控电源等手段瞒报事故,

严重影响应急决策指挥者对灾情的研判,使事件善后处置不到

位,给死者家属带来了严重的心理创伤,损害政府公信力和政府

形象。 

2.3缺失和不完全性信息污染 

应急决策指挥信息的缺失和不完全性也是应急决策指挥系

统信息污染的类型之一。信息碎片化作用下,完整信息被分解成

一个个信息碎片,这使我们很难及时掌握事件的完整信息,从而

造成信息缺失。信息缺失会削减应急决策指挥系统的运行效果,

降低应急决策指挥系统的运行效率,引发应急决策指挥系统熵

增。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在应急管理领域应用先进科学

技术对突发事件进行事前感知和预警也逐渐普遍,但是,由于数

字化技术在应急管理领域的应用还不成熟且仍存在一定的技术

壁垒,目前对于突发事件的态势感知和预警技术还并不完备,

明显的就是对突发事件感知和预警的精准性还有待提高,此外,

对突发事件的动态感知和追踪技术仍不完备,可预见性的次生

衍生灾害并不十分准确,对于达到应急决策指挥所需的精准信

息的目标还有一定差距。例如,在5·22黄河石林山地马拉松越

野赛事件中[20],由于气象预警信息的缺失、应急预案考虑不完

全等原因,导致21名参赛选手遇害,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公共安全

事件。 

2.4低时效性信息污染 

应急决策指挥信息具有低时效性和不及时性的特征。突发

事件发生后需要决策者果断采取措施,迅速做出决策,这时,信

息的时效性就显得格外重要。但信息碎片化的存在延长了我们

对完整事件信息的感知时间。此外,在机构部门的设置上,部分

地区的灾害感知预警系统和应急指挥决策系统之间存在脱节,

信息互联互通受阻,信息时效性及应急决策效率大大降低,极易

引发应急决策指挥系统熵增。在国务院对郑州7.20暴雨事件的

事后调查报告中[2]也指出郑州市在处置暴雨灾害过程中存在预

警系统与应急响应脱节的现象,信息互联互通受阻,响应滞后。

此外,在应急决策指挥系统中对先进技术的引用和嵌入仍存在

一定的技术壁垒,信息传输渠道极易受到外界干扰的影响而受

阻,影响信息传递的及时性,并且,技术壁垒的存在也会使突发

事件的态势感知和信息动态追踪受到影响,造成应急决策指挥

信息传递不及时的现象,导致应急决策指挥系统运行效率降低,

熵增加大。例如,在2022年的9.5泸定地震事件中[21],由于外界

恶劣条件的影响,救灾现场断路、断网、断电且地质灾害突出,

阻碍了灾情信息的传输以及各部门间信息的互联互通,信息时

效性收到影响,增加了地震救援的难度。 

3 应急决策指挥系统信息污染的熵增机理及影响 

3.1应急决策指挥系统信息污染的熵增机理 

应急决策指挥需要多部门、多利益主体的通力合作,应急决

策指挥信息更是需要内外信息的交互,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应

急决策指挥看作一个复杂系统,那么应急决策指挥信息系统就

分属于其中的一个子系统。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参考王巧等[22]

对应急决策指挥系统的划分,本文认为应急决策指挥系统应包

括应急决策指挥信息感知子系统、决策支持子系统、资源调度

子系统、移动指挥与应急处置子系统、应急决策指挥指令执行

子系统等。其中,应急决策指挥信息感知子系统主要负责灾情初

始信息的感知、灾情信息检索等职责；决策支持子系统主要负

责灾情地理分布与空间分析、会商决策、应急决策指令信息发

布等职责；资源调度子系统主要负责应急救援队伍力量、应急

救援物资等的调度工作；移动指挥与应急处置子系统主要负责

现场信息的搜集和传递、应急协同等职责；应急决策指挥指令

执行子系统主要负责执行应急决策指挥指令、确保应急救援效

果以及救援信息动态反馈等职责。(见图1) 

在应急决策指挥过程中,应急信息经由应急决策指挥信息

系统传达给应急决策指挥者,再经由应急决策指挥者下达决策

指令。因此,本文采用信息源流追溯的方法从信息感知、信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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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信息检索(应急决策指挥信息系统对信息的检索和归纳处理,

为决策指挥者提供决策信息支持)、信息下达以及信息执行等五

个方面来对应急决策指挥信息污染生成的熵增机理进行研究。

如图2所示,应急决策指挥系统中信息的纳入和输出要经过感知

(节点1)、传输、检索及解读(节点2)、下达、高层政府指令信

息感知及下达(节点3)以及基层政府指令信息执行(节点4)等环

节,在这过程中应急决策指挥信息可能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

信息污染而导致应急决策指挥系统熵增(见图2)。其中应急决策

指挥系统内部的信息污染是指决策者在进行信息研判和解读过

程中的所造成的应急指挥系统运行效率低或应急决策失误的现

象,这可能是由于客观感知信息污染引起的,也可能是决策指挥

者主观失误引起的；应急决策指挥系统外部的信息污染是指应

急决策指挥所需信息的纳入以及应急决策指挥指令信息的下达

过程中所出现的信息混杂、信息失真、信息缺失、信息不及时

等信息污染问题。其中,为方便区分,本文将应急决策指挥系统

外部的信息污染根据纳入和输出两部分分为Y信息污染(纳入信

息)和Z信息污染(输出信息)。Y信息污染是影响内部信息污染的

主要原因,内部信息污染又会对Z信息污染造成影响,Z信息污染

会影响应急决策指挥系统信息的再感知,从而影响Y信息,形成

逻辑闭环。正是由于应急决策指挥信息污染的递进影响,才造成

了应急决策指挥系统的熵增。 

 

针对可能造成应急决策指挥系统熵增现象的混杂信息、失

真信息、不完全信息和低时效信息等信息污染问题,本文将应急

决策指挥系统的熵增分为四种类型：正熵Ⅰ表示应急决策指挥

系统的繁杂无序性信息污染；正熵Ⅱ表示应急决策指挥系统的

失真性信息污染；正熵Ⅲ表示应急决策指挥系统的缺失和不完

全性信息污染；正熵Ⅳ表示应急决策指挥系统的低时效性信息

污染。通过对应急决策指挥系统不同的熵增类型进行分析,以此

来透析应急决策指挥信息污染生成的熵增机理。 

3.1.1应急决策指挥系统繁杂无序性信息污染的熵增机理 

随着数字化技术在应急决策指挥领域的嵌入,信息技术及

互联网在各行业的应用都更加普遍,信息采集和捕捉手段以及

信息发布和传输方式都呈现出多样化和便捷化的特征,但随之

带来的是信息量的暴增。由于网络信息传播门槛低且缺乏有效

的监管及筛查机制,造成了网络环境中各种信息混杂,冗余信

息、失实信息、错误信息、垃圾信息、误导信息等的掺杂引发Y

信息污染,进而使得应急决策指挥信息感知及检索难度大增,Y

信息污染的涌入也会使得应急决策指挥系统内部信息产生混杂

信息污染,影响应急决策指挥系统对决策所需信息的检索,进而

影响Z信息的时效性和科学性,降低应急决策效率,引发应急决

策指挥系统无序性的增加,从而导致应急决策指挥系统正熵Ⅰ

的出现。例如,在7.20暴雨发生后,截至7月21日16时,河南暴雨

已引发3032.33万次报道/讨论[23],相关声量集中发布于于微博

平台。其中大量的信息中既有事实也有刻意夸大的行为,信息混

杂现象严重,这使得实际灾情信息的筛检工作难度增加,应急决

策指挥所需信息检索难度加大,应急决策指挥系统的运行效率

也大为降低。 

 

3.1.2应急决策指挥系统失真性信息污染的熵增机理 

网络技术的普及和应用使得信息传输渠道和方式更加便捷,

网络信息的准入门槛降低,网民数量增多,网络舆论的影响空前

扩大。但是网络空间环境中缺乏对失真信息的筛查机制,应急决

策指挥在进行事件信息感知过程中难免会受到外界失真信息的

影响,从而导致应急决策指挥感知的信息中掺杂一些失真信息,

造成Y信息污染。此外,应急决策指挥信息的传输通常是根据事

态发展情况及严重程度逐级上传,在这过程中,还会出现个别部

门对灾情信息进行谎报瞒报,这也同样会产生Y信息污染,从而

影响应急决策指挥系统内部信息的客观性和可靠性。例如,在浏

阳市12.4烟花爆炸事故中[24],事发企业股东、法人代表及相关

管理人员谎报、瞒报事故信息,影响应急决策指挥者对该事件的

准确研判,延误抢救时机,造成恶劣的影响。 

3.1.3应急决策指挥系统缺失性信息污染的熵增机理 

突发事件的应对和处置需要掌握详尽、正确的信息,随着数

字化技术在应急管理领域的应用,信息的感知和预警技术得到

了提高,但是突发事件信息预警的精准性仍与应急决策指挥的

信息需求存在一定差距。技术壁垒的存在会使得信息感知的精

准性受到影响,即Y信息感知环节的不完全性,从而造成Y信息污

染。例如北京7.21暴雨事件中,气象预警的精度和准度不够,极

大降低了应急决策指挥效率；此外,对突发事件信息的瞒报漏报

等也会造成Y信息在感知环节的缺失,引发Y信息污染,进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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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信息的完整性和正确性,造成内部信息污染,应急决策指挥

者依据不完全信息做出的决策势必会降低Z信息的科学性和精

准性,降低应急决策指挥系统的运行效力,造成应急决策指挥系

统正熵Ⅲ的出现。例如,在3.12响水化工企业爆炸事故中[25],天

嘉宜公司违法贮存、违法处置硝化废料并隐瞒不报,致使灾害信

息缺失,影响应急决策指挥的行动效率。 

3.1.4应急决策指挥系统低时效信息污染的熵增机理 

应急决策指挥是一种临机指挥,需要决策者果断采取措施,

迅速做出决策,这就对应急决策指挥信息的时效性提出了高要

求。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应急决策指挥系统的信息感知和捕捉技

术有了质的飞跃,信息时效性也得到了提高,但是,应急决策指

挥信息层级传递的组织架构使得信息传递的效率降低,加之重

大突发事件的应对处理需要多个部门的协同,而不同行政部门

间的运行系统各自独立,信息渠道还未有效地实现互联互通。例

如郑州7.20暴雨事件中,预警系统和响应系统存在脱节,突发事

件应急响应严重滞后,丧失了灾害应对的主动权。此外,重大突

发事件对外界环境和条件的改变,使得信息通讯及传输功能极

易受到损害,从而影响应急决策指挥信息的时效性,即造成Y信

息污染,Y信息时效性的降低会继而造成内部信息和Z信息的低

时效性,甚至可能错失应急救援的 佳时机,从而导致应急决策

指挥系统的运行低效,引发应急决策指挥系统正熵Ⅳ的出现。例

如在5.12汶川地震中[26],灾难的破坏性巨大,波及范围甚广,断

电、断网、断路严重影响了信息的通讯和传输,应急决策指挥信

息感知的时效性也大打折扣,对应急救援指挥工作造成了巨大

的影响。 

3.2应急决策指挥系统信息污染的熵增影响分析 

应急决策指挥系统熵增会导致应急决策指挥无法有效发挥

作用,从而造成严重后果和影响。从应急决策指挥系统的熵增机

理来看,应急决策指挥系统的熵增是由于应急决策指挥信息污

染引发的,进而产生一些列后果和影响,这与事故致因理论中致

灾因子的作用机制相类似。因此,为系统分析应急决策指挥系统

熵增对应急决策指挥系统产生的影响,本文借助事故致因理论,

通过对不同类型信息污染(正熵)对应急决策指挥系统中诸要素

(承载体)造成的结果进行分析,系统解读应急决策指挥系统熵

增对应急决策指挥系统的影响。 

见表1所示,纵向将应急决策指挥系统四种类型的信息污染

(正熵)作为致灾因子,横向承灾体即为应急决策指挥复杂系统。

由于应急决策指挥是一个复杂系统,因此,在分析应急决策指挥

系统的熵增影响时,分别分析应急决策指挥系统的熵增对其各

子系统的影响。应急决策指挥复杂系统的子系统包括应急决策

指挥信息感知子系统、决策支持子系统、资源调度子系统、移

动指挥与应急处置子系统、应急决策指挥指令执行子系统。总

的来说,应急决策指挥系统的熵增影响是交互的,一方面,某一

要素出现问题会影响到其他要素或环节的正常作用；另一方面,

不同要素对应急决策指挥系统的影响方向都是一致的,其都会

使应急决策指挥系统失灵甚至崩溃,使其无法有效发挥作用,从

应急决策指挥复杂系统（内部子系统、外部环境）

决策支持子系统 移动指挥与应急处置子系统

.....

无序性信息

污 染 

（正熵Ⅰ）

增加检索难

度；影响信

息检索的时

效性

影响决策指

挥者对所需

目标信息的

感知；延误

决策时间

影响指令信

息发布的及

时性；降低

政府公信力

影响应急救

援 的 时 效

性；影响应

急救援力量

的有序调配

影响应急救援

物资的有序调

配

影响应急决策指

挥系统部门内部

信息的交互；降

低应急决策指挥

系统内部门间的

工作效率

应急决策指挥指令

执行滞后；影响应

急救援处置结果

.....

失真性信息

污 染 

（正熵Ⅱ）

影响灾情信息

预警的精准性

和客观真实性

影响信息检

索的客观真

实性；造成

决策指挥信

息失真

影响应急指

挥者对不同

区域受灾严

重程度的判

断；影响应

急资源和物

资的调配

误导决策指

挥者对灾情

的研判，影

响专家学者

对灾情的分

析，容易出

现决策失误

现象

影响政府公

信力和政府

形象

影响应急救

援力量的调

度；造成救

援不及时或

救援失败

容易造成应急

救援物资调配

失衡，产生应

急救援物资供

不应求或应急

救援物资滥用

的现象

影响应急决策指令

内容的客观性；易

造成决策失误或失

败

.....

缺失和不完

全性信息污

染    （正

熵Ⅲ）

影响灾情预警

和灾害风险感

知的全面性

影响信息检

索 的 完 整

性；造成决

策指挥信息

缺失

影响应急指

挥者对灾情

全面把握，

增加决策难

度

误导决策指

挥者对灾情

的的感知；

影响专家学

者对灾情的

把握，容易

造成应急资

源的浪费

影响政府公

信力和政府

形象

影响应急救

援 力 量 调

度；造成应

急不足或应

急 过 度 现

象，浪费救

援资源

应急救援物资

调度偏失；造

成应急不足或

应 急 过 度 现

象；特殊应急

物资的准备不

到位

影响应急决策指令

内容的完整性；影

响应急决策执行效

果

.....

低时效性信

息 污 染 

（正熵Ⅳ）

影响信息动态

追踪监测更新

的及时性；造

成预警滞后

信息检索的

及时性受到

影响；造成

决策指挥滞

后或动态掌

握不及时

影响应急指

挥者对灾情

的感知和研

判，延误决

策时间

影响决策指

挥者研判的

及时性；容

易造成决策

时差

造成应急决

策指令更新

致灾因子
    承灾体

不及时；应

急决策指令

与现实情况

相悖

影响应急救

援处置的及

时性；加重

灾害的伤亡

和损失

影响应急救援

物 资 运 达 时

间，造成应急

救援物资不足

的现象

应急决策指挥系

统内部门间信息

流通滞后

错失 应急救 援时

机；造成严重人员

伤亡和财产损失；

引发次生衍生灾害

.....

应急决策指挥信息感知子系

统
资源调度子系统

影响现场信息的搜

集效率，进而影响

决策指挥者对突发

事件现场情况的了

解，影响决策效率

和针对性

影响决策指挥者对

灾情现场真实情况

的了解，误导决策

指挥者对灾情的判

断

影响决策指挥者对

灾情现场完整情况

的把握，可能会出

现决策不到位的现

象

影响决策指挥者对

现场第一手资料的

获取，延误决策时

间，可能造成次生

衍生灾害

应急决策指挥指令执行
子系统（外部环境）

灾情感知预警 信息检索部门
灾情地理分布与
空间分析

会商决策（指挥
者、专家学者）

应急决策指令
发布

应急救援队伍
力量

应急救援物资
不同部门间的交互 
（应急协同）

应急决策指令执行/救
援处置效果

现场信息捕捉与传递
（灾情态势感知）

表 1  应急决策指挥系统熵增影响矩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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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造成严重后果和影响。 

3.2.1应急决策指挥系统正熵Ⅰ的影响分析 

应急决策指挥系统的正熵Ⅰ是指因信息混杂现象所导致的

应急决策指挥系统无序性增加。在应急决策指挥系统中,正熵Ⅰ

对应急决策指挥系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无序性信息污染所导致

的应急决策指挥信息检索的难度增加,影响应急决策指挥信息

检索的时效性。其次,无序性信息污染还会影响决策指挥者对

所需目标信息的感知,延误决策时间和应急决策指令信息的

发布,从而会对应急资源的调度产生影响,延误应急救援队伍

的救援工作, 终会导致应急决策指令执行滞后,影响应急救

援处置的结果。在应急决策指挥系统内部部门间的交互配合上,

无序性信息污染的存在还会影响部门间信息的互联互通,降低

工作效率,降低政府公信力。例如,8.12天津滨海新区火灾爆炸

事故发生后[27],迅速引起了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随着舆情的

扩散,事故引发了次生舆论危机,严重影响应急决策指挥信息的

感知效率,给该事件应急决策处置造成了一定阻碍和影响。 

3.2.2应急决策指挥系统正熵Ⅱ的影响分析 

应急决策指挥系统的正熵Ⅱ是指因失真信息所导致的应急

决策指挥系统信息的不可靠性加大,从而造成应急决策的失误

或应急决策指挥系统运行低效的现象。在应急决策指挥系统中,

正熵Ⅱ对应急决策指挥系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失真性信息污染

所导致的一些后果和影响。包括技术预警的精准度不够,信息检

索难度加大,应急决策指挥信息失真,从而误导决策指挥者对灾

情的准确研判,影响应急决策指令的客观性,继而会造成应急资

源调度失衡,产生应急救援不及时和应急物资不足或滥用等问

题,从而造成决策失误或失败,造成严重伤亡和损失。例如,在

8.12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故中[28],公司负责人撒谎仓库中只存

放有硝化棉,隐瞒违规存放硝酸铵的事实,灾情信息感知的失真

直接导致初次救援行动的失败,事故 终造成165人遇难,酿成

近年来 为惨重的爆炸事故。 

3.2.3应急决策指挥系统正熵Ⅲ的影响分析 

应急决策指挥系统的正熵Ⅲ是指因不完全信息或缺失信息

所导致的应急决策指挥系统运行效力降低的现象。在应急决策

指挥系统中,正熵Ⅲ对应急决策指挥系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缺

失和不完全性信息污染所导致的应急决策指挥失误的现象。信

息缺失会造成灾情信息感知和风险预警的不完全性,从而导致

应急决策指挥信息的缺失,误导应急指挥者对灾情的感知,进而

影响应急资源的调度,造成应急不足或应急过度的现象,影响决

策执行效果。例如,在12.31上海外滩踩踏事件中[29],黄浦区政

府和相关部门领导对重点公共场所可能存在的大量人员聚集风

险未作评估,并缺少大型活动应急预案,预防和应急准备严重缺

失,应急决策指挥效率低下,灾害应对不力,对公共安全产生了

重大影响。 

3.2.4应急决策指挥系统正熵Ⅳ的影响分析 

应急决策指挥系统的正熵Ⅳ是指因低时效信息或信息不及

时所导致的应急决策指挥系统效率降低、应急救援处置不及时

的现象。在应急决策指挥系统中,正熵Ⅳ对应急决策指挥系统的

影响主要体现在低时效性信息污染所导致的应急决策指挥被动

的情况。信息感知的不及时会影响信息检索的及时性和信息预

警的及时性,导致应急决策指挥系统内部各部门间的信息流通

滞后,影响应急决策指挥者对灾情的研判并且容易造成决策时

差,耽误应急救援处置的时机和应急物资的及时运达,从而错失

救援时机。此外,低时效性信息污染的影响还体现在信息动态追

踪监测的不及时,这会导致应急决策指挥系统信息追踪反馈的

滞后,还会产生因未有效防范次生衍生灾害而带来的更大威胁。

例如,在大连7.16油爆事故中[30],天津辉盛达公司未及时告知

“脱硫化氢剂”的危险特性,又未及时告知消防员阀门的真实转

数,导致灾害信息感知不及时,从而严重影响灾害救援效率,造

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4 应急决策指挥信息污染的治理对策 

应急决策指挥信息污染会造成应急决策指挥系统熵增,从

而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后果或影响,为更好地防范应急决策指挥

系统熵增现象,治理应急决策指挥信息污染问题,我们可以适当

地引入负熵。这里我们针对不同正熵类型有针对性地引入不同

类型的负熵,其中负熵Ⅰ表示可以抑制应急决策指挥系统无序

性、混乱性等的对策；负熵Ⅱ表示可以抑制应急决策指挥系统

不可靠性、失真性等的对策；负熵Ⅲ表示可以抑制应急决策指

挥系统不完全性、缺失性等的对策；负熵Ⅳ表示可以抑制应急

决策指挥系统不及时性的对策。进而从应急决策指挥系统熵均

衡的理念视角对治理应急决策指挥系统信息污染,提高应急决

策指挥系统运行效率提出相应建议。 

4.1引入负熵Ⅰ,促进应急决策指挥系统信息的有序性 

应急决策指挥系统负熵Ⅰ的引入主要消减应急决策指挥系

统的正熵Ⅰ,针对混杂信息污染引发的正熵Ⅰ,要加强应急决策

指挥系统情报收集部门对目标信息的靶向采集,细化信息感知

内容,提高信息感知的精准性和针对性,加强应急决策指挥系统

信息感知的需求导向,注重对信息筛查技术手段的引进,提高对

关键目标信息的检索能力以及对敏感信息的洞察能力；此外,

要强化网络言论管控,严格把控网络热点话题的流量,网络平台

要及时对网络环境进行肃清,对相关信息依据信息内容进行分

类,以此缓解网络信息多杂的现象,降低信息检索难度,从而解

决应急决策指挥系统的混杂信息污染问题,提高信息感知速度

和水平,增强应急决策指挥系统的信息处理效率,缓解应急决策

指挥系统的正熵Ⅰ。例如,在辽宁“8.27”凯旋大厦火灾扑灭事

故中[31],相关部门及时了解相关细息,及时精准确立救灾战术,

并参照以往高层火灾扑救经验,精准调派充足力量及装备参与

现场处置,将火灾损失降到了 低。 

4.2引入负熵Ⅱ,增加应急决策指挥系统信息的可靠性 

应急决策指挥系统负熵Ⅱ的引入主要消减应急决策指挥系

统的正熵Ⅱ,针对失真信息污染引发的正熵Ⅱ,要加强网络舆论

的监督和管理,健全和保障网络言论追踪责任机制,并做好民众

科普,提高民众责任意识,平台及官方媒体要加强对不实信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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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并及时辟谣,健全网络信息的审查核实机制,营造良好的网

络环境；此外,要增强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严厉惩治对灾情信

息谎报、瞒报的行为,积极倡导领导干部实事求是、切实为民、

敢于担责、科学求解的作风和品德,强化领导干部和政府工作人

员的伦理边界,鼓励领导干部能尽责、敢担责、不怕责、有作为。

对于漏报、谎报的相关人员要落实责任追究机制,以此遏制失真

信息的滋生和传播,提高应急决策指挥系统信息的可靠性和真

实性,缓解应急决策指挥系统的正熵Ⅱ。例如,在河北沧州渤海

新区南大港东兴工业区鼎睿石化有限公司“5.31”火灾事故救

援行动中[32],省政府负责同志带领有关部门人员及时赶赴现场

指挥火灾扑救工作,园区工作人员积极配合消防救灾行动,及时

提供准确信息,在应急、消防、公安、生态环境等多部门的协同

配合下,成功扑灭火灾,确保了厂区及周边企业和整个产业园区

的安全。 

4.3引入负熵Ⅲ,保证应急决策指挥系统信息的全面性 

应急决策指挥系统负熵Ⅲ的引入主要消减应急决策指挥系

统的正熵Ⅲ,针对不完全信息污染引发的正熵Ⅲ,要加快突破技

术壁垒,积极探索智能化决策和灾情数据信息的态势感知方法

和手段,利用人工智能、元宇宙、数字建模、多维情景构建等技

术手段力保应急决策指挥信息的直观性、科学性、针对性和便

捷化,充分利用应急决策指挥数字化技术,积极推动应急决策指

挥智能化发展。此外还要充分考虑灾情环境的恶劣性,提高和改

进灾情感知的技术化手段,加强技术手段在不同灾种环境中的

适应性。要注重引进和采用天、空、地一体化的信息感知技术,

多角度、全方位对突发事件信息进行及时捕捉和获取,尤其重视

空中数字数信息传播网络的建立,为应急决策指挥和应急响应

提供坚实的信息基础,加强应急决策指挥全局掌控力,以此消解

不完全信息引发的信息污染,提高应急决策指挥系统信息的全

面性和精准性,缓解应急决策指挥系统的正熵Ⅲ。例如,在陕西

宝鸡316国道酒奠梁隧道“8.30”坍塌涉险事故救援行动中[33],

相关部门积极调配各方专家,精准研判,并调动大口径水平钻

机、生命探测仪、地质雷达等高新技术及时参与救援行动,为顺

利营救10名被困人员提供了保障。 

4.4引入负熵Ⅳ,提高应急决策指挥系统信息的时效性 

应急决策指挥系统负熵Ⅳ的引入主要消减应急决策指挥系

统的正熵Ⅳ,针对低时效信息污染引发的正熵Ⅳ,要注重打通应

急决策指挥系统内部信息横向传递通道,加强突发事件信息各

部门间的交互,确保应急决策指挥系统各部门对信息的及时掌

握以及各部门信息的共联共享,尤其注重预警与响应部门之间

的信息联动要确保通畅；还要注重疏通应急决策指挥系统内部

信息的纵向报送通道,强化上下级信息的互联互通,提高应急决

策指挥系统内部信息传递效率,确保信息上传的时效性。基层部

门要及时获取和掌握突发事件第一手信息,并第一时间向上级

汇报情况。此外,要提高信息感知和传递技术在恶劣灾害环境下

的应用能力和水平,防止灾情信息的感知和传输因灾情环境而

被迫中止的情况；此外还要提高基层应急能力和水平,引进战时

军事通讯设备并积极参考以进行技术换代和革新。另外,灾情信

息发布也应注重语言和术语的通便性,加强对基层群众应急语

言服务的建设工作,提高应急语言的普适性和通便性,方便群众

即时理解。以此消解低时效信息引发的信息污染,提高应急决策

指挥系统信息的及时性,缓解应急决策指挥系统的正熵Ⅳ。例如,

在2021年5月21日及5月22日,云南大理州漾濞县和青海果洛州

玛多县相继发生6.4级、7.4级地震[34],相关部门及时组派专家

和工作组深入一线开展救灾工作,各类消防力量第一时间前突

踏勘现场,官方媒体及时公布震情灾情和抗震救灾信息,统一、

及时、准确回应社会关注,极大降低了灾害的不良影响。

5 结论

互联网的推广和普及所引发的信息碎片化现象加剧了信息

污染现象,在应急决策指挥领域,信息污染现象同样严重。应急

决策指挥信息污染会引发应急决策指挥系统低效,造成决策指

挥系统熵增。深入分析应急决策指挥的信息污染问题,经过归纳

总结得出应急决策指挥信息污染分为繁杂无序型信息污染、失

真型信息污染、缺失和不完全型信息污染、低时效型信息污染。

不同信息污染类型都会使应急决策指挥系统产生不同的正熵。

为此,在系统分析应急决策指挥信息污染对应急决策指挥系统

影响的基础上,针对性的引入相对应的负熵,以达到消减正熵,

实现应急决策指挥系统熵均衡。

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深嵌应急决策指挥领域

的时代背景下,我们不得不正视应急决策指挥的信息污染问题。

把握和处理好数据信息在应急决策指挥系统的正常运转,对

于保证应急决策指挥系统的正常运行,提高应急决策指挥者

的工作效率,一定程度上降低突发事件的后果和影响都有重

大的意义。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资助”(项目编

号：U1904210)和“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项目编

号：202102350019)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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