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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在应急救援训练安全中的应用
刘　刚

（临朐县应急管理局，山东 潍坊 262600）

摘　要　本文以信息化技术为主要研究对象，就其在应急救援训练中发挥的安全性作用展开详细研究，重点分析

其对救援训练工作安全性所带来的重要作用。首先分析当前应急救援训练安全性工作开展现状，其次重点论述信

息技术在应急救援训练安全中的实际应用，最后从完善救援信息化数据库建设、打造可视化救援辅助系统和强化

智慧救援体系建设三方面，具体论述下一阶段的路径和措施。

关键词　信息技术；应急救援训练安全；安全系统管理；消防设备安全管理

中图分类号：TP3；TU99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745（2023）08-0100-03

在信息化技术快速发展和应用的当前时代，应急

救援训练工作同样也实现了智慧救援的新发展模式，

将信息化技术手段与传统救援训练工作进行有机结合，

进一步提高救援工作的效率和安全性，有效保证了人

民群众和一线救援人员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1 应急救援训练安全现状

在社会快速发展演进的进程中，人们生产生活的

速度和复杂性也在与日俱增，与此同时带来了各种各

样的安全隐患事故，给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带来了致

命性的威胁，造成了难以挽回的重大损失。并且近年

来造成安全隐患的原因也变得更加复杂，给救援人员

的日常应急救援工作带来了更高的挑战和要求。由于

业务水平和实战能力无法应对考验，或作业工作开展

过程中遇到突发性问题，近年来在大型安全隐患救援

工作中也多次出现救援人员伤亡事件的问题。尤其是

在 2015年天津特大爆炸事故中，消防救援人员的伤亡

数量接近100人，给消防救援队伍造成了致命性的打击。

以上诸多问题都给应急救援队伍带来了新的思考。在

新时代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应对当前救援任务的难度，

进一步提高自身的实战业务水平，强化应急救援训练

安全稳定性是重要的研究课题。无论是救援指挥干部

还是一线救援人员，在日常工作训练中都牢牢地吸取

了相关安全隐患事故的教训，客观地看待各类应急救

援伤亡问题。与此同时，进一步加强对安全事故的重

视，强化日常训练的强度和难度，做好充足的安全措

施防备，在提高应急救援效率的前提之下，有效保护

一线救援人员的生命健康安全。在信息化技术快速发

展的当下，各行各业都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助力之下

实现了新的发展和突破，对于应急救援队伍来说也不

例外。信息技术打破了救援工作传统模式中的联络方

式，进一步提高了各类作战训练设备的先进性，同时

也实现了跨区域、跨领域的各种信息共享。这无论是

给救援训练工作还是一线救援工作都带来了新的助力，

部分消防救援队伍引入了智慧救援这一新型理念，将

各类现代化技术和手段引入传统工作模式之中。一方

面，强化安全监督模式，通过物联网技术对辖区范围

进行全覆盖和动态化监督，更快地发现各类安全预警，

提高对安全隐患的感知能力。另一方面，在一线灾情

应急救援过程中，借助于先进的云处理技术，可以对

不同区域内的情况进行更加透彻的了解，便于采取更

加科学有效的救援方案。并将各类外部因素、天气影

响等提前纳入综合考量之中，从而能够确定最优的救

援渠道，尽可能减少救援过程中的各类意外损失 [1]。

2 信息技术在应急救援训练安全中的应用

2.1 安全隐患信息化预判

利用信息化技术和手段，可以将与灾情预警相关

的各类独立设备进行有效连接。并实时收集相关设备

的数据和信息，通过大数据传感系统将数据统一汇总

到核心云计算平台，由平台中根据数据的情况和实际

背景信息等，完成对火灾风险的有效预判。在预判过

程中，主要是收集危化品聚居地、各类建筑工地和相

关重点单位的有关信息资料。结合以往历史经验和消

防应急救援的专业评判标准，对事故发生的隐患概率

和损失情况进行有效评估。整个信息化风险预判系统

将会在全时段进行有效运营，可以对全部要素进行充

分的采集和分析处理，及时发现各类隐患可能会出现

的前兆苗头。一方面，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

可以减少救援延误所带来的各类损失。另一方面，也

可以以更加数据化的手段收集各类救援工作的相关数

据信息，从而总结安全隐患的潜在规律，作为今后工



101

科 教 文 化总第 540期 2023年 8期 (中 )

作研究和训练安排部署的重要参考信息。

2.2 应急救援监督系统

原有救援监督工作开展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问

题。一方面，救援监督工作必须要实现地毯式的全覆盖，

任何生产生活的死角都不能够被忽略。往往是这类死

角环节可能会造成安全隐患事故的发生，人们的安全

意识也相对淡薄，因此，这就给工作人员日常监督排

查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工作压力，工作强度极高。另一

方面，在地毯式排查的过程中，也会不可避免地延误

一些重要领域生产作业的进度。对于社会整体发展来

说，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为了有效避免以上问题的出

现，同时进一步加强监督工作开展的有效性和科学性，

可以引入信息化技术和手段，以自动化、智能化的方

式完成对各类生产生活领域的地毯式隐患排查工作，

在充分缓解一线工作人员排查压力和工作强度的基础

之上，同时也进一步提高对安全隐患的有效感知和精

确把控，避免对生产作业带来不可必要的影响，有效

实现更加现代化和科学化的消防救援监督管理工作 [2]。

2.3 安全系统管理

在信息技术手段的帮助之下，不仅实现了救援过

程中不同救援设备之间的有效互联互通，进一步提高

了动态信息交流传播的效率，便于一线救援人员能够

更好地获得可参考的科学化信息，进行更便捷的安全

救援和火情扑灭。此外，在此基础之上，信息技术管

理同时还进一步促进了智慧救援理念的应用和开展。

通过信息化技术，进一步搭建了应急救援工作的信息

库，信息库中涵盖了多方面内容，不仅仅囊括了基本

的灾情预警功能，同时还实现了监控巡查和信息公开

等。信息公开，是当前公共服务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

督检查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借助于信息公开平台，

可以及时地披露日常公共服务信息，更好地接受人民

群众监督，进一步提高整体工作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同时，在日常实时监控和巡查过程中收集到的各类数

据和信息，也将会一并在公开平台上进行对外公开，

切实实现安全管理责任制的落实。

2.4 消防设备安全管理

事实上，在应急救援过程中，多样化的设备占据

了重要的作用。应急救援设备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按照信息技术参与程度的不同，可以分为基础设备和

信息化通信设备等。信息化通信设备在一线应急救援

过程中，不仅仅承担着日常联络作用，同时还发挥着

信息快速传播的关键作用。这一类型的通信设备种类

繁多，不同设备的信息传播形式也比较多样化，在必

要的情况下，还是需要对一些重点信息或数据进行转

码处理，因此可以充分利用当前发展比较完善的无线

射频识别技术，在该技术的引导之下，能够将不同设

备的各类信息有效地转化为电子标签。在同一信息化

模型中进行储存处理，通过模型的智能化运算和处理，

可以从手机端或者是电脑端对重点信息进行一键化筛

查。这为加强通信设备管理，实现信息化技术的普及

提供了重要的助力。在此基础之上，还可以进一步探

索多样化通信设备的综合管理，将其维修、报废等各

类信息都一并纳入其中，覆盖设备从生产到使用淘汰

的全生命周期。这样可以进一步提高设备的运转有效

性，也便于提取关键信息，作为设备运营的重要参考

内容 [3]。

2.5 信息化救援指挥与控制

在智慧救援理念的引领之下，各类信息化技术和

手段都加入到现有救援工作的开展和指挥中去，以指

挥过程中所使用到的各类传感器为例，传感器主要是

对火灾事故现场的环境进行动态化监测，通过提取其

环境中各类温度、湿度、有毒气体浓度等关键信息，

从而反映出现场更加全面、准确的信息，将其作为救

援指挥方案制定的重要参考依据。这类信息同时也可

以有效辨别出在火灾现场关键救点的具体位置，或是

否有人员伤亡情况等，这对于救援方案和计划的编排

具有更强的助力作用。而这些都是在智慧消防救援理

念之下而衍生出来的产物，它使得现有的救援指挥工

作变得更加系统化、科学，摆脱了传统指挥过程中单

纯依靠人力、经验来进行方案预演的模式，而是进一

步为方案编排提供了更多的准确信息和参考数据，确

实实现了最大程度上的损失减少，提高了消防救援工

作的效率，有效保证了工作开展的安全稳定性。

2.6 数据分析和决策支持系统

信息技术的应用使得大量的数据可以被收集、存

储和分析。通过数据分析和决策支持系统，可以对灾

害情况进行实时监测和评估，为救援人员提供准确的

数据支持和决策参考。数据分析可以帮助救援人员了

解灾害发展趋势、资源分布情况和人员调度等，从而

做出科学合理的决策。决策支持系统可以将多源数据

整合起来，提供全面的信息和决策支持，帮助救援人

员快速、准确地做出决策。在信息技术的应用中，保

障数据的安全性和隐私性至关重要。加密技术、网络

安全措施和权限管理等可以保护救援训练中涉及的敏

感数据和信息，防止数据泄露和滥用。此外，信息技

术的发展使得远程培训和教育成为可能。通过视频会

议、在线课程和远程培训平台，救援人员可以在不同

的地点进行统一的培训和教育。这种方式不仅节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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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和成本，还可以将专业的培训资源集中起来，为

救援人员提供高质量的培训内容。远程培训和教育还

可以根据实际需求，进行实时的互动和讨论，促进知

识的交流和分享。

3 应急救援训练安全中应用信息技术的路径

措施

3.1 完善救援信息化数据库

信息化技术和手段在救援工作中的一大作用体现

在，通过搭建信息化数据库的方式收集了更多的可用

信息，并将关键信息有效地转化为了救援工作的重要

参考资料，提高了救援工作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因此，

在接下来的工作发展过程中，要进一步借鉴多样化的

信息技术和手段，对现有的救援信息库进行动态更新

和系统完善，进一步强化整体工作开展的安全系数。

例如，可以引入互联网技术，对区域内监督和预警情

况进行动态全范围覆盖，并将涉及的有关消防栓、预

警系统等统一与数据库进行绑定连接，实现了对辖区

范围内各类信息情况的全面掌握。在此基础之上，搭

配大数据处理技术，可以智能化、自动化地对相关数

据信息进行有效储存、转化与运用。比如虚拟现实技

术可以模拟各种灾害场景，如地震、火灾、洪水等，

让救援人员在虚拟环境中面对各种挑战和情况，并进

行实时的决策和操作。这种身临其境的训练可以增强

救援人员的应变能力和决策能力，同时避免了在真实

环境下的风险和安全隐患。

3.2 打造可视化救援辅助系统

可视化救援辅助系统是当前应急救援件比较先进

的信息化技术和手段之一。它主要是指借助于无线通

信技术，对火灾现场的具体定位进行有效确定，同时

采集相关的关键基础信息，在此基础之上，可以通过

可视化系统对灾情现场的各类情况进行有效观测。在

需要进行物资调度时快速处理，及时派遣关键救援人

员，提高了救援现场信息传输和转换的效率，与此同时，

该辅助系统还自带了相关的导航功能，可以给物资调

派和救援人员提供精准定位和方案引导，能够进一步

加快灭火救援的速度。除此之外，这一救援辅助系统

与救援工作的数据库进行了有效连接，可以利用相关

历史数据或现有路径对火灾现场的情况进行战略分析。

同时有效预测下一步灾情的发展方向，避免突然变化

给原有救援方案带来的影响，尽可能地减少人员伤亡

损失。可以说，可视化救援辅助系统在救援工作中，

将原有的指挥调度工作实现了新的创新和突破，切实

实现了可视化的指挥，提高了整体救援工作的效率，

也确保了救援人员在工作排查过程中的安全性 [4]。

3.3 强化智慧救援体系建设

智慧救援不仅仅是发展理念，更是信息化手段在

救援工作中的实际体现。具体来说，智慧救援模式的

建立应该根据实际工作开展的情况进一步细分为应用

层、网络层和感知层三大不同的层次。首先，在应用

层上来讲，要通过引入信息化技术等手段，进一步强

化救援队伍的管理。一方面，要加强救援队伍在工作

开展过程中的专业性和安全意识。通过技能再培训和

演练等多种方式，强化指挥人员和一线救援人员提高

专业本领，积累救援经验。另一方面，还需要对救援

过程中所涉及的各类设备仪器等进行综合管理，有效

将设备仪器信息与救援数据库进行连接，做好数据信

息的快速传递与处理。其次，在感知层，要通过物联

网技术对辖区范围内的情况进行无死角覆盖，有效实

现预警系统的正常运转。通过数据库数据的准确捕捉

和感知，第一时间识别预警信息，并进行快速救援，

出动处理，最大化提高救援工作的整体效率，保障人

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健康安全。除此之外，在网络层需

要对救援系统内部的网络供应商和服务商进行有效调

动，将大数据、云储存等相关内部细分系统进行优化

提升，有条件的还应该和当前比较先进的救援队伍学

习，借鉴其现有发展模式和先进技术 [5]。

4 结语

对于应急救援工作来说，工作开展的核心仍然是

以安全保障为重要前提和重要宗旨。要在日常训练过

程中强化安全意识，通过信息化技术的引入，进一步

提高应急救援队伍的专业本领。加强应急救援系统大

数据平台、预警平台的建立和完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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