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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in response to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by the municipal defense office in the flood con-
trol and drought relief process, the system has developed a set of municipal-level flood prevention con-
ference command and emergency response support system. The main achievements are as follows: 1) a 
comprehensive platform has been established integrating data and business systems such as water con-
servancy, hydrology, national land and meteorology. It can solve the problem of scattered information 
resources and improve the utilization of data. 2) A set of flood prevention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and 
conference communication platform have been established, which provided corresponding information 
services for flood prevention conferences, realized consultation based on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of 
various departments, and information display of flood prevention and drought relief consultation system. 
3) A sound emergency response mechanism has been established to deter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s in the emergency response and the disposal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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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市级防办在防汛抗旱过程中遇到的系统多、数据散、信息乱、联系慢、指挥难等问题，开发了一套符合市

级的防汛会商指挥及应急处置辅助支持系统。主要成果包括：1) 建立了一个整合水利、水文、国土、气象等数

据及业务系统的综合性平台，能够解决信息资源分散的问题，提高了数据利用率。2) 建立了一套防汛抗旱决策

支持体系及会商指挥平台，为防汛会商提供相应的信息服务，实现基于各部门信息整合的信息化会商，实现了

防汛抗旱会商系统的信息展示。3) 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应急响应机制，确定防汛应急响应各单位的关系以及处置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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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市级防办利用省级统一建立的防汛抗旱决策支持系统，在防汛抗旱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但在

系统使用过程中，由于系统开发缺乏针对性，很多实际工作中需要使用的功能在系统当中都没有提供，特别是

由于信息应用的集成度不够，导致很多信息和资料需要在多个系统以及相关文件中进行寻找，造成应用的困难，

在汛期险情发生时无法提供及时有效的技术支撑和辅助决策[2]。 
本文以江西抚州为研究对象，构建了集防汛抗旱决策支持、会商指挥、应急处置、日常工作管理于一体的

综合管理平台。通过一张抚州底图，汇集市(县)的防汛抗旱相关信息，包括气象、水文、防洪工程、山洪灾害、

防汛值班等，并对其进行分析处理，为市(县)防汛抗旱决策提供多套可行的方案，为会商提供辅助预测支持，且

在险情发生时提供应急处置辅助决策技术支持。 

2. 现状及问题 

江西省是洪水大省，防汛抗旱是各级水利部门重点业务，目前已有许多针对防汛抗旱业务开发的系统平台。

如江西省防办使用的江西省防汛抗旱决策支持系统(省级平台)以及江西省水利厅信息中心开发的江西省防汛抗

旱水文气象综合业务系统等[3]。 
在市级防汛抗旱系统方面，各地级市都有相应的防汛抗旱指挥系统。如萍乡市防汛时使用的萍乡市防汛抗

旱指挥决策支持系统，用户可在防汛值班期间查看当地水雨情信息。市级系统有预警功能，可以发送预警短信，

同时通过各种短信模板，可以节约用户编辑短信内容的时间。系统 GIS 功能展现速度较快，使用较方便。但作

为防汛抗旱综合性平台，缺少旱情模块，并且防汛办公功能不足，没有完善的会商指挥及应急处置机制。九江

市防汛工作的主要平台是江西省防汛抗旱决策支持系统(市级版本)，防汛抗旱系统省市平台基本功能相差不大，

但除了省级平台存在的问题外，由于权限不同，市级防汛抗旱系统在某些查询上无法查到详细数据，还需要登

录省级系统进行查询。此外，市平台的预警上报功能还不是很完善，导致市平台对县平台的监督作用没有体现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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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前期调研，江西省现有的防汛抗旱相关业务系统虽然数量较多，但各个系统功能不尽完善，甚至数据

相互冲突。对于市级防汛平台来说，现有系统功能较单一，集成度不高，给防汛抗旱工作造成一定的不便[4]。
因此，本文以抚州市为例，尝试建设一个符合市级的防汛会商指挥及应急处置辅助支持系统。 

3. 系统功能需求 

3.1. 数据整合 

防汛抗旱数据整合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进行汇合，分别是数据资源和业务应用的汇合。数据资源汇合包括属

性数据和空间数据；业务应用汇合是针对不同业务部门间的应用系统进行整合，使防汛抗旱指挥部门可以对防

汛抗旱情况有详细的了解[5]。 
根据前期调研工作，市级防汛抗旱会商指挥及应急处置系统的数据整合应包括水雨情数据、监测站点降雨

数据、覆盖面降雨数据、河道及水库的水情信息、气象信息、山洪灾害数据、地质灾害信息等。系统的应用层

可整合的业务系统包括地理信息共享服务平台、市级防汛抗旱决策支持系统、水利监控平台、洪涝灾害信息服

务系统等、省地质灾害应急管理系统。 

3.2. 防汛决策支持 

根据对抚州防汛抗旱体系的调查和分析，经核实的防汛决策支持需求主要包括以下五个层面。1) 建立接收

信息处理制度。接收处理实时水雨情信息、工情信息、灾情信息、水文气象预报信息，并对各类实时信息加工

分析，存入相关数据库；2) 建立气象产品应用机制。处理市气象部门提供的常规气象资料，以及实时气象数据

或历史再分析数据；3) 建立信息服务机制。以图表、文字、影像等方式提供天气状态、实时雨情、工情、水情、

暴雨预报洪水预报结果、河道及泛洪区基本资料、防汛料物和人防组织、防洪工程基本资料及运行状态、历史

背景资料等全面的信息服务；4) 建立灾害预警机制。对地质灾害、山洪灾害等突发事件进行监视，并以声、光、

闪烁等方式报警，提醒工作人员采取措施；5) 建立综合数据库。实现对数据的分类存储和分类管理，保证数据

的安全、准确，为系统提供数据支持，并实现对模型、图形、方法、知识等内容的规范化管理。 

3.3. 抗旱决策支持 

根据对抚州防汛抗旱体系的调查和前期分析，经确认的抗旱决策支持需求包括五个层面[6]。1) 根据各县农

田灌溉规划与实地调查，收集收集水稻等主要农作物不同生育期的需水量试验及受旱试验模型研究成果，以县

级为单元进行分类；2) 对全市典型灌区进行详细调查和研究，利用历史干旱数据开展缺水率计算模型的建立、

优化、反演和验证，建立适应于灌区耕地(灌溉水田、菜地、水浇地、果园)和望天田的缺水度模型；3) 选择典

型县旱地建立缺墒计算模型，并开展退墒曲线、缺墒模型参数修正、验证和历史数据反演研究；4) 以全市 200
亩以上灌区、旱地为计算单元，进行资料整理和地理信息标绘。引入全国第一次水利普查成果，建立灌区与水

库、塘坝、水陂、泵站等水源工程的关联关系，水库与灌区的报汛实时数据、面雨量站、河道水位站、蒸发站

和行政区域的关联关系，收集主要农作物不同生育期的需水耗水变化规律；5) 在上述计算模型和旱情数据库的

基础上，研究开发抗旱决策支持模块，实现全市旱情的实时监测、预测和研判，并自动生成旱情简报。 

3.4. 会商指挥及应急处置 

会商指挥及应急处置需求包括以下两个方面：1) 建立以市防办为首，包括市水文局、市国土局、市气象局、

市水利局等部门的会商汇报机制。获取雨情及河道、水库水情信息，设定雨量标准，为防汛抗旱会商会议的信

息展示、各单位汇报和会商分析提供准备材料[7]。2) 建立当险情发生时辅助指挥人员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的应急

响应机制，结合预案、预定路线、物资储备等基础信息，以及对不同道路承载能力分析、物资分布及受灾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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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布，采用最优路径计算模型，给出抢险救援的最佳方案。 

4. 系统设计 

4.1. 系统总体框架 

围绕研究目的和现状，系统总体架构充分利用江西省水利厅发布的水利地理信息共享服务平台，以抚州市

为例，将市防办现有的市防汛抗旱决策支持系统、水利监控平台、江西省洪涝灾害信息服务系统、城区排涝站

视频监控系统等进行了无缝集成，同时与抚州市气象局、国土局相关系统进行数据和功能的部分集成，在此基

础上通过全面的调查、研讨和深度的需求分析，建设成一个集防汛决策、旱情研判、会商指挥、应急处置、防

汛抗旱宣传报道、日常工作管理等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如图 1 所示。 

4.2. 软硬件体系结构 

1) 硬件体系结构 
系统的硬件体系由数据服务、应用服务、数据交换、网络通信等 4 个子系统构成[8]。 
数据服务子系统为系统提供数据服务，响应系统的数据处理请求。数据服务子系统利用现有地调的数据库

服务器，无需另外配置。数据服务子系统通过网络与应用服务子系统相连，向应用服务子系统提供数据访问服

务。 
应用服务子系统为系统提供应用服务，响应客户端的业务处理请求。应用服务子系统配置专门的应用服务

器，通过网络与数据服务子系统相连，向数据服务子系统提交数据访问请求。 
数据交换子系统为系统提供数据交换服务，实现系统与相关系统间的数据交换。数据交换子系统配置专门

的交换服务器，交换服务器采取单机配置方式。数据交换子系统通过网络与数据服务子系统相连。 
 

 
Figure 1. System overall framework 
图 1. 系统总体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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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通信子系统为系统的数据交换、客户端访问等提供统一的网络通信基础服务，网络通信子系统尽量使

用已有的网络通信基础设施，不重新建设。 
2) 软件体系结构 
系统的软件体系结构包括三个部分，自下而上依次分为系统支撑软件、应用支撑平台软件、应用系统软件，

具体见图 2。其中，系统支撑软件主要包括操作系统、商用数据库管理系统、应用中间件系统。应用支撑平台

软件给应用系统软件提供一个统一的支撑平台，应用系统软件提供最终用户的业务应用功能，两者共同构成了

系统的应用软件层。 
应用支撑平台软件建立在底层软件的基础之上，面向具体业务为应用系统软件提供一个支持运行、维护、

客户化开发的基础性业务平台。应用支撑平台应用向服务体系架构(SOA)，向上层应用系统软件提供各种基础服

务，并运用软件总线技术降低模块间的耦合度，地理信息系统、安全认证系统、数据交换系统、工作流系统、

通用报表系统、以及一套完整的配套工具包。 
应用系统软件建立在应用支撑平台的基础之上，是操作层面和管理层面开展业务的软件系统，应用系统软

件针对具体的业务需求开发，能够在应用支撑平台的支持下灵活地进行调整和扩展，满足不断变化的业务需求。 

4.3. 系统数据库设计 

对系统的功能需求进行分析论证后，依靠 SQL Server 2008 数据库建立系统数据库，根据不同功能建立相应

的数据库表结构。根据市级防汛抗旱会商指挥及应急处置系统的功能需求，需要建立雨水情拓展表、水库信息

表、堤防信息表、通讯录信息表、会商信息表、扩展表、其他信息表等 7 个总表。以行政区日降水量均值表为

例，表标识为 STEXT_ADPDDMYAV_S，具体设计如表 1 所示。 

5. 系统主要功能及实现 

市级防汛抗旱会商指挥及应急处置系统的总体设计思路是以工情为基础，业务开展都要以工情为基础，各

业务处理过程以及业务处理信息最终也要体现在工情上，通过对业务开展过程的管理实现对业务的全过程管理；

以实时数据为引导，各项业务的开展都应该以实时数据为依据，由预警发起，而通过对预警的跟踪又能有效把

握各项业务开展落实的情况，从而达到闭环管理的目标；以会商和应急处置为主线，通过工作任务将业务开展 
 

 
Figure 2. Architecture of system software 
图 2. 系统软件体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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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Administrative area daily average precipitation 
表 1. 行政区日降水量均值表 

序号 字段名 标识符 类型及长度 空值 计量单位 主键 索引序号 

1 行政区划码 ADDVCD VC(6) 无  Y 1 

2 月日 MNTHDAY C(4) 无  Y 2 

3 月份 MNTH N(2) 无    

4 日期 DAY N(2) 无    

5 多年平均日降水量 MYDAVP N(7,3)     

6 开始年份 BGYR N(4)     

7 结束年份 EDYR N(4)     

8 统计年数 STTYRNUM N(4)     

9 是否为合法日期 VALIDDT N(1)    4 

10 备注 COMMENTS VC(200)     

11 时间戳 MODITIME T     

主要字段说明： 
行政区划码：行政区划代码表(水文计算)表<STEXT_ADDVCDFORHY_D>的外键。 
月日：格式为 MMdd。如 0602 表示 6 月 2 号，它对应 6 月 1 日 8 时至 6 月 2 日 8 时的多年平均日降水量。 
是否为合法日期：1 表示合法，0 表示不合法，默认为 1。由于该表的数据每月都包含 1~32 的日期，有些日期是不合法的，它们存储的可能是一些

统计值(如 32 这一天)，所以用该字段表明日期是否合法，以便查询统计的区分。 
 

串连起来，特别是跨专业的协同工作，通过工作任务的流程化，实现各项业务开展情况的有效监控。 
本系统的建设采用 Java 技术路线，同时采用面向服务架构(SOA)，可最大程度保证系统的兼容性和开放性，

凭借 Java 良好的兼容性、开放性，能与各种异构很好的系统集成，并采用多层结构体系，以 B/S 为主的技术路

线。对于少数交互性能要求较高的应用采用了 C/S 模式，但大部分生产业务应用都采用 B/S 模式，这样有助于

提高用户操作的便捷性，降低系统布置维护的复杂度。 
系统使用了 3 种框架，Tiles2、Spring MVC 及 myBatis 框架。Tiles2 框架用于页面布局，通过模板来定义页

面的整体结构，以达到页面组件复用的效果。Spring MVC 提供了全功能的 MVC 模块，分离了控制器、模型、

视图，让开发人员专注于各独立层面的开发。myBatis 是存储过程和高级映射的持久层框架，支持普通 SQL 查

询，与数据库记录形成完整映射，部分 myBatis 源码结构如图 3 所示。 

5.1. 防汛决策功能 

通过与用户交流、开发人员了解相关领域知识、用户提供领域资料等的方式对业务进行归纳分析，市级防

汛抗旱会商指挥及应急处置系统的防汛决策支持功能包括基础数据、决策支持和 E 防汛三个部分，其中决策支

持功能包含九个子模块，如图 4 所示。 
通过决策系统支持模块，可以快速实现全市决策支持相关的雨水情、气象信息的查询。实现专业的防汛决

策支持信息的查询。基于语音拔号平台，实现基于平台实现在线拔号，系统界面如图 5 所示。 
e 防汛模块作为系统的核心模块，应用于日常查询、会商指挥、应急抢险和工作汇报等多种场合，系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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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地图的统一查询模式，在地图上提供告警、雨量站、河道站、水库、堤防、地灾点、山洪预警点等信息的

集成展示。 
对于每一类信息，都可以在地图上进行定位显示，关联展示水雨情信息、工情特性、即时现场视频/图片、

国土、气象、险情发生的影响范围及覆盖人口、责任部门及责任人等相关信息，以及历史上类似情况的出现情

景和处理方式。在每类信息中都能够通过语音通讯平台即时与现场连线语音通讯，便于及时了解现场的情况。 
e 防汛基于 GIS 平台，实现全市汛情告警、雨水情监测、水利工程、地质灾害隐患点信息的综合监视。能

够快速定义水利相关的工程、监测站、地质点等，并查看相关责任人、防汛信息、联系人等，系统界面如图 6
所示。 

5.2. 抗旱决策功能 

旱情研判系统主要包括、市旱情、县旱情、灌区旱情、旱情简报四个功能模块，如图 7 所示。 
旱情概况页面，提供抚州市当前的主要旱情信息和旱情等势面图展示；市旱情页面，提供对抚州市当前旱 

 

 
Figure 3. Structure of myBatis source 
图 3. myBatis 源码结构 

 

 
Figure 4. Design of flood prevention decision support function 
图 4. 决策支持功能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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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Interface of decision support 
图 5. 决策支持界面 
 

 
Figure 6. Interface of e-flood prevention 
图 6. e 防汛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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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的详细信息的查询和展示，主要是市级 5 种耕地的干旱情况统计，以及各县干旱面积的统计信息；县旱情提

供县级五种耕地的干旱面积比例的统计，以及县下主要灌区的干旱面积统计信息；灌区旱情主要功能是对灌区

一段时间内水量变化分析，主要从降雨、灌区引提水、蒸发水等方面进行水量平衡分析，系统界面如图 8 所示。 

5.3. 会商指挥及应急处置功能 

系统的会商指挥及应急处置包括会商汇报，应急处置，值班值守，职责任务，防汛物资管理五个模块。其

中，会商汇报模块为防汛会商提供相应的信息服务，实现基于各部门信息整合的信息化会商，实现防汛抗旱会

商会议的信息展示、各单位汇报和会商分析。会商汇报包括会商主页面、气象汇报页面、水文汇报页面、国土

汇报页面、水利汇报页面以及其他部门汇报页面等，具体见图 9。 
应急处置模块通过一张图直观展示防汛应急响应各单位的关系以及应急响应的处置措施，如图 10 所示。 

6. 总结 

市级防汛抗旱会商及应急处置系统将目前的人找信息转换为信息根据预警和险情进行关联集成推送、将传

统查找通讯录人工电话联系模式迁移到统一会商语音平台上来、通过一张地图汇集防汛抗旱相关信息，包括气 
 

 
Figure 7. Design of drought-resistant decision support function 
图 7. 抗旱决策功能设计 

 

 
Figure 8. Design of drought-resistant decision support function 
图 8. 抗旱决策功能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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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9. Interface of conference reporting 
图 9. 会商汇报界面 
 

 
Figure 10. Interface of emergency disposal 
图 10. 应急处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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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水文、防洪工程、山洪灾害、防汛值班等，将应急处置中以往的到处询问人员队伍及物资情况的场景转变

成基于地图的集中展现和可视化指挥，为会商时提供辅助预测支持，在险情发生时提供应急处置辅助决策支持。 
在现代水利信息化的进程下，防汛抗旱资源信息共享是必然的，要消除信息壁垒，进一步规范防汛信息，

提高防汛抗旱应用系统的通用性以免重复开发，还有许多问题值得继续研究。同时，防汛抗旱是一个复杂的体

系，涉及方面广，问题层次多，如何实现各种需求，集成各类信息，结合计算机、通讯网络、管理学等各类学

科，使防汛业务快速、灵活、高效的进行，也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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