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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涝灾害卫生防疫应急反应

信息管理系统的构建

陈伟 柏立嘉 曾光

·现场调查·

【摘要】 目的 为实现洪涝灾害卫生防疫救灾防病工作的科学化、信息化及提高工作的质量和

效率。方法 以湖北、江西省作为试点，利用卫星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建立了洪涝灾害卫

生防疫应急反应信息管理系统。结果 该系统以空间数据库为基础，通过行政区划代码将空间信息、

洪灾相关的基础信息和灾时信息连接起来，不同的数据库资料被整合到GIS平台上，实现信息查询、

分析和输出。该系统主要包括地图管理、信息查询、统计分析、应急辅助决策、数据维护、系统维护等

功能。结论通过该系统有关基础资料的分析，可以进行洪灾风险和疫情风险评估，以便在灾前做好

人、财、物、技术等方面的准备；利用收集的灾时资料信息，可以及时地确定洪涝灾区的灾情，科学地预

测评估灾时疫情和灾区的应急反应资源和能力，从而为洪涝灾害应急反应的宏观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关键词】洪涝灾害；遥感；地理信息系统；信息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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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make the emergency response to the diseases contr01 and prevention with

f100ding more scientific aUy—based and efficient．T订ethods Hubei and Jiangxi province were chosen as the

study fields and to establishe a data management system of emergency response on flooding using remote

sensing(RS)and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GIS)．Results Spatial and basic data together with data

on flooding were linked to the code of location，and established on the platform of GIS． Through this

system，information on f100ding was able to be more rapidly and visually analysed．Conclusion Using this

system≯the extent of n∞ding and the possible epidemic of SOme∞mmunicable diseases during f100ding

could be ascertained and predicted scientificaUy and the resource and capacity of emergency response to the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in flooding areas could also be evalu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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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洪涝灾害频发的国家，也是洪涝灾害危

害最严重的国家¨’2I。洪涝灾害不仅给人民群众的

生命财产造成严重威胁，而且会带来严重的公共卫

生问题¨。4 J。目前，我国各级卫生防疫机构尚未建立

系统、完善的洪涝灾害应急反应系统，洪涝灾害发生

时疾病的预防控制工作尚未实现科学化、信息化，主

要表现为：洪灾期问不能及时地获取灾区有关的基

础信息及受灾和各种疫情隐患信息，如自然疫源地

破坏、生态环境的改变、人口的流动等，导致洪涝灾

害应急反应决策缺乏科学依据。我们以湖北、江西

作者单位：100050北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室(陈

伟、曾光)；军事医学科学院信息中心(柏立嘉)

省作为试点，运用卫星遥感(RS)和地理信息系统技

术(GIS)建立了洪涝灾害卫生防疫应急反应的信息

管理系统限6|，结果报告如下。

资料与方法

1．数据来源与预处理：基础地图采用中国1：100

万数字地图，该地图包括各省、地(市)及县(市)的行

政区划和边界、各城市和城镇的位置、全国水系、公

路、铁路等图层。基础资料数据包括基本概况、灾情

资料、疫情资料、疫情影响因素、灾时公共卫生服务

等资料数据库(图1)。灾时资料数据包括灾区灾

情、疫情隐患、重要传染病疫情监测资料、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灾时应急反应等资料数据库(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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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我国洪涝灾害卫生防疫应急反应信息管理系统的

基础资料收集框架

2．试点地区：选取洪灾频发的湖北省和江西省

作为研究的试点省。湖北省选取荆州市、咸宁市作

为试点地(市)；同时选取荆州市的公安县、石首市、

监利县、仙桃市以及咸宁市的嘉鱼县作为试点县

(市)。试点地(市)、县(市)为长江周边容易发生洪

灾的地区。江西省选取九江市作为试点地(市)；同

时选取九江市的九江县、星子县、湖口县、都昌县、彭

泽县作为试点县(市)。试点地(市)、县(市)为鄱阳

湖周围容易发生洪灾的地区。所选取的试点地区分

省、地、县三级收集上述基础资料和灾时资料。

3．资料整理录入：试点区域所收集的资料均按

照省、地(市)、县(市)三级进行核查、整理、录入。

4．开发工具：计算机硬件要求奔腾Ⅳ1．5 G、内

存256 M、硬盘40 G、显示器分辨率为1028×768，外

周设备为扫描仪和激光打印机。软件包括win9x／

2000／XP操作系统，属性数据库管理使用MicrOsoft

Access，利用ODBC实现开放式数据库互连，GIS开

发平台为Powerbuilder 8．0，嵌入使用带有0Cx插

件的MapX 4．5。

图2 我国洪涝灾害卫生防疫应急反应信息管理系统的

灾时资料收集框架

结 果

1．系统结构：系统采用C／S结构，整个系统以空

间数据库为基础，通过行政区划代码将空问信息和

各类属性信息连接起来，实现信息的查询、分析和输

出(图3)。

2．系统功能：本信息系统主要包括地图管理、信

息查询、统计分析、应急辅助决策、数据维护、系统维

护等功能。

(1)地图管理：主要利用MapX工具软件提供的

文件和工作空间的打开、关闭、保存、打印等功能对

基础地图的系统数据进行操作。可以提供全国及各

省、地(市)、县(市)的行政区划图，并根据需要增加

城镇、铁路、公路和水系等图层；实现地图的放大、缩

小、漫游、测距等功能。也可根据需要创建任意范围

内的行政区划图，修改图层数据等。

(2)信息查询：系统采用查询树的方式，用户可

以方便的查询不同地域与洪灾卫生防疫应急反应有

关的基础资料和灾时资料，也可以分省、地(市)、县

(市)综合显示洪灾应急反应的基础信息资料和灾时

信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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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我国洪涝灾害卫生防疫应急反应信息管理系统结构框架图

(3)统计分析：包括①统计表：对于疫情资料有

三种显示形式，即固定地域(显示病种和时间)、固定

时间(显示地域与病种)和固定病种(显示地域与时

间)。②统计图：根据疫情统计资料，可以作线图、饼

图、直方图、百分条图等统计图。③统计地图：根据

不同地区疾病的发病例数或发病率，可以绘制发病

地图。④叠加分析：可以将灾区的灾情资料和重要

传染病疫情资料叠加在一起，进行叠加分析。也可

以将不同病种的发病例数、发病率、死亡例数、死亡

率等信息叠加在一起进行分析。

(4)应急辅助决策：包括两个模块①应急查询：

用于搜索指定区域内的各种基础信息和灾时信息。

指定区域可以是用户指定的任意一个地点或划定的

任一条路线或区域，也可通过指定搜索半径来确定

搜索范围。②应急反应辅助决策支持：根据对收集

基础资料的提炼分析，可以进行洪灾风险和疫情风

险评估，以便政府和卫生部门灾前制订切合实际的

预案和提前做好人、财、物、技术等方面的应对准备；

根据收集的灾时资料信息，可及时、准确地确定灾区

的灾情，科学地预测评估灾时疫情和灾区的应急反

应资源和能力，从而对救灾防病工作做出周密部署，

以提高应急反应工作的速度和效率。

(5)数据更新、维护：可以用于数据库记录的修

改、删除、添加及更新。并可对数据库进行分地域的

导入、导出。

(6)系统维护：可对密码、疾病代码、疫苗代码和

医学生物代码进行维护。

讨 论

我国各级卫生防疫机构在长期的疾病控制和抗

洪救灾防病的工作实践中积累了大量宝贵资料，如

人口资料、人群健康资料、传染病疫情资料、重要的

地方病分布资料，以及主要的动物宿主与媒介分布

资料等，这些资料是制订灾时防病对策的重要依据。

但是在广大的基层防疫机构，尤其是县(市)级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这些资料分布在不同的科室之中，没

有很好地进行整合；而且大部分资料仍然以传统的

纸张作为信息载体进行保存，这种信息储存方式存

在许多弊端，如信息载量少、储存维护困难、更新不

方便、查询检索麻烦。洪灾期间，卫生部门要根据民

政部门确定的灾区进行传染病疫情上报、统计分析，

由于灾区确定晚，时间长，造成传染病疫情报告的及

时性和准确性较低，应急反应的速度慢；同时洪灾期

间不能及时、准确地获取灾区的受灾信息和各种疫

情隐患信息，如自然疫源地破坏、生态环境的改变、

人口的流动、饮用水卫生、食品卫生等，导致洪涝灾

害应急反应决策缺乏科学依据，救灾防病的效率低

下。因此，我国洪涝灾害救灾防病工作远未实现科

学化、信息化，迫切需要建立洪涝灾害卫生防疫应急

反应的信息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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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和GIS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获取和处

理空间信息的先进科技手段¨。1|，目前，RS和GIs

已广泛应用于土地利用、资源管理、城乡规划、灾害

监测、环境监测、卫生资源的分配等领域[12_19]，在公

共卫生领域的应用也逐步深入。国外应用RS和

GIS开展洪涝灾害的防灾减灾工作已取得了巨大的

经济效益，在我国洪涝灾害防灾减灾领域也已得到

广泛的应用，但在救灾防病中的应用还处于探索阶

段⋯7邶3。

我们以湖北、江西省作为试点，运用RS和GIS

技术建立了洪涝灾害卫生防疫应急反应信息管理系

统。该系统包含了洪灾应急反应有关的基础资料、

灾时资料等多功能数据库，不同的数据库被整合到

GIS平台上，可进行叠加分析，交互显示，实现了结

果的可视化。利用GIS的检索查询，统计分析，可

视化显示等功能，可以按不同的地理范围(省、地、

县)分专题或综合显示洪灾应急反应的基础资料和

灾时资料信息，其结果以文字、表格、图形(包括统计

图和专题地图)等方式显示出来。省、地、县的选择

可以直接点击地图进行，能很方便地进行洪灾应急

反应相关信息的检索查询。数据的更新维护也更加

容易、便捷，若基础资料库中出现有新的资料，只需

打开相应数据库的录入窗，对资料进行更新或补充

即可，因此可始终保持系统信息资料的时效性、新

颖性。

利用该系统的应急辅助决策功能，将基础资料

中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气候等因素提取出来进

行洪灾风险评估；也可以利用既往的疫情资料以及

疫情影响因素资料进行疫情风险分析，评估洪灾易

发区应重点关注和防控的传染病，以便政府和卫生

业务部门在灾前制订切合实际的预案和提前做好

人、财、物、技术等方面的应对准备。利用灾时收集

的资料信息，可以及时准确地确定洪涝灾区的灾情，

包括灾区受灾的总体情况以及医疗卫生机构的受灾

损失情况；同时也可将信息系统中的灾时疫情隐患

信息提取出来做进一步的分析，建立灾时疫情预测

模型，科学地预测评估灾时疫情；并可对灾区的应急

反应资源和救灾防病能力进行科学地评估。利用该

系统，政府部门可以科学地制订洪灾应急反应宏观

决策，进而有针对性调配救灾防病的各种资源，实现

资源的高效配置，以提高救灾防病工作的效率和科

学性。

因此，本研究建立的洪涝灾害卫生防疫应急反

应信息管理系统，比较适合于洪灾易发地区的政府、

卫生行政部门和业务部门救灾防病的应急反应宏观

决策，对于提高灾区救灾防病工作的水平和效率具

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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