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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通信新技术与系统应用》

前言

　　应急通信是处理各类突发事件所必备的通信手段，汶川地震、卡特里娜飓风、“9·11”恐怖袭击
、伦敦爆炸等国内外重大自然灾害及社会事件的发生，尤其显现出通信系统在抢险救援、应急指挥过
程中的重要性，应急通信重新获得整个社会的高度重视。　　本书的特点是对应急通信相关的技术和
管理体系做了全面系统的描述，共包括7章。第1章首先介绍了应急通信的定义与范围，澄清应急通信
与应急、应急联动等概念之间的关系。第2章总结了国内外应急通信的系统建设、技术及标准现状，
第3章对卫星通信、短波通信以及应急通信车等现有应急通信系统做了介绍。通过前3章的学习，读者
对应急通信可以有个全面宏观的了解。由于应急通信是为应对紧急情况而产生的，第4章梳理了各类
个人和公共紧急情况，并逐一分析各类紧急情况下应急通信的目标和需求。应急通信的需求需要由多
种技术手段来实现，第5章详细介绍了应急通信可使用的关键技术，包括公众电信网支持应急通信、
卫星通信、无线传感器网络及自组织网络、宽带无线接入、数字集群通信、定位、号码携带、P2P sIP
、公共预警等。第5章是本书的重点，所描述的技术都是目前的重点、热点技术，有助于读者了解应
急通信的新技术、新方向。为了更好地理解应急通信系统以及关键技术如何应用，第6章结合美国“9
·11”恐怖袭击、卡特里娜飓风、伦敦爆炸事件、汶川地震和2008年雨雪冰冻灾害等重大自然灾害和
公共突发事件，总结和分析了通信网络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通信保障措施以及经验和教训。第7章
首先从不同需求、网络、技术、媒体等多个角度对应急通信加以总结，之后从满足不同公众到政府的
报警、政府到政府的应急处置、政府到公众的安抚／预警、公众到公众的慰问交流4个环节需求的角
度，总结构建新型应急通信系统所需要的网络和技术，最后从天空地3个空间层面和事前事中事后3个
时间维度分别分析所涉及的关键技术，便于读者从不同维度了解各类关键技术在新型应急通信系统中
的位置和作用。　　第1章、第4章和第7章由张雪丽撰写，第2章和第6章由汤立波撰写，第3章由王睿
撰写，第5章由黄颖、汤立波、孙姬、张雪丽、党梅梅、董晓鲁、林美玉、曲振华共同完成。　　作
者在编写时尽可能采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对于各种复杂的技术和原理进行阐述，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在
每章的开头设立了本章要点和本章导读，对于需要说明的内容，书中设立了资料专栏。另外，在书后
列出了详细的专业名词英文缩略语，便于读者查看。　　本书作者有机会参与了应急通信相关标准的
制定和技术讨论，而应急通信技术手段和实现方案总是在不断发展和改进，我们仍将继续研究应急通
信技术，积极参与讨论。　　由于应急通信所涉及的体系庞杂，且在不断发展演进之中，书中难免有
差错和不当之处，欢迎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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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应急通信新技术与系统应用》描述了应急通信的定义及其与相关概念的关系，总结了国内外应急通
信的系统建设、技术和标准现状，介绍了卫星通信系统、短波系统、应急通信车等现有应急通信系统
，并在逐一分析各类不同紧急情况对应急通信需求的基础上，详细介绍了应急通信所涉及的公网支持
应急通信、卫星通信、无线传感器网络及自组织网络、宽带无线接入、数字集群通信、定位、号码携
带、P2P SIP、公共预警等关键技术，结合国内外重大应急通信应用案例，对构建新型应急通信系统提
出了一些建议和思路。
《应急通信新技术与系统应用》向广大读者普及应急通信知识，介绍了应急通信系统关键技术，尤其
是新技术的原理及使用，适于从事应急通信研究的科技人员阅读，可供各级政府应急指挥部门选择应
急通信系统、运营商部署应急通信网络，以及设备制造商开发应急通信系统提供参考，也可作为高等
院校相关专业的本科生或研究生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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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50年，美国政府通过了《联邦民防法案》，在冷战背景下，美国几乎所有的城镇都建立了民防
机构，这一时期美国应急管理的重心还是以应对战争为主要目标。同年，美国出台了《联邦灾害救援
法》，标志着美国政府开始以法律形式对自然灾害发生时的救援工作进行规范管理。该法案授予总统
在灾害发生时签署灾害救援计划的权力，并进一步明确了联邦政府在灾害救援和减灾方面的责任。随
后，《联邦灾害救援法》经过多次修订并逐渐完善，目前实施的是1974年版本，该版本进一步明确了
在灾害和公共突发事件时联邦政府对州政府、地方政府和民众的救援责任，同时也明确了州政府和地
方政府对民众的援助责任。　　进入20世纪60年代，美国连续发生多起自然灾害，例如，在1960年蒙
大拿发生里氏7.3级的地震，佛罗里达西海岸“唐娜（Donna）”飓风；1961年得克萨斯“卡拉（Cada
）”飓风，1964年阿拉斯加地震，1965年“伊丽莎白”飓风等。在这些自然灾害面前，美国政府和人
民发现，当时建立在战争假想基础上的应急管理体系在自然灾害面前显得无能为力，难以适应自然灾
害应急管理的特点，影响到灾害应急处理的效果和效率。频发的自然灾害促使美国政府将应急管理的
重心逐渐向自然灾害应对方面转移。肯尼迪政府于1961年宣布成立专门应对自然灾害的“应急规划办
公室”。该办公室的成立标志着美国政府将自然灾害应急管理功能从国防体系中分离出来，为美国自
然灾害组织管理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967年，美国总统法律实施与司法管理委员会建议在全
国范围内设立一个统一的电话号码作为紧急事件报警号码，911被选定并于1968年2月在亚拉巴马州的
哈利维尔设立了美国第一个911报警台。在随后的几十年间，911迅速发展成为覆盖全美的紧急救助服
务系统，并成为美国政府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的最重要手段和基础设施之一。　　1976年，美国
国会通过《全国紧急状态法》。该法对全国紧急状态的宣布程序、紧急状态期限、终止方式等做了规
定，并规定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总统有权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且可以在紧急状态期间行
使特别权力颁布一些法规，这些法规将在紧急状态终止后失效。此外，各州也陆续制定了州紧急状态
法，州长有权根据法律和紧急情况发展事态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美
国的应急管理组织基本是以分灾种、分部门的分散灾害管理模式，但是由于紧急事件和灾害发生在各
个领域，灾害发生时通常会涉及多个联邦政府机构和部门。同时，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相关应急管
理机构还有很多平行的计划和政策，这些部门和机构之间缺乏协调，权责分工不明确，很多职能重复
，在灾害面前经常是各行其是，甚至互相扯皮，造成政府应急反应和协调速度迟缓、效率低下，极大
地影响到美国政府在公众中的形象。1976年，吉米·卡特总统宣誓就职后，做出了一系列的努力，以
明确各应急机构的责任，加强对应急处置过程的行政控制。1979年，卡特总统颁布了12127号行政命令
，合并诸多分散的紧急事态管理机构，组成统一的联邦应急事务管理总署（Federal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FEMA），其署长直接对总统负责，|这是美国应急管理发展史上一件具有里程碑
意义的大事。联邦应急事务管理总署由一系列的联邦部门合并组成，包括国家消防管理局、联邦保险
局、联邦广播系统、防务民事准备局、联邦灾害援助局、联邦准备局等部门。不仅如此，它还被赋予
了许多新的应急准备与处置职能，如监督地震风险减除计划、协调大坝安全、协助社区制定严重气象
灾害的准备计划、协调自然与核灾害预警系统、协调旨在减轻恐怖袭击后果的准备行动与规划等
。FEMA成立后，历经重重考验，并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Page 6



《应急通信新技术与系统应用》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