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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急避难与救援 App 开发 

自然灾害发生时，为确保受灾群众的生命安全，需要组织各方力量实施应急救援。在

应急状态下，如果受灾群众能够积极开展自主避难，并与施救组织实现信息共享，将会大

大提高施救效率，减轻灾害损失。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广大受灾群众依靠便携的智

能手机采取自主避难或者发布救援请求成为可能。因此，本研究面向受灾群众和救援人员，

开发了避难与救援手机 App，为实现应急状态下双方协同联动提供了技术支撑。App 目前

仅以北京市和上海市为对象，后续可以进一步扩展到有需求的其它城市。 

2. App 开发需求分析 

（1）宏观层面 
一方面，在自然环境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双重影响下，城市遭遇地震、台风、洪涝、沙

尘暴等自然灾害以及火灾、爆炸、工程事故等突发事件的风险日益加大。另一方面，城市

中高度聚集的人口和经济社会功能，使得城市承灾体更加脆弱，即使遭遇小灾也会造成巨

大损失。在当前城市管理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的理念下，迫切需要健全和完善城市防灾应

急体系，全面提高防范能力、抵御能力和救助能力，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避难场所是紧急状态下为人民群众提供安全的滞留场所及必要的应急物资的公共设

施，是城市防灾减灾能力的重要保障。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城市避难场所建设，并取得

显著进步，尤其是一些大城市和特大城市，避难场所已成为城市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然

而，城市居民对于避难场所的基本信息知之甚少，这种现状会影响避难场所在紧急状态下

发挥应有的作用。 
随着 5G 时代的到来，智能手机日益普及化，其强大的功能为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

面提供了重要支持。在应对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方面，一些手机 App 能够提供暴雨、雷电、

洪涝等预警信息，通用的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中也包含了一些避难场所的信息，但整体而

言，智能手机在城市防灾减灾和应对突发事件中的潜力还有待进一步挖掘。 
（2）微观层面 
人民群众是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在日常关注安全保障的必要知识和技能，在

遭遇自然灾害或突发事件时采取积极主动的应急避难行动，不仅有利于保障自身安全，而

且能够为减轻城市救援负担和灾害损失做出贡献。 
在紧急状态下，为实施精准而高效的救援，救援人员掌握受灾群众的受困信息并能够

与受灾群众保持实时联系至关重要。此外，日常加强安全教育也是有效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安全的必要举措。 

3. App 开发目标及技术流程 

避难与救援 App 的用户是受灾群众和救援人员。对于受灾群众，App 能够提供查询避

难场所空间分布及基本信息、搜寻可利用的避难场所并导航到达、陷入困境时发布救援请

求并与救援人员共享信息等服务。对于救援人员，App 能够提供对受灾群众的救援请求进

行研判、导航到达受灾群众所在地点实施救援的功能，同时具备日常开展安全教育及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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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下发布实时信息的功能。 

 
图 1 避难与救援 App 开发的技术流程 

App 开发的技术流程如图 1，在收集对象城市避难场所基本信息的基础上，将所有避

难场所的名称、地址、地理坐标及图片输入 MySQL 数据库；将数据库与后台服务器 IDEA
连接，应用 IDEA 搭建 Android 集成开发环境，并调用百度地图的 SDK；然后，根据 App
的开发目标，设计功能模块并编写代码，实现项目启动初始化、显示地图和避难场所、导

航数据模型和路线规划等技术环节；最终经过调试和签名配置，即可在手机上安装 App 并

运行。 

4. App 主要功能 

按照前述的开发目标，确定了图 2 的避难、救援、信息共享、个人信息等 4 个功能模

块。其中，主动搜寻避难场所与发布救援请求是 App 的核心功能。 
避难模块包括避难场所搜寻和避难场所导航两部分。受灾群众或普通群众可以通过文

字搜索和地图显示两种方式，查看避难场所的名称、地址及图片等基本信息；在用户选中

目标避难场所的情况下，可以提供到达避难场所的路径备选方案，实现从用户所在位置到

避难场所的导航，并具有不同用户之间共享位置的功能；另外，还可以根据用户需求收藏

必要的避难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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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模块包括救援发布和实施救援两部分。当受灾群众陷于困境无法自行前往避难场

所时，可针对自身所处状态发布救援请求，提供必要的位置、人数、状态等信息，等待救

援；救援人员在获得受灾群众的请求后，会对紧急程度进行打分和排序，据此安排救援任

务，同时根据提供的路径备选方案导航至受灾群众所在位置。在救援过程中，受灾群众和

救援人员能够进行实时的信息共享和交流。 
信息共享模块和个人信息模块也是 App 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息共享模块包括供所有用

户发布与避难和救援相关信息的交流论坛，以及供救援人员在日常状态下开展安全教育、

在应急状态下发布实时信息的功能。个人信息模块主要包括受灾群众和救援人员登陆功能、

个人收藏避难场所相关信息的功能、以及受灾群众向救援人员反馈意见的功能。 

 
图 2 避难与救援 App 的功能模块框架图 

5. App 主要功能示例 

（1）用户注册和登陆 
用户首次使用避难与救援 App 时，需要通过实名注册获得权限，此后可以通过专属账

号登录 App。App 的登录界面及功能模块首页如图 3 所示，只要点击各功能模块，就可以

进入该模块的对应界面，启动该模块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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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避难与救援 App 的登录界面及功能模块首页 

（2）避难场所搜寻 

 
图 4 北京市和上海市的避难场所空间分布及用户位置及避难场所信息的图示 

如图 4，用户点击进入避难模块之后，可以查看所在城市的避难场所空间分布情况，

目前App中只包含了北京市和上海市的避难场所。在打开智能手机自带定位功能的情况下，

用户进入 App 后，自身所处位置可以自动显示在地图上，用户点击任一避难场所的图标，

可以查看该避难场所的名称、地址及图片，也可以通过输入避难场所的名称来查看相应的

地址及图片等信息。 
（3）避难场所导航及位置共享 
如图 5，用户登陆 App 后，地图上会显示其所处位置以及附近的避难场所。用户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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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些重要的避难场所收藏保存，也可以在选定目标避难场所后，获得到达该避难场所的

备选路径，并导航到避难场所。在多个用户同时登陆 App 的情况下，App 能够提供位置共

享的功能，为不同用户沟通交流空间位置信息提供方便，既包括受灾群众之间的沟通交流，

也包括施救过程中受灾群众与救援人员的互动，有助于提高救援效率。 

 
图 5 避难场所导航或收藏及用户位置共享 

（4）救援请求发布 
在紧急情况下，受灾群众通过点击 App 的救援模块，进行救援请求发布。如图 6 所示，

受灾群众可以填写求助人姓名和电话，以及受困人数、受困人员状况和求助需求等信息。

对于受困人员所在位置，App 能够自动获取。 

 
图 6 受灾群众发布救援请求的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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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救援请求处理 
受灾群众发布救援请求后，救援人员在 App 上能够看到图 7 所示的所有救援请求列

表。根据系统对受困人员状况的基本判定，如：是否有老人、儿童、孕妇、残疾、不能行

走的伤者等，并综合考虑距离受灾群众的远近，救援人员会做出合理的救援任务分配方案。

在施救过程中，救援人员通过点击“实时信息”进入实时信息共享界面，与受灾群众保持

联系。当完成一项救援任务后，救援人员可以点击“删除”按钮，将该项救援请求删除。 

  
图 7 救援人员查看救援请求及实时信息共享的界面 

（6）日常安全教育及应急实时信息发布 

 
图 8 实时信息共享模块的主要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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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避难与救援的核心功能以外，App 还提供日常进行安全教育、应急时发布灾害动

态信息及救援实时信息的功能。安全教育、数据公布、实时新闻均由救援人员负责发布，

交流论坛则面向所有用户开放。针对该模块所有发布的信息，用户都能够进行点赞或评论

（图 8）。 
（7）用户个人信息记录 
个人信息模块为用户提供了记录个人使用 App 痕迹的功能。如图 9 所示，对于受灾群

众而言，其个人信息包括我的发布、我的评价、我的收藏和意见反馈等内容，如：收藏的

附近避难场所信息等。对于救援人员来说，其个人信息包括发布的安全教育、灾害动态、

实时救援等信息以及受灾群众发布的各类意见等。 

   

图 9 受灾群众和救援人员的个人信息模块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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