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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山东火车相撞、江浙地区突降暴雪等突发性灾害和事故

，严重干扰了人民群众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妨碍了我国经

济社会持续健康有序地发展。痛定思痛，人们发现应急物流

运输中的信息系统建设将会大大降低各类突发性灾害事故的

损失程度。而应急物流是以为重大自然灾害、突发性公共卫

生事件及公共安全事件等突发性事件提供所需应急物资为目

的，以追求时间效益最大化和灾害损失最小化为目标的特种

物流活动。在突发公共事件应急体系中，应急物流管理对于

提高应急响应能力、节约救援时间、降低生命财产损失程度

具有重要价值。针对当前我国的应急物流信息化程度偏低，

难以满足应对紧急状态要求的现况，大学理应肩负起应急物

流运输中的信息系统建设责任。 首先，大学肩负着相关专业

人才的培养任务。作为人才培养摇篮的大学，如何设置课程

，则关系人才培养的规格与尺度，进而对经济社会发生作用

。因此，增设并加强与应急物流运输的信息系统建设相关的

课程，将成为大学课程改革必须面对的课题之一。笔者认为

，理工科院校或综合性大学的教务行政部门与信息科学学院

应该对此引起足够的重视，致力于与应急物流运输的信息系

统建设相关的课程的建设与改革。构建由专业必修课程、专

业选修课程以及公共选修课程组成的相关课程体系，供信息

科学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以及全校学生学习，旨在培养现

代青年在重大突发灾害面前的应急意识、应急知识与应急能



力，使他们走向社会生产与生活领域时，具备较高的应急反

应能力以及处理突发危机与灾害的水平，同时能够有效操控

、运用和管理应急物流系统，使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最小化

，使社会生产和生活秩序尽快回到正轨。 其次，大学是科研

成果的产出地，肩负着应急物流信息系统的研发任务。为此

，大学的专业性系所的研究人员应致力于如下几方面的研究

：第一，对应急物流的特点和类型进行分析，加强对应急物

流运输系统特点的研究。以往人们对应急物流特点的掌握及

总结系统性较差，全面系统地认识应急物流系统各要素特点

无疑为如何搞好应急物流运输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平台。

第二，注重随机需求车辆路线问题的研究。由现实生活中的

不确定性因素引出需求随机的车辆路线问题，根据该问题随

机性强的特点，设计不断优化的求解方法。第三，强化应急

物流运作流程的研究。为了使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失极小化，

亟须对应急物流的运作机制及实现途径进行研究。在分析应

急物流特点基础上，设计应急物流运作流程，提出应急物流

成功运作应注意的问题。第四，科学地构建应急物流体系及

其运作管理。建立应急物流运作流程基本框架，指出应急物

流成功运作的关键是加强政府在应急物流组织保障工作中的

作用、加强应急物流信息保障系统和交通运输保障体系的建

设。第五，应急物流信息系统使用中的风险分析。这是应急

物流信息系统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应用应急物流信

息系统也有失信、失效的情况。必须根据应急信息系统的特

点加以防范，提高对应急物流信息系统风险辨识、风险评估

和风险等级测算的能力。 再其次，大学要加强与企业的联系

，使应急物流信息系统科研成果产业化，促进产学研结合。



以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为例，此信息系统是美军 70年代初

在“子午仪卫星导航定位”技术上发展起来的具有全球性、

全能性(陆地、海洋、航空与航天)、全天候优势的导航定位

、定时、测速系统，由空间卫星系统、地面监控系统、用户

接收系统三大子系统构成，该研究成果已广泛应用于军事和

民用领域。在发达国家，GPS技术已经开始应用于交通运输

和道路工程之中。目前，我国在这方面的应用还刚刚起步

。GPS的采用能够提高应急物流运输过程中车辆调度的管理

水平。据调查，GPS系统在“512”汶川大地震中起到了关键

作用。该系统准确及时锁定灾区上百辆失踪车辆，协助救援

人员找到数千名受灾游客，帮助他们及时脱险。“窥一斑以

见全豹”，由此可见应急物流运输中的信息系统建设之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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