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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道路运输事件应急的方法及系统，用于

解决道路交通运输事件,特别是危化品运输中发

生的事件,具体的是通过静态信息与动态信息关

联，将运输车辆、智能警示装置与运输车辆、运输

行为的责任人关联并记录在后台系统；如果事件

发生时，运输行为的责任人含驾驶员或押运员布

置智能警示装置，后台系统根据上报的事件信息

处理后，基于事件属性通知事件关联人，并提供

协同通信资源以让事件关联人协同处置事件；其

中所述事件信息包含押运员或驾驶员在动态信

息关联时所输入或确认的信息，所述信息至少包

含所运输货品的名称及应急处置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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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道路运输事件应急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通过静态信息与动态信息关联，将运输车辆、智能警示装置与运输车辆、运输行为的责

任人关联并记录在后台系统；

如果事件发生时，运输行为的责任人布置所述智能警示装置；

后台系统根据所述智能警示装置上报的事件信息及关联信息运算、处理后，基于事件

属性通知事件关联人；

此外，事件关联人通过协同通信资源协同；

其中所述事件信息包含所述运输行为的责任人在动态信息关联时所输入或确认的信

息；

所述动态关联时输入或确认的信息至少包含所运输货品名称。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其中所述的动态信息关联中的信息输入，至少包含以下任意一种或多种信息：

对车况的检查信息；

运输物品的名称；

所述物品在应急时的处置注意事项；

运输物品的源、目的地址、单位；

运输行为责任人的确认信息。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其中所述的智能警示装置，至少包含定位、定向传感器以及占道输入模块。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其中所述的动态信息关联时所输入的信息，用于事件时的运算、处理，也用于应急时现

场人员的决策。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其中所述的事件关联人含基于GIS及所述警示装置上报的位置信息、方向信息，通过计

算，获得事故点所归属的事件管理单位。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静态关联时，关联包含随运输车辆携带的现场无线图像采集设备。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采用传统的语音电话方式通知事件关联人时，将通知报文自然语言处理，在被叫接通

后，文本转语音。

8.一种道路运输事件应急的系统，其特征在于：

包含智能警示器、智能终端、以及由含网络接入模块、数据访问/接口模块、数据库模

块、GIS模块和协同模块、运算处理模块构成的后台系统；

通过静态信息与动态信息关联，将智能警示器、运输车辆、运输行为的责任人之间关

联，并记录在系统数据库模块；

如果在运输中发生事件，驾驶员或押运员布置所述智能警示器，所述警示器通过所述

网络接入模块、数据访问/接口模块上报事件信息，所述运算处理模块运算、处理上报的所

述事件信息，并基于事件属性通过所述数据访问/接口模块通知事件关联人；

所述事件关联人通过所述协同模块协同处置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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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所述动态信息关联时所输入的信息，至少包含所运输货品的名称。

9.一种道路运输事件应急的系统，其特征在于：

包含智能警示器、智能终端、以及由含网络接入模块、数据访问/接口模块、数据库模

块、GIS模块和协同模块、运算处理模块构成的后台系统，应用如权利要求1‑8任意一项所述

的方法。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道路运输事件应急的系统，其特征在于包含用于事件信

息不能被事后修改的区块链模块。

11.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包含事件处理的逻辑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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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道路运输事件应急的方法及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所属领域涉及事故应急、事件感知、检出、上报、基于事件的协同，包含I2X

(Incident to  everything)技术、移动物联网技术、面向场景的移动通信技术、传感器技

术、车路协同技术，其中I2X含Incident  to  Signal、Incident  to  Navigator、Incident  to 

Vehicle等以事件属性为驱动的多方及时协同的技术。

背景技术

[0002] 道路运输事件，特别是危化品道路运输事件，在事件发生时、事件中及事件后，若

处置、应急不及时不得当，则会导致事件肥尾(指事件损失本可以控制限制在某一较小范

围，但因各种原因，导致不失控，从而让损失巨大，影响巨大，所以称为肥尾)，肥尾后经常性

会出现群死群伤现象。按照近年来我国危化品事故统计，77％的危化品事故发生在道路运

输过程中，危化品运输事故往往损失巨大，影响广泛；应急的各方通常对事件获知不及时、

运输货品信息掌握不准确、相关事故利益关联体在事故处置时无协同、事故相关应急单位

缺乏联动以及及时的信息共享(实际就是缺乏社会性联动)，从而造成事故肥尾；特别是因

为危化品运输车辆通常为跨地域运输，一旦事故后，本地应急单位本就缺乏对异地危化品

车辆/货品的全程监管，故而措手不及，且又对危化品属性掌握信息有限或完全不掌握，所

以极易造成现场人员、应急人员的死亡、牺牲等；此外，危化品的扩散模型与品类及泄露程

度与地理、风向、风力有很大关系，而有效应急离不开信息的准确性。

发明内容

[0003] 道路运输，特别是危化品车辆运输，因为交通事件的发生是动态且几乎不可预测，

所以必需要用适合这种特征的技术来实现实时的事件检出、上报；危化品车辆的事件可以

笼统的分为在路故障停车，例如危化品运输车辆缺油、缺电或机械故障问题，不得不占道停

车；另一种是事故，如交通事故，导致事故车占道，其中事故时就可能发生化学品泄露、燃

烧、爆炸，并对周边土壤、水源造成污染；当然，凡是车辆停车占道，风险概率通常增加几倍，

二次事故也因此引发。如果事件发生时，不能及时的对将路过事故点的车辆进行通知、导

流、封道，则会造成更严重的事故，这与事件感知严重迟滞，周围群众密度大且无及时通知、

疏散有关。

[0004] 本说明书基于道路运输中特别是危化品运输中的规章、人员配备、跨区域运输导

致的监管盲区以及现有移动通信系统的不能面向应急这种场景的技术、制式缺陷，结合交

通管理的法律、法规，危化品运输的管理规则以及应急救援的场景问题等，公开了本方法以

及系统，从而以最快速的途径准确检出事件，以事件属性为驱动，并行通知事故关联体，并

包含运输品含危化品的信息，同时也含应急处置的手段、处置建议，诸如根据运输品属性，

建议采用某种消防手段，如冷却、泡沫、或化学手段等；且在事件根据事故属性(如故障占道

停车、交通事故导致泄露、自燃、爆炸、运输品的属性等)上报时，以事件属性为驱动，通知事

件利益关联体如应急单位，并通过协同道路信号及引诱导信号、导航服务等，通知将被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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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车辆及早避让如变道、变更行车路线，同时根据化工品属性及泄露情况，通知事故地居民

群众，从而让常态事故后导致的群死群伤的可能大幅降低。

[0005] 以下实施例中所描述的实施方式、实施例及具体的时间、编码、数量、形式等，并不

代表与说明书相一致的所有实施方式，相反，它们仅是与如所附权力书中叙述的本说明书

的相一致的具体方法或系统。

[0006] 本发明所包含的内容包含且不限于：

一种道路运输事件应急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通过静态信息与动态信息关联，将运输车辆、智能警示装置与运输车辆、运输行为

的责任人关联并记录在后台系统；如果事件发生时，运输行为的责任人布置所述智能警示

装置；后台系统根据所述智能警示装置上报的事件信息及关联信息运算、处理后，基于事件

属性通知事件关联人；此外，事件关联人通过协同通信资源协同；其中所述事件信息包含所

述运输行为的责任人在动态信息关联时所输入或确认的信息；所述动态关联时输入或确认

的信息至少包含所运输货品名称。

[0007] 一种道路运输事件应急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其中所述的动态信息关联中的信息输入，至少包含以下任意一种或多种信息：

对车况的检查信息；

运输物品的名称；

所述物品在应急时的处置注意事项；

运输物品的源、目的地址、单位；

运输行为责任人的确认信息。

[0008] 一种道路运输事件应急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其中

所述的智能警示装置，至少包含定位、定向传感器以及占道

输入模块。

[0009] 一种道路运输事件应急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其中所述的动态信息关联时所输入的信息，用于事件时的运算、处理，也用于应急

时现场人员的决策。

[0010] 一种道路运输事件应急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其中所述的事件关联人含基于GIS及所述警示装置上报的位置信息、方向信息，通

过计算，获得事故点所归属的事件管理单位。

[0011] 一种道路运输事件应急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静态关联时，关联包含随运输车

辆携带的现场无线图像采集设备。

[0012] 一种道路运输事件应急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采用传统的语音电话方式通知

事件关联人时，将通知报文自然语言处理，在被叫接通后，文本转语音。

[0013] 一种道路运输事件应急的系统，其特征在于：

包含智能警示器、智能终端、以及由含网络接入模块、数据访问/接口模块、数据库

模块、GIS模块和协同模块、运算处理模块构成的后台系统；通过静态信息与动态信息关联，

将智能警示器、运输车辆、运输行为的责任人之间关联，并记录在系统数据库模块；

如果在运输中发生事件，驾驶员或押运员布置所述智能警示器，所述警示器通过

所述网络接入模块、数据访问/接口模块上报事件信息，所述运算处理模块运算、处理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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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述事件信息，并基于事件属性通过所述数据访问/接口模块通知事件关联人；

所述事件关联人通过所述协同模块协同处置事件；

其中所述动态信息关联时所输入的信息，至少包含所运输货品的名称；运算处理

的逻辑来自事件处理的逻辑模块。

[0014] 一种道路运输事件应急的系统，其特征在于：

包含智能警示器、智能终端、以及由含网络接入模块、数据访问/接口模块、数据库

模块、GIS模块和协同模块、运算处理模块构成的后台系统，应用了含[0006]‑[0012]段任意

一段所述的方法。

[0015] 一种道路运输事件应急的系统，其特征在于包含用于事件信息不能被事后修改的

区块链模块。

[0016] 一种道路运输事件应急的系统，其特征在于包含事件处理的逻辑模块。附图说明

[0017] 下面结合附图对所述方法与系统进一步说明。

[0018] 图1是所述的方法流程图。

[0019] 图2是所述系统的模块图。

[0020] 如图1所示，本说明书描述的方法含步骤A01静态信息关联，静态信息关联是将运

输车辆的信息，包含且不限于号牌、车辆类型、运载吨数等信息与随车携带的在事故时使用

的智能警示装置关联，这样在运输事件时如事故或故障停车时，使用智能警示装置，就能在

后台数据库中通过S01‑智能警示装置的唯一信息，系统检索到或自动弹出与其关联的运输

车辆信息，不限如类型、事故车的号牌信息、运输车辆的责任人如车主信息、安全员信息等。

又因为运输车辆，特别是危化品车辆，通常是企业拥有，责任人为业主法人、安全员等，甚至

还包含GIS管理员(国内危化品管理中的一个角色)。在出现事故时，其上人员均要对事件承

担相应责任，且在事件应急中也需要相关人提供更详实的信息，以配合应急、事故处置、调

查。而在事件(故障停车或事故)发生时，第一个法定动作是布置(智能)警示装置，所以通过

静态信息的关联，就可以在智能警示器使用时，系统检索与智能警示装置静态关联的车辆

的如上所述的多维度信息，而这些信息通常一般不会经常性变化，如危化品运输企业的法

人或业主，企业的安全管理员，或者车的类型，比如油气罐车不能随意改成拉集装箱的平板

车。

[0021] 通常，智能警示装置的设备编码或SIM/ESIM编码在系统中都是唯一编码，当警示

装置使用时，其与后台的通信报文中就会包含所述唯一编码，通过唯一编码，就能获知事故

车关联的静态信息(后台系统自动检索、主动弹出或基于该ID人工搜索)，如事故车的车主、

安全员以及车的相关信息，比如是否拥有合法运营车辆的证照。与静态信息关联相对应的

是动态信息关联，就如一辆运输车辆，今天可能运输A类危险品，明天运输B类，而且在危化

品运输中，押运员与驾驶员通常并不是与运输车辆是固定关系，通常是根据任务分配的，所

以需要根据出车、运输任务关联；但是，他们又是本次运输任务的责任人；当然，安全员也可

以动态信息关联，比如在其流程要求下，输入、确认车辆此次任务前的安检信息或者管理流

程需要的每次出车前确认输入的信息。

[0022] 动态关联的手段在本发明中并不限制，如采用扫描二维码的方式，采用手机的APP 

或如微信等有二维码识别的功能，扫描贴在车门或驾驶室的二维码，司机及押运员运输前

必需扫码后，进入了扫码APP导入的对应的人机交互页面(GUI图像用户界面)，选择如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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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任务的角色(如司机、押运员等或以数据库识别比对认证的方式，自动确定在系统中授

权的角色)，这样后台系统B的数据中就将这辆车与出车的驾驶与押运者关联。所以扫描二

维码，就可以识别出至少包含运输车辆的编码信息或能引导至该车辆关联数据，如车号牌

号或与该车可以唯一关联的号码，这样驾驶人员与押运员在进行运输任务的具体位置移动

前(运输行为)，就可以完成关联，从而在事件时，事故处置、应急人员能迅速掌握情况并在

需要时与其建立通信，以了解更详细的情况。

[0023] 当然也可以用专门的手机APP或小程序方式，如以车辆号牌为输入，从而在后台关

联(在驾驶室贴二维码方式会使司机与押运员无法忽视动态关联这个流程)，与静态关联不

同的是，动态关联者是执行本次运输活动的责任人如司机、押运员。

[0024] 上述个人有关的信息，都含人名及通信联系方式，不限于手机、移动终端上的社群

应用号等，用于事故时，应急单位与其沟通以获得现场信息或紧急通知其家人。

[0025] 在动态关联时，因为出车的司机与押运员要对运输安全负责，所以在A02动态信息

关联后，继续A04步骤，该步骤中包含以下几种信息至少任意一种：1、对车况检查的信息，比

如对汽车轮胎的气压、轮胎的健康情况、运输车辆的法规要求的反射装置、车灯情况等，做

一次出车前的安全检查，并在A04步骤中按照内如逐一填表并确认，从而确认车况能符合出

车条件；2、对所运输物品需要准确填写，含名称、属性等；3、针对所运输物品在事故时的紧

急处置手段，如紧急切断阀位置及如何关闭，危化品泄露时对人、对环境的紧急避险处置方

法；4、货物运输OD(源与目的地址)以及单位，以及规划货运路线、特别对爆炸物等的规划路

线必需符合地方指定路线等；5、其它对所运输物品安全的其它信息，如事故时，用泡沫还是

冷却方式，这类信息是随被运输品关联的，所以当货品输入清晰，则系统中可以预先对该运

输货品从消防、环保、医疗等多方面输入处置手段，从而在事故时，各单位可获得这些信息

从而有针对性出车、出人与准备对应器材，现场处置与后台医疗手段，比如盐酸腐蚀了病人

呼吸道与汽油烧伤，医疗应急单位的准备显然不同，所以这类信息当在对应事故后，都应该

按照各单位的关注，系统性的提供，从而让出现场与后台处置人员及早准备。当然，最后还

需要填写内容的司机、押运员确认，比如货品真实名称，运送数量，当然，在系统流程中，也

可以要求该运输企业的安全员，所运输产品的提供方，或者监管机构也在系统中确认，方可

上路运输，这样在现实中货运品类不清、押运员缺危化品处置经验、安全员与押运员业务盲

区的问题，能有最大可能的解决。而如果安全员、押运员、出车司机对运输中问题不能如实

填写确认时，系统中不予以确认可以运输活动；若强行出车运输，运输检查人员及时发现或

在安全监管人员检出后，则可以用严厉手段处置，从而以威慑角度让车况、运输品的信息的

精准度提升，押运员的专业度，安全员的责任度都有所提升，规避货品不清楚、司机、押运人

专业度低，事故后无效处置以及耽误上报等常见导致事当然，其中也可以包含危化品出货

单位的监管人员的确认与信息输入，以及收货单位的确认，从而规避货品在中途被倒卖的

情况(数量检查、过程中非按设定路线，无故停车卸货)，让一些危化品在运输过程中非法流

出的情况规避；所以运输行为责任人的确认信息是对事件时追责的或者监管单位检查时的

依据。

[0026] 上述的A01、A02、A04等流程输入的信息，均输入至B的后台系统中，该后台系统至

少含B01、B02、B03功能流程或模块。B01部分，是数据访问、交互、信息互联的接口，如对外的

GUI如网页(计算机端或手机APP或小程序访问的网页)，这样在动、静态关联时，输入相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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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而在APP扫二维码或图像识别码时，则是以扫码所识别出的信息为引导，直接进入GUI页

面，所以如上所述，二维码(也可是其它图像识别的编码)中至少含与车唯一代表的编码，通

过扫码识别出编码与联结，从而可以进入该车或与该车智能警示器关联的对应界面。

[0027] B01与A03通信时，可采用如MQTT等物联网协议，也可以是其它基于IP协议如TCP、

UDP、HTTPS等协议，从而与A03通过无线网络，与B01数据连接，从而获得  A03上传的感器的

数据以及面板上的输入的数据。

[0028] A03上传感器的数据含定位数据，比如北斗定位，A03上无线模块获得的移动基站

信息，从而可以辅助定位(如隧道中，GPS或北斗失效，而通过基站可获得在某隧道)，当然

A03上也可含与智慧公路路侧通信单元通信的无线模块，可以通过区段方式，获得定位。A03

上的方向传感器数据，与警示装置的光学面固定，从而能确定布置方向，获得事件所在道路

的事件方向，事件占道信息如事故车占了该事故点所处道路的车道，如1、  2、3车道，事故属

性如需要消防与环保的泄露、燃烧、爆炸、需要医疗救护的伤亡信息等，事件的占道与事故

属性，均在智能警示装置上有输入模块，方便迅速输入。后台基于  A03的位置信息与GIS的

道路信息，结合方向信息以及车道信息，就可以在全天候的情形下准确获知事故方向、位

置、占道，否则民用定位以及在电离环境等问题时，定位传感器如GPS等漂移过大，无法准

确，这样高精度导航或道路引导、信号系统就无法准确应对；A03上也可含风力、风向传感设

备，在布置时，就可以获得现场的风向与风力信息，后台从而根据货品的属性，现场的风力，

风向，事故点周边的居民群，泄露的程度，基于后台逻辑模块中针对这种货品的扩散特征，

模拟泄露的扩散范围，浓度等，从而在布置  A03时，各应急单位特别是负责疏散的应急单

位，就有完整的信息以用于决策，而不是如当前，只有在化防的人员到场后，根据仪器测试

结果，才组织疏散。

[0029] 当使用A03时，B01收到A03的数据，根据A03的唯一编码，A01至A04的数据，按照逻

辑，运算处理数据后，执行步骤B02，该步骤根据输入的数据及信息、事件的属性，在B01的运

算后，进行对应的并行的通知。例如，如果事件的属性含泄露，则通知含交警、消防、环保等

诸单位，如果事件仅为故障停车，则通知交警及道路信号管理单位。无论何种事件，均应该

通知导航服务商，道路信号单位，从而及时的通知事件点后续车辆避让，规避常态的因故障

停车导致的二次事故。而比如泄露有毒气体，则需要根据事故位置，并行通知移动服务商，

就事故区域进行基站及附近基站覆盖范围内的移动终端的及时通知含应对风险的手段，如

用湿毛巾捂鼻口，迅速撤离等。

[0030] B02流程是根据货品属性、事故的情况、事件的属性，在B01基于事件的属性信息及

B01中对应的处理、运算逻辑，在信息处理运算后，通知关联的利益相关体、事件关联人，如

环保、应急、消防、道路、交警、信号、医疗、导航服务商、移动运营商等以及事件点周边将被

影响的单位、组织(如村、镇政府基层单位)，过路车辆，所以需要根据事件的信息和逻辑的

运算处理，才能获知该通知哪些单位与哪些关联者，否则一个临时故障停车事件，则根本无

需通知上述所有人。B02通知手段含数字式，比如与关联单位通过网络互联，以报文、文本、

数据形式上传等，也可以是短信或富媒体短信形式，如通知事件点周边群众，比如事件属性

中含硫化氢气体泄漏；对于传统的语音电话方式，可以是语音方式，将通知的格式化报文，

转化为自然语言的方式，当被叫接听电话后，TTS(文本转语音)给被叫播放，这样并行对传

统应急单位的通知就可以用这种方式去执行，当然还可以采用对方确认方式，比如按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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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键确认，从而系统知道被通知方以及确认被通知到。对于现代的网络通信，都含双方协

定的接口形式，以具体的数据格式发送信息。本说明书也是针对现有移动通信系统缺陷提

出，如上述事件上报时，传统移动电话不可能一下并行呼叫2个以上不同属性应急单位，这

导致不同应急方就有先后顺序，可是事件发生是实实在在的，并不会因为现有通信及呼叫

中心制式问题而也按照顺序发生，所以采用了  A03装置以及B中的流程与支持系统，从而才

能优化通信系统、应急系统、事件检出更高效的方式以及危化品微观信息的掌握，从而才能

针对性、及时性、协同性应急。

[0031] 在被通知的事件关联人中也含车辆的业主，如法人、安全员、驾驶员、押运员等，所

述后台系统通知之后(按照事件属性而驱动与通知)，这些人员根据通知提供的访问连接

(如URL)，进入协同界面，比如驾驶人员、押运人员可以将现场视频、照片实时拍摄、通过协

同界面发出，而其它被通知的管理单位则获知现场真实信息，从而应急等管理单位有指挥

的信息依托(如现场的实时情况、之前A04步骤的信息输入，比如货品信息，货品的应急事

项)以及处警、应急人员在应急的路上也可以了解事态，实时在救援路径上进行准备、指导，

而不是当前在事故现场再了解、准备，导致事故肥尾。

[0032] 此外，之前所述的动态关联时的A04信息输入，则会对应急人员处置策略有质的帮

助，针对危化工品特征，无论应急力量派出还是周边群众疏散还是后台应急人员等均有的

放矢，实时快捷，彻底更改现在到现场再了解信息的常态，让大规模事故现场群众遇到风

险、群死群伤的情况尽可能不再发生。

[0033] 所以在B03步骤提供协同通信的资源，如数据共享(包含现场人员提供数据及 

A01‑A04的数据)，现场的图文，现场人员的留言、视频等桥接资源(语音、视频会议)，这样事

故处置的多方基于A03触发生成的协同资源，从而根据现场情况交互。

[0034] 此外，A03本身还可包含视频监控，通过4G/5G或者车路协同的路侧通信系统将现

场视频回传，从而第一时间获得除了数据外的包含现场视频的信息，从而应急指挥单位更

有效的处置(事故严重时，通常手持终端者都需要远离，而A03上的摄像机则可以忍耐化学

品毒气及一般的高温，甚至规模较小的爆炸)。

[0035] 当然，鉴于应急事件的特殊性，所以在B02执行时，可以增加一个人工确认或按照

流程的确认逻辑，自动的确认过程，从而防止误报的情形。比如根据警示器上报的信息与

GIS系统、现场人员上发的照片或者警示器上报的信息结合其上的图像分析等。当然事故人

部署警示器后，其智能手机上也含被通知，按照通知的链接进入并确认，即代表其确认了事

件，从而减少事件确认的时间周期，否则传统是电话确认，这对于危化品特别爆炸、燃烧品，

节省时间就是能降低伤亡与损失(传统应急呼救中心的事件确认在危化品事件中，完全不

胜任并行通知与事件信息的确认，这是因为信息量太大，太专业，普通接线员无法应对，记

录与调度相关资源)。

[0036] 因为A03提供的信息含位置，所以B02是根据A03提供的位置信息，在B上的  GIS系

统或者通过调用第三方GIS系统根据A03的位置、占道的方向(事故后比如高速路，中间的隔

离通常也影响救援，所以需要考虑事故车事故占道的方向)，通过计算、运算，获得事故地所

归属的事件关联单位或方便的单位，并向各单位通过含数字接口的方式上报(如果没有数

字接口区域可以用传统语音)，从而让各单位获知信息，并因为含B03，所以各单位经过B03

协同，当然B03也可以是公共的云计算化的协同资源体，以在协同处置风险时，为各单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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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通信协同资源。而本发明的所述的B系统调用公共的协同资源(如果有)，也可达成同样效

果。当然各应急关联的单位，在其主管的各部委或者以地域为范围，有数据接口，从而如B所

示的后台系统，可以向部委的数字接口通报，部委内部根据事件下发地方单位，或是向地域

的系统中心的数字接口通报，从而地域内系统中心向辖区内应急单位通知；当然在部委与

地方这些综合性质的系统中心不存在时，就是以事件位置为所属地域，向地域内的事件关

联的单位的数字接口提供事件信息，最简单途径也可以是向其值班手机发送含URL的信息，

值班人员进入URL就可以掌握现场的位置、事故情况以及严重程度，所以其再用传统手段处

置。相关的事件关联人因事件而协同，实际上，应急事件发生概率比较低，各地系统通常也

无整合性质的系统，所以采用本公开所示的B03，从而能让应急时各单位有协同的可能。上

述的本公开的方法，以有效的快速的获知事件信息，并以事件属性为驱动，结合应急的管理

条例、法规、流程，并行的通知事件关联的各单位以及个人，从而无论从规避伤亡还是弱化

事故成本与影响均有了极大的提升。

[0037] 此外，静态关联时，还可以关联随运输车辆携带的未来可能配置的现场无线图像

采集设备，该设备与车关联后，当设置A03后，就在后台建立了协同资源，当无线图像设备布

置后，自动连接到因A03布置而产生的协同资源，这样事故车配置多个设备后，事故时布置，

则可以多角度了解事故现场情况，特别化学毒气、爆燃可能场景，可对应急有帮助而让应急

人员中观测者伤亡的可能大幅降低，同时降低事故现场消防录像人员的风险，同时各级人

员第一时间介入事件处置；所以现场无线图像采集设备，其上也可以含风向、风力传感器以

及有毒气体探测传感器，在事故点周围部署后(最好上面有定位特别高精度定位传感器)，

从而可以从多个角度实时获知现场图像，风向风力，各监测点毒气的浓度。

[0038] 图2是本公开所述的方法所基于的系统示例，其中T01为智能警示器，其为事故/ 

事件时报告装置，装置以警示器为载体时，如汽车用的三角警示牌为载体，智能化该三角警

示牌，如上文所述含：卫星定位模块，与警示光学面相固定设置的方向传感器模块，事故占

道输入模块，事故属性输入模块，如事故、泄露等以及现场是否已经有死伤。此外还含无线

通信单元，其通过无线网络与所述后台连接，此外还含中央控制单元(CPU或  MCU)用于程序

运行及将数据通过无线通信单元发送后台。如果其上包含风向、风力传感器时，根据现场的

风速、风向以及所运输品的泄露时的属性，测算泄露范围，并根据  GIS上事故点该风向范

围，进行群众疏散，从而在事故发生后的数秒内，就可以由后台计算，实时通知或通过决策

者确认通知疏散，这比现在专业人员到现场后再组织疏散效率高很多倍(所述警示器请见

引用专利1所述的交通警示设备)。

[0039] 所以按照现有交通法规，在车辆停车或者事故停车时，第一法定行为是设置警示

牌，所以在设置T01时，T01通过后台的f01模块也就是网络接入模块，与f02数据访问/接口

模块数据互联，从而后台系统与T01建立数据互通互联。

[0040] 在图2中，T02为智能终端，其中智能终端1含智能手机、PAD或者桌面终端，智能终

端1(第一智能终端)功能为设定运输车辆与T01关联，如前文所述的静态关联，而智能终端2

为1、司机、押运员的智能终端，通常是手机，其在进行运输任务前，通过智能终端2进行动态

关联步骤，当T01设置后，后台会通知这类终端，这类终端上会提示，用户进入提示的页面，

在现场的人可以输入更完善的信息，如死亡数量、重伤数量、泄露液体、气体范围等，从而丰

富准确信息；2、事件关联者，参与B03协同的用户或者使用f09协同模块的用户，举例如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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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警单位接警后，传统是通过语音电话了解现场情况(事件确认)，比如位置、事故情况等，

而在本发明中，一旦消防处警单位人员接警后，单兵智能终端或值班手机(智能终端2)也会

接收到事件的通知，如URL(网页资源连接)，点击URL就可以进入协同界面，比如地图上事件

的位置、事故现场的照片、视频、动态关联中提供的运输品名称，化学属性，应急处置手段，

所需的应急装备等建议或执导信息  (鉴于防化的专业性，所以本系统的后台数据库中会有

针对化工品在事件时的应急手段，除了A04步骤的输入，还包含系统中专家经验的输入，专

家经验的输入由专业人员的确认并输入)。也就是智能终端2(第二智能终端)是事件深度关

联者，会参与事件协同，使用协同模块的智能终端。而智能终端3(第三智能终端)，这类终端

通常是智能手机，  OBU(车载单元)、车载导航。如果事件发生时，本公开所述后台通过互联

的公共服务系统如导航服务商，通知将被事件所影响的车辆，而通知是通过导航服务商从

使用导航服务的手机或汽车的导航装置如OBU通知到车辆/司机，从而让其提前规避，对于

自动驾驶车辆就是因事件而导致决策调整，含路径改变或变道避让；此外，还通过通知移动

服务运营商，以事故点位置的基站为事件通知点，通知事故点覆盖内的移动用户，通知信息

含防御措施比如撤离等。因为第三智能终端与本系统不直接互联，而是本系统通过通知第

三方。

[0041] 所以T01与T02终端都是通f01网络接入模块与后台系统建立网络连接，因为T01 

与T02通常都是基于包交换网络如4G/5G网络连接互联网或者以后的车智慧公路的路侧通

信系统，通过互联网与f01连接。比如对于T01，可以采用虚拟专网的方式互联(VPN) 或者也

可以采用IP的连接方式，其中数据包加密或加扰，(当然报文可以为明码)，本公开并不限制

具体连接的数据通道与数据加密方式。而对于T02终端，可以用T01的任何一种方式。

[0042] 所以f01模块中，通常含路由器与互联网互联，含防火墙等安全设备进行安全防

御，采用交换机等，与运行f02的系统等互联。

[0043] f02为数据访问/接口模块，该部分含Web服务，TCP/UDP等IP接口、协议的软件、应

用及系统，比如T01的设备可以通过MQTT接口协议与该模块的MQTT系统通信，从而将T01上

的传感器数据及输入数据接收。而对于第一、第二类智能终端，则可以用Web接口的服务(如

HTTP协议)，从而让终端可以动态或者静态数据关联，也可以在协同时，双向IP数据交互。此

外f02还可以用设定的接口，与第三方通信，比如应急指挥中心、数字接警平台、医疗救护单

位的数字应急平台、导航服务商平台，交通部或地方的各危化品相关管理单位，从而在事件

驱动下，连接各应急相关单位，f02使用IP协议及设定的接口方式与终端互联或与其它方系

统互联。

[0044] f03为中间件模块，其介于f02接口与后台各系统、应用模块之间，从而让各模块在

事件的驱动下，高效的利用各模块的资源、数据与运行结果，如T01发送事件信息后，通过

f03将上报数据写入数据库以及区块链，事件的逻辑处理模块在收到事件后以逻辑为驱动，

调用GIS数据计算信息，并以处置逻辑寻址通知事故地单位并通知，并将数据库中关联的数

据发送事故地处置单位。中间件的采用是因为危化品或者运输事故中是多系统并行处置，

所以对系统资源的调用、通信也是多方的，比如对数据库，每个模块都自己连接数据库，显

然系统无法高效运作，所以采用中间件模块，从而让系统的效率及维护都更高效，当然也可

以拆了f03，采用最古典的互联方式，每个系统因业务独自互联模式，问题就是系统效率低，

维护困难，扩展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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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f04是数据库模块，在该模块中至少存在一个库及表，实际上，针对本公开，如静态

与动态关联数据，现场事件、事故上报数据等均会保存或者被读取，事实上数据库的类型都

可能是多种，各库中因为业务目标，存在不同的表，不同的库，应用或终端的数据写入该模

块或从该模块中读取。

[0046] f05是区块链模块，其用于对应急事件的数据保全存储(事件后不可被修改)，从而

在事故调查时成为有效的证据，且因为其特征，导致数据是真实的，事故调查时，篡改数据

就变得异常高成本。f05模块的区块可以采用相关单位的监管链(公或者私链)，将数据写入

监管链，比如运输管理单位的监管链、城市应急系统的监管链或者类似的政府等管理、执法

单位的区块链系统，从而让事件、事故数据在整个国家系统运作时是共享的且防修改，以让

事故在法律调查阶段保持对真实数据的保留，以防止各种原因导致的调查失真。

[0047] f06为GIS模块，该模块可以是远端调用GIS服务，也可是本地的GIS系统模块，当

T01使用时，所上报的位置信息，结合GIS模块，才能计算出如“xx路，xx方向+XXX  米”这样的

信息，这是应急单位需要的位置信息(经纬度的信息通常是给导航服务商标注事件)，此外，

根据GIS的信息与T01上报的方向信息，才能计算出xx方向，还要根据事故位置及GIS的图

层，计算出事故点附近适合救援的应急单位(如距离事故点最近的消防单位，其装备能力仅

适于冷却作业，而事故的运输品恰恰不可以用冷却法，所以还要通知周围有能力处置的单

位)，所以在GIS的数据图层、数据库，或者根据应急情形，额外增加的数据如具体事件的区

域内，应急单位的位置、数字接口、应急单位的处置能力以及值班、应急电话、或者值班手机

等，从而在事件时，以事故点位置及属性为驱动，系统运算处理必要信息包含关于处置能

力，装备能力数据，比如是化学泄露燃烧事故，可能需要多种消防车辆，所以在通知时不但

需要通知该区域的指挥机关，还需并行通知周围有应急能力的实体，从而让传统的指挥单

位确认后再逐一调度的流程，简化为并行通知，并行调度协同，从而节省应急的响应与事件

整体的时间长度(比如事故地消防力量与装备能力无法应对某类危化品，则系统在逻辑中

就应该通知地方主管单位的同时，还提供现有能力数据，并建议通知更高级别主管单位协

助从异地调用应急车辆，这将原来人判断后才上升的应急手段在系统中可以直接根据资源

情况进行提示建议，显然会更优于事件处置)；在应急中GIS的数据相当重要比如前文所述

的该地域内的应急单位、联系方式，事件点居住区的情况，村或街道的值班电话等的联络信

息等。

[0048] f08是事件处理的逻辑模块，该模块中含基于事件属性的处置逻辑如泄露需要通

知环保、有化学处置能力的专业队伍、消防应急等，而有毒气体泄露，需要通知事故点附近

居民，如通过移动基站、居住点的村委、村负责人。所以对应处置逻辑至少含应急预案，专家

经验形成的处置逻辑或者运输品的特征导致的处置逻辑，所以该模块的逻辑是持续性扩展

特征，从而满足随着事件的各种情况，健全处置逻辑，如在桥隧中特定化工品的处置。如果

事件上报后，逻辑模块会根据事件的信息产生自动或者向应急人员提供的有效指导、发布

有效信息、创建资源等，比如现场事故，按照处置逻辑，产生事件号并在协同模块中生成协

同资源，并将资源信息发送至因事件属性及处置逻辑而通知到的事件应急人员、组织，从而

让事件处置者协同。在既往的运输中，因货品属性不清晰，现场人员到场后才了解，从而耽

误了救援或造成了大规模的损失，危化品事件处置与一般交通事故处置完全属性不同；此

外，逻辑模块中还有一些算法模型，比如硫化氢气体泄漏，其泄漏后的扩散模型，在特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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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风向下的扩散模型，这样在使用警示器时，警示器顶部区域的风向风力传感器返回值与

硫化氢扩散模型下计算，就能推算覆盖范围、大概在某个区域的浓度，从而应急更有效，此

外货品数量与泄露程度也很相关，这代表模型计算的结果与疏散范围；当然该模块中根据

气体、液体、爆炸物等不同品名的不同属性，都可以输入模型，比如运输了20吨硝铵，此时已

经燃烧，如果爆炸，则波及多大的范围，所以必须对该范围内的人立即疏散，而因为这个模

块中含了对应的计算模型，所以事件触发后，运算处理单元基于逻辑及模型计算，生成事态

模拟，从而让应急决策者立即行动。

[0049] 此外，疏散时可以用移动基站，对移动基站覆盖内的手机发送疏散信息，因为智能

警示器可以返回位置信息，以及所联基站的信息，所以这些信息可以通知如联通、移动这些

运营商，在位置区域及一定的范围内的基站，予以定基站的群发，从而通过手机，疏散群众；

此外GIS图层数据中，含街道办，村委等组织的等联系方式，一旦位置确定，事件需要疏散

等，则除了基站通知，还含语音电话TTS(Text  to  Speech)上述基层单位，从而快速响应疏

散。

[0050] 而协同模块，需要根据系统收到事件后生成协同的资源，协同的内容不限于现场

的照片、视频，现场临时性监控设备采集的现场视频，各种数据，各应急人员的通信、步话

(传统步话通信系统各单位使用各单位频点通信，所以导致多个应急部门之间协同困难)，

协同模块中包含如视、音频桥接资源，数据协同共享资源等，其均是基于软或软、硬件的协

同体系，根据应急而组合的数字系统。比如T01的现场视频，在协同模块的功能下，各应急人

员在去现场的路上就会掌握，而动态关联时输入的信息，则也会被各方获知，而泄露气体的

泄露范围会提醒相关应急人员在安全区穿戴防护装置，所以有针对性准备，而现场人员如

押运员，实时的语音汇报现场信息，则各方都可以实时获知。

[0051] 关于图像码生成系统，该系统比较简单，可以根据如车牌及访问连接(URL)，形成

图像码如二维码，该码打印后比如置于驾驶室，当押运员用智能终端扫描图形码后，进入动

态关联界面，从而以押运员角色输入信息，实现动态关联。

[0052] 上述各系统均基于运算、处理模块进行，该模块含实体的或虚拟的计算资源如 

CPU、内、外存储，可以是具体的服务器、服务器群或者是虚拟的云计算资源，上述各功能模

块的程序运行在该模块上，从而各单元基于各自程序，运行、处理各自的任务。

[0053] 在本公开的方法或者系统中，其中T01基于已经授权专利CN201811486312.2《一种

交通警示器及系统》，该专利是针对一般交通事件，而危化品运输车辆事件特殊，所以增加

了动态关联的使用方法，此外在警示柱上增加风速、风向传感器，从而才能应对危化品车辆

的现场情况；而协同模块，可见已经授权专利CN201810357591.6《一种面向通信场景及内容

的新型移动通信系统》,该专利可以通过事件生成连接，并将连接发送相关协同通信参与

者，从而让本无关的人因事件驱动而协同(无边界协同)。如异地运输时，当动态关联时，在

输入信息后，系统可以根据OD(运输的源地址，目的地址)及GIS系统的数据，从而能计算出

是跨区域运输，从而可以主动通知路径上的主管单位(数据库中检索路径区域单位，并用库

中记录接口、通信方式，发送信息以备案)，从而原来监管盲区问题得以解决(无法掌握异地

危化品运输)，且在事件时，区域内的单位被并行因事件属性而通知，并在接到事件信息后，

即全面的获知事件的信息与状态，而上述两项专利应用于本申请的方法后，更加有效的面

对危化品运输的场景，从而产生有效的结果，规避事故后通常所见的损失，如群死群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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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 此外在动态关联时，可与其其它主管单位的系统数据连接，比如一次运输任务，路

径上的各主管单位都收到数据，并按照管理逻辑予以确认或监管，这会让异地运输无监管

的现实问题得以解决，而如果流程中还可以包含需要危化品与供给化工品的单位的确认，

从而全链条中作假的成本会更高，从而从需求、供给、运输以及监管多端完成监管，规避运

输品的信息不清晰，中途卸货导致危化品失去监管，异地运输缺乏监管，需求、供给与运输

单位不能认真履行责任的情况，有所改变。

[0055] 此外，动态关联，让前述授权专利与车、车主关联的逻辑不同，以适合危化品运输

的实际状态，而在动态关联时的信息输入，则让应急结果有质的变化，同时，押运等人员输

入信息时，本身也是强制的含对本次运输品的处置知识培训、强化，以在事故时正确处置，

所以从方法与系统角度，以让危化品运输的现行难点问题得以解决；如果确认的真实性与

征信系统挂钩，导致运输等检查人员随机检查时，对瞒报信息的运输责任人在征信系统扣

分，直至吊销资格，这就会让运输责任人与其所服务的企业不再共谋(如明明车况不符合要

求，超载等，运输责任人却填写确认符合要求并提交信息)。

[0056] 上述方法与系统，是在对应事件后司机或者押运员还能按照安全培训或者法律规

定去应急处置，但在如遇到交通事故时，特别是交通事故较严重时，司机或押运员通常有或

轻或重的应激反应，而一般情况下，应激后的人并不能及时按照法律或培训逻辑处置事件

(大量因前车事故人员不能按照法律处置导致二次交通事故死亡情况表明，很多事故人员

在事故发生后的行为并不符合驾驶培训或法规规定的逻辑)，所以对于特别是危化品车辆

运输人员，应该配置如专利《一种提示、指导的方法、系统及机动车辆》所述的提示方法与系

统，根据危化品车辆OBU或含导航服务的APP，判断车辆停止的位置属性，或者运输车辆OBU

提供的故障信息，以此为驱动，启动事件提示，并提示运输人员，特别是与化学品特征相对

应的应急处置提示，这样动态关联时输入的信息，特别是应急指导信息，则在后台中被TTS

成语音，由上述专利所示的方法或系统提示。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最好是如该专利所示，使

用耳机类设备，这样司机事故撤出车辆外，仍然可以被持续提示(危险品车辆或者其它道路

车辆在占道的事故特别是高速，法定第一时间人撤出车辆，否则无论二次事故还是燃烧、爆

炸，都会导致伤亡)，这种提示系统，所引用专利是专门给事故  /停车人员设计的技术，以减

少停车后处置不当造成二次事故，而在危化品运输中，是针对性的根据车的信息车上应急

装置的信息，动态信息关联的信息，生成TTS，针对运输责任人指导。

[0057] 本公开是针对现有货物运输特别是危险化学品运输而提出的方法与系统，以解决

事件时检出、确认事件严重滞后，各事件利益相关体无协同、运输人员现场应激后不按照规

程处置(曾有化学品车辆事故后，运输人员害怕而未报警，导致大量伤亡事件)、异地运输，

监管单位对运输行为无监管，应急单位对货品不了解，导致无法实时处置或陷入危险，导致

应急人员伤亡；现场泄露、爆炸等根据信息提前测算等。本公开也是组合应用本申请人之前

已经授权的多个专利技术，从而以应对危化品运输的难点问题，此外所述后台中还含TTS或

调用TTS的能力，将文本信息自然语言处理，并TTS成简短明确信息，无论通知电话关联者还

是指导司机或者押运员，当然这些提示信息也可以是给出现场路上的现场应急人员提示。

[0058] 对于事故现场的其它权责范围的应急人员，如还没有被报警通知，正好路过该事

件车辆的交警(如巡逻路经)，其可以通过其单兵系统通知交警系统，但对于全局性的掌握

就缺乏信息，但可以用单兵终端进入本系统的交互界面，含用APP或URL，进入信息以车牌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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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为定义，则可以如被通知的其它人应急人员一样掌握危化品信息，处置手段，加上该交警

的经验与交警系统的通信连接，则可以理论上高于因为现场有交警到场的效率。

[0059] 而在行驶时，该APP始终因为定位信息的变化而在激活状态，所以可以获得位置变

化的信息，这样当动态关联时，除了车上的定位系统以外，还含了对APP的定位追踪，这样全

车至少有3个定位系统追踪，这样在后台可以用数据方法来计算被关联汽车的轨迹、运输人

员数量是否合法、路径中是否有违规行为等(如停车，但不报，其它工业单位停车但不属于

下货目的地)。

[0060] 本方法与系统的后台，可以以一个主中心的方式建设，这样每次运输任务情况都

是先进系统，被通知地方监管后才开始位移(动态关联)，而且在事件时，任何地方的应急人

员都可以接入中心，从而获知相应的事件信息；当然也可以种一个总中心多个分中心，分中

心管理区域内的协同以及区域内各单位的接入。

[0061] 本公开所包含的方法与系统，本领域技术人员，均可以按照本公开的文件来实现，

从而让交通运输事件特别是危化品车辆的事件处置效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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