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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中的情景及 
情景-应对理论综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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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非常规突发事件频发，由于其自身具有不可预测性、复杂性和小概率事件等特

点，常规的“预测-应对”模式已经难以有效地应对非常规突发事件，“情景-应对”是应对非常规突发

事件的基本范式，基于此，对情景及情景-应对理论的研究已成为非常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域中的研

究热点，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展开综述研究，为未来非常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研究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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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人类社会在不断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社会生

态耦合系统也在不断受到由于人类社会自身所产生

一系列事件的冲击。追溯到我国改革开放时期，社

会、政治和经济发生了较大转变，与之相对应的产

业结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出现了大变革的态势，

各种矛盾凸显。当今社会，全球政治经济多元化发

展，导致格局千差万别，非常规突发事件日益频发，

给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创伤和危害。

如典型性肺炎、H1N1禽流感、“5.12”汶川特大地震、

7.23动车事故、云南镇雄山体滑坡等事件，无一例

外的均具有非常规突发事件突发性、难以预测性等

特点[1]。非常规突发事件是“情景依赖”的，事件

是由情景来表现的，“情景-应对”模式是应对非常

规突发事件的有效模式。因此，传统的“预测-应对”

的应急决策范式已不适用于非常规突发事件的应急

管理，必须向“情景-应对”的应急管理范式转化[2]。 

一、非常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情景理论

研究 

“情景-应对”已成为有效地应对非常规突发事

件的基本范式，情景的研究则多集中于对情景的界

定、情景要素和情景表达三个方面。 

（一）情景的定义 
情景中其实也包括了预测，只是侧重点不同，

预测更多的是指基于现实的数据或案例，对未来进

行判断和识别，而情景具有多样性和不确定性，更

多的是一种愿景的构建，愿景有不同，从现实到愿

景的过程中有不同的路径，就会导致最终的情景大

不相同。“情景”是对未来愿景的一般描述，是一个

过程，从开始到最后的实际情况的说明或描述[3]，

情景不等同于预测，更多的强调情景本身是一系列

预期可能出现的状况的集合[4]。情景是通过一系列

当时图景所表达的假设的将来[5]是对整个过程的判

断，通过概率来界定和判断未来可能出现的一系列

的状况，情景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更多的是对未

来可能出现的每一种状况的提炼，是一种可能的假

设或是判断[6]。情景同样也是具有很强的预见性，

强调了其在整个过程中具有很强的因果关系，层层

相扣，把握真实细节的未来状况[7]，是关于未来可

能实现状态的内部一致的叙述。 
情景可以视为是对整个过程发生发展可能并不

确定形成的一种状况的揭示或描述。其主要的内容

包括了从定性和定量角度出发的状况的展现，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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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所有不同层级因果关联的不确定性的揭示[8]，它

是在对已发生过的事件及其内在演化规律总结的基

础上，或是将应急管理中的每一个问题和状况的重

构而形成的愿景[9]；情景也可以视为是一系列参数

的集合，有不同的颗粒，代表着不同的状况或点，

运用函数关系将情景颗粒连接起来，形成情景。不

同的参数，不同的函数，所表达的情景千差万别，

各具特色，既是对过去的总结，也是对现实的分 
析[10]，考虑外部环境的变化因素，将其可能的发展

轨迹，以时间为导向，按照一定的逻辑和关联展开

的分析研究[11]。基于非常规突发事件应急决策管理

的角度来分析，情景是一种情势和景况的综合体，

是根据决策主体对事件发生发展及其未来传播演化

趋势的一种判断和分析。情势更多地强调一种过程，

有决策主体主观意愿的过程，景况更多的是一种状

况的描述，体现不同主体意愿下不同的表达，所产

生不同的情景[12]。 
（二）情景要素 
所谓要素，是构成事物的必要因素和组成部分，

反映了事物的实质或本质，是组成系统的基本单元。

情景是由要素构成的，要素是情景的构成单元，也

是分析情景间关系的重要依据。研究情景，就必须

研究情景要素。情景要素是指表现、反映非常规突

发事件发生发展状态与趋势的主要因素，包括指标、

数据等。以地震为例，情景要素包括震中、震级、

震源、受灾范围、伤亡与受灾人数、房屋与建筑物

受损、基础设施破坏、灾区地理气候条件等。情景

结构则是指情景的要素构成及其相互间的作用与关

系，即要素间的关联关系。 
关于情景要素的结构和内容，理论界进行了广

泛的探讨。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的刘铁民教授从突发

事件应急预案的视野，将非常规突发事件情景设计

为三维结构：情景概要（包括事件简介、概要描述、

制定应急预案的要点提示等）、灾害后果（人员伤亡、

财产损失以及灾害在不同时空的影响）、应急任务

（预防、监测预警、灾情收集与评估、应急响应、

人员救援、医疗救援、现场保护与整理、防止灾害

扩散、恢复等）[13]。 
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姜卉博士则从灾害形成机理

的视野研究情景，将情景的要素分为灾害体（导致

事件发生的灾害本身，有着自身的发生发展规律）、

受灾体（由于灾害体的发生受到不良影响的人和物）

和抗灾体（为了消减灾害体受到的损失所作出的决

策、处置突发事件的人员以及所运用的各种物质资

源、信息资源等）三个维度[14]。灾害体、受灾体和

抗灾体的角色可能发生转换，有因果关系。 
哈尔滨工业大学王颜新、李向阳从灾害动力学

的角度认识情景，是由一系列要素构成，分为构成

要素与驱动要素，具有很强的结构性。情景结构要

素包括致灾因子（推动事件发生发展的直接致灾因

素的集合，致灾因子可以划分为自然的与人为的因

素）、承灾体（各种致灾因子施加作用的对象，包括

物质世界、人类生活与社会系统以及生态系统等）

和孕灾环境（致灾因子与承灾体所处的环境）[15，16]。

情景驱动因素（情境作用因子）则是指对情景演化

转化起主导作用的影响因素，包括决策主体应对事

件的主观能动性和影响事件本身发展的要素。王颜

新还对情景要素之间具有如下作用机理进行了分

析，这些作用机理包括：致灾因子直接作用于承灾

体，致灾因子之间形成链式效应然后作用于承灾体；

致灾因子作用于承灾体相互作用形成新的致灾因子

或承灾体，产生破坏效应以及情景驱动要素对情景

结构要素产生双向影响效应。 
上述三种划分，从形式上看，差异极大，但是

仔细分析就可以看到，三种划分中，情景概要、灾

害体、致灾因子三者之间有许多共性。灾害后果、

受灾体、承灾体三者高度相似，应急任务的承担主

体就是抗灾体，抗灾体则置身孕灾环境，同时，部

分孕灾环境也包括或者交织抗灾体和承灾体。鉴于

非常规突发事件的情景具有主客观融合、静动态结

合、时空纵横的特征和为应急决策、应急管理提供

借鉴的角度，可以将非常规突发事件的情景要素设

计为包括致灾体（Causing）、承灾体（Bearing）和

抗灾体（Fighting）的三位一体结构（简称情景要素

CBF结构）。 
以情景为线索研究非常规突发事件演化规律，

尤其是在事件的初期，如何收集多元异构信息（数

据），如何实现多元异构信息融合，如何通过基于知

识和智能的数据挖掘技术挖掘、识别与评估非常规

突发事件进程的影响因素，尤其是关键影响因素，

分析影响因素之间的关联关系与作用机理（既包括

维度内要素间的关系确定，也包括维度间要素间的

关系确定，要素之间的作用类型、作用机理）。从实

现对情景的状态、情景的演变、情景演变结果等的

把握，发现情景要素的异常状态（表现为异常数据），

研究异常数据与事件演化的关系。 
（三）情景表达 
突发事件情景的表达有多种形式：如散文式、

表格式、事件树形式，图形化表达式、数学表达式、

网络表达式等。情景的网络表达能够对事件的当前

状态以及未来的演变趋势、影响事态发展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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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这些因素发挥作用的力量等有一个清晰直观概

略的展示[14]。同时，非常规突发事件情景要素的网

络，能够运用随机网络模型，因而得到广泛的应用。 
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姜卉、黄均将非常规突发事

件网络表达的元素设计为情景（State）、处置目标

（Objective）、处置措施（Measure）、情景自身演变，

简称SOM表达[14]。   
运用PSR模型（压力-状态-响应）的思想，在压

力（事件致灾体）、状态（后果灾情承灾体）、响应

（应对举措人为干预抗灾体）等因素的基础上，将

非常规突发事件的推演过程引入，构建了非常规突

发事件情景的新的表达框架[17]。 
情景表达，要能够比较清晰、准确和完整地表

达情景的要素及其相互关联，便于后续的情景建模

和情景演化分析。比较“SOM表达”与“PSR表达”

两种情景网络表达方式，相同之处是，两种表达方

式都由四个表达要素构成，都有表现某一时点的情

景状态和事件演化的要素，都有基于情景状态的应

对举措（“PSR表达”称为响应）；不同之处，一是

在“PSR表达”中是状态所面临的压力，是处置措

施的驱动和诱因，而在“SOM表达”中是状态所确

定的处置目标，是处置措施的结果和归因，一个是

在网络表达的始端，一个是在网络表达的终端，二

者的差异似乎有些南辕北辙。二是表达要素的作用

机理有所不同。 
就表达要素的差异而言，“压力”为始端，目标

为终端，如果只是一个环节，确实是两端遥远。但

是，非常规突发事件是一个情景链，因而往往首尾

相连，首尾交织，首既是尾，尾也是首，在此为尾，

在彼则为首。目标为当前情景的追求，但完全可能

成为下一情景的压力（或者成为压力的来源之一）。

因此，孤立地看，“SOM表达”与“PSR表达”的要

素差异明显。但是动态地看，连续地看，两种表达

的差异不大，可以弥合。 
就作用机理而言，“SOM表达”表明，处置目标

是由情景目前状态、处置措施、事件情景自身演变

趋势与规律三者所决定的，这有一定的合理性，但

是也存在一定的缺陷：第一，在作用机理中，情景

目前状态、处置措施、事件情景自身演变趋势三者

之间没有关联，相互独立；第二，处置目标是由情

景目前状态、处置措施、事件情景自身演变趋势与

规律三者所决定的，这只是现象或者表象，更为确

切的表述，未来（下一阶段）的情景是由情景目前

状态、处置措施、事件情景自身演变趋势与规律三

者所决定的。因此，这里的处置目标应该是未来情

景（处置目标实际上是处置措施欲达到的目标）。如

此一来，“SOM表达”的作用机理与“PSR表达”的

作用机理具有了一致性。 
对于“PSR表达”，在非常规突发事件中，压力

的施加主体是致灾体，可以将状态设想为灾情后果

或者承灾体状态、响应为抗灾体的应对举措，则

“PSR表达”与“情景要素CBF结构”更具对应性，

作用机理更加清晰。“SOM表达”则比“情景要素

CBF结构”需要更多的联接。对于非常规突发事件

的情景表达，本文更加倾向于采用“PSR表达”。 

二、非常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情景-应

对理论研究 

“情景-应对”已成为有效应对非常规突发事件

的基本范式，其是在“预测-应对”的基础上形成的，

“情景-应对”更加强调分析事件的内在构造及其影

响因素的，是基于此进行预测的风险管理[15]。由于

非常规突发事件具有自身的特点，且其可能导致更

为严重的次生衍生耦合事件，应根据不同的“情景”

来对非常规突发事件展开应对。其中，“预测-应对”

的模式很难有效地应对非常规突发事件，基于“预

测-应对”的“情景-应对”才是非常规突发事件应

急管理的新模式[18]。非常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模式

的转变，更加强调必须对情景和情境展开深度剖析，

并通过过去已发生的事件和虚拟的事件及数据，对

情景进行再界定，是非常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基

础[16]。随着空间信息技术（GIS、RS、GPS）的发

展，以数据处理和分析为主的灾情快速评估方法成

为主流，主要包含有基于3S的数据挖掘以及多目标

决策方法[19]。另外，通过灾前模拟或者建立相应的

情景，可以准确、快速进行灾情评估，因此基于情

景分析的方法也逐渐被国内外学者认可[20]。 
“情景-应对”就是在对过去事件发生发展及其

演化规律认识的基础上，提出应对的方法。从情景

要素的角度考虑情景，是将不同的要素进行重新搭

建形成不同的情景，并对此进行情景应对[21]。“情景

-应对”非常规突发事件，强调其过程研究，解决了

在应对非常规突发事件中的信息的准确性和难以预

测性等问题[22]。基于非常规突发事件所具有的突发

性、难以预测性等特点，很难凭主观经验对其进行

预测，必须运用情景来对非常规突发事件进行应对，

然而如何构建情景，成为重要的问题。情景应以信

息、数据和知识为基础，运用数学建模和计算机仿

真等方法，并与应急方案相联系，将个人心理因素

等考虑其中[23]。凭决策主体的主观经验对非常规突

发事件进行应对是传统的非常规突发事件的应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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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但由于事件具有突发性及难以预测，导致传统

方法已不能很好地对其应对，提出情景分析法可以

有效地应对非常规突发事件，并据此建立了针对不

同情景的不同决策准则[24]。关于情景-应对理论，认

为其是有效应对非常规突发事件的新模式已成为不

争的事实。有学者认为，运用情景应对非常规突发

事件，首先要对情景进行剖析，研究构成情景的情

景要素的类型和内容，认为情景是以时间为导向的，

不仅仅要把握静态情景的基本状况，还要用发展的

眼光来挖掘情景中状况或状态的发展趋势等[25]。基

于对情景表现、情景要素和情景之间关系的认识，

从全过程的处理非常规突发事件的角度入手，提出

了针对不同阶段的情景表现的构成和选择的过程，

为应对非常规突发事件提供了借鉴[26]。构建“情景-

应对”型非常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原理，并基于此，

展开对非常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模型与方法的研

究。面向“情景-应对”型决策，与国家应急平台体

系相融合，构建非常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整体集

成平台，并进一步基于该平台，形成考虑非常规突

发事件情景演变与主体决策过程的模拟仿真与集成

应用示例，提出了以数据和信息为基础，考虑主体

心理活动，并运用数学模型和方法，进一步与实际

事例过程进行比较研究，所形成的有效应对非常规

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理论[23]。 

三、结论 

通过对现有的关于非常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中

的情景及情景-应对理论的相关文献梳理与回顾，可

以得到如下基本结论和启示借鉴： 
1．对非常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情景及情景应对

理论研究起步较晚，应急管理的研究国外更多的是

以2001美国9.11事件为起始点，我国则是从2003年
非典后才开始。由于非常规突发事件的日益频发，

应急管理刻不容缓。2009年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管理学部牵头，与信息学部和生命学部共同提出了

重大研究计划即非常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研究，提

出了情景-应对是有效应对非常规突发事件的新模

式，属热点和前沿创新研究领域。 
2．非常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由“预测-应对”

转向了“情景-应对”。情景及情景应对的理论研究

相对较少，且均是根据各自所研究专长展开研究，

各自都具有自己不同的特点，主观性较强，其中，

国外研究中，美国提出了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十五

种情景，形成案例库；国内研究中，更多是将情景

细化，从情景表现、情景表达和情景要素等方面展

开刻画性和描述性研究。 
综上所述，对“情景理论”、“情景-应对理论”

进行文献综述，我们发现，情景及情景-应对理论在

不断深入研究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机遇，同时为

主要研究非常规突发事件应对情景所需的表达要

素、构造方法和推理模型，针对表达要素的时空数

据信息、复杂影响和制约关系、不确定行为和特征

等，研究案例分析和模拟推演相结合的不确定性推

理和情景推演方法，研究情景数据融合，情景推演

规律及情景异常数据对突发事件演化规律的影响等

非常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中的情景构建理论与方法

奠定了基础，从而为解决“非常规突发事件应急决

策理论”这一科学问题提供支持，进而为有效有序

地应对非常规突发事件提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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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unconventional emergencies occur frequently. Due to its characteristics of 
unpredictability, complexity, and small probability events, conventional "Prediction - response" model has been 
difficult to effectively deal with unconventional emergencies. "scenario - response" is a basic paradigm to deal with 
unconventional emergencies. Based on this background, research on scenario and scenario-response theory of 
unconventional emergencies has become a hot point in the areas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Review on present 
literatures can sort out the direction of future research and it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work in 
unconventional emergency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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