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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高校社会化、国际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各类突发事件在高校时有发生，并有逐 

步增加的趋势。为了提高高校应急处置能力，根据高校突发事件的现状和特点，融合CBR(案例推 

理)和RBR(规则推理)两种先进的人工智能方法，构建了高校突发事件应急辅助决策专家系统， 

提出了系统的整体框架和工作流程，并讨论了CBR和RBR的具体设计，为解决高校突发事件中的科 

学决策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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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教育部为适应教育系统应急管理工作 

的需要，充分发挥专家在应急管理方面的决策咨询 

和技术指导作用，科学预防和妥善处置突发公共事 

件，根据 《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规定，成立教育部 

应急管理咨询专家组，作为教育部应急管理工作的 

咨询机构。 由此可见专家的技术指导在应急管理中 

的重要作用，然而这并不能及时有效的解决全国上 

万所高校普遍存在的应急决策问题。 

因此，本文提出把案例推理和规则推理两种人 

工智能技术相结合构造一套针对高校突发事件的应 

急辅助决策专家系统，以提高学校应急决策水平， 

减少应急决策失误。 

高校突发事件概述 

高校突发事件是指在学校正常运行中突然发生 

的、严重偏离学校运行常态的、可能会对学校 日常 

工作造成重大冲击或对师生的安全构成明确威胁的 

爆发性事件。 

高校突发事件按事件类型可划分为五种类型： 

政治类突发事件、公共卫生类突发事件、自然灾害 

类突发事件、治安、安全类突发事件、管理类突发 

事件。 每种类型对应的诱因、特点以及例示如表 1 

所示。对高校突发事件的知识型描述，首先就是要 

对事件的时间、空间、气象、类型、程度等特征进 

行分类分析、抽象界定，进而形成可供推理决策的 

案例库和规则库。综合高校突发事件研究成果，得 

出高校突发事件案例特征表，如表 2所示，此表是 

构建高校突发事件案例库和规则库的基础。 

表 1 高校突发事件类型、诱因、特点、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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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高校突发事件案例特征 

二、系统整体框架与工作流程 

(一)系统的整体框架 

本文设计的基于 CBR和 RBR的高校突发事件应 

急辅助决策专家系统的整体框架如图 1所示，系统 

由三个模块组成：用户模块、推理检索模块和预案 

生成模块。用户模块即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指挥中心， 

主要负责接警信息的显示，以及对 CBR的检索或者 

RBR推理参数的设置。推理检索模块包括 CBR系统和 

RBR系统，两个系统相互协调共同维护预案数据库， 

并根据设置的推理参数生成应急辅助决策预案。 

用 

户 

界 

图1高校突发事件应急辅助专家系统整体框架 

(二)系统的工作流程 

CBR和RBR协调生成应急辅助决策预案的过程如 

图 2所示。系统构建的指导思想是以高校突发事件 

案例特征表为系统分析主框架，整理搜索出以往突 

发事件案例，包括突发事件基本信息和应急处理方 

案，并对这些数据进行预处理得到规范的可用计算 

机存储和处理的案例，然后通过这些案例建立一个 

初始的案例库。高校通过实时监测获得学校内外部 

各种信息，当紧急情况发生时，高校应急响应职能 

部门启动应急辅助决策专家系统，通过事件的各种 

特征检索案例库，获得与当前突发事件相似度较高 

的已有案例的应急处理方案，作为决策参考，并对 

结果进行评估，然后保存在案例库中。如果不存在 

案例满足当前情况，则用户使用 RBR系统生成新的 

案例，并把新的案例作为当前情况的决策参考，然 

后记录执行效果，最后把案例和执行效果一起存储 

在案例库中。案例的增多将逐步提高系统的效率和 

准确性，从而实现系统的自动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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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高校突发事件应急辅助专家系统工作流程图 

三、系统设计 

(一)GBR系统的设计 

CBR系统的案例以数据表的形式存储在数据库 

中，案例的表示通常包括案例的特征信息和相应的 

解决方案，案例的特征信息主要依据高校突发事件 

案例特征表 (表2)。 

CBR系统的执行可细分为3个子过程：特征辨识、 

初步匹配和最佳选定。特征辨识是指对当前突发事 

件进行特征获取，这个过程主要依据高校突发事件 

案例特征表。初步匹配是指使用上述特征作为案例 

库的索引从案例库中检索到对当前事件的解决有参 

考价值的一组相似案例作为参考的依据。由于一般 

不存在精确匹配，因此要对范例之间的特征关系进 

行相似度的计算。在检索过程中，用户可以设定阀 

值，系统将显示出大于阀值的所有历史案例，阀值 

是一个可以调节的值，如果选出的备选案例较多， 

用户可以调大阀值，反之，可以调小阀值。最佳选 

定是指根据相似度的计算结果从初步匹配过程中获 

得的一组候选范例中选取一个或几个与当前问题最 

相关的范例。 

CBR系统的核心过程就是案例的相似度检索。案 

例的情景是由许多特征组成的，要计算案例问的相 

似度，首先需定义案例特征的相似度，其计算公式 

如下 ： 

Sim(Vi， )=1一 ( ，Vj)=1一dU 

d =vi-vjI 

(1) 

(2) 

Sim(V ，V )表示案例 V 与 Vj的相似度大小， 

d J==V 一Vj表示案例 V 与Vj的距离大小。 

有了相似度的定义，下面我们要计算案例问的 

相似度。在计算的过程中，必须考虑组成一个案例 

的各个特征相似度综合在一起形成的效应，即案例 

多属性之间距离的叠加来定义案例的相似度大小。 

常用的典型距离定义有： 
Ⅳ ． ． 

do-：∑IVik— I (3) i
= l 

上述定义只是一般的定义，它把各特征所起的 

作用视为相同，事实上各特征对一个案例整体上的 

相似度有不同的贡献，因此还需要加上权值，权值 

的大小由专家制定。即上面的公式可以写成： 
Ⅳ ． I 

{，：∑IVik一 I (4) i
=l 

其中，w 为第k个属性权值的大小，一般要求 
Ⅳ 

∑W =1 
k=l 

d(V ，Vj )表示第 i个范例和第 j个范例在第 k 

个属性上的距离。 

有了距离的定义，就可以类似的得到两个案例 

间相似度的定义： 

Siml，=l一 ， ∈[0，1】 (5) 

选中最佳案例后，结合当前突发事件的具体情 

况以及相关专家的意见对案例的解决方案进行适当 

修改、调整，即得到最终决策方案。当案例库中不 

存在合适的案例，则使用 RBR规则推理提供应急决 

策方案。 

(二)RBR系统的设计 

RBR推理系统的工作原理是基于规则原理，将 

RBR引入到本系统是为了弥补当前案例内容不全，提 

高系统的实用性。RBR主要包括相关的应急预案，如 

国家总体应急预案、国家专项应急预案、国务院部 

门应急预案以及突发公共事件地方应急预案，具体 

包括：省级人民政府的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专项应急预案和部门应急预案；各市 (地)、县 (市) 

人民政府及其基层政权组织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 

案；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 

发事件应对法》、 《民法通则》、 《中华人民共和 

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校内学生意外伤害事故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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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程序》、 《校车交通事故的应急处理程序》、 《学 

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中华人民 

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 

生法》等；应急管理的建模与优化方面的相关实践 

和研究成果，其中包括人员应急疏散模型、应急物 

资的优化调度模型等；以及教育部应急管理咨询专 

家组针对高校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相关研究成果。 

RBR推理系统将上述理论知识转变为计算机可 

存储和处理的知识，即生成产生式推理规则，建立 

知识库，用户输入相关条件检索知识库进行推理， 

得到与用户输入条件相近的突发事件基本信息，提 

供给用户作为决策参考。这个方案一方面作为本次 

突发事件的辅助决策参考，另一方面，当突发事件 

应急响应结束后，需要有关应急管理职能部门以及 

应急管理专家一起对应急响应的工作过程进行评 

价，以及充分总结应急管理经验并发现存在的不足， 

从而依据当前事件应急响应的决策方案及其评价对 

新案例的解决方案进行完善提高，并存入案例库， 

实现 CBR系统的增量式学习。 

四、结论 

本文通过对高校突发事件进行深入分析，总结 

出高校突发事件类型、诱因、特点、例示表和高校 

突发事件案例特征表，并在此基础上综合运用 CBR 

和 RBR两种人工智能技术，进行高校突发事件应急 

辅助决策专家系统的构建研究。在该系统的支撑下， 

通过人机交互，生成应急辅助决策预案，为解决高 

校突发事件中的科学决策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 

路。基于 CBR和 RBR的高校突发事件应急辅助决策 

专家系统的实现可以依托于已有的案例推理和规则 

推理系统开发平台，也可以自行组织人员进行开发 

实现，这有待于在具体的应用中进一步讨论。 

参考文献： 

[13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成立教育部应急管理咨询专家组并公 

布第一届专家组名单的通知[EB／OL]．[2010一O1—19] 

http：／／202．205．1 77．9／edoas／websi te18／20／Info12705 

32976119820．htm 

[2]计卫舸，武宇清．高校突发公共事件的特征、类型及诱因 

分析[J]．河北科技大学学报，2007，7(4)：2-5． 

[3]施雪华，刘耀东．中国高校应急管理的意义、问题与对策 

[J]．新视野，2011(2)：39—42． 

[4]罗杰文，施智平．等．一种 CBR与 RBR相结合的快速预案 

生成系统[J]．计算机研究与发展，2007，44(4)：661—663． 

[5]孙殿阁，孟燕华．等．基于案例推理的城市典型灾害应急 

处置专家系统构建研究 [J]．中国安全生产科学技术 ， 

2012，8(2)：59—63． 

[6]史 忠植 ．高级人 工智 能 [M]．北 京：科 学 出版 社 ， 

2006：137—139． 

[责任编辑 陶爱新] 

Study on decision support expert system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mergencies 

CAO Lu ，JI W ei．ge 

(1．College ofEconomics and Mmanagement，Hebei University ofScience and Technology，Shijiazhung 050018，China； 

2．Administration Office，Hebe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hijiazhuang 05001 8，China) 

Abstract：W ith the deepening of soci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all types of emergencies have often 

occurred in universities，and fiend to increased gradually．In order to raise the university emergency recovery 

capability，according to current situ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university emergency，two kind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iques，case based reasoning(CBR)and rule based reasoning(RBR)，are combined to construct a 

decision support expert system of un iversity emergency．The basic framework and workflow of system are 

provided and the specific design of CBR and RBR are discussed．A new approach for solving scientific decision 

making in university emergency is prov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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