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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管理系统信息收集较为分散，无法对安全应急事件提供对称信息，不能进行及时决策，导致灾后重建工作量成本

过大。因此，以下基于人工智能研究智慧园区的安全与应急一体化管理系统。在硬件设计上，建智慧园区统一管理架构，整

合智慧园区的信息数据调度能力，并设计了安全应急一体化管理模块，以准确分析不同类型的安全事件；在软件设计上，基

于人工智能构建智慧园区信息数据库，协同信息数据实现安全应急一体化管理。以智能航站楼的火灾疏通人数为测试对象，

通过系统和传统系统的信息查询对比，新系统对应急人数的信息管理效率远远高于传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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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formation collection of traditional management system is relatively scattered, unable to provide symmetrical 

information for safety emergency events, and unable to make timely decisions, resulting in excessive workload and cost of 

post-disaster reconstruction. Therefore, the following is an integrated safety and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 based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search smart park. In terms of hardware design, we built a unified management architecture for the smart park, 

integrated the information and data scheduling capabilities of the smart park, and designed an integrated security emergency 

management module to accurately analyze different types of security events; In terms of software design, the intelligent park 

information database is built based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integrated management of safety and emergency is realized by 

cooperating with information data. Taking the number of fire evacuation personnel in the intelligent terminal as the test object, through 

the comparison of information query between the system and the traditional system, th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efficiency of the new 

system for the number of emergency personnel is far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tradition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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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前人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人

工智能通过模仿人类行为动作以及思考方式不断地学习

和训练，对事物进行全面化和系统化的分析，在综合整理

数据信息的过程中做出准确判断。安全应急管理建设指的

是在信息化的基础上，对安全领域的延伸和拓展管理，对

现有的安全数据进行整合和提取，通过对原有安全突发事

件的信息进行整合，对现有突发事件有效实施应急措施。

整个过程是对海量数据的提取和分析，在预测的基础上借

助信息化手段实现对突发安全事件的动态把控。智慧园区

的建设主要是在信息集成化的管理下，统计用户的历史信

息和个人信息，收集能够采集到的所有影响安全事件的因

素，在突发事故或者危险事件时，能够借助实时的检测信

息对比原有与类似时间的用户信息，从而准确定位出存在

安全威胁的用户群体
[1]
。 

目前，科学技术不断进步，信息化技术手段的应用越

来越灵活和多变，通过人工智能手段建立一体化管理系统，

能够对智慧园区内的用户做到安全应急的管控。在相关风

险情况出现后，人们可以在第一时间做出更敏锐的判断，

为处置各种突发性事件做好了前期准备。本文将以此为依

据，在人工智能的力量下，建立智慧园区的保安应急一体

化系统，对提升工业园区的管理水平提供理论指导。 

1 基于人工智能的智慧园区安全应急一体化管

理系统硬件设计 

1.1 构建智慧园区统一管理架构 

智能工业园区的融合管理系统建立主体以人工智能

网络系统为基石，在整体统一工业园区内的全部信息数据

站点基石上，对各个连接主站实行了信息数据资源共享窗

口对接。一体化管理的主要目的是将信息数据加以集成，

从而可以在出现重大应急事件时做出安全决策，并利用人

工智能机器人在多种接入点提供咨询服务，对各种用户所

生成的资料加以分门别类和保存，并直接在人工站点内实

现信息咨询和反馈的全过程
[2]
，具体框架如图一所示。 

由图一中可知，在智慧园区的组建中包括了多个地区，

并且在以上智慧小区中，一共包含有三个不同的区域，按

照不同的服务类型进行了划分，而每个区域内均设有相同

http://qikan.cqvip.com/Qikan/Search/Index?key=C%3dTP18&from=Qikan_Article_Detail


建筑工程与管理·2023 第5卷 第1期 

Architecture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2023,5(1)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117 

的智能机器人，其中这一人工智能管理服务小区当中每个

事件内设置了相对的两个人工智能机器人，一共有 12 个

智能机器人，并对这些智能机器人从 A1～A12 进行编号，

以此更好地对每一个人工智能机器人进行全面管理以及

综合分析。当工业园区内的客户或是员工急需咨询信息时，

也能够直接利用人力座席完成信息数据收集，再根据时限

先后顺序完成客户需求办理，从而大大提高了不同领域信

息统计的适时调整功能。所以从实际的工作情况调查与分

析中能够了解到，利用人工智能机器人代替人力进行工作，

能够非常有效地提高工作效率，并且也有着较高的适应性、

灵活性以及可调整性。 

 
图 1  人工智能机器人服务框架示意图 

1.2 设计安全应急一体化管理模块 

在对安全应急事件进行统一化管理过程中，需要对事

故的来源和历史发生次数进行分析，准确找到不同类型安

全事故的应急措施，只有对事故来源以及历史发生的事件

进行深入分析，才能够有效地有效地掌握其事故发生的规

律以及问题所在，制定出更具有针对性的安全应激一体化

管理模式，同时也能够对当前所具有的一体化管理模块不

断地完善，更好地应对当下以及今后所可能发生的安全问

题。此次在人工智能网络下对管理系统的模块进行设计，

主要分为安全统计模块、事故管理模块、安全监督模块和

应急措施模块，通过对这四个模块的内容进行深入分析，

结合实际安全事故问题，全面地
[3]
。 

统计模块主要是对历史数据的报告进行整合，按照事

故发生的时间和主要人员进行存档，对快速解决的对应措

施进行标记，以年度和季度以及月度进行分类。管理模块

主要是对安全目标进行设定，在组建专家意见安全库的基

础上，通过添加和删减工作人员的调度功能，对突发的安

全事件进行人员调配。最后是监督和应急模块，在整个智

慧园区运行过程中要对收集的数据信息进行处理，通过对

危险因素的排查完成安全监督，并在发生安全应急事故的

同一时段，选择出应急方案进行维护。通过对不同模块的

功能设定，在智慧园区内设计出不同类型的应急预案，在

发生突发事件时能够准备分配不同任务，就能够更加高效

与快速地应对多种突发事情的出现，并且也能够有序地开

展补救措施。 

2 基于人工智能的智慧园区安全应急一体化管

理系统软件设计 

2.1 基于人工智能构建智慧园区数据库 

安全应急的统一控制方案是一个全面生命周期建设

的问题，针对的并不是某一时间段或者某一特定的安全应

急事件，而是一个比较全面的数据库建设过程。利用计算

机建立的多维信息系统，在资料不断收集与整理的进程中

适时调整有效手段，以此来适应当前资料收集与整理的变

化，完善数据库中数据的完整性以及实时性。人工智能技

术在信息系统建设中的运用可以把整个运维的活动周期

和组织主体置于一个可视化视角中，针对各个层次和不同

的领域，通过信息之间的相似特征，研究出各种活动之间

的信息关联。在整个建模流程中，对人工智能进行的信息

需要考虑集成问题，经过收集和分析的流程，确定信息的

提取方法和记录形式，再根据各种信息的构成要素类型加

以控制，制定了一种人工智能的信息量化过程，具体内容

如图二所示。 

 
图 2  人工智能数据量化流程 

根据图二，在人工智能建立数据库系统的流程中，我

们能够对数据分析实现模型化处理过程，首先采用多维可

视化的方式建立记录属性分类内容，并根据预设的形式完

成内容保存，最后设置成不同的反馈内容。所有智能工业

园区的采集数据都会经由对数据库系统加以量化分析后，

将静态的原始数据依照对应位置和类型加以了记录，原始

数据也成为信息管理的意义所在处，因此都可以在数据库

系统中加以了查阅和利用。同时，工业园区内的周围环境

温度和湿度及其电力能源等都能在数据库系统中加以查

阅，而当出现重大安全事件时，也都可以根据相关的时间

点加以了信息管理。通过整体数据库模型的方式，能够有

效地有效地对所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全面的优化整理，借助

视图创建、属性定义以及结构分类等方式提高整体数据信

息的利用率，最后借助量化数据的方式，能够为人工智能

提供丰富的数据内容，有效地应用于实践当中。 

2.2 协同信息数据实现安全应急一体化管理 

智慧城将利用全方位的传感能力，在工业园区内建立

多种信息接收站位，当安全事故来临时可以根据危机制定

更为全面的处理方法。目前智慧园区中出现的安全应急事

件大致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突如其来的天灾，如地震、瘟

疫和狂风暴雪等，在事前防范的情况下并不能精确地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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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爆发日期；二是对公众行为，包含大型恐怖攻击行为等，

在没有感知条件的情况下进行了零距离的准备和处理。而

针对各类重大安全事故，该平台需要在智能园区内实施科

学合理的决策分析和制定处理方法
[4]
。 

利用自己的系统建设，可以全方位和系统化地获取数

据，在真实和透明化的公布方式下，可以直接对可能出现

的自然灾害进行预测。人工智能数据库还能够通过无缝隙

的沟通方式，在突发事件发生时直接对历史数据进行整合，

以最大程度保证园区内居民的财产和生命安全。技术层面，

一般认为安全的三要素包括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事物之间。

在三者特定的关系状态下能够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但一旦

其中某一元素出现了波动，都会破坏现有的平衡现象。 

在对智能园区的统一管理规划上，就是把三种元素加

以融合，利用了新一代计算机的科技应用，使得安全案例

的主体分析与管理可以比较科学合理，当出现安全突发事

件后可以实现整体控制。 

3 测试与结果分析 

为证明此次开发的管理系统具备现实使用价值，并可

以在智慧工业园区的安保应急服务中实现统一管理工作，

采取了实证检测的方式对其系统设计开展了专家论证。选

取了某省正在建成的新航站楼当作测试对象，该建筑设计

体采纳了智能化项目的建筑设计思想，并结合使用了云计

算技术和中国地理资讯网络，将其构建为中国国内的人工

智能感知建筑设计体，并通过在三维可视化模型中实现对

所有建筑物的查询。在试验前对整座航站楼建筑物的基础

建设实行了数据归集，并根据各种阶段的服务情况实行了

统计分析
[5]
，具体内容如表一所示。 

表 1  航站楼智能运营数据信息 

楼层 运营类型 功能 

负 1 层 
交通换乘专区；物资检

查入口 

出入监控；疏散通道管理；

安检 

1 层 
乘客等待区域；行李提

取区域 

乘客管理；接待管理；行李

管理 

2 层 
暖风设备机房；监控设

备机房 

环境优化；能耗分析；设备

检查 

由表一中可知，该航站楼共分为三层。负一层为道路

换乘的出发检查入口处，1 层为行李提取区和用户迎宾大

堂，2 层为设备管理区内和通风设备机房。此次试验旨在

测量对安全性紧急事故的安全管理有效性，并根据安全性

疏散通道开展了突发火灾事故模拟分析，以检验对本文控

制系统目标信息内容的查找有效性。当中，主要目标信息

内容为转乘使用者总量，而查找有效性 s 则代表控制系统

在单元时限内对目标数量的查找结论，在表述中用 s、A、

q 以及 w 作为代表，当中 q 代表目标信息内容的转乘使用

者总量，w 则代表对目标信息内容的查找结论所用时限。

在规定的查询信息总量中，所用的时限就越少，证实信息

内容的查询效率就越高，同理在规定查询时间内，能够查

找到信息内容的目标数量就越多，也能证实其查询效率就

越高
[6]
。 

为确保此次测试的正确性，根据设计航站楼的换乘人

次用于对目标数据的搜索比例，引进了两组传统管理系统，

在 MATLAB 测试平台中拟建了该航站的数据库。设计为突

发火灾事件出现在换乘前，并对所有穿过疏散通道的工作

人员提供了检查，结果确实穿过的人群共计约为八千人，

具体的测量结果如表二所示。 

表 2  不同管理系统信息查询时间对比结果（单位：s) 

测试轮次 本文系统 传统系统 1 传统系统 2 

第 1 轮 8.24 35.27 45.26 

第 2 轮 8.02 40.12 50.16 

第 3 轮 8.13 35.24 50.23 

第 4 轮 8.24 35.56 48.12 

按照上图中的要求，在技术的应用下，信息查询的时

间能够限制在十秒之内，而二组的方法使用时间均大于

三十秒。根据检索高效的统计原理分析，在目标资料总

量相当的条件下，使用时限越短其检索效能越高，有现

实应用价值。因此，从以上的数据中能够明显的看出，

在安全应急统一管理实践中，人工智能的帮助之下能够

有效地有效地辅助解决安全应急问题，将信息技术与智

慧社区紧密地融合在一起，能够实现更加高效地安全应

急管控作用，借助人工智能的方式，不断完善当前安全

应急一体化管理系统，借助完整的系统能够综合评估以

往所出现的安全风险问题，使得当安全风险发生之后，

能够在第一时间，借助已有的经验以及智能化的分析进

行处理，做出更加敏锐以及准确的判断，从而为当前所

发生的以及在今后有可能发生的安全风险、突发事件等

做出充足的准备。在实践过程中还应该不断地随着科学

技术的发展而进行完善，逐渐地提高体系化系统的技术

水平以及京都，才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人类，打造

一个更好的智慧园区。 

4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在建立人工智能信息管理架构的基础

上，通过对各个模型的功能设计，以组建信息数据库系统

为核心，通过协同使用信息数据实现对安全应急的统一管

理。经试验显示：在此次技术的应用下，人们可以很迅速

地查看到火灾疏通的具体规模，对应急管理的作用良好。

但因为自身资金与技术限制，在研发过程中指试验的项目

过少，结果存在误差性。未来研发将对更多功能模块进行

检验，提高一体化系统的精度，为智慧园区的打造提供理

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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