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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自然灾害应急资源配置研究
———基于文献计量学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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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厘清城市自然灾害应急资源配置研究发展脉络，丰富自然灾害应急资源配置理论，提高应

对自然灾害能力，借助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与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对１９９２—２０２３年中国知网数据库收录的４９８４
篇期刊论文进行知识图谱分析，绘制可视化图表，展现我国城市自然灾害应急资源配置研究领域作

者机构合作关系、关键词共现性和研究热点突现性，结果表明：我国城市自然灾害应急资源配置研

究领域尚未形成稳定的核心作者群体，研究机构间缺少跨地区合作，研究热点的分析方法和手段较

为单一。结合前瞻性风险管理要求，在未来城市自然灾害应急资源配置中需关注跨学科整合，深入

挖掘灾害风险评估与资源配置关系，注重社会心理因素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加强对新兴技术在资源

配置中的应用研究，以及重视灾害类型差异对资源配置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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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灾害是人类社会发展中不可避免的重

要挑战，其突发性和严重性给城市带来了巨大

威胁。近年来，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我国城市

自然灾害频发，不仅对居民生命财产安全构成

重大威胁，还对城市经济社会稳定产生了严重

影响。应急资源配置是应对自然灾害的关键环

节，它涉及资源的储备、快速调动、有效利用和协

调管理，是抑制自然灾害带来损失的资源保障。

关于城市自然灾害应急资源配置，现有研

究大体可分为三大类：其一，从城市自然灾害的

作用机理出发，通过统计分析与模型模拟，探讨

不同灾害的发生机制及其影响，提供更为精准

的应急资源配置依据。其二，探讨城市自然灾

害应急资源配置现状与需求情况，指出许多城

市在资源种类、数量和覆盖范围方面存在不

足［１－３］，并分析了城市自然灾害应急资源配置

效率与协同性。其三，探讨优化应急资源配置

的方法［４－５］，包括智能化配置、跨部门合作救援

和提升灾害响应速度等，为优化城市应急资源

配置策略提供实践经验。尽管学术界关于城市

自然灾害应急资源配置已经展开了丰富和多样

化的研究，但目前尚缺乏对相关领域文献增长

态势和热点分布的定量分析，难以把握这一领

域的整体研究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鉴于此，

本文拟在对城市自然灾害应急资源配置研究相

关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基础上，采用文献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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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深入探讨我国城市自然灾害应急资源配置研

究的关键词共现性和研究热点突现性，挖掘城市

自然灾害应急资源配置的关键问题、研究趋势和

不同领域的研究重点，进而提出城市自然灾害应

急资源配置研究的新方向和新路径，以期为提高

城市自然灾害应对能力和效率提供参考。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１．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文献计量方法，运用 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

与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进行可视化图谱分析。ＶＯＳ

ｖｉｅｗｅｒ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侧重文献分析和科学知识

的可视化，主要以距离、密度等表现节点之间的

聚类关系，在图谱展现、聚类分析等方面具有独

特优势［６］。本研究将其作为文献分析工具，采

用Ｒｅｆｗｏｒｋｓ格式导出文献并在软件中进行可视

化分析，结合文献阅读法对城市自然灾害应急

资源配置研究内容进行系统梳理。

２．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源自中国知网（ＣＮＫＩ）数据库中

的中文文献库，通过检索与筛选获取。为确保

数据覆盖最新的研究成果，检索时间截至２０２３

年１１月３０日。为提高检索文献质量，本研究主

要采取以下步骤对文献进行整体性筛选和统计。

首先，在ＣＮＫＩ高级检索中，选择关键主题

词“自然灾害”和“应急资源配置”，并采用

“ＡＮＤ”与“ＯＲ”关系分别检索，以涵盖与城市

自然灾害应急资源配置相关的广泛文献，共检

索出４９８４篇文献。其次，为确保检索结果的准

确性，匹配方式选择了“精确”，以提高筛选的

精度，确保所选文献与城市自然灾害应急资源

配置研究密切相关。再次，选择期刊论文作为

检索来源，且囊括了多个领域的主流期刊，特别

注重选择“ＳＣＩ”“ＥＩ”“北大核心”“ＣＳＳＣＩ”

“ＣＳＣＤ”“ＡＭＩ”等核心期刊数据库，以获取不同

学科背景下的研究成果，从而全面掌握城市自

然灾害应急资源配置研究的相关信息。最后，

检索结果以 Ｒｅｆｗｏｒｋｓ格式导出，包括题名、作

者、来源、机构、关键词、年份、摘要等 １４个字

段。对导出的数据进行复核，最终确定有效检

索文献为４９８４篇。文献涵盖了１９９２年１月１６

日至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３０日的时间范围，确保了研

究结果的时效性和全面性，便于追溯城市自然

灾害应急资源配置研究的发展历程，并把握其

在不同时期的关注点和研究趋势。

　　二、研究结果分析

　　１．作者分布与文献合作网络分析

发文作者图谱共现分析可用于识别特定学

科或领域的核心作者，同时评估作者之间的合

作强度和互引关系［７］，城市自然灾害应急资源

配置领域研究者共现图见图１。由图１可知，

作者节点数量较多的有史培军、王静爱、李宁

等，形成了以史培军、王静爱、李宁、黄崇福、吴

吉东等人为主的合作团体，且不同的发文团体

间也有一定联系。进一步考察节点网络发现，

我国城市自然灾害应急资源配置领域形成了以

史培军、王静爱和李宁三人为中心的核心合作

团体，其在该领域研究中具有一定的主导作用。

但不同的合作团体间联系仍然较少，需要进一

步加强学术联系，合作开展该领域的相关研究。

根据普赖斯定律，在同一主题领域中，大约

一半的论文由少数高产作者撰写，这些核心作

者的数量约等于所有作者总数的平方根，即

Ｍ≈０．７４９（Ｎｍａｘ／２）
［８］，其中，Ｎｍａｘ是指最高产作

者发表的论文数量，Ｍ是核心作者的产量阈值。

根据检索得出的数据，发文数量前十的作

者及其发文量为：史培军５０篇、李生才４９篇、

安莹４７篇、王静爱３３篇、黄崇福２８篇、张继权

２５篇、许世远１８篇、李宁１８篇、吴吉东１７篇、

刘希林１６篇。城市自然灾害应急资源配置领

域发表论文数量最多的作者为史培军，共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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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城市自然灾害应急资源配置领域研究者共现图

５０篇，因此Ｍ的整数值为１９，即发表论文数量

１９篇以上的学者为核心作者。据此可知，该领

域的核心作者有史培军、李生才、安莹、王静爱、

黄崇福、张继权６人。根据普赖斯定律，研究周

期内国内城市自然灾害应急资源配置领域中核

心作者的论文数量共计２３２篇，仅占文献总量

（４９８４篇）的４．６５％，远低于设定的５０％标准

值，这表明该领域尚未形成稳定的核心作者群

体，相关学者需进一步增进交流，加强合作。

２．研究机构分析

对发表文献的研究机构进行分析可以深入

了解该领域各机构发文情况，同时也可以揭示

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城市自然灾害应急资源

配置领域研究机构共现图见图 ２。由图 ２可

知，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

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学、民政部国家减灾中心

等是我国城市自然灾害应急资源配置研究领域

主要发文机构。其中，北京师范大学发文量最

多，共计发文３０５篇；发文量位居第二的是中国

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发文量共计９１

篇。从研究机构的地理位置来看，华北地区尤

其是北京的机构较多，且以高校为主。相关研

究机构覆盖了我国大部分地区，表明城市自然

灾害应急资源配置研究受到了全国研究机构的

普遍关注。

从节点间联系来看，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

北京师范大学的各研究院与重点实验室、民政

部国家减灾中心间存在多条连线，形成了以其

为核心的研究团体。进一步观察其他研究机构

间的联系发现，中国农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

发展研究所也形成了较为稳固的研究团队。以

上具有合作关系的研究机构基本位于同一地

区，跨区域性合作有待加强。

３．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分析

通过对文献关键词进行共现知识图谱分析

和词频分析，可以更直观挖掘城市自然灾害应

急资源配置领域研究的发展脉络与潜在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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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９］，城市自然灾害应急资源配置领域关键词

共现图见图３，城市自然灾害应急资源配置领

域关键词词频见表１。由图３和表１可知，关

键词“自然灾害”的节点最大，与其相连的节

点也最多，连接的关键节点有“农业”“环境”

“抗灾”“气候”“地理环境”等；其他中心节点

有“中国”“应急管理”“重大自然灾害”“风险

评估”“脆弱性”“农业保险”和“统计分析”

等，这些关键词是城市自然灾害应急资源配置

领域的核心研究主题；“风险管理”“层次分析

法”“突发事件”“灾后重建”以及我国各省份

地区等节点次之，但同样是城市自然灾害应急

资源配置领域的研究重点。将统计得到的城

市自然灾害应急资源配置领域前２０个关键词

按照特质相关性可划分为 ６类，具体分析

如下。

图２　城市自然灾害应急资源配置领域研究机构共现图

图３　城市自然灾害应急资源配置领域关键词共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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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城市自然灾害应急资源配置领域关键词词频

（排名前２０）

排名 关键词 频数／次
１ 自然灾害 ９７２
２ 中国 １３５
３ 风险评估 １１６
４ 应急管理 １１０
５ 灾害 ９９
６ 防灾减灾 ９９
７ 重大自然灾害 ８９
８ 脆弱性 ８１
９ 突发事件 ６４
１０ 影响因素 ６１
１１ 气候变化 ６０
１２ 风险管理 ５９
１３ 统计分析 ５６
１４ 风险 ５６
１５ 环境事件 ５２
１６ 农业 ４９
１７ 可持续发展 ４９
１８ 地震 ４４
１９ 粮食安全 ４２
２０ 指标体系 ３６

“自然灾害”“气候变化”“农业”三个关键

词突出了城市面临的自然灾害风险及其与气候

变化和农业的联系。自然灾害对城市的影响日

益显现，气候变化可能加剧灾害的频率和严重

性；农业在灾害应对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不仅为

城市提供食物供应，还受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

的直接影响。

“中国”“风险管理”“统计分析”“环境事

件”四个关键词涵盖了我国特定的地理和社会

背景。中国作为人口众多的国家，面临着多样

化的自然灾害风险，风险管理和统计分析对于

了解和应对风险至关重要；环境事件是城市面

临的挑战之一，需要系统应对和管理。

“风险评估”“脆弱性”“风险”“地震”“指

标体系”五个关键词强调了对城市自然灾害风

险的评估和理解，以及应对风险的措施。风险

评估和脆弱性分析有助于识别城市面临的风险

弱点，为灾害应对提供科学依据；地震作为常见

自然灾害之一，其风险评估和应对需要建立有

效的指标体系。

“应急管理”“灾害”“防灾减灾”“重大自

然灾害”四个关键词突出了城市应急管理的重

要性及其与灾害、防灾减灾和应对重大自然灾

害的关系。应急管理是城市灾害应对的关键环

节，包括预警、救援、重建等方面；防灾减灾措施

和科学的应急资源配置策略可以降低城市面临

的自然灾害风险。

“可持续发展”作为关键词反映出学者在

该领域更加关注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即在应对

灾害的同时，不应损害未来时代的生存和发展

权利。可持续发展需要平衡经济、社会和环境

三大维度，在资源配置中需要考虑长期的生态

平衡和社会公平。

“突发事件”“影响因素”两个关键词指出

了城市面临的突发事件和影响因素。突发事件

可能突然发生并导致严重影响，需要及时的资

源配置和应对措施；影响因素则涵盖了城市灾

害应急资源配置中需要考虑的各种因素，包括

人口密度、城市规划、基础设施状况等。

４．研究热点突现性分析

相较于关键词词频分析，突现词能够更准

确地反映出研究热点和学科领域前沿。关键词

在某时间段突然发生改变，代表此研究领域研

究方向发生转变［９］。运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对关

键词进行突现性分析，得到１９９６—２０２３年自然

灾害应急资源配置领域突现词、强度、开始年份

和结束年份，结果见图４。

根据我国自然灾害应急资源配置领域的研

究热点和演进特征，结合关键词突现性分析结

果，可将其发展历程划分为基础发展阶段、快速

发展阶段和新发展阶段。依据研究重点进行阶

段划分有助于系统理解我国城市自然灾害应急

资源配置领域的发展脉络和未来趋势。

（１）基础发展阶段（１９９６—２００５年）

该阶段我国处于经济快速发展与初步城市

化时期，防灾减灾的重要性逐渐被广泛接受，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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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城市自然灾害应急资源配置领域

突现词分析图

注：图中红色线段表示该突现词持续时间

国家整体灾害应对体系尚不健全。基于１９９８

年“三江”洪水等重大自然灾害带来的巨大经

济和社会影响，国家层面对防灾减灾的关注度

急速提升，初步建立了灾害管理和应急体系基

础框架，并在政策层面上推进自然灾害管理工

作。此阶段研究热点较少且较为基础，自然灾

害应急资源配置领域处于探索阶段，减灾防灾、

生态环境、农业、风险管理、应急管理、地震、对

策建议等是这一阶段的研究热点。例如，史培

军［１０］分析了灾害的性质与动力学机制，提出了

“三维矩阵式”综合减灾管理体系；李世奎等［１１］

针对农作物灾害问题，提出了相应风险模型，估

算了不同农作物灾害的风险概率与指数；欧忠

文等［１２］首次提出了“应急物流”概念，系统论述

了多方协调机制与技术平台构建途径。

（２）快速发展阶段（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

２００８年汶川地震重大自然灾害事件引起

了社会对灾害应急管理的高度重视，极大推动

了我国在自然灾害应急管理领域的研究进展。

这一时期，国家相继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突发事件应对法》、灾害应急管理相关政策法

规，推动了从单一救灾向综合应急管理的转变。

与此同时，信息技术在这一阶段快速发展，为灾

害数据的采集、分析和应急响应提供了支持，推

动了应急管理的科技化和数字化发展。本阶段

研究热点多为汶川地震、地震灾害、粮食安全、

灾害救助、危机管理、风险等；也有一些新的研

究热点，如干旱、脆弱性、气候变化等。例如，张

继权等［１３］介绍了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的概念与

必要性，提出了自然灾害风险管理对策与建议；

刘彤等［１４］根据气象局资料进行统计，归纳了我

国主要气象灾害状况，统计了总体经济损失；刘

毅等［１５］在对我国自然灾害区域脆弱性水平的

研究中引入ＤＥＡ模型，对灾害脆弱性区域特征

进行了分析，得出脆弱性水平与地域经济水平

为负相关关系。

（３）新发展阶段（２０１７—２０２３年）

在全球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恶化背景下，

政府和社会对防灾减灾的需求不断提高，相继

出台了《国家综合防灾减灾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和《“十四五”国家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等

政策文件，进一步加强了防灾减灾整体布局，推

动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向现代化迈进。在

新发展阶段，城市自然灾害应急资源配置领域

的研究热点转变为统计分析、时空分布、防灾减

灾、应急管理、灾害风险等。例如，为实现当前

中国应急管理实践的全过程均衡问题，张海

波［１６］提出了“６＋１”理论框架，以期为应急管理

体系提供一种认识基础；彭建等［１７］以茅洲河流

域为例，采用多种模型对暴雨洪涝灾害进行定

量模拟，认为建设用地面积增加对暴雨洪涝灾

害的影响不可小觑；彭春等［１８］基于应急资源配

置的不同阶段，采用路径－选址模型，运用鲁棒

优化方法进行混合编程算法求解，得出决策者可

根据自身风险厌恶程度确定应急资源配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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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关键主题讨论

　　１．自然灾害应急资源需求预测与冗余配置

不少学者都关注到了自然灾害的发生和演

变机理，以便更准确地预测和评估应急资源需

求。李怀明等［１９］采用前景理论，结合灾民心理

因素，建立了考虑原生灾害点与次生灾害点灾

民双方感知满意度的多目标优化模型；胡忠君

等［２０］基于库存管理方法提出一种改进的 ＧＭ

（１，１）动态预测模型，并以真实洪涝案例进行

论证，得出此模型相较于传统模型有更高的预

测精度；曲冲冲等［２１］对灾害发生后灾民的心理

恐慌因素与救援成本间的关系进行仿真实验，

得出成本投入与心理惩罚成本呈负相关关系；

万志远等［２２］通过建立效用理论模型，定义了应

急资源冗余的效用体现，并以总效用最大化为

目标，运用粒子群算法等进行资源配置的优化，

为提高医院应急资源的利用效率提供了理论支

持。这些模型研究为更全面、精准了解灾害的

发展提供了基础，但未充分考虑多因素交互的

复杂性、应急资源的异质性和特殊性，导致模型

的适用性受到较大影响，限制了对真实灾害情

景的准确模拟和理解。据此，进一步的研究可

以考虑更多的影响因素和更广泛的应用场景，

以确保模型的实用性和普适性。

２．自然灾害应急资源配置主要模式

基于路径规划的应急资源配置模式得到广

泛研究。赵星等［２３］采用基于 ＢＰＲ路阻函数和

历史交通量数据的路径规划方法，结合多目标

优化，为快速开展救援工作提供了路径选择方

案。然而，此模式未充分考虑交通网络的实时

变化，对于应急情景的动态性可能存在一定局

限。冯春等［２４］采用情景建模法构建了不同的

灾害情景，并以最大化应急救援社会价值为目

标，建立应急资源精益配置模型，旨在提高综合

救灾能力。但此情景构建偏理想化，模型在实

际应用中需要对不同灾害情景开展更多实证研

究。薛莹等［２５］基于共享数据平台实时信息，设

计出一种灾情应急物资配置模式，通过网络大

数据取得受灾区域需求信息与交通数据，实时

分析灾害最优应急资源调度策略，但在应对大

规模或复杂性灾害时，可能受到数据质量和实

时性的限制。宋晓宇等［２６］基于灰色系统理论，

对原始数据序列进行改进，使其服从指数规律，

从而优化了传统的 ＧＭ（１，１）灾害应急资源配

置模型。另外，以数据包络分析（ＤＥＡ）为基础

的模型也被应用于应急资源配置效率评价。郭

国平等［２７］通过引入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构建了

水上应急资源配置效率评价模型，并对水上救

援进行评估，其强调的是资源配置的效率优化。

李昂等［２８］构建了 ＡＨＰＤＥＡ模型，通过对火灾

应急资源配置过程的研究，强调了应急资源配

置是一个动态变化过程，需要根据年度变化情

况进行相应的配置调整。以 ＤＥＡ为基础的应

急资源配置模式突出了应急资源配置的动态性

和灵活性，但未充分考虑紧急情况下资源分配

的紧迫性，在应急响应时效性方面面临挑战。张

虹等［２９］分析了传统应急资源分配中存在的问

题，对其进行改进，使得资源分配方式更加合理，

提升了应急响应时效。但仍需考虑卫星技术在

不同灾害场景下的适用性和局限性，特别是在恶

劣气候条件下或大规模灾害中可能受到的限制。

总体而言，以上应急资源配置模式为提高

城市自然灾害应对效能提供了有益启示，但在

实际应用中仍需谨慎考虑模型对不同情景的适

应性。在未来研究中，可以进一步深化对这些

模式的验证和优化，以更好地服务于实际灾害

应对工作。

３．自然灾害应急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策略

学者们通过引入博弈优化方法，构建了港

口物资管理系统，以满足正常发展和应急状态

下的不同需求。张于贤等［３０］从合作博弈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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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港口物资配置，构建博弈模型，为港口在应

急状态下的物资需求提供了更灵活、高效的管

理系统。然而，博弈模型的具体参数和算法选

择可能对系统性能产生一定影响，需要在实际

应用中进一步优化。针对灾后救援资源调度问

题，在基于元胞遗传算法的多目标应急资源配

置［３１］中，元胞遗传算法被成功应用于多目标多

周期灾后救援问题，为提高配置效率提供了新

方法。该算法通过全局搜索和自适应机制，优

化了资源配置方式，使得资源配置更加适应不

同灾情情景，提升了资源配置的智能化水平。

宋英华等［３２］对不同区域灾情进行分级，构建应

急物资公平调度模型并运用遗传算法优化模型

求解，有效解决了不同受灾点的应急物资公平

调度问题。张华等［３３］通过对比分析改良的护

理应急管理系统和人力资源配置模式与传统方

法在台风灾害中的表现，评估了其在提高急救

反应速度和抢救成功率、缩短接诊分流时间和

入住医院时间等方面的应用效果。这种实证研

究方法能够更直观地反映应急资源配置的实际

效果，但在考虑不同灾害类型和地域特征时，其

通用性和推广性可能面临挑战。王妍妍［３４］对

于传统区域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资源配

置的碎片化问题提出了一种有效的改进模式，

基于不同区域受影响人群的易损性差异化背

景，构建了一种新的应急资源区域协同优化配

置模型，兼顾了资源配置效率与公平性原则。

然而，实践中可能需要根据具体情况不断优化模

型参数以适应不同的公共卫生事件。总体而言，

这些策略为自然灾害应急资源配置效率提升提

供了有益参考，但在实际应用中需要更多的实证

研究和适应性验证。

　　四、结论与展望

　　１．研究结论

通过对城市自然灾害应急资源配置相关文

献的计量分析，得出如下主要研究结论：

（１）作者与机构分布方面尚未形成稳定的

核心作者群体，机构间合作有待加强；关键词研

究主题方面，自然灾害、中国、风险评估、应急管

理等为核心研究主题，研究重点集中在灾害链、

风险管理等方面。

（２）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自然灾害应

急资源配置的多个关键领域，其中包括但不限

于自然灾害的发生与演变机理、前景理论在应

急资源再配置中的应用、灾民心理因素对资源

配置的影响、路径规划、多情景模式、数据包络

分析等方法在资源配置中的应用。

（３）学者们还重点从应急资源需求的准确

预测与评估、应急资源的储备与配置、应急资源

的冗余配置与优化，以及在不同自然灾害类型下

媒体的作用等方面展开了深入而有价值的研究。

２．研究展望

当前自然灾害应急资源配置研究已经取得

了较多成果，但仍然存在一些挑战和待解决的

问题，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予以关注。

（１）关注自然灾害应急资源配置的跨学科

整合。随着社会的发展，自然灾害应急资源配

置已经逐渐超越传统的管理领域，涉及气象学、

地理信息科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未来的研究

可以加强跨学科整合，通过结合多领域的专业

知识，更加全面理解和解决自然灾害应急资源

配置中的复杂问题。

（２）深入挖掘灾害风险评估与资源配置的

关系。灾害风险评估作为应对自然灾害的前提

性环节，与资源配置密切相关。未来可以深入

研究不同灾害场景下的风险评估方法，并探讨

如何将风险评估结果更有效地融入到应急资源

的动态配置中，以提高资源配置的灵活性和实

时性。

（３）注重社会心理因素对资源配置的影

响。前瞻性理论的引入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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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社会心理因素的途径，但在实际应用中，对灾

民心理的深入理解和有效融入资源配置决策仍

需作进一步研究。例如，探讨更具体的心理因

素对不同类型自然灾害应急资源配置的影响机

制，为提高资源配置的人性化水平和社会适应

性提供理论支持。

（４）加强对新兴技术在资源配置中的应用

研究。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人工智能、大数

据、卫星技术等在自然灾害应急资源配置中的

作用愈发凸显。对此，可以预测未来的研究取

向，深入探讨这些新兴技术在提高资源调配效

率、灾害监测预警和信息共享方面的潜力，并结

合实际案例进行验证。

（５）重视灾害类型差异对资源配置的影

响。不同类型的自然灾害在发生机制、影响范

围、紧急性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在资源

配置中需要采取差异化的应对策略。未来的研

究可以更深入地剖析不同自然灾害类型下资源

配置的特殊性，为因地制宜进行应急资源配置

提供更为科学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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