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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随着新型工业化发展的稳步推进以及科

学技术和生产力的不断进步，社会生产关系也在发

生着深刻变化。相较以往，社会风险呈现新的特征

和态势，对应急管理者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近

年来，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地区性武装冲突，提醒

着人类生活在一个休戚与共的“全球风险社会”中。

在这些冲突中，无人机和“福音”(Gospel)目标识别打

击人工智能系统等各类新型武器和技术的应用，进

一步表明应急处置手段亟待与时俱进。应急管理涉

及的管理种类多、难度大、周期长，如何在成因多元、

影响广泛、风险迭代、高压决策等约束下，全面提高

应急管理的效率与效果，成为现今应急管理学界关

注的重要问题。

技术赋能对实现高效与准确应急管理具有至关

重要的作用。在新型工业化技术变革的背景下，完

善数据基础设施和革新应急管理工具，可以显著提

高政府部门在数据收集、分析和挖掘等方面的能力，

从而提升治理效率[1]。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
gence，AI)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信息化技术中的代表

性技术，通过关键信息抓取、海量数据分析、先进算

法计算和事态预判模拟等手段，为应急管理的决策

与执行提供了技术保障。在现今的应急管理中，AI
在各类突发事件的各个环节中已经开始释放其赋能

效用。综合回顾国内外各类应急管理过程中AI的具

体应用，并高度概括AI在应急管理应用中的潜在风

险与挑战，对全面提高应急管理的效率和效果具有

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二、缘起：AI助力应急管理的利与弊

随着AI的迅速发展，其在应急管理领域中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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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日益广泛。AI通过数据分析[2]、灾情识别[3]、监测

预警[4]和事态模拟[5]等手段，助力应急管理的全灾种

类别及各过程实践。例如，在自然灾害领域，AI技术

驱动的早期预警系统能够通过卫星图像和传感器数

据，提前预测地震、洪水和飓风等自然灾害的发

生[6]559-563，进而结合具体情况，帮助制定更加有效的

疏散和应急计划，以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7]。在

事故灾难领域，AI可以通过实时监控和分析各种传

感器数据，提前检测异常振动、温度变化等潜在风险

源，并及时发出警报，提醒相关人员采取紧急措施[8]；
还可以通过优化资源调配和路径规划，提高救援效

率，减少事故带来的损失和影响[9]。在公共卫生事件

领域，AI可以通过分析大量的医疗数据、社交媒体信

息和流行病学数据，实时监测疾病的传播情况[10]，提
前预测潜在的疫情暴发，赋能公共卫生实践应急管

理[11]，并预测潜在的高风险地区，从而支持公共卫生

部门制定有效的防控措施[12]。在社会安全事件领

域，AI可以实时监测公共场所的安全状况，识别异常

行为和潜在威胁，例如，AI可以及时监控人流量，预

防大规模踩踏事件的发生并通知安保人员采取措

施[13]；在网络安全中，AI能够针对各种安全问题和网

络攻击的安全态势作出及时监管及反应，降低网络

攻击的潜在风险[14]。
AI的应用，可以有效提升应急管理决策、执行的

效率增强管理效果。应急管理对时效性要求较高，

而传统人工监测和通信手段一方面反应慢，影响应

急效率；另一方面准确性差，影响应急效果。AI技术

深度嵌入传感设备、边缘计算和跨域直连系统，打通

信息壁垒，提升响应速度，从而进一步优化应急行

动，提高反应效率[15]。通过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算

法等技术手段，AI可以在应急管理中实现快速数据

分析和风险评估[16]。例如，周慎等根据当前AI发展

水平，梳理出 7类 21种可能用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管理的AI技术，并指出AI的合理使用可进一步赋能

应急处置，从而提高效率[17]35-43。同时，AI在资源分

配、灾情分析等方面的应用也大幅地提升了应急管

理的效果。通过预测灾害影响和需求，AI能够优化

资源分配，确保救援物资的合理分配与救援队伍的

合理通勤[18]，从而避免因信息不完全、经验决策有误

等要素所带来的偏差。此外，AI还能及时充当灾情

分析工具。例如，Alam等开发了一款A1分析工具，

通过大数据分析发布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灾难期间

实时图像内容，以帮助应急救援组织获得态势感知

并开展救援行动[19]。
尽管AI在应急管理中展现出了巨大的潜力，但

其应用仍面临诸多挑战。其一，数据质量和可用性

是一个主要问题。AI算法依赖高质量和准确的数据

进行预测和决策，但在应急情况下，数据往往存在不

完整、不一致或延迟的问题[20]，这势必会影响AI算法

的效果。其二，AI的验证和监管同样备受关注。为

了确保AI在应急管理中的安全和有效应用，需要对

其进行严格的验证和测试，并建立相关的监管标

准 [21-22]。其三，AI在应急管理中的应用涉及大量的

个人数据，这引发了对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的问

题的担忧 [23]。其四，应急管理往往涉及生命财产

安全的辅助决策，在此类决策中，AI决策的可解释

性，即决策过程的透明度尤为重要 [24]。诚然，尽管

AI有望提升应急管理在突发事件中的响应能力，

但其有效应用也取决于各方在应对这些挑战时的

协同合作和综合考量 [25]。未来的研究和实践亟待

在官员信任、接纳要素等方面进行深入探索，并对

潜在风险进行系统识别并制定相应策略，以充分发

挥AI技术在应急管理中的作用，从而提升应急响应

的效率和效果。

鉴于AI发展迅速，且涉及的文本类型较为丰富，

为了准确归纳AI在应急管理中的具体应用及潜在风

险挑战，笔者使用“AI决策、应急管理、潜在风险挑

战”等作为搜索关键词，借助中国知网(CNKI)、Web
of Science(WOS)等学术数据库文献以及权威机构的

报道和案例进行综合回顾，并按照“分期—分类”框

架予以整合相关应用，同时结合人、AI以及“人—AI
交互”(human-AI interaction，HAII)等三个维度予以

整合AI应用于应急管理时可能面临的风险挑战，从

而尽可能准确、全面地概括相关要素，以期拓宽AI在
应急管理研究中的视角和切入点，为相关部门和政

策制定者提供科学合理的建议。

三、赋能：AI在应急管理中的应用

目前，已有部分学者对AI在应急管理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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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回顾。有学者聚焦某一具体类别的突发事件管

理的AI应用，例如，周慎等以新冠疫情防控为例，收

集了国内外应用AI抗击新冠疫情的创新案例，从危

机管理的事前风险管理、事中应急管理、事后善后学

习等三个阶段，对AI赋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全

过程的内在规律与具体方式进行了介绍[17]35-43。有

学者从技术类型角度对AI赋能应急管理进行了总

结，例如，Sun等基于灾害管理的减灾、准备、响应和

恢复阶段，以26种AI技术的具体方法和17个救灾应

用领域作为代表性示例进行阐述[26]。也有学者聚焦

灾害治理成效的研究，对AI在防灾减灾中的应用措

施及其成效进行了总结，例如，周利敏通过多案例研

究，探讨了AI在灾害治理中的应用，提出了基于平

台、工具、地理、模拟、决策与社会等六个基本治理维

度的AI灾害治理模型，并分析了其在灾前预警、灾中

应急和灾后重建中的作用与前景[27]。
现有研究对AI技术在应急管理中的应用回顾，

从分析维度与框架设计角度为本研究提供了范本。

例如，应急管理具有明显的时间周期性，现有研究多

结合事前、事中与事后应用展开论述，以期清晰、准

确且全面地列举相关AI技术在应急管理实践中的应

用。与此同时，当前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对具

体应用场景的归纳不足，多从单一类型突发事件进

行分析；未就全类别突发事件进行回顾；未将具体分

期与应用分类结合来看；等等。如何将不同类型突

发事件的应急管理经验进行综合分析以形成一套

应急情境下具备普适性的AI应用框架，如何在具体

应用场景中更有效地利用AI提高应急管理的效率

和效果，成为当前研究的突破口。基于此，笔者以

时间为序，从风险管理、应急准备、应急响应和应急

恢复等四个时期，对AI在应急管理情境中的具体应

用分类、应用场景技术和措施进行了综合回顾，具

体如表 1所示。

(一)防微杜渐——AI在风险管理中的应用

作为应急管理的“关口前移”[28]，风险管理已成

为各个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防微杜渐，提

前识别和应对潜在风险，是实现长期稳定和可持

续发展的关键。各类 AI技术的应用，加强了洞察

力和应对能力，能够显著提升风险管理的成效。

结合相关文献与案例总结，AI在风险管理中的应用

可大致归纳为风险研判、风险决策、风险预警和风险

沟通等四类：

1.风险研判

风险研判是指对风险来源、要素、性质、趋势的

信息获取与初步分析，是风险管理过程的逻辑起点

和重要基础，在风险防范和控制中发挥着较为重要

的作用[29]。AI通过大数据技术、机器学习等先进算

法，能够从海量数据中提取有用信息，识别潜在风

险 [30]，在风险研判的数据处理和分析方面具有显

著优势。例如，微软公司开发的首个 AI气象分析

模型 Aurora，能够从数据中学习并作出预测，对台

风等极端天气作出研判。同时，基于历史数据和

实时监测数据，AI可以进行风险趋势分析和预测。

例如，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中，借助 AI和大数据技

术对疾控数据进行深度学习，结合地域特征，能够实

现传染病风险的早期监测和预警，从而有效防控传

染病的传播[31]。
2.风险决策

风险决策是指在已知环境状态及潜在风险发生

概率的情况下，决策者通过分析和选择最优方案来

应对潜在风险的过程。在决策过程中，概率可能是

客观可知的，也可能是基于主观估计的，决策具有

不确定性[32]。在风险决策情境下，利用AI对风险管

理方案进行优化和决策模拟比较，能有效提高风险

管理效率和准确性。例如，在交通事故中，AI算法

引入车辆、行人碰撞预测数据，使用深度学习算法，

训练高效的AI预测模型，以检测不安全的驾驶方式

和碰撞预测，并辅助车主在紧急情况下作出决

策[33]。在面对风险决策的不确定性时，AI可帮助决

策者规避因短期决策带来的决策失误。例如，著名

的战略咨询公司——兰德公司 (RAND Corporation)
在 20世纪 80年代开发的 ROSIE AI系统，能够模拟

国际行为体在战争模拟中的战略决策，研究人员可

以借助AI系统在战略层面模拟核威慑、经济制裁，甚

至非对称冲突[34]，从而借助AI的决策回馈，及时调整

决策。

3.风险预警

风险预警是指在可能发生风险事件之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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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评估和监测潜在风险，及时向有关方面发出预

警信号的过程，关键在于对潜在风险的早期识别和

及时预警，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风险造成的损失[35]。
随着AI的不断发展，风险预警系统在各类灾害与生

产事故中的应用愈加广泛和深入。例如，在事故预

警方面，瑞典海克斯康集团(Hexagon)将AI技术、大数

据算法训练应用到地基合成孔径雷达的数据解释和

预警中，建成 IDS Ai.DA人工智能监测预警软件，对

采矿山体滑坡作出预警，可在滑坡发生前及时发出

警报提醒，避免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又如，湖南省

醴陵市应急管理局更是聚焦当地烟花爆竹这一特色

产业，基于AI建立安全生产风险预警与防控系统，对

存在的车间超员、擅自挪移遮挡摄像头、未触摸静电

释放器等违章行为进行全方位监管与预警。只要违

章行为持续超过 35秒，就会被AI自动识别、生成记

录、实时上报，从而较大程度地避免生产安全事故发

生。在自然灾害方面，AI同样发挥着重要的预警作

用。例如，在地震预警中，AI算法能够处理具有严重

表1 AI技术在应急管理领域的“分期—分类”代表性应用举例

时期

事前

事中

事后

管理分期

风险管理

应急准备

应急响应

应急恢复

应用分类

风险研判

风险决策

风险预警

风险沟通

模拟预测

队伍训练

预案优化

教育宣传

实时监控

路径规划

协助搜救

通信保障

受灾评估

资源调度

数据分析

心理辅导

AI应用场景示例

台风等极端天气研判
流行病情况等研判

交通紧急情况下决策
战争不确定性情况下决策

采矿滑坡等生产事故
地震等灾害预警

收集与披露数据
识别、阻止网络谣言等

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
火灾等数值预测

火灾等灾害事故指挥训练
急救、救援培训效果评价等

工业应急预案优化
公路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等优化

数字政务教育宣传
事故灾难模拟教育宣传

灾害成因、机制等教育宣传

工业生产监控
GIS和卫星数据
人群数量监控

交通/灾难/野外救援的路径规划
救援资源分配的路径规划

野外搜救
恐怖袭击定位

军事医疗搜救、援助等

自然灾害卫星通信
光缆等通信基础设施抢修

地震、洪水、山火等灾害的评估

灾后政府资源调度
卫生事件如流行病调查、药物筛选等

生产安全事故责任确定
灾后社会舆论分析

灾后受灾群众的应激心理疏导与安抚

代表性措施/技术

微软Aurora天气模型

兰德ROSIE AI模型

海克斯康 IDS Ai. DA预警
软件

社交媒体数据分析

Google Research洪水预测
AI模型

华为久心医疗AED心肺复
苏动作AI辅助测评系统

案例推理CBR算法

清远市应急管理局“AI应急
数字人”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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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的大量探测数据，从提取有意义的传感数据，到

揭示低于检测水平的地震事件，快速识别并预警即

将发生的地震，从而为公众和应急管理部门争取宝

贵的反应时间[36]。
4.风险沟通

风险沟通是指在潜在风险下，政府、企业和公众

之间传递和交换信息的过程，目的是增强公众的风

险意识，增强风险管理的透明度，减少因信息不对称

导致的恐慌和误解[37]。风险沟通的有效性在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信息的准确性、及时性和透明度，以及信

息传递者的信誉度和公众的信任度[38]，借助AI，风险

沟通的时效性得到了显著提升，从而更好地预防或

减轻突发事件的不良影响。例如，在灾难中使用社

交媒体进行智能公共信息发布和警告，以减少公众

恐慌方面的实际应用，为政府在紧急情况下提供了

有效的应对策略[39]。特别是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中，AI可以及时、公开地收集和分析数据，从而提高

应急响应的效率[40]。从社会安全事件看，AI可以通

过社交媒体监测和大数据分析，快速识别和阻止虚

假信息的传播，保障信息的透明和及时传递，帮助公

众了解事件真相，避免恐慌[41]。
(二)未雨绸缪——AI在应急准备期的应用

在瞬息万变的应急情境下，各类不可预见的挑

战层出不穷。应急准备已成为各国政府、企业和个

体关注的焦点。未雨绸缪，不仅是古人的智慧，更是

现代社会应对未知风险以及做好应急准备的必然选

择。随着AI的迅猛发展，其在应急准备期的应用也

日益广泛和深入。其应用可大致归纳为模拟预测、

队伍训练、预案优化与教育宣传等四类：

1.模拟预测

模拟预测是指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和计算机模

拟，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及其影响的过程。AI
在模拟预测中的应用，能够显著提升应急管理领域

的预测能力和应对效率，为决策者提供科学依据，从

而进一步规避潜在风险和减少损失，并提升预测的

准确性和应对措施的有效性。例如，在自然灾害预

测中，AI已经展现出强大的应用潜力，通过深度学习

和机器学习算法，可以对地震、洪水、台风等自然灾

害进行预测。又如，有学者开发了一种基于注意力

机制的深度学习模型用于地震强度预测，对局部震

中距离(＜300千米)记录的单站数据进行地震信号的

同时检测和选取 P/S相位，基于此技术使用不到 1/3
的地震台站就能够检测和定位两倍以上的地震[42]。
Google Research 洪水预测团队基于长短期记忆

(LSTM)网络开发的AI模型，通过利用现有的 5680个
测量仪进行训练，可预测未测量流域在7天预测期内

的日径流，即提前一周就可预测洪水发生概率，每年

或可以挽救数千人的生命[6]559-563。在城市应急模拟

预测的具体应用中，Zhang等也提出了一种具有递归

LSTM神经网络的深度信息网络模型(DBN)，用于预

测基于物联网的智慧城市收集的大数据火灾危险

值，与其他现有技术相比，该模型以 98.40％的准确

率检测火灾爆发，最小错误率为 0.14％，可用于智慧

城市面临的各种预测问题[43]。
2.队伍训练

队伍训练是指通过系统化的培训和演练，提高

应急队伍在面对突发事件时的反应速度和处理能

力。队伍训练是确保应急准备成效的重要环节，AI
在队伍训练中的应用，能够显著提升应急队伍的训

练效果和实战能力。例如，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
VR)技术为应急队伍提供了一个安全、可控且经济的

训练环境，通过VR技术，可以模拟各种突发事件的

场景，使队员在逼真的环境中进行训练。又如，Qazi
等为消防员量身定制了基于 VR的新型培训，利用

Unity 3D和最先进的火灾模拟技术构建了与真实世

界动态相似的情境，使受训者在身临其境的VR环境

中体验多感官反馈，通过火灾蔓延机制的模拟来增

强训练效果[44]。再如，邓鹏等针对救援队伍指挥员

在应对石化基地火灾时的指挥能力提升，提出了一

种以虚拟灾害场景为核心的分布式角色扮演型灭火

救援指挥训练系统，从系统开发的角度，探讨了系统

的总体架构和训练模式，构建了高沉浸感的灾害事

故虚拟场景；设计了包括地图支持、组训导调、接警

调度、指挥训练、考核评判等功能模块的模拟训练；

探讨了该系统的实现方法，分析了地图支持模块和

考核评判模块的作用[45]。而在卫生事件领域，AI在
培训效果评价上展现出客观性上的优势。例如，华

为人工智能创新中心和久心医疗联合开发的AED心

··72



2025.2 公共行政
PUBLIC ADMINISTRATION

肺复苏动作AI辅助测评系统，基于AI助力急救培训

考核，通过在线测评AED心肺复苏动作，辅助培训人

员快速打出操作分数，并指导学员根据AI反馈结果

进行动作改进。

3.预案优化

预案优化是指在制定应对各种潜在风险和突发

事件的预案过程中，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和数据分

析工具，对预案进行不断调整和改进，以确保其在实

际应用中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核心目标是通过系

统性的分析和模拟，找出预案中的薄弱环节，并提出

改进建议，从而提高预案的科学性和针对性[46]。在

这一过程中，AI在预案优化中的应用，为克服处理大

量资源应急信息的困难和生产环境的多变性，提供

了先进的分析工具；用于处理和分析应急管理的大

数据，不仅提高了预案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还增强了

应对各种工业风险和突发事件的能力，为科学决策

和高效执行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47]。刘君等指

出可以基于案例推理(case-based reasoning，CBR)算
法，寻获与当前突发事件具有相似特征的应急预案

后，再根据当前实际情况和应急部门行动规则对解

决方案进行修订[48]。例如，公路突发事件的类型并

非总是单一的，CBR在应用过程中会不断记录超出

当前预案库的突发事件类型，并给出相似解。公路

突发事件应急救援结束后，应急管理机构可根据实

践情况、专家经验对之进行修订完善后，纳入当前的

应急预案库。

4.教育宣传

教育宣传是指通过多种渠道和手段，向公众普

及应急知识和技能，提高公众在突发事件中的应对

能力和自我保护意识。AI在教育宣传中的应用，可

以显著提高宣传的覆盖面和针对性，有助于提高宣

传的精准性和有效性，从而增强公众对风险的认知

和应对能力，有助于构建更加安全和健康的社会环

境[49]。例如，广东省清远市应急管理局创设集应急

信息发布、灾害预防提醒、安全宣传小视频宣讲等功

能于一体的“AI应急数字人”小安，旨在实时发布应

急信息、提升应急处理响应速度，并提升应急服务工

作的效率和水平。而在工业领域，特别是一些高危

行业，如化工企业的安全教育中，AI驱动的互动学习

平台可以模拟化工厂常见事故场景，通过虚拟体验

和实时反馈，帮助员工理解应急措施和安全操作规

程[50]。AI还可以通过分析历史灾害数据和气象数

据，快速提取有用和可靠的信息，使公众能够直观地

了解灾害的形成机制和应对方法，从而为公众提供

定制化的防灾建议和实时预警信息，增强公众的防

灾意识和应对能力[51]。
(三)临危不乱——AI在应急响应期的应用

在突发事件和紧急状况面前，快速、准确的应急

响应是减少损失、保护生命财产的重要保障。临危

不乱，是应急响应的理想状态，而AI的应用正为实现

这一目标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在应急响应期，AI
通过实时监控、智能调度等功能，显著提升了应急行

动的效率和效果，帮助应急响应团队做出更科学、更

迅速的反应。其应用可大致归纳为实时监控、路径

规划、协助搜救和通信协调等四类：

1.实时监控

实时监控是指通过技术手段，及时获取和分析

各种数据，从而实现对突发事件的动态监测和及时

预警。实时监控是应急管理的重要环节，AI在实时

监控中的应用，能够显著提升数据处理和分析的效

率，增强应急管理的预警能力，为防范和应对各种突

发事件提供重要保障。在事故灾难情境下，AI可以

通过传感器网络和数据分析，实现对工业生产安全

的实时监控：具体来说，AI可以监控温度、压力等参

数，及时发现可能引发事故的隐患，并自动发出警

报[52]。在自然灾害的监控中，AI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例如，AI可以通过卫星影像和气象数据的分析，实现

对洪水、地震等灾害的实时监控和预警，其中一个典

型的应用是利用AI技术分析地理信息系统(GIS)及
卫星图像，监测河流水位变化，从而提前预警洪水风

险[53]。例如，中国电子科学院设计的警用AI系统，可

以对视频点位人流量分析，实时统计人群密度和行

走速度，预防拥挤和踩踏事件；还可以对禁入区域异

常入侵、人员异常行为、挥手求救识别等进行智能分

析预警，实现了AI实时监控分析赋能警务工作。

2.路径规划

路径规划是指在应急管理过程中，通过技术手

段和算法优化，确定资源调配和行动的最优路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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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救援效率和资源利用率。整体上，AI可以通过

实时数据分析和智能算法，为应急人员与车辆提供

最优路径规划。例如，在交通事故发生后，AI可以分

析交通流量数据和事故现场情况，通过深度学习算

法对交通数据进行实时分析和预测，优化应急车辆

的路径规划，为救护车、消防车等应急车辆提供最优

路线，使之能够以最短时间到达现场，显著提高了应

急响应的效率[54]。在自然灾害的救援中，AI同样表

现出色。在野外应急救援活动中，灾害现场或事故

区域通常缺乏地面交通工具可直达的现成道路，但

该区域地表环境仍可满足部分越野车辆的通行，王

修远等提出了一种基于格网单元的改进A*算法，命

名为Grid A*算法，综合利用格网特征像元之间的拓

扑关系实现路径搜索，较大地压缩了搜索空间，提升

了运算效率，提高了野外应急救援应用的时效性[55]。
例如，在地震、洪水等灾害发生后，AI可以通过分析

GIS数据、灾害影响范围和实时交通情况，制定最优

的救援路径[56]。AI还可以优化医疗资源的调配和分

配路径。例如，在新冠疫情期间，AI通过对疫情数据

和医疗资源分布的实时分析，优化了医疗物资和人

员的调配路径，以确保资源能够及时送达疫情最严

重的地区[57]。
3.协助搜救

协助搜救是指在事故、灾难或突发事件发生后，

通过系统化地利用AI手段和资源整合，提高搜救工

作的效率和成功率。AI在协助搜救中的应用，有助

于提高搜救行动的效率和成功率，增强应急搜救的

科学性和精准度。在事故灾难情境下，AI可通过无

人机和图像识别技术，协助搜救人员快速找到受困

者。例如，奥地利林茨大学的研究人员通过导入深

度学习等AI技术，利用无人机在各种位置为地面上

的志愿者拍照，在使用这些图像数据库训练后，使得

新AI系统能够透过分类，将目标区域多角度图像结

合，以此来显著提高检测机制。经过处理后，生成的

图像具有更深的景深，与无人机使用传统热成像捕

捉非结构化热光场的25％准确度相比，运用AOS(air⁃
borne optical sectioning，AOS)新技术的准确度约在

87％～95％之间[58]。此外，在恐怖袭击事件中，AI可
以通过监控摄像头和社交媒体数据，通过实时数据

分析和预测模型，实时分析威胁信息，提供有效的搜

救决策，甚至是开发各类机器人支持指导搜救行

动[59]。此外，AI在军事医学中的应用更是处于快速

发展阶段，通过诸如计算机视觉与图形学、人机交

互、机器人、数据库技术、可视化技术等，赋能伤员搜

救、伤员救治、检伤分类和伤情监测、机器人手术等

战场一线救治的重要环节[60]。
4.通信保障

通信保障是指在应急管理过程中，通过有效的

通信手段和信息共享，确保各应急部门和人员之间

的无缝协作。鉴于应急情境下信息混杂、传输难度

大等特点，通信保障是应急响应的不可忽视的重要

环节。AI在这一领域的应用，能够显著提升通信的

效率和准确性，进而减少损失，保障公共安全。特别

是在事故灾难情境下，AI可以通过智能通信平台和

实时数据分析，提高应急响应的通信效率。例如，由

意大利航空航天企业D-Orbit公司发射升空的“世界

洪水”(World Floods)AI洪水监测系统，旨在通过卫星

遥感和AI技术，提供近实时的地形图并突破技术障

碍，具体通过深度神经网络技术，对大图像进行分析

处理，将其转换成数据量较小的最终产品来减少传

输量，从而加快人类对洪涝灾害事件的反应速度[61]。
再如，湖北电信依托省级科创项目“传输网智能应急

调度工具”，使用AI融入防汛抗灾，显著提升了应急

调度和武汉至鄂州段光缆抢修效率，增强了通信保

障能力。刘奕等指出，未来AI在应急通信领域或可

聚焦研究抢险救灾、地震灾害、测绘应用、空中动态

侦查、安全监控、摄影航拍等多用途功能，以及不受

海拔限制的现场信息快速获取和传输技术、紧急情

况下的信息传输中继、远程指挥协调装备等多场景

应用，为未来应急信息快速获取与传输技术和装备

发展奠定基础[62]。
(四)重整旗鼓——AI在应急恢复期的应用

突发事件的结束并不是管理活动的休止符，灾

后恢复与重建需要科学的规划和高效的执行。在应

急恢复期，如何迅速恢复正常生活和生产秩序，如何

重建更加坚固和韧性的基础设施，成为目前亟待解

决的重大问题之一。通过AI的辅助，有望使灾后评

估、资源分配等工作变得更加精准和高效。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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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大致归纳为受灾评估、资源调度、数据分析与心理

辅导等四类：

1.受灾评估

受灾评估是指在灾害发生后，通过系统化的调

查和数据分析，评估灾害对区域和人口的影响，以便

制定科学合理的灾后恢复和重建计划。AI在受灾评

估中的应用，能够显著提升评估的速度和准确性。

在各类事故灾难情境下，AI通过无人机、图像识别技

术以及先进算法分析，快速评估灾难现场的受损情

况。在建筑物坍塌事故中，无人机搭载AI图像识别

系统，可以迅速扫描事故现场，识别受损区域位置及

受灾情况。例如，王海峰等基于无人机在云南省大

理白族自治州漾濞彝族自治县灾区收集的4598张遥

感图像，构建了大规模高分辨率的震灾损坏建筑物

数据集，并使用AI对目标建筑物进行了多种形式标

注；同时，建立了包含目标特征对齐模块、特征差异

计算模块和目标边界约束的位置框检测模块的震灾

损坏建筑物实时检测模型，其整体评估可达到 86％
的精度[63]。又如，美国加州的 Crowd AI公司使用卫

星图像以及Digital Globe和 Planet Labs的数据，从卫

星图像中识别出受灾地区房屋结构后，通过对比受

灾前后的图像差异，利用AI模型以红点标识出损坏

所在的位置，此后根据标记点的数量来评估受灾的

严重程度，并借助不同的颜色深浅直观区别不同程

度的受灾程度；整体仅需一秒钟的时间，就能预测和

评估受灾程度，再将评估结果报告给救援指挥中心，

帮助科学调配救援资源，制定更科学的救援方案。

2.资源调度

资源调度是指在灾后修复过程中，通过系统化

的规划和协调，确保各种资源(人力、物资、设备等)能
够迅速而有效地分配到灾区的各个角落，以最大程

度地减轻灾害带来的损失。AI在资源调度中的应

用，能够显著提升调度的效率和精确度。在进行了

受灾评估后，深度学习AI可以用于损害的定量评估。

例如，通过分析卫星图像、遥感数据和GIS数据，深度

学习模型可以估算受灾地区的建筑损害程度、土地

沉陷情况等，这有助于政府和救援机构更准确地分

配资源，并予以进行合理的资源调度[64]。而AI在医

院的快速布局和应用也显著提高了疫情防控和疫情

发生后的资源调度效率，包括 AI读片、流行病调查

模型、药物筛选、远程医疗和体温筛查等多方面的

应用，有效支持了医疗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疫情防控

决策[65]。
3.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在应急恢复期是指通过对灾后收集的

大量数据进行系统化的处理和分析，评估灾害的影

响和恢复进度，从而为后续的应急响应和重建工作

提供科学依据。灾后数据分析是灾后修复管理的重

要环节。在事故灾难的灾后数据分析中，AI凭借大

数据处理和机器学习算法，能够快速分析事故数据，

评估事故影响，并识别出相应的薄弱环节形成应急

经验。例如，在工业事故发生后，AI可以分析传感器

数据和监控视频，快速评估事故影响范围、严重程度

以及事故致因。再如，Liu等指出，在建筑工地上发

生的事故中，有88％是由不安全行为造成的，AI可以

通过对不同类型的数据 (如数字图像、安全报告文

本、监控视频等)进行分析，明确事故致因，落实责任

问责[66]。此外，AI通过自然语言处理和情感分析，在

灾后评估社会舆情和安全状况方面也有很强的应用

潜力。例如，在灾后或社会安全事件的恢复过程中，

AI可以通过智能设备应用，创建应急感知系统并用

于分析社交媒体和新闻报道，评估社会情绪和安全

状况[67]，从而更好地进行资源调度和灾后受灾群众

心理纾解。

4.心理辅导

心理辅导，是指在灾难事件发生后，通过专业的

心理疏导和干预手段，帮助受灾人群缓解心理创伤，

恢复心理健康。灾后心理辅导是应急恢复工作中不

可忽视的环节，AI在灾后心理辅导中能够提供个性

化的心理支持，具备较高的应用潜力，能够显著提升

心理辅导的覆盖面和效果。AI驱动的聊天机器人允

许用户在任何地方能够与虚拟的心理咨询师即时互

动，并通过有效制定在线对话，提供心理援助[68]。例

如，美国的两位学者在大规模枪击灾难背景下，通过

调查1114名使用过顶级医疗公司聊天机器人服务的

美国参与者，发现AI驱动的心理健康聊天机器人显

著影响了个体的动机、沟通行为和参与行为，有助于

解决灾后心理健康问题[69]。在网络舆情上，基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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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itter数据集的社交网络分析和对专家访谈的定性

内容分析，AI聊天机器人可以被应急管理组织广泛

应用，可及时在社交媒体上与公众互动，从而减轻群

众灾后的集体恐慌心理[70]。
四、风险：“人—AI交互”视角下AI在应急管理

中的应用和挑战

整体上，AI在应急管理中的风险寓于AI应用的

一般性风险中，是个性与共性的关系。为了更清晰

地提炼AI应用于应急管理的具体风险，需要关注应

急管理风险的独特需求。一是在实时响应能力方

面，AI必须具备快速处理和响应突发事件的能力，以

提高应急决策的效率和准确性；二是在高压环境适

应性方面，应急管理通常处于高压和紧急决策的环

境，AI需要在这种情境下保证稳定性和可靠性；三是

在多源数据整合方面，应急管理涉及大量的多源

异构数据，AI需要有效整合和分析这些数据，以

提供全面的信息支持。由此可知，建立合理的风

险梳理框架是探究AI应用于应急管理潜在挑战的重

要切入口。

“人—AI交互”与传统的人机交互(human-com⁃
puter interaction，HCI)模式存在显著不同[71]，在应急

管理中展现出其独特优势。传统的人机交互，主要

是指人类与计算机或其他电子设备之间的互动，通

常通过输入设备(如键盘、鼠标)和输出设备(如显示

器)来进行。在这种交互模式中，计算机按照预定的

程序执行任务，人类通过明确的指令与其沟通，操作

透明且易于控制。相比之下，AI基于高度复杂的计

算机技术，其信息处理能力(包括语言处理、自动编

程、数据检索系统和自我学习)与人类智能水平非常

相似[72]，由此AI在应急管理中则显得更为复杂和动

态，即AI不仅能够执行预定任务，还具备一定程度的

学习和自我优化能力。通过大数据分析、自主学习

和推理，AI可以在应急情况下提供更为准确、实时的

决策支持。

基于与具备学习、推理和自主决策能力的AI系
统互动，人机关系愈发多样化，涉及信任、理解和协

同等多方面的问题。在应急管理中，这种互动不仅

要求AI具备高效的处理能力，还需要确保其决策过

程透明、可解释，使应急管理人员信任并依赖AI的判

断，从而实现更高效的应急响应和资源调配。毋庸

置疑的是通过优化“人—AI交互”，应急管理系统可

以更好地应对突发事件，提升整体应急响应能力。

然而，蕴藏在人、AI以及人与AI交互过程中的风险

与挑战，始终伴随在具体AI赋能应急管理的应用决

策中。为了厘清AI应用对应急管理的潜在风险与挑

战，笔者从“人—AI交互”的新颖视角，结合应急情境

中的典型风险案例，对相关风险挑战进行了梳理总

结，从而为AI应用于应急管理决策中的困境纾解提

供启示。总结形成的应急管理中“人—AI交互”风险

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一)人的视角

在应急管理中，无论是在决策、协调还是执行方

面，人的智慧、经验和直觉都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人

的需求和偏好，在应急管理中也不可忽视。在与AI
技术共舞时，人的权责边界存在模糊，只有在充分理

解和尊重人的需求(如隐私、心理需求、偏好)的基础

上，才能达到“人—AI交互”的最佳效果，进而提升应

急管理的整体效能。结合现实案例，整理其中可能

存在风险如下：

1.隐私泄露和数据滥用

AI在应急管理中的应用通常依赖大量数据，包

括个人信息和位置数据等。尽管这些数据对提高应

急响应效率至关重要，但也带来了隐私泄露和数据

滥用的风险。AI模型如GPT感知语音的准确率高达

82％[73]，应急管理系统若缺乏严格的数据保护措施，

可能导致个人隐私被侵犯，甚至被恶意利用，造成严

重后果。在应急管理情境下，如生理指标、家庭信息

等更具备高度敏感性的数据一旦泄露，不仅会对个

人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害，也会严重损害公众对应急

管理系统的信任。例如，英国在新冠疫情暴发期间，

所使用的基于AI模型的NHS COVID-19应用程序，

由于对用户数据处理不当和安全保障措施不足，在

初期发生了数据泄露事件，导致位置数据和联系历

史等敏感信息被曝光，引发了公众对监控和数据滥

用的担忧。

2.心理需求无法被正确识别

在应急管理中，除了物质和安全保障，满足受灾

人群的心理需求同样重要。危机事件通常伴随着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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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心理压力和情感创伤，及时、有效的心理干预对

灾后恢复具有重要作用。但AI是否能够胜任合格的

灾后心理咨询师，在技术与情感上均无法得到保障。

在技术上，算法无法充分考虑人类的主观期望与客

观需求。例如，Instagram等社交媒体基于数据及算

法所展示的内容会对青少年造成形象压力，导致其

饮食失调和焦虑抑郁。在情感上，AI机器人也因缺

乏共情心而饱受诟病。例如，比利时一男子在与名

为Eliza的AI聊天机器人进行数周交流后，Eliza几乎

系统地遵循了这名焦虑男子的推理，甚至让其陷入

了更深的担忧中，该男子在讨论中提出了以牺牲自

己来换取AI拯救地球的想法，随后自杀。由此可知，

在灾后心理疏导中，一旦AI未能正确识别并回应受

灾者的心理需求，往往会加剧其情感创伤，甚至引发

更严重的后果。

3.应急决策依赖和研判能力退化

随着AI在应急管理中的广泛应用，决策者或因

自动化偏好 (automation bias)[74]，逐渐依赖 AI系统进

行决策，从而导致其决策和研判能力退化。当AI系
统出现故障或提供错误信息时，应急管理人员会因

过度依赖AI技术而无法作出正确判断，导致应急响

应失误，进而增加损失。例如，在美国，ClearView AI

公司的人脸识别技术出现错误，导致警方错误逮捕

了一名无辜行人。过度依赖AI技术更可能导致应急

管理人员的专业技能和经验逐渐退化。例如，在美

国芝加哥市，ShotSpotter AI枪声定位系统错误地引

导警方，导致警察不幸枪杀了 13岁少年Adam Tole⁃
do。一旦 AI系统无法正常运行或提供不准确的建

议，缺乏自主决策能力的应急管理人员往往会陷入

困境，无法有效应对突发事件。

(二)AI视角

在应急管理中，尽管AI辅助决策逐渐改变了传

统决策模式，但AI决策是否被有效采纳，其关键在于

能否让应急管理决策者产生足够的信任[75]。增强决

策者对AI的信任，可以促进AI在应急管理中的广泛

应用，从而提升整体应急管理效能。现有研究将信

任分为诚实、能力和仁慈等三个维度进行分析[76]，为
笔者研究提供框架借鉴。结合现实案例，整理风险

有如下三点：

1.诚实否？决策可解释性与透明度

尽管AI能够迅速处理大量数据，但如果这些数

据来源、决策过程的不透明或无法被解释清楚，往往

会引发决策者和公众的不信任。在紧急情况下，决

策的可解释与透明可确保利益相关方理解并信任这

图1 应急管理中“人—AI交互”风险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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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决策，特别是当AI作出有关人生命财产安全决策

但缺乏可解释性与透明性时，将导致利益受损方的

不满和质疑。例如，美国加州通过了一项针对亚马

逊劳工AI算法的法律，禁止企业使用算法制定的工

作配额来惩罚未能完成任务的仓库工人。该法律的

出台是因为此类AI算法缺乏透明性，无法结合个体

差异(如性别、年龄、健康状况等)进行解释，可能会忽

视工人的健康和安全，强制工人以不合理的速度工

作，从而导致过度劳累和受伤。在美国芝加哥市，一

名65岁老人迈克尔·威廉姆斯，因ShotSpotter AI枪声

定位系统提供的假证据被错误拘捕，含冤入狱近一

年，其间两次感染新冠病毒，险些自杀。由于该系统

的算法不可解释且不透明，这导致警方未能质疑其

准确性，从而酿成冤案。由此可知，在应急管理中，

如果AI决策过程缺乏解释性与透明性，可能会加剧

社会不信任程度，甚至引发冲突。

2.有能否？系统崩溃与技术故障

在应急管理情境下，AI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尤为关键，系统崩溃、技术故障都可能引发错误决

策。特别是在应急情况下，如装备了AI决策系统的

无人机、攻击性武器等一旦出现错误决策，后果极其

严重。例如，2023年，一架由美国空军测试的 AI无
人机，负责执行防空火力压制任务，在收到了识别

并摧毁敌方防空系统的最高优先级指令时，人类

操作者发出不允许发动攻击的指令，而 AI系统因

为系统失误，判定人类操作者在阻碍它执行更高

优先级的命令，进而选择了击杀人类操作者。又

如，2021年 1月 25日，在重庆市朝天门举行的一场

AI控制的无人机表演中，由于主机系统崩溃，数百

架无人机在表演时失控并撞向大楼，约有一百架

无人机坠落。毋庸置疑，AI在应急管理中的应用

必须高度重视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以避免潜在

的灾难性后果。

3.仁慈否？数据偏差与算法歧视

AI技术在应急管理中的应用虽然带来了显著的

效率提升，但也伴随着数据偏差和算法歧视的风险。

在应急管理中，若AI系统存在类似的偏差和歧视，可

能会在关键时刻作出错误决策，进一步加剧灾难的

影响。若AI被广泛用于面部识别和决策过程中，可

能会对某些群体产生不公平的影响。例如，美国路

易斯安那州执法部门依赖AI进行识别和抓捕，有色

人种被误识别的可能性高于白人约 100倍[77]，这不仅

加剧了社会不公，还会导致无辜者遭受不必要的困

扰和伤害。此外，AI在模拟战争场景中存在“嗜血”

表现，美国军方利用 Palantir和 Scale AI等公司的专

业技术，测试基于大型语言模型(LLM)的军用人工智

能聊天机器人，以协助模拟冲突中的军事规划，进而

发现，该模型倾向于使用暴力和核打击的方式。这

种偏向性决策不仅违反了人道主义原则，还会带来

不可预测的灾难性后果。可预见的是，在AI的开发

和应用中，必须严防数据偏差和算法歧视，确保其决

策过程的公正性和可靠性。

(三)“人—AI交互”的视角

AI系统在应急管理中的应用，往往依赖大量的

数据输入和复杂的算法输出这一交互过程。如果

输入数据存在偏差或不准确，AI的输出结果可能会

误导决策者，进而影响应急管理的效果。在“人—

AI交互”视角下，从输出到输入，从过程到行为，处

处隐藏风险与挑战。结合现实案例，整理风险有如

下三点：

1.交互输出与输入的稳健程度

在应急管理中，稳健的系统能够确保在紧急情

况下，AI能够准确、及时地处理信息，作出正确的决

策。然而，现实中的诸多案例表明，当前的AI在这方

面仍存在显著的不足。例如，特斯拉的自动驾驶系

统(autopilot)在美国涉及多起致命车祸，其中在佛罗

里达州的一起事故中，特斯拉的自动驾驶系统未能

识别一辆横穿马路的拖挂车，导致车辆撞击拖挂车

底部，车内驾驶员当场死亡。此类事故表明，特斯拉

的自动驾驶系统在应急情况下的反应速度和决策准

确性存在一定问题，无法确保在紧急情况下做出正

确的反应，进而威胁公共安全。又如，在加拿大温哥

华市举行的 Can Sec West会议上，研究人员展示了

AI自动驾驶汽车的远程攻击实验。实验利用无人机

通过Wi-Fi漏洞，成功控制了AI自动驾驶汽车的信

息娱乐系统，并能够执行开车门、调整座椅、播放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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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等操作。尽管此次攻击并未导致车辆失控，但这

揭示了联网汽车系统在面对网络攻击时的脆弱性。

如果类似的攻击发生在紧急情况下，可能会导致应

急管理系统失效，进而危及公众安全。因此，当前的

AI在应急管理中的交互输出与输入的稳健程度仍存

在显著不足，无论是系统在紧急情况下的反应速度

和决策准确性，还是面对网络攻击时的防护能力，都

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改进。

2.交互过程的复杂程度

在应急管理中，交互过程的复杂程度直接影响

到应急响应的效率和效果。操作界面的复杂、数据

输入和指令下达过程的烦琐，都会在紧急情况下导

致错误判断，延误应急响应时间，进而影响救援效

果。例如，2018年 1月，美国夏威夷州紧急措施署由

于AI系统过于复杂而错误操作，发布了一条错误的

导弹袭击警报信息，称夏威夷正面临弹道导弹来袭

威胁。而实际情况是，在AI应急操作系统的终端界

面上，工作人员需要点击一个“试验警报”按钮用于

试验，结果当天的值班人员却错误地点击了“实时警

报”键，造成“假”警报信息的发出。同时，由于系统

设计原因，在错误警报信息发出后，系统无法自动将

其撤回或取消。从错误信息发出到正式澄清的38分
钟内，夏威夷州陷入了混乱，民众纷纷弃车逃跑、躲

进地下室或寻找掩体[78]。因此，在紧急状况下，操作

人员可能因为紧张和压力加剧而犯错。鉴于此，数

据输入和指令下达过程的烦琐以及当前应急管理系

统的交互过程复杂性，亟待优化和改进。只有在确

保系统操作简便、反应迅速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发挥

AI技术在应急管理中的潜力。

3.交互行为的伦理风险

随着AI技术在应急管理领域以及军事领域的应

用日益广泛，其决策过程和行为的伦理性问题受到

了广泛关注。例如，2022年美国旧金山市议会批准

了一项政策，允许旧金山警察局在极端情况下使用

远程控制的AI机器人来杀害嫌疑人。这些机器人可

以被装备炸药，用于“在公共或警察生命面临即刻威

胁且其他手段无效的情况下，接触、使其丧失行动能

力或迷惑暴力、武装或危险的嫌疑人”[79]。由此可

见，在紧急情况下，AI可能被赋予致命的决策权，这

引发了对其滥用和误用的担忧，并引起了广泛的伦

理争议。特别是在巴以冲突中，以色列国防军使用

了名为“薰衣草”(Lavender)的AI识别系统来识别潜

在目标。该系统能够在 20秒内，根据目标与哈马斯

(Hamas)的联系，识别出 37000个潜在目标，并在攻击

低级别武装分子时允许最多造成15名平民的附带伤

亡；同时，结合“福音”(Gospel)目标识别打击AI系统，

可以实现精确打击[80]。这一宽松的规定导致了大量

平民伤亡，特别是在使用非制导炸弹的情况下，整个

建筑物内的所有人都可能被炸死。这一做法不仅引

发了国际社会的谴责，也在以色列国内引发了伦理

和法律方面的质疑。由此可见，确保AI在应急管理

中的应用符合伦理和法律标准，是维护公众信任和

安全的关键。只有在严格的伦理和法律框架下，才

能真正保障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五、结论与展望

AI的迅猛发展为应急管理领域带来了前所未有

的机遇与挑战。一方面，AI赋能不仅显著提升了政

府部门在数据收集、分析和挖掘方面的能力，也进一

步提高了治理效率，有望实现更高效和准确的应急

管理；另一方面，尽管AI在应急管理中展现出巨大的

潜力，但其在数据准确性、系统信任度、隐私保护和

决策透明度等方面的应用，仍面临诸多风险与挑战。

笔者从应急管理学科的分期视角出发，结合应用场

景和全灾种类别，系统地探讨了AI在应急管理中的

应用，并分析了其潜在的风险与挑战。同时，从人、

AI和“人—AI交互”等三个维度出发，全面整合了AI
在应急管理中的应用可能面临的风险挑战，准确、全

面地概括了相关要素。这不仅为推进AI在应急管理

中的科学化和系统化应用提供了有力支持，还拓宽

了AI在应急管理研究中的新视角和切入点，为相关

部门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科学合理的建议。

通过总结和分析AI在应急管理中的具体应用，

研究填补了现有文献在全灾种类别和不同应用场景

下，对AI系统归纳不足的空白。在应急管理视角下，

研究应用了“人—AI交互”分析框架对风险予以归

纳，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有助于深入探讨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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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在应急管理中的优化路径。

笔者发现，AI已经广泛应用于应急管理的多个

环节，如数据分析、危机识别、预测预警和决策支持

等方面，显著提升了管理效率，增强了管理效果。然

而，当前AI在应急管理中的应用仍面临一些风险挑

战。首先，在数据准确性方面，AI系统依赖大量的数

据进行训练和决策，但在应急管理中，数据的实时性

和准确性往往难以保障，可能导致预测和决策的偏

差；其次，在系统信任度方面，AI的复杂性和不透明

性使得决策者对其输出结果的信任度不高，这在紧

急情况下尤其明显；最后，隐私保护和决策透明度问

题也需要进一步解决，以确保在应用过程中不泄露

敏感信息，并使决策过程更加公开透明。未来的研

究可以进一步关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增强AI系统

的可解释性和透明性，以提高决策者对AI技术的信

任；二是加强数据隐私保护和安全措施，确保在应用

过程中不会泄露敏感信息；三是通过跨学科合作，推

动AI技术与应急管理的深度融合，形成更加完善的

应急管理体系。

推进AI在应急管理中的应用，需要各方的共同

努力，通过不断完善和创新，充分发挥AI的应用潜

力，提升应急管理的整体效能，从而为中国的应急管

理提供新的路径和方法，为全球应急管理的发展贡

献中国智慧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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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mergency Management and Its Risk Categories:

A Overview Study Based on Literature and Cases

Zhong Shuang Xu Xiaofeng

Abstract：With the steady development of new industrializati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 technolo⁃
gy in different stages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and different disaster situations is increasing, and its risks present new fea⁃
tures and trends. However,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systematic study of the application of AI empowered emergency manage⁃
ment and various types of risk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effect of AI technology empowering emergency man⁃
agement, it is urgent to clarify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s of AI in emergency management and its risk categories. Therefore, in
combination with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specific cases, the paper reviews the applications and potential risks of AI technolo⁃
gy in emergency management. The review finds that AI technology is widely used in four periods: risk management, emergen⁃
cy preparedness, emergency response, and emergency recovery, cove ring 16 categories of specific applications such as risk
early warning, simulation and prediction,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etc., which are applicable to a variety of scenarios such
as floods and earthquakes. At the same time, based on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human-AI-human AI interaction", the pa⁃
per summarizes nine types of risk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AI technology applied to emergency management, such as per⁃
sonal privacy and data security, data bias and algorithmic discrimination, and the degree of robustness of interaction, etc.,
and classifies the systemic risks of AI ap plication in risk management in terms of the systems and algorithms, values and
ethics, public acceptability, organizational acceptability and other factors from the dimension of human-AI interaction.

Key words：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 emergency management; risk management; AI application risk; human-AI in⁃
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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