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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充分发挥地震灾情短信的信息负载功能，更全面地获取震后灾情信息，在对现有地震灾

情短信代码介绍和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基于地震灾情现象的短信代码的设计原则和方法。确定了

采用线分类法对地震灾情现象进行分类分级，并制定了分类分级的判断标志，然后，根据分类分级结

果采用层次编码方式进行了短信代码的编制，设计了应用于不同对象的专业人员代码和公众代码。
最后，阐述了如何使用这些地震灾情短信代码进行灾情上报及其对于地震应急工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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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research on SMS coding of earthquake dis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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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Institute of Earthquake Science，China Earthquake Administration，Beijing 100036，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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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make full use of the information-carrying function of SMS and obtain more comprehensive dis-
aster situation information after earthquake，based on the introduction and analysis of existing SMS codes of disaster
and the earthquake phenomena，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principles and ways of SMS coding． The earthquake disas-
ter phenomena were classified by line classification，and the judge signs of every classification were determined．
Then，the SMS codes which could be used by professionals and non-professionals were designed based on the clas-
sification． In the end，this paper brought up how to use these SMS codes of disaster and elaborated their signifi-
cance in the field of earthquake emergency．
Key words: earthquake emergency; SMS code of earthquake disaster; earthquake disaster phenomena; classifica-
tion; coding

破坏性地震发生时，能否及时了解灾区的情况对应急指挥工作是至关重要的
［1］。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的

发展，SMS 为我们快速获取地震现场的灾情信息提供了极大地便利。与此同时，如何才能使短信充分地表

达地震现场的灾情信息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关键问题。
以数字编码形式存在的短信代码将抽象的概念或者现象以一种便于理解和记忆的数字形式表达和呈现

人们所处的客观世界，是一种非常有效的信息载体。地震灾情短信代码旨在反映地震灾情，将地震灾害信息

传递给相关人员，使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高速高效的响应，从而最大程度上减少或缓解地震所带来的财

产损失和人员伤亡，但这一切基于对地震现场灾情信息的合理分类和编码。鉴于此，根据信息分类编码的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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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性原则以及我国地震现场灾情信息特征和应急需求
［2 － 3］，综合对现有地震灾情短信代码的分析，本文对地

震现场的灾情现象提出了科学合理的分类分级方法，设计了基于地震现场灾情现象分类分级结果的编码方法。

1 地震灾情短信编码研究现状

近年来，伴随着基于手机短信的灾情获取方法的发展，相关部门和部分地震学者在地震灾情短信代码设

计方面已经做过些许工作。
现行中国地震局 12322 地震灾情短信速报系统所采用的地震灾情短信代码为 1，2，3，4，其中“1”表示无

震感或震感轻;“2”表示震感强，无破坏;“3”表示有破坏，无伤亡;“4”表示破坏重，有伤亡
［4］，该系统所采用

的地震灾情短信代码是基于地震造成的宏观破坏和切身感受所设计的，它首先将地震灾情分为无震感或震

感轻，震感强、无破坏，有破坏、无伤亡，破坏重，有伤亡 4 类状态，然后分别用 1，2，3，4 代表上述 4 类灾情状

态进行短信编码。这种地震灾情短信代码设计简单，便于记忆，同时在灾情上报时占用的资源较少，但是它

所包含的信息量有限，并且没有对种类繁多，形式多样的地震现场灾情现象进行分类，因此也就不能有针对

性地体现具体的灾情信息，达不到科学、实用地选择灾情速报内容的要求，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
徐敬海等

［5］
根据地震烈度表设计了部分地震灾情短信代码，如表 1 所示。该地震灾情短信代码按照地

震烈度表的内容将灾情信息划分为 6 大类，即: 震感信息、死伤人口、房屋损坏、地质灾害以及基础设施破坏

等，并将破坏程度、数量按照模糊统计的角度分为不同的等级，通过回复相应的数字来传递灾情信息。该地

震灾情短信代码的设计过程中考虑了对地震灾情信息的分类和分级，其思路明确，然而由于地震烈度表所含

的灾情信息内容有限，所以其参考地震烈度表所进行的地震灾情信息分类分级不够细化、全面，同时，其分类

体系与国家地震应急数据库中关于地震灾情信息的分类体系不一致，导致这种地震灾情短信代码缺乏一定

的适用性和继承性。

表 1 地震灾情短信代码一览表
［5］

Table 1 List of earthquake SMS code［5］

类别 震感情况 死亡人口 受伤人口 房屋损坏 次生灾情 基础设施破坏情况

短信内容

回复代码

无震感

11
无

21
无

31
无损坏

41
无

51
通行

61
短信内容

回复代码

轻微有感

12
几人

22
几人

32
部分损坏

42
停水( 1 /小范围 2 /大范围)

52
道路损坏

62
短信内容

回复代码

有感

13
十几人

23
十几人

33
多数损坏

43
停电( 1 /小范围 2 /大范围)

53
道路拥堵

63
短信内容

回复代码

强烈有感

14
几十人

24
几十人

34
大量损坏并有部分倒塌

44
停气( 1 /小范围 2 /大范围)

54
桥梁损坏

64
短信内容

回复代码

百人以上

25
百人以上

35
多数倒塌

45
火灾( 1 /小范围 2 /大范围)

55
桥梁倒塌

65

通过对前人地震灾情短信代码研究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手机短信成为震情快速获取重要手段的现在，关

于地震灾情短信编码的研究还不够完备、规范，设计原则还不够清晰。

2 地震灾情现象分类分级

2． 1 数据来源

地震灾情短信代码以短信发送人员所在地的地震灾情现象为基础，因此，编制地震灾情短信代码首先需

要从地震灾情现象入手。研究中所需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大陆地震灾害损失评估汇编 ( 1990 － 1995 ) 》、
《中国大陆地震灾害损失评估汇编( 1996 － 2000) 》以及部分地震现场调查报告及地震评估报告。
2． 2 分类分级原则

地震所造成的破坏现象类型多、内容杂，这就要求我们对复杂的灾情现象根据其属性或特征按一定的原

则和方法进行区分和归类，并建立起一定的分类体系和排列顺序。地震灾情现象分类分级主要遵循的原则

包括科学性原则、系统性原则、可扩延性原则、兼容性原则和综合实用性原则
［7］，设计的分类分级方案要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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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使用，分类分级名称尽量沿用习惯名称，不致发生概念混淆和二义性。同时，分类分级还要考虑地震应急

工作对灾情信息的要求。
2． 3 分类分级方法

信息分类的基本方法有 3 种: 线分类法、面分类法、混合分类法。根据这 3 种分类方法的特点，结合地震

灾情现象的特征，本文采用线分类法。线分类法又称层级分类法，是将分类对象按所选定的若干个属性或特

征逐次地分成相应的若干个层级的类目，并排成一个有层次的，逐渐展开的分类体系
［7］。使用线分类法进

行分类分级得到的分类结构层次性好，能较好地反映类目之间的逻辑关系，并且实用方便，既符合手工处理

信息的传统习惯，又便于计算机处理信息。
2． 4 分类分级结果

根据地震灾情现象的特点以及地震应急对灾情信息的应用需求，本文利用线分类法将统计出来的各种

地震灾情现象分为 4 个大类，分别为: ( 1) 房屋破坏现象; ( 2 ) 生命线工程破坏现象; ( 3 ) 地质灾害现象; ( 4 )

人员伤亡。根据地震行业相关标准
［8 － 15］

的规定依次将 4 大类细分为小类，并将各小类按照破坏的严重程度

和影响范围针对灾情速报员和公众不同的应用人群分别划分了不同的破坏等级。地震灾情现象分类分级工

作的进行如图 1、图 2、图 3 所示，具体分类结果和等级划分依据见表 2、表 3、表 4、表 5、表 6、表 7、表 8。

图 1 地震灾情现象分类图示

Fig． 1 Classification of earthquake disaster phenomena

图 2 针对灾情速报员的地震灾情现象分级图示

Fig． 2 Classification of earthquake disaster phenomena for disaster bulletining personnel

由于公众对地震灾情认识的局限性，针对公众的地震灾情现象分级和等级划分依据较为简单。针对公

众的地震灾情现象分级与针对灾情速报员的地震灾情现象分级相比，前者将房屋类破坏情况和生命线工程

破坏情况只分为 3 级，分别是基本完好、破坏、毁坏，如图 3 所示，相应的等级划分依据也较为概括，如表 3、
表 5、表 7 所示。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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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针对公众的地震灾情现象分级图示

Fig． 3 Classification of earthquake disaster phenomena for the public

表 2 针对灾情速报员的房屋破坏等级划分依据

Table 2 Classification basic of housing damage for disaster bulletining personnel

结构类型
破坏等级

毁坏 严重破坏 中等破坏 轻微破坏 基本完好

钢结构 ①墙体局部或全部倒

塌;

②主体屋架结构错位或

倾倒;

③钢柱脆断，房屋倒塌。

①基础螺栓被拔起，钢

筋弯曲、拉断，连廊脱

离、房屋倾斜;

②承重柱出现错位。

①柱间支撑与柱连接部

位出现裂缝;

②柱脚、焊缝开裂，锚栓

失效;

③屋面板主筋发生斜裂

缝，屋盖震落、错位。

①墙体开裂、外闪、外

鼓;

②外墙装修的脱落。

①主 体 结 构 基 本 完

好;

②隔墙、山墙及前墙

窗户下等个别地方可

见轻微裂缝;

③屋外烟囱倒塌。

钢混 /框架结构 ①山墙、后墙外包砖大

部分倒塌;

②内墙、隔墙严重破坏，

且部分塌顶;

③房屋大部或全部倒

塌。

①承重结构普遍出现明

显破坏，或个别极为严

重。

①承重构件少数有微细

裂缝;

②非承重构件与其联结

处许多明显开裂或少数

开裂严重。

①框( 排) 架结构与填

充墙之间部分出现裂

缝;

②非承重构建少数有明

显裂缝。

①主 体 结 构 基 本 完

好;

②隔墙、山墙及前墙

窗户下等个别地方可

见轻微裂缝;

③屋外烟囱倒塌。

砖混结构 ①部分倒塌，包括墙体

大部倒塌而屋不塌，部

分墙倒屋塌;

②外包砖大部分倒塌，

内墙、隔墙严重破坏，且

部分塌顶;

③房屋大部或全部倒

塌。

①多数承重构件破坏严

重，普遍出现明显的裂

缝;

②部分有极严重的破

坏，甚至构造柱开裂、混
凝土崩落;

③墙体局部掉角或有局

部倒塌。

①非主体结构破坏严

重;

②许多承重墙体出现可

见裂缝;

③部分墙体有明显裂缝

而构造柱不开裂。

①房屋的个别承重墙体

偶有可见微细裂缝;

②非主体结构局部有明

显的裂缝。

①主 体 结 构 基 本 完

好;

②隔墙、山墙及前墙

窗户下等个别地方可

见轻微裂缝;

③屋外烟囱倒塌。

砖木结构 ①木构架正立、严重歪

斜甚至折断但未倒，或

局部构架倒;

②墙体大部甚或全部倒

塌，外包砖大部分倒塌，

内墙、隔墙严重破坏，且

部分塌顶;

③房屋大部或全部倒

塌。

①多数承重构件破坏严

重，普遍出现明显的裂

缝;

②部分有极严重的破

坏，甚至构造柱开裂;

③墙体局部掉角，或有

局部倒塌甚至全部倒

塌;

④木构架轻度倾斜或个

别折断。

①非主体结构破坏严

重;

②木构架基本完好，柱

脚明显位移;

③许多承重墙体出现可

见裂缝，甚至山尖、檐墙

或墙角局部掉落;

④瓦屋面大片滑落。

①房屋的墙体局部开

裂，个别承重墙体偶有

可见微细裂缝;

②非主体结构局部有明

显的裂缝，木结构稍有

松动;

③瓦屋面滑移甚或局部

掉落。

①主 体 结 构 基 本 完

好;

②隔墙、山墙及前墙

窗户下等个别地方可

见轻微裂缝;

③屋外烟囱倒塌。

土木结构 ①木构架严重歪斜甚或

折断但未倒或者局部构

架倒;

②墙体大部甚至全部倒

塌。

①木构架轻度倾斜或个

别折断;

②墙体几乎全部倒塌。

①木构架基本完好，柱

脚明显位移;

②墙体开裂明显，甚至

山尖、檐墙或墙角局部

掉落;

③瓦屋面大片滑落。

①房屋的墙体局部开

裂;

②木结构稍有松动;

③瓦屋面滑移甚或局部

掉落。

①主 体 结 构 基 本 完

好;

②隔墙、山墙及前墙

窗户下等个别地方可

见轻微裂缝;

③屋外烟囱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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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针对公众的房屋破坏等级划分依据

Table 3 Classification basis of housing damage for the public

结构类型
破 坏 等 级

毁坏 破坏 基本完好

钢结构

钢混 /框架结构

砖混结构

砖木结构

土木结构

多数承重构件严重破坏，结构濒于

崩溃或有( 局部) 倒塌。
承重构件出现裂缝，非承重构件有明显

裂缝，个别非承重构件破坏严重。
建筑物承重和非承重构件完好，

或个别非承重构件轻微损坏。

表 4 针对灾情速报员的生命线工程破坏等级划分依据

Table 4 Classification basis of lifeline damage for disaster bullelining personnel

结构类型
破 坏 等 级

基本完好 轻微破坏 中等破坏 严重破坏 毁坏

供排水管道

基本无震害，或管道有

轻度变形，但无渗漏发

生。

管道轻微开裂，出现轻

微渗漏。
管道发生较大变形或屈

曲，有轻度破裂或接口

拉脱，出现渗漏。

管道破裂，大量渗漏。 管道接口拉脱，已无

法继续供排水。

输油气管道

基本无震害，管道无破

坏。
管道发生轻微变形，无

漏油、漏气。
管道发生明显变形或屈

曲，但无破裂、漏油、漏
气现象。

管道破裂，漏油、漏气严

重。
管道接口拉脱，不能

继续输油、供气。

供电设施

供电设施基本无震害，

供电正常，几乎无断电

现象。

供电设施的事故能及时

排除，继续正常供电。
有一般性故障，需稍经

修复才可恢复供电。
有严重性事故，经多方

努力才能恢复供电。
供电处于瘫痪状态，

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恢

复供电。

通讯设施

通讯设施基本无破坏，

通讯基本正常。
通信设施的事故能及时

排除，恢复正常通信。
有一般性故障，需稍经

修复才可恢复通信。
有严重性事故，经多方

努力才能恢复通信。
通信处于瘫痪状态，

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恢

复通信。

交通设施

①路段和设施无破坏，

通行正常;

②桥梁承重结构完好，

非承重结构基本完好，

个别构件轻微破坏，其

他构件无损，可正常通

行。

①路肩、挡土墙、垒面有

明显裂缝，造成一定的

行车障碍，仍可通行;

②桥梁承重结构完好或

只出现允许的裂缝，桥

梁结构承载力无明显影

响，非承重结构有损坏。

①道路有小的不均匀塌

陷，斜坡崩坏，石头滚

落，但可以通行，谨慎通

行;

②桥梁主要承重结构遭

受损坏或局部损坏，桥

梁附属结构破坏较重，

桥梁承载力降低。

①道路有大的不均匀塌

陷，较大裂缝、隆起、通
行困难，限制通行;

②桥梁主要承重结构严

重破坏，桥基破坏较重，

结构承载力极大地降

低。

①路面断裂、隆起、塌
陷严重，已无法行车;

②桥梁的主要承重构

件严重破坏或毁坏，

桥梁 基 础 破 坏 并 倾

斜，桥梁不能使用。

表 5 针对公众的生命线工程破坏等级划分依据

Table 5 Classification basis of lifeline damage for the public

生命线工程
破 坏 等 级

基本完好 破坏 毁坏

供排水管道

输油气管道

供电设施

通讯设施

交通设施

不影响继续使用。 丧失部分功能，可以修复。
丧失大部或全部功能，无法修复或

已无修复价值。

表 6 针对灾情速报员的地震地质灾害等级划分依据

Table 6 Classification basis of seismogeological disaster for disaster bulletining personnel

破坏程度
地 质 灾 害

滑体体积 崩塌落石方量 砂土液化 地基沉降 地裂缝

大型 ＞50000 m3 ＞5000 m3 饱和砂层喷砂冒水严重。 ＞200 mm ＞1 m

中型 5000 －50000 m3 500 ～5000 m3 饱和砂层多数喷砂冒水。 0 ～200 mm 0． 2 ～1 m

小型 ＜5000 m3 ＜500 m3 饱和砂层出现喷砂冒水。 无 ＜0． 2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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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针对公众的地震地质灾害等级划分依据

Table 7 Classification basis of seismogeological disaster for the public

破坏程度
地 质 灾 害

滑坡 崩塌落石 砂土液化 地基沉降 地裂缝

大型
山 区 出 现 大 多 数 滑

坡。
山区出现大多数山崩

落石。
饱和砂层喷砂冒水严

重。
地基不均匀沉降非常

明显。
地震断 裂 错 动 到 地

表。

中型
山区多数出现滑坡。 山区多数出现崩塌落

石。
饱和砂层多数喷砂冒

水。
地基不均匀沉降较明

显。
干硬土上出现裂缝。

小型
山区滑坡零星分布。 山区个别区域出现崩

塌落石。
饱和砂层出现喷砂冒

水。
地基无沉降或沉降不

明显。
松软土 地 上 出 现 裂

缝。

表 8 人员伤亡等级划分

Table 8 Classification of casualties

伤亡类别 人数

轻伤 无 几人 十几人 几十人 百人以上

重伤 无 几人 十几人 几十人 百人以上

死亡 无 几人 十几人 几十人 百人以上

3 地震灾情短信编码

地震灾情短信编码实际上是对复杂异构的灾情信息进行数据化的过程，它是建立在灾情现象的分类及

其等级组织基础之上的灾情信息数据编码，利用结构化的数字表明受灾元素在数据分类中的隶属关系和破

坏程度，以便于计算机和人识别处理。

3． 1 地震灾情短信编码原则

地震灾情短信编码以地震灾情现象分类结果为基础，同时还要重点考虑以下编码原则:

( 1) 唯一性。在地震灾情短信编码体系中，要保证地震灾情现象分类分级以及短信编码时一物一码，每

一个灾情现象编码对象仅应有一个代码，编码所表示的对象或对象集合必须具有唯一性。
( 2) 合理性。地震灾情短信编码的代码结构要与地震灾情现象的分类体系相适应。

( 3) 可扩充性。代码结构要留有适当的扩充余地。

( 4) 简明性。代码结构应尽量简单，长度尽量短，以便节省机器存储空间和减少代码的差错率
［7］。

( 5) 适用性和灵活性。编码要具有适用性和灵活性，当增加、删除或插入一个分类或一类单元的编码

时，不应影响整体的编码体系
［6］。

3． 2 地震灾情短信编码方法

基于地震灾情短信编码的应用需求和地震灾情现象的性质，结合《信息分类和编码的基本原则与方法》

( GB /T_7027 － 2002) 中对编码规则的要求，本文的地震灾情短信编码采用层次码编码方式，代码的表现形式

全部采用数字代码。层次码通常用于分类的目的，它以编码对象集合中的层级分类为基础，将编码对象编码

成为连续且递增的类，位于较高层级上的每一个类都包含并且只能包含它下面较低层级全部的类，这种代码

类型易于编码对象的分类或分组
［7］。而代码采用数字码的表现形式使得代码结构简单、使用方便，排序容

易并且易于在行业内推广。
3． 3 地震灾情短信编码设计

利用层次码编码方式设计的地震灾情短信代码由主码和子码共同组成。主码表示地震总体上所造成的

灾情影响，而子码则是对元素类别的标识和元素受灾情况描述。子码分为识别码和描述码，其中识别码有大

类码和小类码之分，用于唯一地标识受地震影响的元素类别，描述码则反映了受影响的元素的破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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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本文设计的短信代码与现行中国地震局 12322 地震灾情短信速报系统代码之间的衔接，本文设

计的短信代码的主码采用中国地震局 12322 地震灾情短信速报系统短信代码，子码( 识别码和描述码) 分别

用数字按顺序进行编码。灾情短信代码由 5 位数字组成，其结构如图 4 所示。其中代码的第 1 位是主码，该

码用于标识地震总体的破坏情况; 第 2 位是大类码，它表示地震造成破坏的大类，如房屋类破坏、生命线工程

破坏、地质灾害或者是人员伤亡; 第 3 位和第 4 位是小类码，代表了遭受破坏的某一大类下面的小类，如房屋

类破坏下的土木结构房屋破坏或者框架结构破坏等; 第 5 位代码则是描述码，描述了受到地震破坏元素的破

坏程度。

图 4 地震灾情短信代码结构图

Fig． 4 Structure of earthquake SMS code

基于第 2． 4 节中地震灾情现象的分类分级结果，本文设计了专业灾情速报员用和公众用两种短信代码。

灾情速报员使用的灾情短信编码结果如表 9 所示，公众使用的灾情短信编码结果如表 10。这两种代码不同

之处在于房屋类破坏和生命线工程破坏的描述码，公众使用的短信代码中房屋类破坏和生命线工程破坏的

描述码只有 1，2，3，分别对应于图 3 中房屋类破坏和生命线工程破坏的 3 种破坏等级。

表 9 灾情速报员使用的地震灾情短信编码结果表

Table 9 Result of earthquake SMS coding for disaster bulletining personnel

代码类别 代码 代码含义

主码

1 无震感或震感轻

2 震感强，无破坏

3 有破坏，无伤亡

4 破坏重，有伤亡

子

码

识

别

码

大

类

码

1 房屋类破坏

2 生命线工程破坏

3 地震地质灾害( 次生灾害)

4 人员伤亡情况

小

类

码

01 土木结构房屋 供排水管道 滑坡 轻伤

02 砖木结构房屋 输油气管道 崩塌落石 重伤

03 砖混结构房屋 供电设施 砂土液化 死亡

04 钢混结构房屋 通讯设施 地基沉降

05 钢结构房屋 交通设施 地裂缝

… … … …

描述码

1 基本完好 小型破坏 无

2 轻微破坏 中型破坏 几人

3 中等破坏 大型破坏 十几人

4 严重破坏 几十人

5 毁坏 百人以上

·89·



第 1 期 郑向向，等: 地震灾情短信编码的初步研究

表 10 公众使用的地震灾情短信编码结果表

Table 10 Result of earthquake SMS Coding for the public

代码含义 代码 代码含义

主码

1 无震感或震感轻

2 震感强，无破坏

3 有破坏，无伤亡

4 破坏重，有伤亡

子

码

识

别

码

大

类

码

1 房屋类破坏

2 生命线工程破坏

3 地震地质灾害( 次生灾害)

4 人员伤亡情况

小

类

码

01 土木结构房屋 供排水管道 滑坡 轻伤

02 砖木结构房屋 输油气管道 崩塌落石 重伤

03 砖混结构房屋 供电设施 砂土液化 死亡

04 钢混结构房屋 通讯设施 地基沉降

05 钢结构房屋 交通设施 地裂缝

… … … …

描述码

1 基本完好 小型破坏 无

2 破坏 中型破坏 几人

3 毁坏 大型破坏 十几人

4 几十人

5 百人以上

4 结语

地震发生后，灾情速报员和公众可以分别按表 9、表 10 的编码结果分时段上报灾区的灾情信息，应急人

员也可根据应急需求有选择性的获取不同类别的灾情信息，以便较快的确定灾区详细的受灾情况，进而为相

关决策部门和公众提供必要的地震应急服务信息。地震发生后短时间内，灾情速报员或公众可以首先上报

主码描述地震现场的灾情概况; 经现场初步调查后，灾情速报员或公众再根据指挥部要求上报具体的灾情信

息。例如，若地震应急指挥部初期接收到的地震灾情短信代码为“3”，经灾情调查后接收到的地震灾情短信

代码为“2033”，则应急人员利用 GIS 和数据库技术对灾情短信代码解译后就可了解灾区的基本受灾情况。
其中初期代码“3”是主码，表示了地震对该区域造成的总体影响; 后期代码“2033”是子码，其中“2”是识别

码中的大类码，表示破坏类型是生命线工程;“03”是识别码中的小类码，表示受到破坏的生命线工程是供电

设施;“3”是描述码，描述了供电设施的破坏程度是中等破坏。
近几年，全球多个地区的大地震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和巨大的损失，人们开始意识到地震发生

后快速、全面、准确地掌握灾情信息的重要性。为了让地震灾情短信在地震应急中有效地提高灾情信息处理

能力，为我们更好地进行灾情判断、辅助决策和应急指挥提供帮助，加强地震灾情短信编码的研究显得尤为

重要。本文从地震应急的理论和实践出发，以科学合理的地震灾情现象的分类分级为基础，初步规范了地震

灾情短信编码，进一步发挥了地震灾情短信代码的信息负载优势。但就目前来看，地震灾情短信编码的研究

和应用还处于初级阶段，地震灾情短信编码要在不断的实践中逐步成熟和完善，以便其更好的在地震灾情分

析及应急决策中发挥能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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