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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1.1 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

贵州省，简称“黔”或“贵”，地处中国西南腹地，与重庆、四

川、湖南、云南、广西接壤，是西南交通枢纽。世界知名山地旅游目

的地和山地旅游大省，全国首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国家生态

文明试验区，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贵州境内地势西高东低，自中

部向北、东、南三面倾斜，全省地貌可概括分为：高原、山地、丘陵

和盆地四种基本类型，高原山地居多，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

受地形地貌影响，贵州省气候变化复杂多样，造成“一山分四季、

十里不同天、无灾不成年”的格局。历史上，贵州自然灾害通常呈现

“旱灾一大片，水灾一条线，小地震大灾害”的特点。贵州自然灾害

频发、多发、损失重，从而使得贵州成为全国自然灾害损失比较严重

的省份之一。

另外，《贵州省突发事件应急体系建设“十三五”规划》中指出：

“十三五”期间，既是全省“黄金发展期”，也是“矛盾凸显期”，一

方面，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现代化进程加

速；另一方面，各种传统和非传统的、自然的和非自然的风险交织并

存，公共安全隐患增多，突发事件应对处置难度增大，对常态应急管

理和非常态突发事件应对能力提出新的更高要求。

在此情况下，防灾减灾事关千家万户的安康，事关社会和谐稳定，

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与此同时，国民对全面、准确、及时获取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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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信息的要求越来越高，各级政府向公众发布应急和救助信息的公共

服务需求越来越迫切。

1.2 应急广播体系的建设要求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国家应急广播体系建设，《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将国家应急广播体

系建设列入公共服务清单。《国家突发事件应急体系建设“十三五”

规划》明确要求“推进国家应急广播体系建设，升级改造传输覆盖网

络，布置应急广播终端，提高容灾抗毁能力；完善应急信息采集与发

布机制，实现与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的有效对接，健全国家应

急广播体系运行制度和相关标准规范，提升面向公众的突发事件应急

信息传播能力”。2017 年 11 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印发了《全国应急

广播体系建设总体规划》，为全国应急广播体系建设进一步明确了方

向。2018 年 10 月 25 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召开了全国基层应急广

播工作推进会，会议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全国宣传思想工

作会议精神以及国家“十三五”规划和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

准，部署推动全国基层应急广播工作。

为提高全省应对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等突

发公共事件信息发布和传播能力，最大程度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十二五”期间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应急体系建设规划》、《国家基本

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贵州省人民政府颁布了《省政府办

公厅印发贵州省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管理办法（试行）》，明确要求

http://baike.baidu.com/view/117749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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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新闻出版广电部门、电信运营企业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突

发事件应对法》的有关规定，开通预警信息发布“绿色渠道”，配合

责任主体部门和预警发布中心，及时、准确、无偿做好预警信息的发

布传播工作。发布一级(红色)、二级(橙色)预警信息，必须在 15 分

钟内向社会公众播发;发布三级(黄色)、四级(蓝色)预警信息，必须

在 30 分钟内向社会公众播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要充分利用广播、

电视、报纸、互联网、政务微博、微信、手机短信、智能终端、户外

媒体、楼宇电视、预警大喇叭、人防警报、车载信息终端等发布手段，

建立畅通、有效预警信息传播渠道…”。在《贵州省突发事件应急体

系建设“十三五”规划》中，已明确提出“加强农村偏远地区广播电

视、大喇叭等紧急预警信息发布手段建设，完善广播电视、报纸、网

络等大众媒体的信息发布体系”。

1.3 应急广播体系建设可行性

广播电视具有点对面传播的独特优势和调度灵活、接收简便、传

播快速、信息权威的特点，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应急信息传播方式。

目前，依托于我国广播电视基础的国家应急广播体系正在建立，各项

标准规范、关键技术已日益成熟。通过多年的建设，全省广播电视已

经具备了良好的基础，通过多年的建设，全省广播电视已经具备了良

好的基础，截止 2017 年底，全省广播、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分别达

到 93.45%和 96.47%。共建设有中波发射机 28部，调频发射机 272 部，

地面数字电视发射机172部，有线数字电视传输干线网络总长118452

公里（其中国干省一干 8873 公里，省二干 5818 公里，省三干（县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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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线）28616 公里，省四干（乡村干线）75146 公里），有线前端 4613

座（其中省中心机房 1 个、市州总前端 10个、市州分前端、县总前

端 152 个、县分前端、乡镇机房 1318 个、村级机房 3132 个），有线

广播电视用户 750 万户，其中数字电视用户数 750 万户，全省有线广

播电视双向网络入户率为 86.03%。

近年来，各级广电部门在陆续开展的小范围应急广播及大喇叭系

统试点，也为建设全省应急广播系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和积累了丰富

的经验。

综上所述，我省较为完善的广播电视制作播出、传输覆盖基础

设施为开展应急广播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全面建设全省应急广播

系统的条件已成熟。

二、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规划依据

2.1 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一中、二中、三中全会和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以及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体要求，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在贵州省政府相关

应急部门的领导下，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的总体指导下，统筹利用现

有广播电视资源，建设形成省、市、县三级统一协调、上下贯通、可

管可控、综合覆盖的全省的应急广播体系，向城乡居民提供灾害预警

应急广播和政务信息播发、政策宣讲服务。

2.2 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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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总体框架下，遵循统筹规划、分级建设、

安全可靠、快速高效、平战结合的基本原则，建设符合我国国情的应

急广播体系。

1、统筹规划

制定应急广播体系规划、制度和预案，保障应急广播系统标准

化建设和规范化运行。

2、快速高效

注重应急效率，综合利用实时播发、高效传送、定向接收等多

种技术手段，确保预警接收、制作播发、传输覆盖、终端接收等环节

信息传送的快速高效。

3、安全可靠

强化网络安全、信号传输覆盖安全，采取多种安全技术措施，

确保应急广播技术系统运行安全，应急广播覆盖网络和信息内容可管

可控、安全可靠。

4、平战结合

按照平时服务、战时应急的要求，进行应急广播系统的规划建

设与系统运行，实现应急广播体系的综合利用。

5、统一标准

应急广播系统建设遵循国家和总局的应急广播技术标准体系，

尤其是在系统接口、信息和资源编码、安全保护技术等方面采用统一

技术标准，有利于系统的互联、互通、互换和快速响应。

6、资源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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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广播系统建设应充分整合现有资源，一是建设单位应积极

联系本地政府部门，由应急管理部门牵头整合气象、水利、民族自治

县文化工程等应急扩音设备；二是应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现有的节目制

作、节目播出、传输发射、村村响、“百县万村工程”等技术基础和

设施，促进系统建设和信息发布的经济性和高效性。

7、易于扩展

应急广播系统建设应充分考虑新技术的使用、新业态的对接，

尤其是要与融媒体中心进行有效对接，充分发挥融媒体中心在应急信

息发布时的作用，扩大应急信息覆盖面。

2.3 规划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2）《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3）《国家突发事件应急体系建设“十三五”规划》；

（4）《国家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运行管理办法（试行）》（国

办秘函[2015]32 号）；

（5）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构建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建设的通知》（中办〔2015〕2 号）

（6）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广播电视村村通向户户通升级

工作的通知》国办发 〔2016〕20 号

（7）《全国应急广播体系建设总体规划》新广电发〔2017〕236

号

（8）《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贵州省突发事件应急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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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规划>的通知》（黔府办发〔2017〕11 号）

（9）《贵州省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运行管理办法（试行）》

（10）《GD/J 079—2018 应急广播系统总体技术规范》

（11）《GD/J 080—2018 应急广播系统资源分类及编码规范》

（12）《GD/J 081—2018 应急广播安全保护技术规范 数字签名》

（13）《GD/J 082—2018 应急广播消息格式规范》

（14）《GD/J 083—2018 应急广播平台接口规范》

（15）《GD/J 084—2018 中波调幅广播应急广播技术规范》

（16）《GD/J 085—2018 模拟调频应急广播技术规范》

（17）《GD/J 086—2018 有线数字电视应急广播技术规范》

（18）《GD/J 087—2018 地面数字电视应急广播技术规范》

（19）《GD/J 088—2018 县级应急广播系统技术规范》

（20）《GD/J 089—2018 应急广播大喇叭系统技术规范》

三、建设目标

在贵州省政府相关应急部门的领导下，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的总

体指导下，按照“统筹规划、分级建设、安全可靠、快速高效、平战

结合”的原则，统筹利用贵州省现有的广播电视频率频道，以及卫星、

调频、中波、地面数字电视、有线数字电视等广播电视资源，建立省

市县三级应急广播平台，升级改造传输覆盖网络，部署应急广播终端，

整合城区公共广播设施，形成统一协调、上下贯通、可管可控、综合

覆盖的全省的应急广播体系。

系统建成后，将实现全省重大应急信息在 1分钟内（全自动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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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下）传送到目标区域，日常应急信息在 3分钟内送到目标区域；

提供全省范围内省、市、县三级平台日均 100 条以上的应急信息播发

和处理能力；实现省级平台 3路、市县级平台 2 路的应急信息并发能

力；在全省大部分地区实现至少 2 种以上应急广播通道的同时覆盖。

四、建设方案

4.1 总体要求

全省应急广播系统依托本地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满足省、市、

县、乡、村应急发布需求，具备应急信息播发功能，通过室内、室外

接收终端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时播发应急广播消息。

（1）应急部门信息播发：能够接收本地应急部门发布的应急信

息，根据发布要求制作成文字、音频和视频等形式在系统中进行播发，

按照要求面向指定的地区及时播发。

（2）响应国家应急广播系统指令：能够与国家应急广播平台实

现对接，能够接收、处理和响应国家应急广播平台发出的应急广播消

息，满足应急信息统一播发的要求。

（3）本地应急语音切播：在紧急情况下，本地行政负责人在经

过系统授权认证后，可以通过电话讲话、短信或话筒喊话等方式直接

向本辖区群众传送紧急通知。

（4）优先级控制：系统应具备播发优先级的控制机制，应急广

播的级别高于日常广播，在多级系统同时播发时，综合考虑行政层级

和突发事件类型等级等因素，按照合理的播发排序策略实现日常广播

和应急广播的有序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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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分区控制：具备分区分片的可寻址播发控制功能，按照统

一的编码规范为接收终端配置地址码，能够按照日常广播和应急广播

的区域覆盖要求，控制指定区域的接收终端开关机播发指定内容,并

具备播发日志自动记录功能。

（6）信息可靠传输：系统传输网络能够满足日常节目、应急节

目、切播语音和控制指令等信息数据的可靠稳定传输，传输网络的通

道选择和技术选型应充分考虑利用本地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既有资

源和发展规划。

（7）安全播发：系统应具备完备的安全防护措施，通过控制操

作权限，设置黑白名单，应用认证、数字签名等信息安全技术，提高

系统的抗干扰和防插播能力，有效屏蔽非法信号的插播和侵入，确保

系统安全播发。同时，系统应具备播发操作日志记录功能，可对历史

播发操作进行追溯。

（8）可管可控：具备对全网设备运行状态、应急广播播发全流

程及播发效果的监测监管。

（9）系统容灾：系统设计考虑具备较高的防灾抗毁能力，确保

系统平台、传输网络和接收终端在应对突发事件时能够稳定运行。系

统采用考虑多种信息传输通道互为备份，在通道完好时采用逐级转发

方式进行信息播发，在常用通道受损中断时，应能通过备份通道实现

应急信息的跨级接入至系统的末级平台或终端。终端具备响应本地及

远程控制指令的能力，特殊地区终端还应具备抵御当地多种恶劣环境

条件的能力，具备冗余电力供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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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应急演练：系统应具备应急演练功能，通过设置系统应急

演练模式，发送应急演练指令，对全系统链路和各环节设备进行功能

性、稳定性和可靠性测试，确保系统工作正常，发送效果完整准确。

4.2 建设思路

贵州省应急广播系统应充分利用贵州省现有的广播电视基础设

施和多种传播方式，结合多种新型通信技术和业务模式，建立覆盖全

面、调度灵活、指挥便捷、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系统，能够全时段、

全天候、全方位、快速准确地实现应急广播，提高贵州省各级政府应

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贵州省应急广播系统总体建设思路如下：

（1）管理平台实现对接

贵州省应急广播系统中的应急广播平台应满足省、市、县三级应

急信息播发的要求，相互独立但又可统一调度管理。应急广播平台对

接包括两个方面：1）省市县三级平台在纵向上均需与上级应急广播

平台对接；2）省市县三级平台在横向上与三级政府应急信息发布部

门的对接。

（2）实现应急信息快速广泛覆盖

本系统充分利用省内广播电视网络资源，同时在某些地区利用通

信网络扩大覆盖范围，确保在应急时期向我省重点地区进行应急信息

的快速有效覆盖。系统拟采用卫星、省级中波、省级调频同步网、县

级调频、有线数字电视、地面数字电视、应急广播大喇叭系统、IPTV、

新媒体等手段，形成面向贵州省城乡的全面综合信号覆盖网络。

其中，省新闻广播、省综合电视频道、省调频同步网和省中波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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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规划为省级应急广播资源，由省级应急广播平台直接调度使用；地

市级自办广播节目频率、自办电视节目频道及相关发射机，以及市辖

区应急广播大喇叭系统，属市级应急广播资源，由市应急广播平台直

接调度使用；应急县自办广播节目频率、自办电视节目频道、县调频

广播、有线数字电视网络、应急广播大喇叭等规划为县级应急广播资

源，由县应急广播平台直接调度使用。

多种类型的信号覆盖方式，在应急广播各级平台的统一调度下，

可以达到通道备份、补充覆盖和覆盖资源最优利用的目的。

（3）满足突发事件处置全过程的信息传输要求

系统应可满足贵州省应急部门在处置突发事件的“事前、事中、

事后”全过程的信息快速传输要求。首先，系统应具备“平时”运维

和应急演练功能，确保系统各个环节设备稳定可靠，满足应急部门在

“事前”进行应急信息播发、预防知识普及的需要；其次，在重点防

灾地区的应急广播系统应在信号传输通道、应急移动广播手段等方面

考虑抵御重大灾难的能力，在发生重大应急事件时仍能发挥作用，满

足应急部门在“事中”进行舆论引导、次生灾害防范、应急救援宣传

等方面的需要；最后，系统关键设施在受到损坏后，应能快速恢复使

用，满足应急部门在“事后”对公共设施进行恢复重建的要求。同时，

系统应具备完善的评估功能，满足突发事件处置中应急信息播发的

“事后”评估、总结的要求。

（4）应急信息播发安全可靠，可管可控

通过统一规划和设计，建立可管可控的贵州省应急广播系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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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对应急信息的安全分发传输、系统关键环节和设备的全面和可靠管

理，以及对信息传播全过程的有效监控。由于本系统传输的是突发事

件应急信息，是我省人民群众获取权威应急信息的主要通道，内容敏

感、传播广、影响大，所以本系统应按照信息安全的要求，采取高等

级的安全防范措施，确保应急信息在播发和传输过程中的保密性、真

实性、完整性、可用性、唯一性和不可抵赖性。严格防止非法信息通

过本系统进行播发，以免扰乱社会秩序造成极坏影响。

（5）因地制宜，分类实施

针对贵州省多丘陵地形的特点，基本可划分为城镇、城郊乡村和

远郊乡村三类，根据因地制宜的原则，应急广播系统建设应针对上述

不同区域类型，并充分结合本地网络资源进行分类实施。

同时，应充分考虑社会现有的扩音设施，如学校、车站、码头、

商场、医院等人群集中的公共场所，应在应急广播信号覆盖的情况下，

考虑部署公共广播对接适配器进行，在紧急时期能通过上述设施快速

播出应急广播节目。本规划拟考虑在重点地区部署公共广播对接适配

器进行示范，促进社会已有扩音设施接入全省应急广播体系。

（6）统一标准，快速联动

省、市、县三级平台之间、应急广播平台与应急信息发布部门之

间、应急广播平台与各级台站/前端之间以及各类传输覆盖通道中，

采用统一的平台接口规范和应急广播传输覆盖通道指令封装协议，对

全省各类应急广播系统及资源、应急广播终端采用统一的地址规划和

编码，核心关键设备采用统一标准，全系统的信息传递实现互联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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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信息播发实现快速响应，核心设备实现互换。

（7）平战结合

系统应具备“平战结合”的特点，即除了在应急时期及时、准确

的播报应急信息外，在“平时”也要能满足各地尤其是乡镇、村级公

共服务信息播发需求，利用本系统进行发送公共信息、应急知识和政

策宣传节目，提高广大人民群众防灾意识和抗灾能力，普及应急处置

的相关知识。同时，要确保整个系统在“战时”的随时可用，本项目

建成后，定期执行系统演练、系统测试等操作，进行系统各环节的可

靠性测试、检验各环节工作人员的操作和应急处置能力，切实做到应

急工作常备不懈。

（8）具备前瞻性和扩展性，满足今后发展的需要

系统在规划设计和建设中，应充分考虑今后应急管理体系需求发

展、技术水平提高、国家应急广播系统规划等方面的需要，采用“满

足当前、适度超前”的总体规划和设计原则，在管理平台、传输网络

和远程终端等环节预留出技术升级、业务增加和容量扩展的能力，满

足贵州省乃至我国今后一段时期内应急形势发展的要求。

4.3 体系架构

全省应急广播系统由省、市、县三级组成，各级系统包括应急广

播平台、广播电视频率频道播出系统、传输覆盖网、接收终端和效果

监测评估系统五部分内容，贵州省应急广播系统总体结构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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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贵州省应急广播系统总体架构

贵州省应急广播系统主要包括：省市县三级应急广播平台、传

输覆盖网（包括卫星/中波/调频/地面数字电视/有线数字电视/IPTV/

应急广播大喇叭系统/机动应急广播系统/新媒体应急广播系统），以

及应急广播效果监测评估系统和终端部署等。其中传输覆盖网主要依

托现有各级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建设，在适当地区采用补点等方式进

行补充完善。

三级应急广播平台与贵州省三级政府信息发布部门对接、省级

应急广播平台与国家应急广播平台对接，实现应急信息和应急广播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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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接入；系统综合利用贵州省的广播节目频率和电视节目频道资源，

以及卫星、中波广播、有线数字电视、调频广播、地面数字电视、数

字音频广播、应急广播大喇叭系统、机动应急广播系统和新媒体等传

输覆盖资源，以及在紧急情况下向国家应急广播平台申请采用直播卫

星或短波广播等方式进行补充覆盖，形成多类型、多手段、互为补充

的应急广播发布手段。

4.3.1 应急广播平台

按照行政级别，应急广播平台分成省市县三级平台，部署在省市

县各级广电部门。各级应急广播平台主要由调度控制、制作播发两个

部分组成，负责对所在辖区的应急广播系统的统一调度指挥和管理，

其中调度控制系统为应急广播平台的核心系统。各级应急广播平台具

备应急信息发布需求接入、应急节目制作播发、辖区内应急广播资源

管理、应急广播播发流程控制、资源调度、值守监看、应急广播消息

分发传输、应急移动广播等主要功能，应急广播从信息接入到传输分

发需要采用基于国产密码算法的信息安全保护设备，确保各类指令可

靠传输。

4.3.1.1 省级应急广播平台

应急广播平台系统结构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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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应急广播平台系统结构

省级应急广播平台核心由制作播发、调度控制两个部分组成。对

外接入上级应急广播平台的应急广播消息和政府应急信息发布部门

（如应急管理厅、气象局）的应急信息，通过制作播发系统完成应急

消息的制作，经由调度控制系统根据应急消息发布需求并结合应急资

源状况，生成调度控制指令进行分发传输。同时，省应急广播平台负

责管理和监督各县级应急广播系统运行情况和应急信息播发情况。

省级应急广播平台可以通过如下几种方式进行应急信息播发：

（1）通知贵州广播电视台的卫视频道、全省交通广播（95.2MHz）

的播出系统，在广播和电视节目中进行实时播发，用于在重大应急时

期面向全省的应急播发。

（2）通知设置在省监测中心的贵州省无线应急广播分平台，调

度省属中波台站，面向指定地区进行应急信息发布，用于较大级别时

省级直接播发，或辅助县级应急广播系统补充覆盖（在市县级应急广

播重点节点和终端上预留省级中波接入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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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过有线电视、IPTV 播发。在省有线网络公司设置有线应

急广播分平台，通过与现有有线数字电视系统对接，面向现有 IPTV

机顶盒和有线数字电视机顶盒播发应急信息；通过在有线数字电视全

频点插入应急广播码表，面向今后新型机顶盒播发应急信息。

（4）微信/微博/APP等方式。建设贵州省应急广播新媒体播发平

台，实现通过微信公众号、微博、App 面向新媒体终端播发应急信息。

（5）通知市县级应急广播系统协同覆盖。根据应急广播预案和

调度策略，省平台可将应急广播消息转发至县级平台，通知市县级平

台进行协同播发。

（6）调度应急机动广播系统，抵达受灾现场进行应急播发，或

抵达现场附近通过无人机将现场画面回传至省应急广播总平台。

（7）与广播电视台内的新闻播出系统/部门对接，推送应急信息

和播发效果情况，与应急报道形成互动。

（8）与“多彩贵州”等融媒体中心对接，实现应急信息、应急

报告进程共享发布。

4.3.1.2 市县级应急广播平台

地市级应急广播平台的基本架构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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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地市级应急广播平台基本架构

县级应急广播平台的基本架构如图所示：

图 4-4 县级应急广播平台基本架构

地市级应急广播系统和县级应急广播系统基本架构类似，其应急

广播平台由制作播发和调度控制两部分组成，接收本级应急信息发布

部门，及上级应急广播平台的应急信息发布要求，快速处理并制成相

应的应急广播节目，并结合本级广播资源覆盖情况生成资源调度和远

程唤醒指令，封装成应急广播消息，通过传输覆盖网络实现及时准确

播发，地市级应急广播平台需要对市辖区的应急广播大喇叭系统和应

急广播终端进行管控，县级应急广播平台需对本系统的应急广播大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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叭系统和应急广播终端进行管控。

市县级应急广播平台可以通过如下几种方式进行应急信息播发：

（1）通过市县自办广播节目频率、自办电视节目频道，在广播

和电视节目中进行实时播发，用于在重大应急时期面向全市县的应急

播发。

（2）在市县平台通过自动文转语等方式，生成应急广播音频，

传送至县调频台站、DTMB台站，面向指定地区进行应急信息播发，

唤醒应急广播大喇叭终端或公共广播适配器。

（3）通过应急广播大喇叭系统进行播发，激活大喇叭终端进行

播发。

（4）应急广播平台与当地的融媒体中心技术系统对接，利用融

媒体发布手段实现综合发布。

（5）在重大应急时期，当本市县应急广播系统无法满足紧急发

布需求时，可向省级应急广播平台发出申请，请求调用省级资源进行

协同播发。

4.3.2 传输覆盖网

传输覆盖网从应用上可分为信息接入、平台通信、信号传输和信

号覆盖等部分组成。

应急广播信号传输覆盖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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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应急广播信号传输覆盖网

（1）信息接入：主要承担的应急信息发布部门和应急广播平台之间

的信息传输网络，拟利用贵州省有线数字电视网络架设 10M 专线。

（2）平台通信：主要是解决省、市、县三级平台之间的通信，以及

应急广播平台与发射台站、有线前端的双向通信，拟利用贵州省有线

数字电视网络架设 10M 专线。

（3）信号传输：一般采用目前现有的广播电视节目传输网络，但需

在现有基础上通过网络带宽规划预留应急广播节目传输通道及相关

设备。在 C波段卫星上星带宽中划分出 500kbps 带宽，在平台与前端

/台站通信链路中划分出至少 2M 带宽。

（4）信号覆盖：省交通广播频率、省卫视频道、省广播电视卫星通

道、省中波广播、省有线数字电视、IPTV规划为省级应急广播信号覆

盖网络，由省应急广播平台直接调度使用；市县自办广播节目频率、

自办电视节目频道、县调频广播、县 DTMB、应急广播大喇叭等规划

为县级应急广播传输覆盖网络，由县级应急广播平台直接调度使用。

基于贵州省有线数字电视网络在全省农村的优良基础，各县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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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大喇叭系统拟采用有线数字电视双向网络作为有线通道、县级调

频广播和县级 DTMB信号作为无线通道，在重要节点预留省级中波接

入通道，形成有线、无线互为备份的信号传输机制，增强系统的防灾

能力。

4.3.3 应急广播接收终端

接收终端由个人和家庭终端、公共终端和应急广播大喇叭终端组

成：

（1）其中个人终端即为现有的收音机、电视机、有线电视机顶

盒、IPTV 终端，以及新媒体终端等，实现面向个人及家庭用户展示应

急广播消息。

（2）公共终端由应急智能终端、公共广播接入设备、户外大屏

应急广播接入设备等组成，实现在人群密集区面向社会公众全时段、

全方位、全天候地播报应急广播节目。

（3）农村应急广播大喇叭系统中的县、乡、村三级前端以及音

柱终端作为应急广播系统的终端进行管理，实现面向农村地区的应急

广播。

4.4 分类实施

贵州省全境基本以丘陵地带为主，省内有线数字电视覆盖条件良

好，但无线覆盖距离受地形限制较大。根据上述情况，应急广播覆盖

地区可划分为城镇、城郊乡村及远郊乡村等，根据因地制宜的原则，

在统筹采用广播电视有线无线传输覆盖手段的基础上，贵州省应急广

播系统针对上述类型进行分类实施应急广播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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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城镇地区：有线、无线网络覆盖条件较好，建议采用广播电

视频率频道播出系统、有线数字电视通道、调频广播、DTMB、新媒体

等方式进行播发，在城镇及重点场合部署户外终端，或接入各种社会

已有扩音设施（社区广播、宾馆背景广播、户外大屏幕、景区广播等）。

（2）城郊乡村：有线、无线网络覆盖条件较好，建议以有线数字

电视通道、县级调频/DTMB 构建有线、无线覆盖通道，部署应急广播

大喇叭终端。

（3）远郊乡村：有线覆盖良好，但无线信号覆盖较差，建议针对

地区分类设计，主要是以有线为主，在具备条件地区通过选择县级调

频、DTMB 或省级中波等无线通道作为备份，在不具备无线覆盖的行

政村，采用在村前端部署 C波段卫星接收设施，接收省平台通过贵州

省广播电视卫星传输通道下发的应急广播节目和指令。

在自然灾害频发地区和重点地区，建议配备机动应急广播系统，

在应急情况发生后、本地基础网络遭到破坏的情况下，可以第一时间

赶赴现场及时针对灾害发生地区进行定向应急消息播发及应急指挥

协调。

五、建设内容及投资估算

5.1 建设内容

本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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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项目建设内容

序号 建设内容 建设任务 分项内容 数量 说明

1 平台建设

省应急广播平台

监控大厅及机房改造 1

在贵州省广播电视总台设立贵州省应急广播省级平台中心，

对相应场所进行机房改造，包括供配电改造、机房地板及吊

顶铺设等土建改造、控制台购置等。

省级应急广播总平台 1

部署在贵州省广播电视总台，是省级应急广播的核心控制系

统，实现对全省资源（含省级中波台、调频同步网）的统一

管理和调配，对省内应急广播播发流程的统一管理和监控。

省级应急广播无线分平

台
1

部署控和调度任务。在贵州省监测台，承担对省级无线应急

广播资源的管

省广播电视卫星分平台 1
部署在卫星上行站，利用广播电视卫星通道下发应急广播消

息。

省级应急广播有线分平

台
1

部署在贵州省有线数字电视网络公司，承担面向有线数字电

视机顶盒（含 IPTV）发布应急广播消息的任务。

应急广播指挥车 1

部署在贵州省广播电视总台，配备有卫星通讯、短波通讯、

视频会议等技术系统，在重大应急时期可指挥省级应急广播

车队前往受灾地区进行临时覆盖，承担省级应急广播平台和

现有应急广播车之间的通讯联络、现场指挥等作用。

地市级应急广播平台 应急广播平台 10

部署在全省 9 个地市和贵安新区，为地市级应急广播核心控

制平台，实现对地市级调频台站、DTMB 台站和市辖区应急

广播大喇叭系统的统一调度和集中管理，同时管理市属各县

应急广播系统的管理。

县级应急广播平台 应急广播平台 88
部署在全省 88 个县，为县级应急广播核心控制平台，实现

对县级调频台站、DTMB 台站和县级应急广播大喇叭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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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调度和集中管理。

2

调度指挥

网

信息接入网

省级信息接入专线 2
部署在省应急部门和省应急广播平台之间，实现省级应急信

息的接入。

国家应急广播接入专线 1
部署在国家应急广播中心和省应急广播平台之间，实现与国

家应急广播平台的对接。

平台通信网

省市平台通信线路 10
部署在省应急广播平台和 10 个地市级应急广播平台之间，

承担应急指令传输、系统运维管理信息传输等功能。

市县平台通信线路 88
部署在地市级应急广播平台和 88 个县级应急广播平台之

间，承担应急指令传输、系统运维管理信息传输等功能。

传输覆盖

网

省级中波 省中波台站改造 12

对全省 12 个中波发射台站进行改造，实现应急广播节目、

应急广播指令的接收、解析、验证，并根据指令要求切换对

应发射机节目，发出应急广播远程唤醒指令。

有线数字电视

地市级副总前端改造 10

部署在有线数字电视的 10 个地市级前端中（9 地市、1 个贵

安新区），作为全省数字电视应急广播地市级分平台，管理

本地市内的数字电视应急广播播发。

县级分前端改造 88

部署在有线数字电视 88 个县市级前端中，作为全省数字电

视应急广播县市级分平台，管理本县市内的数字电视应急广

播播发。

全省无线台站改造

调频台站改造 96
对县级调频发射台站进行改造，部署应急广播适配器等设

备，使之具备应急广播功能。

DTMB 台站改造 88
对县级 DTMB 发射台站进行改造，部署应急广播适配器等设

备，增加本地应急语音发布通道，使之具备应急广播功能。

应急广播农村大喇叭系统 县级平台 88

合并到县级应急广播分平台的调度控制系统及村村响平台

中，实现对县级应急广播大喇叭系统的统一管理和应急播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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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平台 1795
部署在乡镇广播站或乡政府，实现对本乡镇内的应急信息播

发，每乡镇 1 个。

村级平台 16912
部署在行政村办公室，实现对本行政村内的应急信息播发，

每行政村 1个。

村级卫星接收设施 1691

部署在行政村办公室，按照 10%比例配备，为有线、无线无

法通达的行政村提供广播电视卫星应急广播消息的发送通

道。

多模终端 84560

部署在自然村，采用 IP、RDS 和 IP 多模方式唤醒、可寻址、

音量可调，可采用音柱/音箱/收扩机+喇叭等方式，按照每

行政村 5 个计算。

3
示范终端

部署

公共广播对接终端
可远程唤醒，能与公共

广播终端对接
1000

部署在办公楼、宾馆、学校等，与上述场所的公共广播扩音

系统对接，接收调频和 DTMB 信号，可被远程激活，在重大

应急时期可利用公共广播扩音系统播出。

户外终端试点 户外高抗毁性终端 1000
在应急避难场所等重点地区部署多模接收、自备电池的户外

终端，进行应用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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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投资估算

5.2.1 投资估算编制依据

（1）财政部《关于印发〈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规定〉的通知》（财

建[2016]504 号）

（2）国家计委、建设部《关于发布〈工程勘察设计收费管理规定〉

的通知》（计价格[2002]10 号）

（3）国家计委、环保总局《关于规范环境影响咨询收费有关问题

的通知》（计价格［2002］125 号）

（4）国家计委《关于印发〈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

通知》（计价格[2002]1980 号）

（5）国家发展改革委、建设部《关于印发〈建设工程监理与相关

服务收费管理规定〉的通知》（发改价格[2007]670 号）

（6）二○○六年七月，国家发改委、建设部发布的《建设项目经

济评价方法和参数》（第三版）

（7）工艺设备软硬件的价格依据相关厂家提供的设备价格清单、

市场询价以及同类项目的政府采购价

5.2.2 投资估算及说明

全省应急广播共需建设资金 71613 万元，其中：工程直接费用 68615

万元，间接费用 913 万元，基本预备费 2086 万元。

表 5-2 项目总投资估算

总投资估算（基础）

实算值
条件及费率取

值
数据调整

一、工程费用 68614.76 68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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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筑工程费 300.00 300

2、设备购置费 65061.68

《新增设备仪

器及软件清

单》

65062

3、系统集成费 3253.08 5% 3253

二、其他工程和费用 912.61 913

1、建设单位管理费 526.07 526

2、前期技术咨询费 105.39 105

3、工程设计费 180.24 180

4、环境影响评估费 10.00 10

5、招标代理费 90.91 91

6、工程监理费 0.00 70% 0

7、建设期通信线路费 0.00 0

8、其他 0.00 0

三、项目预备费 2085.82 2086

1、基本预备费 2085.82 3% 2086

总投资合计（万元） 71613.19 71613

在工程直接费用里，省市县三级应急广播平台建设费为 16760 万元，传输网

络及覆盖网改造为7020万元，应急广播大喇叭乡/村前端及终端部署41281万元，

建筑工程费用 300 万元，系统集成费 3165 万元，如下表所示：

表 5-3 工程直接费组成表

序号 分项 金额

1 平台建设 16760

2 网络及传输覆盖网完善 7020

3 应急广播大喇叭系统建设 39782

4 示范终端部署 1500

5 建筑工程费 300

6 系统集成费 3253

总计： 68615

按照省市县三级系统划分，分别为：

表 5-4 三级系统直接费用组成表

序号 建设内容 分项内容 数量 单价 投资估算

1 省级系统

建筑工程费 1 300 300

省级应急广播总平台 1 1200 1200

省级应急广播无线分平台 1 300 300

省级应急广播有线分平台 1 30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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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分平台 1 300 300

应急广播指挥车 1 100 100

与国家应急广播平台/应急办/

气象局专线
3 40 120

中波发射台改造 12 40 480

调频电视发射台改造 12 20 240

系统集成费 1 5% 152

小计 3492

2
地市级系

统

应急广播管理平台 10 400 4000

地市级应急信息接入专线 10 20 200

省与地市平台通信网 10 20 200

市有线数字电视前端改造 10 50 500

户外试点终端部署 1000 1 1000

公共广播对接终端部署 1000 0.5 500

系统集成费 1 5% 320

小计 6720

3 县级系统

应急广播管理平台 88 120 10560

县级应急信息接入专线 88 5 440

DTMB 台站改造 88 20 1760

调频电视发射台改造 88 20 1760

市与县平台通信网 88 5 440

县有线数字电视前端改造 88 10 880

乡级大喇叭前端 1795 2 3590

村级大喇叭前端 16912 1.5 25368

村级卫星接收设施 1691.2 0.4 676.5

自然村终端 84560 0.12 10147.2

系统集成费 1 5% 2781.1

小计 58402.8

合计 68614.764

5.2.3 运维估算及说明

表 5-5 年度运营维护投资预算计划

设备项目 单位 数量 月项目
年度费用

（万元）
备注

应急广播

平台
套 1 电费 211.12

省级应急广播平台每年的耗电量

分别大约为15kW/小时×24小时/

天×365 天 = 131400 度，地市级

平台按 5kw/小时计算，县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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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2kw/小时计算。每度电按 1元

计算

套 1 软硬件维护费 1340.80
维护费按平台投资估算值的 8%计

算

套 1 人员费 1152.00

省级平台按 5 人计算，地市平台

按 3 人计算，县平台按 2 人计算，

人均费用 6000

套 1 办公费用 450.00

日常办公耗材、文案编写、培训、

公杂、差旅、水电、电话等费用，

省级平台按 20 万、地市级按 10

万、县级按 5 万标准测算

套 1 安全测评费 394.00
省级平台按 10万、地市级按 7万、

县级按 5万标准测算

平台间网

络租用
套 1 网络租用

租用贵州广电网络线路，费用另

行协商

前端台站

套 1 有线前端维护 106.40 按投资的 8%计算

套 100 调频发射台维护 160.00 按投资的 8%计算

套 12 中波发射台维护 38.40 按投资的 8%计算

套 1 卫星上行站 24.00 按投资的 8%计算

套 88 DTMB 发射台维护 140.80 按投资的 8%计算

应急广播

终端
套 84560

电费 290.13

额定功率 25w，待机功率 3w，每

天工作 1小时、待机 23小时计算，

每天功耗为 0.094kw。1 元 1 度电

设备折旧 1691.20 成本 2000 元，按 10 年折旧完毕

网络租用
租用贵州广电网络线路，费用另

行协商

公共广播

对接适配

器

套 2000

电费 6.86

额定功率 25w，待机功率 3w，每

天工作 1小时、待机 23小时计算，

每天功耗为 0.094kw。1 元 1 度电

网络租用
租用贵州广电网络线路，费用另

行协商

设备折旧 200.00 成本 10000 元，按 10 年折旧完毕

机动应急

广播系统
套 1 日常维护 8.00

燃料动力费、交通费、维修费,按

造价 8%计算

各项目费

用合计
6213.70

5.3 进度计划

贵州省应急广播体系建设工程由管理平台、综合传输覆盖网和接

收终端等部分组成，整个项目建设周期为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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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年：建设省应急广播总平台，改造应急广播指挥车，并进行

相应的基础设施改造,建设 5个县级应急广播系统。

第二年：补充建设省级应急广播有线分系统、无线分系统、卫星

分系统，完成 2 个地市、20个县应急广播系统的建设。

第三年：完成 2 个地市、20个县应急广播系统的建设。

第四年：完成 3 个地市、20个县应急广播系统的建设。

第五年：完成 3 个地市、23个县应急广播系统的建设。

表 5-6 进度计划及年度投资估算

序号
建设

内容
分项内容

年度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1
省级

系统

建筑工程费 300.00

省级应急广播总平台 1200.00

省级应急广播无线分平台 300.00

省级应急广播有线分平台 300.00

卫星分平台 300.00

应急广播指挥车 100.00

与国家应急广播平台/应急办/

气象局专线
120.00

中波发射台改造 480.00

调频电视发射台改造 240.00

系统集成费 71.00 81.00 0.00 0.00 0.00

2

地市

级系

统

应急广播管理平台 0.00 800.00 800.00 1200.00 1200.00

地市级应急信息接入专线 0.00 40.00 40.00 60.00 60.00

省与地市平台通信网 0.00 40.00 40.00 60.00 60.00

市有线数字电视前端改造 0.00 1380.00

户外试点终端部署 0.00 200.00 200.00 300.00 300.00

公共广播对接终端部署 0.00 100.00 100.00 150.00 150.00

系统集成费 0.00 128.00 59.00 88.50 88.50

3
县级

系统

应急广播管理平台 600.00 2400.00 2400.00 2400.00 2760.00

县级应急信息接入专线 25.00 100.00 100.00 100.00 115.00

DTMB 台站改造 100.00 400.00 400.00 400.00 4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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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频电视发射台改造 100.00 400.00 400.00 400.00 460.00

市与县平台通信网 25.00 100.00 100.00 100.00 115.00

县有线数字电视前端改造

乡级大喇叭前端 203.98 815.91 815.91 815.91 938.30

村级大喇叭前端 1441.36 5765.45 5765.45 5765.45 6630.27

村级卫星接收设施 38.44 153.75 153.75 153.75 176.81

自然村终端 576.55 2306.18 2306.18 2306.18 2652.11

系统集成费 155.52 622.06 622.06 622.06 715.37

间接经费 67.26 232.12 190.23 198.47 224.53

基本预备费 153.72 530.53 434.78 453.61 513.18

合计 5277.82 18215.01 14927.36 15573.93 17619.07

六、运行管理和保障

6.1 管理体系

（1）建立应急广播体系管理体制

省、市、县级广播电视行政主管部门积极争取各级党委和政府的

支持，明确本级应急广播机构依托单位，统筹协调应急广播机构和广

播电视播出、传输覆盖、监测监管等单位的工作关系，指导本级应急

广播系统的建设与运行。

（2）制定完善应急广播管理制度

各应急广播机构和相关单位要根据国家相关应急管理法律、规范

性文件要求，结合应急广播业务需要，制定应急广播工作规则、管理

制度、运行规范、操作流程和应急预案，配备人员，建立岗位责任制，

确定考核指标要求，建立及时有效、协调有序、安全运行的管理机制。

6.2 运行体系

在各级广播电视行政主管部门指导下，各级应急广播机构应按照

各级政府应急管理部门的要求，结合广播电视运行机制，建立应急广

播运行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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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立应急广播信息采集运行机制

各级应急广播机构应与本级政府信息发布部门、应急部门之间建

立应急指令快速响应机制，与本级党委和政府部门建立长效合作机制，

实现本地应急信息的采集。并与本地抢险救援部门、社会运行服务部

门等建立信息共享机制。

（2）建立应急广播信息共享运行机制

各级应急广播机构横向要与本级广播电视播出、传输覆盖、监测

监管等单位建立统一联动、相互协调的运行机制，纵向要与下级应急

广播机构建立应急广播消息的逐级下发机制，与上级应急广播机构建

立资源使用申请机制和联动机制。要结合实际，建立同流域、同地震

带等应急广播跨区域合作支援机制和资源调用机制。

各级广播电视播出、传输覆盖、监测监管等单位要建立应急广播

快速响应和速报机制，按照应急广播管理制度和预案，及时制播、传

输应急广播消息，并监测应急广播效果。

（3）开展多种应急广播服务

各级应急广播机构要贴近公众需求，拓展信息收集渠道，开展应

急广播内容建设，丰富应急信息呈现方式，提升应急广播服务水平。

特别结合贵州省灾害特点和民族特点，在多灾害、高风险地区及周边

区域建立应急广播快速响应服务机制。推进多种形式、多民族语言、

多种类别的应急科普内容宣讲活动，加强日常应急广播宣传教育。

6.3 保障体系

（1）加强信息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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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应急广播机构按照《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管理办法》进行平台

建设和运行维护，省级应急广播平台应符合三级等保要求，地市和县

级应急广播平台应符合二级等保要求。

在应急广播体系中要推动基于国产密码算法的应急广播标准和

技术的实施，确保各类指令可靠传输。

（2）保障系统可靠运行

各级应急广播平台之间，以及至本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本级传

输覆盖网之间，采用主备传输方式，确保应急广播消息的可靠传输。

（3）强化运行监管和效果评估

各级应急广播监测监管单位要加强对应急广播技术系统的监测，

对发布内容、设备响应、接收覆盖等情况进行数据采集和评估，发现

问题及时通知相关单位采取补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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