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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危化品安全管理平台构建
唐磊

中国航空油料有限责任公司浙江分公司，浙江 杭州 311207

摘要：随着危化品生产、储存、运输和使用环节的不断增加，其潜在的安全风险也逐步加剧。为有效预防和控制危化品事故，提
升安全管理水平，构建基于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危化品安全管理平台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通过探讨平台构建的原则与必要性，提
出了具体的构建策略，以期为危化品安全管理的智能化和精准化提供有效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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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increase in the production, storage, transportation, and use of hazardous chemicals, their potential 
safety risks have gradually intensified. To effectively prevent and control hazardous chemical accidents and enhance safety 
management levels,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build a safety management platform for hazardous chemicals based on big data and 
AI.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rinciples and necessity of platform construction and proposes specific construction strategies, aiming to 
provide effective solutions for the intelligent and precise management of hazardous chemical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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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危化品的管理涉及多个环节和复杂的风险因
素，传统的管理手段已难以应对当前日益复杂的
安全形势。随着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应用这些先进技术构建危化品安全管理平台，
不仅能够实时监测危化品的全生命周期管理，还
可以通过智能算法预测潜在风险，提供科学决策
支持。因此，研究基于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危化
品安全管理平台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
义。

一、基于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危化品安全管
理平台构建原则

构建基于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危化品安全管
理平台，需要遵循以下几项原则，以确保平台的
有效性、可靠性和可持续发展。首先，平台构建
应坚持数据驱动原则。大数据技术是平台的核心，
只有通过充分挖掘、收集、整理和分析危化品相
关的数据，才能为人工智能算法的应用提供坚实
的数据基础。数据驱动的管理模式要求平台能够
从多源数据中获取全面的危化品信息，包括生产、
运输、储存、使用等各个环节的数据，以实现全
生命周期的动态管理。数据的完整性、准确性和

实时性是保证平台高效运转的基础。其次，平台
构建应遵循智能化管理原则。人工智能技术的引
入旨在提升危化品安全管理的智能化水平，通过
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算法对数据进行分析和建
模，实现对危化品风险的智能预测、自动识别和
决策支持。智能化管理不仅体现在风险预警和应
急响应中，还应涵盖日常的安全巡检、合规审查
等管理环节。通过智能化手段，可以极大地提高
管理效率，减少人为因素对安全管理的影响。再
次，平台构建应注重系统集成性原则。危化品安
全管理涉及多部门、多环节的协同工作，因此平
台必须具备良好的系统集成性。平台应能够与现
有的企业资源规划系统（ERP）、供应链管理系
统（SCM）、环境监测系统等进行无缝对接，形
成统一的管理体系。同时，平台的设计应具有较
强的扩展性，以便在技术更新或业务需求变化时
能够灵活调整和升级。最后，平台构建应以用户
友好性为导向。平台的最终用户包括企业安全管
理人员、政府监管部门以及相关操作人员，因此
平台的界面设计和操作流程应简洁明了，易于上
手。平台应提供多层次、多维度的可视化工具，
帮助用户直观理解和掌握危化品的安全状况。此
外，还应提供个性化的定制服务，以满足不同用
户的特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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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于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危化品安全管
理平台构建必要性

在当前复杂多变的社会经济环境下，基于大
数据与人工智能的危化品安全管理平台的构建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必要性。危化品的高风险特
性要求更加精细化的管理手段。危化品种类繁多，
性质复杂，许多危化品具有极强的爆炸性、毒性
和腐蚀性，一旦发生事故，后果往往十分严重。
传统的管理手段主要依赖人工经验和简单的监测
工具，难以应对复杂的风险情境。大数据与人工
智能技术能够通过实时数据分析，精准识别潜在
的安全隐患，并在风险发生前及时预警，从而大
大降低事故发生的概率。监管环境的日益严格迫
使企业提高安全管理水平。随着国家对危化品安
全管理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相关法律法规日趋
完善，对企业的合规要求也越来越高。企业若无
法满足这些要求，可能面临严厉的处罚甚至停产
整顿。基于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安全管理平台能
够帮助企业更好地遵循法律法规，自动生成合规
报告，减少因人为疏忽导致的违规风险。市场竞
争的加剧促使企业寻求高效管理工具。在全球化
的背景下，危化品行业的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企
业不仅要确保生产的安全性，还要提升生产效率
以获得市场优势。通过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
企业可以实现安全管理的自动化和智能化，减少
人工干预，提高管理效率。这种高效的管理模式
不仅有助于降低运营成本，还能增强企业的市场
竞争力。

三、基于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危化品安全管
理平台构建策略

（一）构建数据采集与整合的系统，确保数
据完整性与实时性

数据作为危化品安全管理平台的核心资源，
其采集与整合的质量直接决定了平台的有效性和
可靠性。为了构建一个高效的数据采集与整合系
统，企业必须建立覆盖危化品全生命周期的数据
采集网络，确保在生产、运输、储存、使用等每
一个环节都能够实时获取准确的数据。物联网技
术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部
署各类传感器、RFID 标签和监控设备，企业可
以实时跟踪和记录危化品的状态信息。例如，温
度、湿度、压力等环境参数，以及危化品的位置
信息和存储条件，均可以通过这些设备自动采集
并传输至平台进行处理。为了保证数据的完整性，
数据采集系统不仅要涵盖企业内部的所有相关环
节，还应能够与外部数据源进行无缝对接。通过
与政府监管平台、第三方监测机构的合作，企业
可以获取更为全面和多样化的数据，如环保监测
数据、安全监管数据等，从而形成一个集成化的
数据池。这种多源数据的整合，有助于全面掌握
危化品的动态变化，并为后续的数据分析和决策
支持提供坚实的基础。此外，数据的实时性对危
化品安全管理至关重要。一个高效的数据采集与

整合系统必须具备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能够快
速接收、处理和分析来自不同环节的海量数据。
通过引入大数据技术，平台可以对采集到的数据
进行实时分析，及时识别潜在的安全隐患。例如，
当监测到某一存储区域的温度超过安全阈值时，
平台可以立即发出警报，提示相关人员采取紧急
措施。这种实时数据处理能力不仅能够提高企业
对危化品安全风险的响应速度，还能为管理人员
提供精准的决策支持，从而有效预防事故的发生。

（二）应用智能算法进行风险预测，充分完
善和提升管理效能

在基于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危化品安全管理
平台中，智能算法的应用是提升管理效能的关键
所在。通过对海量数据的分析和建模，平台能够
有效预测潜在的安全风险，并在事故发生之前及
时发出预警，从而大幅度提高危化品管理的安全
性和可靠性。智能算法通过利用机器学习、深度
学习等技术，对历史数据和当前状态进行深入分
析，挖掘出潜在的风险因素。例如，平台可以通
过分析危险化学品的存储条件、运输路线、天气
状况等因素，建立预测模型，预判在特定条件下
可能发生的泄漏、爆炸等安全事故。通过这样的
预测模型，平台能够提前识别出高风险区域或操
作，并及时向管理人员发出预警通知，要求采取
必要的预防措施。这种智能化的风险预测机制，
不仅能有效减少事故的发生概率，还能帮助企业
在风险未扩大之前进行有效的干预，减少事故的
影响。此外，智能算法还可以通过不断学习和优
化，提升平台的风险预测精度和应急响应能力。
随着数据量的不断增加，平台能够通过算法的自
我学习功能，逐步优化预测模型，使其更加贴近
实际情况。例如，平台可以通过分析过去发生的
事故案例，优化预测模型的参数设置，提高对不
同条件组合下的风险预测精度。同时，平台还可
以根据实时数据的变化，动态调整预警阈值，确
保预警系统的灵敏度和准确性。智能化预警机制
不仅提升了危化品管理的效率，还大大减轻了管
理人员的工作负担。传统的安全管理通常依赖于
人工巡查和经验判断，不仅效率低下，而且容易
出现疏漏。而在智能算法的辅助下，平台能够自
动监控和分析危化品的状态，及时发现异常情况
并发出预警，极大地提高了管理的自动化和精准
度。这不仅减少了人为因素对安全管理的影响，
还确保了管理人员能够集中精力处理真正紧急和
复杂的情况，进一步提高了整体的安全管理水平。

（三）建立多层次的安全监控体系，不断实
现全方位风险控制

为了有效管理危化品的安全风险，平台必须
建立一个多层次的安全监控体系，以实现对整个
危化品管理过程的全方位风险控制。这种多层次
监控体系不仅要涵盖从生产到使用的各个环节，
还需要具备实时性、智能性和应急响应能力，以
确保平台在面对突发事件时能够迅速作出反应，
最大限度地减少事故带来的损失。平台应设置基
础的监控系统，以实现对危化品生产、运输、储



120

2024 年，第三期，国际科学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STUDIES PRESS LIMITED

存等关键环节的实时监控。基础监控系统通过部
署在各个环节的传感器和数据采集设备，能够实
时收集危化品的温度、压力、湿度、浓度等关键
状态信息。这些信息通过物联网技术传输到平台
中心进行集中处理和展示，管理人员可以随时掌
握危化品的当前状态。例如，在危化品的运输过
程中，安装在运输车辆上的 GPS 定位设备和传感
器可以实时传输车辆位置、速度、温度等数据，
一旦出现异常情况，如温度超标或路线偏离，系
统将立即发出警报，通知相关人员采取应急措施。
通过这种实时监控，平台能够对危化品的全生命
周期进行动态管理，确保每一个环节都在严格的
安全控制之下。平台还应配备高级监控系统，利
用人工智能技术对基础监控系统采集的数据进行
深度分析。高级监控系统的核心在于通过对海量
监控数据的挖掘，识别潜在的风险和异常情况，
并自动触发预警机制。例如，平台可以通过人工
智能算法分析危化品储存区域的温度波动数据，
识别出异常的温度变化模式，并预测可能引发的
安全问题。当算法检测到某一储存仓库的温度持
续上升且超过安全阈值时，系统将自动触发预警，
并建议立即启动降温措施或转移储存位置。高级
监控系统不仅能够发现基础监控系统难以察觉的
细微变化，还能在风险发生之前提供智能化的预
警建议，从而进一步提升平台的风险控制能力。
此外，平台还必须具备强大的应急处理功能，以
便在紧急情况发生时能够快速响应，并指导现场
人员进行有效的应急处置。应急处理系统应当与
基础和高级监控系统无缝集成，当监控系统触发
预警后，应急处理系统将根据预设的应急预案自
动启动相关应急措施。例如，在检测到危险化学
品泄漏的情况下，应急处理系统可以立即启动排
风系统，疏散现场人员，并通知应急救援队伍赶
赴现场。同时，系统还应提供详细的应急处理指
南，指导现场人员如何正确操作，降低事故的危
害程度。应急处理功能的有效性直接关系到事故
处理的效率和损失的最小化，通过建立一套完善
的应急处理机制，平台能够显著提高事故应对的
速度和准确性。

（四）积极创建智能决策支持系统，有效助
力科学化管理决策

在危化品安全管理中，科学决策的及时性和
准确性对于防止事故发生至关重要。为提高决策
的科学性，基于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构建智能
决策支持系统，是推动危化品安全管理平台智能
化和精细化管理的关键环节。智能决策支持系统
不仅能为管理人员提供全面的风险评估和管理方
案，还能在紧急情况下提供最优的应急处理策略。
智能决策支持系统通过整合来自不同数据源的各
类数据，进行多维度的分析和建模，从而为管理
人员提供全面的风险评估报告和管理方案。例如，
平台可以利用大数据技术整合危化品的历史事故
数据、当前存储条件、气象预测、设备运行状态
等信息，建立全面的风险评估模型。通过对这些
数据的综合分析，系统能够评估当前各环节的风

险水平，识别出最容易发生事故的环节，并提供
相应的预防措施建议。例如，系统可能会建议管
理人员在特定气象条件下，调整危化品的储存位
置或增加监测频次，以降低事故发生的风险。智
能决策支持系统能够自动生成最优的管理决策方
案，帮助管理人员在日常管理和突发事件处理中
做出科学决策。例如，在危化品的存储管理中，
系统可以根据当前的库存情况、历史储存数据和
气象条件，自动生成最优的储存方案，建议如何
优化仓库布局，减少潜在风险。在运输管理中，
系统可以根据道路条件、天气预报和危化品特性，
生成最安全的运输路线，避免在高风险区域通过。
这些智能化的管理决策方案，不仅减少了人为决
策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还大幅提高了管理效率
和安全性。此外，智能决策支持系统在应急处理
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系统可以通过模拟不同
情境下的事故处理方案，评估各方案的效果，从
而为管理人员提供最优的应急处理策略。例如，
系统可以模拟危化品泄漏事故发生后的气流扩散
路径，并根据模拟结果建议如何部署应急资源、
如何疏散人员、如何控制污染范围等。在实际事
故发生时，系统能够结合实时数据和模拟结果，
迅速生成应急响应方案，并指导现场人员进行操
作，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事故损失。

四、结语

基于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危化品安全管理平
台的构建，不仅能够显著提升危化品的安全管理
水平，还能推动管理模式的智能化和精准化发展。
通过遵循数据驱动、智能化管理、系统集成和用
户友好等构建原则，结合数据采集与整合、智能
算法应用、多层次安全监控和智能决策支持系统
的构建策略，平台将能够实现对危化品全生命周
期的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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