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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面向多领域的交互式危机事

件动态预警方法及系统，涉及危机事件预警领

域；其中，预警方法包括：在数据模型支撑下，认

知推理服务引擎基于算法模型和业务模型动态

组建面向不同领域预警需求的推理式预警预测

模型；由推理式预警预测模型对多来源数据进行

对应领域的危机事件动态预警；并以此提出了相

应的预警系统；本发明，通过构建交互式危机事

件预警框架，指导认知推理服务引擎建立，根据

不同领域不同用户预警业务需求，动态重组推理

组件，提供多维立体式的危机预警服务保障。

[转续页]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6页  附图3页

CN 117131944 B

2024.01.12

CN
 1
17
13
19
44
 B



(56)对比文件

CN 109739849 A,2019.05.10

CN 113010572 A,2021.06.22

CN 116340606 A,2023.06.27

US 2008222734 A1,2008.09.11

US 2022292827 A1,2022.09.15

WO 2021221938 A1,2021.11.04

CN 111522963 A,2020.08.11

CN 114004581 A,2022.02.01

WO 2013189110 A1,2013.12.27

钱钰崟.网络群体性事件的预警系统及应对

措施.信息资源管理学报.2016,(第3期) ,91-98+

43.

惠志斌.面向网络传播形态的公共危机信息

预警模式研究.图书情报工作.2012,第56卷(第2

期) ,71-75.

黄兰秋 等.面向社会预警的情报收集过程

中的情报行为模型构建.图书情报工作.2014,第

58卷(第7期) ,77-82.

2/2 页

2

[接上页]

CN 117131944 B



1.面向多领域的交互式危机事件动态预警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在数据模型支撑下，认知推理服务引擎基于算法模型和业务模型动态组建面向不同领

域预警需求的推理式预警预测模型；

由推理式预警预测模型对多来源数据进行对应领域的危机事件动态预警；

所述数据模型，包括：实体概念模型、实体属性模型、实体分类模型、事件本体模型和事

件分类模型；

所述算法模型，包括：活动规律挖掘模型、事件状态评估模型、事件走势预测模型、行为

意图分析模型、关联关系挖掘模型和博弈对抗推演模型；

所述业务模型，包括：预警指标体系、领域预警流程、预警规则和预警关联计算；

所述推理式预警预测模型，包括如下阶段：

多来源数据汇聚阶段，所述多来源数据汇聚阶段接入多来源多领域数据，并完成数据

的去重和归类工作；

预警领域专家知识固化阶段，所述预警领域专家知识固化阶段基于多领域专家的经验

知识，交互式建立数据模型、算法模型和业务模型，指导高价值信息抽取和认知推理服务动

态重组；

高价值信息抽取阶段，所述高价值信息抽取阶段在数据模型指导下自动抽取不同领域

的信息内容，是认知推理服务动态重组与预警关联计算的内容输入；

预警业务需求理解阶段，所述预警业务需求理解阶段针对不同领域专家或用户的预警

需求进行解析，明确不同领域的预警任务，牵引认知推理服务引擎动态组建满足不同预警

任务的推理式预警预测模型；

认知推理服务重组阶段，所述认知推理服务重组阶段根据具体的预警任务，自动将算

法模型和业务模型进行动态组合，以形成满足预警任务的推理式预警预测模型，并基于高

价值信息内容，自动开展预警预测动态计算，并将预警预测结果反馈给相应的领域专家或

用户；

所述推理式预警预测模型，还包括如下阶段：

预警预测反馈迭代阶段，所述预警预测反馈迭代阶段是在专家或用户获得预警预测结

果后，结合自身研判经验和当前预警任务特点，调整数据模型和业务模型，再由推理式预警

预测模型进行再次预警预测，直至预警预测结果满足用户要求。

2.面向多领域的交互式危机事件动态预警系统，其特征在于，用于执行权利要求1所述

面向多领域的交互式危机事件动态预警方法，包括：

数据模型构建模块，所述模型构建模块用于数据模型的建模；

语义特征提取模块，所述语义特征提取模块用于对多来源数据进行信息提取，以获得

高价值信息；

认知推理服务引擎，所述认知推理服务引擎用于算法模型体系构建、业务模型建模和

推理式预警预测模型组建；

智能人机交互模块，所述智能人机交互模块包括文本交互功能模块、语音交互功能模

块和预警业务需求理解功能模块；

综合管理平台，所述综合管理平台包括数据管理功能模块、预警知识管理功能模块、模

型管理功能模块和用户管理功能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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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面向多领域的交互式危机事件动态预警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数据模型构建模块，包括：

实体类模型建模模块，所述实体类模型建模模块负责实体类模型的建模，所述实体类

模型，包括：实体概念模型、实体属性模型、实体分类模型；

事件类模型建模模块，所述事件类模型建模模块负责事件类模型的建模，所述事件类

模型，包括：事件本体模型。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面向多领域的交互式危机事件动态预警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语义特征提取模块，包括：

实体信息提取模块、目标信息提取模块、事件信息提取模块和言论信息提取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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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多领域的交互式危机事件动态预警方法及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危机事件预警领域，具体涉及面向多领域的交互式危机事件动态预警

方法及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本节中的陈述仅提供与本公开相关的背景信息，并且可能不构成现有技术。

[0003] 危机是指一个会引起潜在负面影响的具有不确定性的事件，这种事件及其后果可

能对组织或个人的产品、服务、安全等造成巨大损害。危机预警是指采用一定的手段和技

术，对可能引起危机的相关因素及其环境变化征兆的信息进行全面搜集、监测、跟踪，从中

对每一个细小的变化做出分析判断，并提前发出警报信号的机制和信息预报过程。危机预

警系统是为了能在危机来临时尽早地发现危机的到来，建立一套能感应危机来临的信号，

并判断这些信号与危机之间关系的系统，通过对危机风险源、危机征兆进行不断监测，从而

在各种信号显示危机来临时及时地发出警报，提醒组织或个人对危机采取行动，可以将危

机的危害程度降低到最小程度。

[0004] 在过去十几年里，大规模的知识库构建已经有了很好的进展。这些知识库通常以

网络的形式被组织起来，网络中每个节点代表实体，而每条边则代表实体间的关系。知识推

理实质上是指利用已有的知识来推断出新的或未知的知识，从而拓展、补充和丰富知识库。

面向知识图谱的知识推理方法分为基于逻辑的推理、基于统计的推理和基于图的推理，基

于神经网络的推理属于基于图推理方法的一种，其主要思路是利用神经网络的学习能力和

泛化能力来建模知识图谱的事实元组。基于语义的推理是神经网络推理的一种重要方法，

是建立在挖掘和利用语义信息的基础上，例如实体和关系的名称、描述以及上下文信息等。

由于文本中蕴含的潜在语义信息非常丰富，信息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语义关联，因此，文本和

语义信息自然而然的成为知识推理领域的主要推理依据。为了能够发现不同实体之间隐含

的关系，学者提出了神经张量网络方法，用双线性张量层代替传统的标准线性神经网络层，

将关系表示为张量的优点在于能够使每个切片对应一种不同的语义类型，即一种关系具有

多个切片，这样可以更好地建模该关系下不同实体间的不同语义联系。随着知识库存储量

的不断增大，知识推理模型特征空间日益复杂，参数规模也随之不断增长，研究者通过简化

底层模型体系结构，提出一种投影嵌入模型，将实体预测视为多候选项排名问题，取其中排

名得分最高的候选项为实体预测结果。

[0005] 而在现代信息社会中，随着知识与信息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大幅度增加，问题的复

杂程度和非结构化程度也不断提高，由于人们知识和能力的有限性、信息的海量性和不确

定性、环境的动态性和复杂性，现有的专家系统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迫切需

要建立具备深度认知、自主推理能力的危机预警系统，为公共安全、经济安全等领域提供及

时的、可信的预警服务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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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针对现有金融、安全等领域危机预警方法存在的系统鲁棒性

差、动态应对能力弱、认知深度不足、缺乏系统性框架指导等问题，提出了一种面向多领域

的交互式危机事件动态预警方法及系统，通过构建交互式危机事件预警框架，指导认知推

理服务引擎建立，根据不同领域不同用户预警业务需求，动态重组推理组件，提供多维立体

式的危机预警服务保障，从而解决了上述问题。

[0007]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8] 面向多领域的交互式危机事件动态预警方法，包括：

[0009] 在数据模型支撑下，认知推理服务引擎基于算法模型和业务模型动态组建面向不

同领域预警需求的推理式预警预测模型；

[0010] 由推理式预警预测模型对多来源数据进行对应领域的危机事件动态预警。

[0011] 进一步地，所述数据模型，包括：实体概念模型、实体属性模型、实体分类模型、事

件本体模型和事件分类模型。

[0012] 进一步地，所述算法模型，包括：活动规律挖掘模型、事件状态评估模型、事件走势

预测模型、行为意图分析模型、关联关系挖掘模型和博弈对抗推演模型。

[0013] 进一步地，所述业务模型，包括：预警指标体系、领域预警流程、预警规则和预警关

联计算。

[0014] 进一步地，所述推理式预警预测模型，包括如下阶段：

[0015] 多来源数据汇聚阶段，所述多来源数据汇聚阶段接入多来源多领域数据，并完成

数据的去重和归类工作；

[0016] 预警领域专家知识固化阶段，所述预警领域专家知识固化阶段基于多领域专家的

经验知识，交互式建立数据模型、算法模型和业务模型，指导高价值信息抽取和认知推理服

务动态重组；

[0017] 高价值信息抽取阶段，所述高价值信息抽取阶段在数据模型指导下自动抽取不同

领域的信息内容，是认知推理服务动态重组与预警关联计算的内容输入；

[0018] 预警业务需求理解阶段，所述预警业务需求理解阶段针对不同领域专家或用户的

预警需求进行解析，明确不同领域的预警任务，牵引认知推理服务引擎动态组建满足不同

预警任务的推理式预警预测模型；

[0019] 认知推理服务重组阶段，所述认知推理服务重组阶段根据具体的预警任务，自动

将算法模型和业务模型进行动态组合，以形成满足预警任务的推理式预警预测模型，并基

于高价值信息内容，自动开展预警预测动态计算，并将预警预测结果反馈给相应的领域专

家或用户。

[0020] 进一步地，所述推理式预警预测模型，还包括如下阶段：

[0021] 预警预测反馈迭代阶段，所述预警预测反馈迭代阶段是在专家或用户获得预警预

测结果后，结合自身研判经验和当前预警任务特点，调整数据模型和业务模型，再由推理式

预警预测模型进行再次预警预测，直至预警预测结果满足用户要求。

[0022] 面向多领域的交互式危机事件动态预警系统，包括：

[0023] 数据模型构建模块，所述模型构建模块用于数据模型的建模；

[0024] 语义特征提取模块，所述语义特征提取模块用于对多来源数据进行信息提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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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高价值信息；

[0025] 认知推理服务引擎，所述认知推理服务引擎用于算法模型体系构建、业务模型建

模和推理式预警预测模型组建；

[0026] 智能人机交互模块，所述智能人机交互模块包括文本交互功能模块、语音交互功

能模块和预警业务需求理解功能模块；

[0027] 综合管理平台，所述综合管理平台包括数据管理功能模块、预警知识管理功能模

块、模型管理功能模块和用户管理功能模块。

[0028] 进一步地，所述数据模型构建模块，包括：

[0029] 实体类模型建模模块，所述实体类模型建模模块负责实体类模型的建模，所述实

体类模型，包括：实体概念模型、实体属性模型、实体分类模型；

[0030] 事件类模型建模模块，所述事件类模型建模模块负责事件类模型的建模，所述事

件类模型，包括：事件本体模型。

[0031] 进一步地，所述语义特征提取模块，包括：

[0032] 实体信息提取模块、目标信息提取模块、事件信息提取模块和言论信息提取模块。

[0033] 本发明相比于现有预警系统的有效增益在于：

[0034] （1）本发明针对现有预警系统烟囱式孤立建设、缺乏统一框架指导导致系统迁移

应用能力不足的问题，提出了一种危机事件动态预警系统框架，面向网络舆情、公共安全、

大国博弈等典型应用，建立了由数据模型、高价值语义特征、认知推理服务引擎等组成的动

态危机预警框架，具备良好的通用性和可扩展性，可为危机预警系统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0035] （2）本发明针对现有预警系统全人工参与、智能化水平低等问题，建立了以预训练

模型为基础的危机事件语义特征提取、预警业务需求理解、危机事件深度推理等技术体系，

系统在数据处理、需求理解、深度分析等方面全自动、实时处理，有效提升了危机预警系统

的智能化和自动化水平。

[0036] （3）本发明针对现有预警系统专家知识无法持续固化应用、系统更新迭代能力不

强等问题，建立了边建边用边更新的系统工作模式，通过人机交互方式在数据模型、业务模

型建模方面提供专家知识固化工具，提升数据处理和预警预测的精准性，实现了专家知识

的有效固化，并自动在下一次预警流程中应用，形成了一个持续迭代、动态更新的良好机

制。

[0037] （4）本发明的核心是建立一种面向多领域的交互式危机事件动态预警系统，提出

了通用性强的危机事件动态预警框架，设计了详细的系统工作流程和功能模块，可为经济、

安全等众多领域预警系统的智能化工程建设提供参考，只要是有关危机预警，本发明都是

有效的。

附图说明

[0038] 图1为面向多领域的交互式危机事件动态预警方法框架图；

[0039] 图2为面向多领域的交互式危机事件动态预警系统工作流程图；

[0040] 图3为面向多领域的交互式危机事件动态预警系统功能模块组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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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41] 需要说明的是，术语“第一”和“第二”等之类的关系术语仅仅用来将一个实体或者

操作与另一个实体或操作区分开来，而不一定要求或者暗示这些实体或操作之间存在任何

这种实际的关系或者顺序。而且，术语“包括”、“包含”或者其任何其他变体意在涵盖非排他

性的包含，从而使得包括一系列要素的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不仅包括那些要素，而且

还包括没有明确列出的其他要素，或者是还包括为这种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所固有的

要素。在没有更多限制的情况下，由语句“包括一个……”限定的要素，并不排除在包括所述

要素的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中还存在另外的相同要素。

[0042]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的特征和性能作进一步的详细描述。

[0043] 实施例一

[0044] 请参阅图1，面向多领域的交互式危机事件动态预警方法，即为危机事件动态预警

系统框架设计原理，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0045] 在数据模型支撑下，认知推理服务引擎基于算法模型和业务模型动态组建面向不

同领域预警需求的推理式预警预测模型，实现领域信息内在逻辑的深度认知、未来发展的

超前掌握，支撑网络舆情预警、公共安全预警等典型应用，在此不做限定；

[0046] 由推理式预警预测模型对多来源数据进行对应领域的危机事件动态预警；优选

地，所述多来源数据，包括：新闻报道、社交媒体和经济报告等数据。

[0047] 在本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数据模型，包括：实体概念模型、实体属性模型、实体

分类模型、事件本体模型和事件分类模型；

[0048] 所述算法模型，包括：活动规律挖掘模型、事件状态评估模型、事件走势预测模型、

行为意图分析模型、关联关系挖掘模型和博弈对抗推演模型。

[0049] 所述业务模型，包括：预警指标体系、领域预警流程、预警规则和预警关联计算。

[0050] 在本实施例中，基于危机事件动态预警系统框架设计原理，还设计了交互式危机

事件动态预警系统工作流程设计，即为推理式预警预测模型，请参阅图2，具体包括如下阶

段：

[0051] 多来源数据汇聚阶段，所述多来源数据汇聚阶段接入多来源多领域数据，并完成

数据的去重和归类工作；即该阶段主要完成新闻报道、社交媒体等开源数据以及经济报告

等领域数据的接入、去重、归类等工作，为经济、安全等领域危机预警提供良好的数据基础；

[0052] 预警领域专家知识固化阶段，所述预警领域专家知识固化阶段基于多领域专家的

经验知识，交互式建立数据模型、算法模型和业务模型，指导高价值信息抽取和认知推理服

务动态重组；即所述预警领域专家知识固化阶段基于经济、安全等领域专家的经验知识，交

互式建立实体、事件等数据模型和预警指标体系、规则等业务模型，指导多来源数据中高价

值信息抽取，为认知推理服务引擎提供支撑；

[0053] 高价值信息抽取阶段，所述高价值信息抽取阶段在数据模型指导下自动抽取不同

领域的信息内容，是认知推理服务动态重组与预警关联计算的内容输入；所述信息内容，包

括：目标、事件和实体等；即所述高价值信息抽取阶段可以新闻报道、社交媒体、经济报告等

多来源数据为处理对象，在实体概念模型、实体属性模型、事件本体模型、实体分类模型等

数据模型指导下，通过重要实体识别、目标活动提取、危机事件抽取、观点言论挖掘、弱隐信

息感知等方法，提取出数据模型所指定的目标、事件、言论、指数、数量等高价值信息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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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该阶段可以新闻报道、社交媒体、经济报告等多来源数据为处理对象，在实体概念模

型、实体属性模型、事件本体模型、实体分类模型等数据模型指导下，通过重要实体识别、目

标活动提取、危机事件抽取、观点言论挖掘、弱隐信息感知等方法，实现多来源数据中的时

间、地点、数量、人物、组织结构等实体以及实体活动、事件要素、重要言论、隐匿线索等高价

值信息提取；

[0054] 预警业务需求理解阶段，所述预警业务需求理解阶段针对不同领域专家或用户的

预警需求进行解析，全面理解用户意图，明确不同领域（例如经济、安全等领域）的预警任

务，牵引认知推理服务引擎动态组建满足不同预警任务的推理式预警预测模型；

[0055] 认知推理服务重组阶段，所述认知推理服务重组阶段根据具体的预警任务，自动

将算法模型和业务模型进行动态组合，以形成满足预警任务的推理式预警预测模型，并基

于高价值信息内容，自动开展预警预测动态计算，并将预警预测结果反馈给相应的领域专

家或用户；即在准确理解不同领域专家或用户预警需求基础上，以具体的预警任务为牵引，

通过引擎智能调度与规划算法，将引擎中的算法模型和业务模型进行组合，以形成满足不

同领域预警任务的危机预警预测模型，并基于高价值信息内容，自动开展预警预测动态计

算，预警预测结果将实时反馈给相应的领域专家或用户；

[0056] 预警预测反馈迭代阶段，所述预警预测反馈迭代阶段是在专家或用户获得预警预

测结果后，结合自身研判经验和当前预警任务特点，调整数据模型和业务模型，再由推理式

预警预测模型进行再次预警预测，直至预警预测结果满足用户要求，实现了危机事件预警

系统的交互式更新演进；即该阶段是在经济、安全等领域专家或用户获得预警预测结果后，

结合专家自身研判经验和当前任务特点，专家介入调整优化数据模型中的建模维度和业务

模型中的预警指标体系、预警规则等，随后系统基于更新的专家知识执行预警任务，期间，

专家可持续进行交互直至预警预测结果满足用户要求，实现了危机事件预警系统的交互式

更新演进。

[0057] 本实施例还提出了一种面向多领域的交互式危机事件动态预警系统，请参阅图3，

具体包括：

[0058] 数据模型构建模块，所述模型构建模块用于数据模型的建模；

[0059] 语义特征提取模块，所述语义特征提取模块用于对多来源数据进行信息提取，以

获得高价值信息；

[0060] 认知推理服务引擎，所述认知推理服务引擎用于算法模型体系构建、业务模型建

模和推理式预警预测模型组建；即所述认知推理服务引擎具备算法模型体系构建、业务模

型建模、预警预测模型组建等功能，主要完成基于用户预警任务的领域预警预测模型的快

速组合，提供领域内容深度挖掘和预警预测能力；

[0061] 智能人机交互模块，所述智能人机交互模块包括文本交互功能模块、语音交互功

能模块和预警业务需求理解功能模块；即所述智能人机交互模块提供文本、语音等人机交

互方式，为预警领域专家知识固化至危机预警系统提供桥梁，同时提供不同领域专家或用

户危机预警业务需求的精准理解能力；

[0062] 综合管理平台，所述综合管理平台包括数据管理功能模块、预警知识管理功能模

块、模型管理功能模块和用户管理功能模块；即所述综合管理平台具备数据管理、预警知识

管理、模型管理、用户管理等功能，提供多来源多领域数据分类管理、预警指标体系、预警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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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等知识管理以及深度推理算法模型管理等功能。

[0063] 在本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数据模型构建模块，包括：

[0064] 实体类模型建模模块，所述实体类模型建模模块负责实体类模型的建模，所述实

体类模型，包括：实体概念模型、实体属性模型、实体分类模型；

[0065] 事件类模型建模模块，所述事件类模型建模模块负责事件类模型的建模，所述事

件类模型，包括：事件本体模型；

[0066] 即所述数据模型构建模块提供组织机构、重要人物等实体及其时间、数量、地点等

属性建模，以及危机事件本体、事件类型等建模，可为多源数据语义特征提取提供指导。

[0067] 在本实施中，具体的，所述语义特征提取模块，包括：

[0068] 实体信息提取模块、目标信息提取模块、事件信息提取模块和言论信息提取模块；

即所述语义特征提取模块具备实体、目标、事件、言论等信息提取功能，提供经济、安全等领

域数据中高价值信息内容的感知挖掘能力，形成结构化的语义内容，参与不同领域危机预

警预测计算。

[0069]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表达了本申请的具体实施方式，其描述较为具体和详细，但并

不能因此而理解为对本申请保护范围的限制。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来说，在不脱离本申请技术方案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

申请的保护范围。

[0070] 提供本背景技术部分是为了大体上呈现本发明的上下文，当前所署名的发明人的

工作、在本背景技术部分中所描述的程度上的工作以及本部分描述在申请时尚不构成现有

技术的方面，既非明示地也非暗示地被承认是本发明的现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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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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