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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科学背景下 
全球灾害数据共享平台建设与应用的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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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开放的科技资源是全球应急减灾的重要基础支撑条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于 2021 年年底向全

球公布了开放科学建议，并于 2022 年将防灾减灾领域列为其开放科学实践的重点领域之一。开放数据是开放科学的重

要基础，灾害数据开放共享对于促进全球防灾减灾具有深远影响作用。以灾害数据共享为例，对全球 96 个开放的灾害

数据共享平台进行调研，分析现有灾害数据的全球分布、数据内容、共享程度、开放水平等总体信息。利用全球开放

数据清单指标和DCAT元数据评价方法，对应建立灾害领域数据共享平台评价指标，并对其开放共享程度进行对比评

价。基于此，就防灾减灾领域加强开放数据共享等 7 个方面提出启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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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pe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sources are an important basic supporting condition for global 
emergency and disaster reduction.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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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促进开放的科学研究逐渐成为全球共

识。2021 年 11 月 23 日，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UNESCO）[1]提出的《开放科学建议书》由全

部 193 个成员国通过。《开放科学建议书》概述

了开放科学的 4 个核心价值观和 6 项指导原则，

标志着开放科学迈入全球共识新阶段 [2]。开放科

学内涵丰富，包括开放科学知识、开放科学基础

设施、社会各方的开放性参与，以及与其他知识

体系的开放对话。在这些开放科学的内容中，开

放数据是其重要且根本的一环。数据是科学的血

液，加强数据的开放共享，将直接促进开放科学

建议的落地。

为了加强开放科学建议的实施，UNESCO
明确指出要在生物多样性、水、防灾减灾、地球

科学、海洋科学、气候变化等领域优先推进开放

科学 [3]。近年来，在气候变化和不断增加的极端

天气事件的影响下，各类灾害事件频发且损害巨

大，迫切需要加强防灾减灾领域的合作，尤其是

灾害数据开放共享。灾害数据共享是灾前预防、

灾情预警、救灾应对、灾后重建各环节中必不可

少的部分 [4]。相较于发达国家已经形成完整的防

灾减灾体系，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防灾减灾能力薄

弱，在单一重大灾害或复合灾害面前难以协调应

对。全球防灾减灾能力上的不平衡，突出体现在

灾害数据开放共享方面。一是灾害监测数据，如

地震、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监测网络，需

要长期的投入和密集的联网数据，并及时开放这

些数据增强灾害预警能力。二是风险评估数据，

灾害风险评估涉及的要素和指标众多，若缺少足

够的开放数据支持，将增加风险评估的不确定

性。三是灾害应对数据，当灾害发生时，各类紧

急防灾减灾措施需要充足的数据支持，尤其是特

定灾区地理环境、气象条件、工程建设方面的详

实数据，否则再好的救灾预案可能都无法落地。

四是在灾后重建阶段，也需要受灾区域人口、社

会、经济、地理、地质、水文、植被、气候等各

方面的资料支撑，完成其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估等

规划编制，为重建方案制定提供决策支持。因

此，如何充分利用开放科学的政策和工具、促进

防灾减灾领域的开放数据共享是一个值得深入研

究的课题。

本文在UNESCO提出《开放科学建议》和推

荐防灾减灾为优先开放数据领域的背景下，拟通

过对全球灾害数据共享平台进行调研，分析防灾

减灾领域开放数据的现状，并定量评价其开放共

享程度，以期为开放科学实践提供领域参考，对

在防灾减灾领域的开放数据提出启示建议。

1 原理与方法

1.1 调研数据平台

本文通过网络搜索和文献跟踪两种方式共

获得全球可在线访问的灾害数据共享平台 124
个。其中，18 个灾害数据共享平台直接来源于

UNESCO开放基础设施推荐的平台 [5]；26 个数据

(UNESCO) published its Open Science recommendations to the world at the end of 2021, and made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one of its key areas of open science practice in 2022. Open data i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open science, and open sharing of disaster data has a far-reaching impact on global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duction. Taking disaster data sharing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conducted a survey on 96 open disaster 
data sharing platforms around the world, and analyzed the global distribution, data content, sharing degree, 
openness level and other general information of existing disaster data. Based on the global open data inventory 
index and DCAT metadata evaluation method, the corresponding evaluation index of disaster data sharing 
platform should be established, and their openness and sharing degree were compared and evaluated. Finally, 
seven suggestions on strengthening open data sharing in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duction are put forward.
Keywords: open science;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 data sharing; data platforms; data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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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来源于文献《Exposure Elements in Disaster 
Databases and Availability for Local Scale Applica-
tion: Case Study of Kuala Lumpur， Malaysia》[6]中

引用的数据库；25 个灾害数据平台引自《国内外

灾害数据信息共享现状研究》[7]一文中的平台资

源；21 个灾害数据平台来源于“全球灾害研究机

构联盟”（GADRI）[8]中的成员机构；其余 34 个

灾害数据平台直接来自于互联网灾害数据搜索查

询。对以上数据平台进行网络在线访问后，发现

部分文献和网络搜寻中获取的灾害数据平台由于

网络或自身平台问题无法访问。对这类平台进行

了剔除，最终确定了 96 个主要灾害数据平台作

为调研对象（见附表 1）。
1.2 调研方法

采用统一调查指标对以上数据平台开展调

研。调研指标包括 19 个，主要为平台名称、访

问网址、数据尺度、所在地区、数据展现形式、

灾害类型、时间跨度、空间范围、数据是否可获

取、灾害数据主要字段、灾害数据收录标准、数

据平台最后更新时间、数据平台使用语言、网站

是否需要注册等。

按照这个调研指标在线访问各平台，获取

各类网站和平台信息，并分门别类进行信息汇

总。在汇总过程中，进一步对部分指标进行细

化统一。如对于灾害数据尺度，具体细分为全球

（Global）、区域（Regional）、国家（National）和

地方（Local）4 个尺度；数据展现形态主要包括

数据平台表、文字和地图等 3 种格式。通过对汇

总的各类信息进行属性和空间分析，得到灾害数

据共享平台的各类特征。

1.3 评估方法

国际上通用的数据评价工具主要包括开放数

据晴雨表、全球开放数据指数、欧盟开放数据成

熟度仪表盘等 [9]。但这些开放数据评价工具偏重

于政府数据的评估，并且数据评估指标固定，无

法结合不同领域的现实情况参考调整。因此，通

过对多种开放数据评价指标调研，选出针对防灾

减灾领域适用的指标对现有的灾害数据平台进行

评价。

调研选出的第一个评价工具是“开放数据清

单”[10]。其主要包括覆盖范围和开放性两个评价

维度。

覆盖范围（表 1）主要包括 3 个部分：一是

时间覆盖细分为最近 5 年的可用数据和过去 10
年的数据；二是地域范围，包括国家范围和全

球范围；三是分类信息 [11]，主要包括地震、滑

坡、泥石流等主要灾害。在对数据共享平台评价

时，考虑过去 5 年的覆盖率时，如果获得了过去

5 年中 3 年或更长时间的数据，那么会被给予 1
分；如果过去 5 年中有 1 或 2 年的数据可用，那

么会被给出 0.5 分；如果最近 10 年中有 6 年的数

据，那么将获得 1 分；如果过去 10 年中有 3 到

5 年的数据可用，则得分为 0.5 分。如果最近 10
年的数据都不可用，则不得分。如果数据范围属

于全球范围则得 1 分，如果是其他范围则得 0.5
分。自然灾害分类存在一定局限性，根据GB/T 
28921-2012《自然灾害分类规范及危害定义与分

类评审技术报告》[12]中的自然灾害分类。如果数

据平台包括 20 个及以上的灾种，则得 1 分；如

果数量在 3 个到 20 个之间，则得 0.5 分；如果

少于 3 个或单一灾种，其覆盖范围较低，则不

得分。

开放性（表 2）包括 4 个要素。第一个要素

是机器可读或开放格式，如Excel、pdf等易于被

机器可读；csv格式不仅机器可读，而且更易于

共享。第二个要素是用户选择或批量下载。第三

表 1 覆盖范围

时间覆盖 地域范围 分类信息

最近 5 年的可用数据 过去 10 年的数据 全球范围或其他范围 自然灾害分类

达成：1
部分：0.5
无：0

达成：1
部分：0.5
无：0

其他范围：0.5
全球范围：1

无：0

全部：1
部分：0.5
无：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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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要素是可用元数据，存在提供有关指标定义或

数据收集和汇总方法的特定详细信息的元数据。

第四个要素是许可条款，用以说明数据可以面向

商业或非商业使用的情况，许可证可以保证数据

不被滥用或误解。在对数据共享平台评价时，如

果数据是机读可读格式，得 0.5 分；如果数据还

满足开放格式，则得 1 分；如果平台界面有数据

搜索选择，则得 0.5 分；如果还可轻松获取下载，

则得 1 分。如果对数据有特定详细信息，则得 1
分；如果只有简单描述，则得 0.5 分。如果有相

关许可证书或者免责声明，则获得 1 分。

调研选出的第二种评估方法是DCAT[13]元数

据质量评价。评价指标（表 3）一级指标包括存

在性、一致性和开放性。存在性分为可获取性、

可发现性、可反馈性、使用许可、描述信息、时

间信息。一致性包括访问链接有效性、联系人

有效性、日期格式规范性、许可证有效性、文件

格式规范性。开放性分为开放格式和开放许可。

各二级指标又包括详细的三级指标，在此不再

赘述。

评分标准：一级指标对应的二级指标个数均

为 1 个、2 个、3 个或 4 个，故设立 0.00 分（未

提供任何元数据属性）、0.25 分（3 个或 4 个元

数据属性中，仅提供 1 个）、0.50 分（2 个元数据

属性中，仅提供 1 个；4 个元数据属性中，仅提

供 2 个）、0.75 分（3 个元数据属性中，仅提供 2
个；4 个元数据属性中，仅提供 3 个）和 1.00 分

（提供全部元数据属性且有效、规范）5 个分值，

每项指标的满分为 1.00 分 [14]。

2 结果与分析

调研获得的实际可在线访问的灾害数据共

享平台共 96 个，在各大洲均有分布。由于语言

搜索的限制（中文和英文），导致美国和中国数

据库居多。数据平台分布最多的是亚洲（拥有

42 个），其次是北美洲（拥有 19 个），再次是欧

洲（拥有 17 个）。数据平台数量最少的是非洲和

南美洲。根据调研结果可明显看出，调研得到的

灾害数据平台在全球分布中存在南北不均、发达

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不均的现象。非洲共有 56 个

国家和地区，但目前只统计到 2 个数据平台。非

洲的地理位置独特，大部分国家防灾减灾能力薄

表 2 开放性

下载格式 数据描述 许可条款

机读可读或开放格式 用户选择 /API或批量下载 可用元数据 使用条款或声明

机读可读：0.5
开放格式：0.5

用户选择：0.5
加API选择：0.5

特定于指标 /数据集：1
非特异性：0.5

CC BY 4.0 或类似术语：1     
无：0

表 3 DCAT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存在性

可获取性 访问链接、下载链接

可发现性 标题、描述、关键词、主题

可反馈性 联系方式、发布机构

使用许可 数据下载限制、使用许可

描述信息 格式、字节大小、数据量、语言

时间信息 发布日期、更改日期、更新周期

一致性

访问链接有效性 访问链接、下载链接

联系人有效性 联系方式、发布机构

日期格式规范性 发布日期、更新日期

许可证有效性 数据下载限制、使用许可

文件格式规范性 格式、字节大小

开放性
开放格式 格式、字节大小

开放许可 下载限制、使用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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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这与当地经济发展状况相关。由于资金、技

术、设施等多方面原因，非洲地区灾害记录不

全，缺少防灾减灾应用服务能力。调查结果显

示，南美洲国家的灾害数据平台建设也非常单

薄，而这个区域地震和厄尔尼诺现象频发。因

此，应注重非洲和南美洲灾害数据平台和防灾减

灾应用能力建设，鼓励加强南北合作，秉承全球

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在合作的基础上加强国际援

助，提高区域灾害数据平台能力。

从国别来看，拥有数据平台最多、排名第一

的国家是美国，共有 27 个。其次是日本，有 25
个。第三名是中国，有 10 个。这 3 个国家都位

于北半球，且处于板块运动较为强烈的地区，自

然灾害发生较多。这反映出灾害频发的国家更重

视灾害数据平台的建设。

从共享平台分布看，一共有 50 个城市建立

了灾害数据平台。其中，美国华盛顿和日本筑波

并列第一，有 11 个数据平台；其次是日本东京，

有 10 个。由此可以看出，美日等发达国家对于

防灾减灾的认识以及重视程度非常高。

数据平台涉及的灾害种类主要分为 7 种，分

别是气象水文灾害、地质灾害、海洋灾害、生物

灾害、人造灾害、生态环境类灾害及其他自然灾

害。其中，气象水文灾害占总数的 39%，地质地

震灾害占总数的 30%，海洋灾害和生物灾害各占

总数的 10%和 9%，人为灾害占总数的 7%，生

态环境灾害和其他自然灾害各占 3%和 2%。气象

水文灾害的数量较多，与近年来气候变化和极端

天气事件的增加有很大关系。如 2021 年 7 月 20
日中国河南特大暴雨，全省共有 1 478.6 万人受

灾，因灾死亡失踪 398 人，直接经济损失 1 200.6
亿元，给国家和社会造成巨大财产损失 [15]；2022
年 2 月至 4 月，受澳大利亚昆士兰南部海岸上空

的低气压影响，创纪录的强降雨袭击了昆士兰州

东南部、宽湾—伯内特和新南威尔士州沿海地，

引发了严重的洪水和城市内涝，多地发布疏散

令 [16]；2022 年 6 月中旬以来，受南亚季风异常活

动影响，巴基斯坦多个地区遭遇多轮暴雨侵袭，

引发多重灾害，造成超 3 304 万人受灾 [17]。地质

灾害多发于特殊地质条件地区，如板块交界处，

这些地区易发生地震、火山爆发等灾害，而处于

这些地区的国家更多地关注到地质灾害 [18]。

灾害数据平台的语言是多样的，目前所调

研得到的平台涉及的语言种类有英语、汉语、日

语、俄语、法语、土耳其语、西班牙语、阿拉伯

语、印尼语和匈牙利语。英语在线平台通用性最

强，许多使用本地语言的数据平台支持将本地

语言转换成英文。在目前所搜集到的灾害数据平

台中涉及的语言有 10 多种。由于受语言搜索的

限制，主要是以汉语和英语进行搜索。但就发展

趋势而言，多语言问题是数据平台发展的一大难

题。许多数据平台只使用了本土国家语言，这对

数据使用者来说是一个阅读障碍。虽然现在翻译

软件能进行页面的机器翻译，但对于专业信息却

难以准确识别。将多语言技术应用于灾害数据平

台是开放科学当中紧迫的问题。总体而言，美欧

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对数据平台的建设投入较

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多语言的数据平台建设

能力不足。

灾害数据平台的主要灾害数据字段和灾害类

型反映在图 4 中。主要灾害字段包括：时间、地

点、日期、面积、伤亡人数、受影响地区、损失

金额等。具体灾害类型有干旱、地震、火灾、洪

水、滑坡、海啸等。根据词云分析（图 1a），突

出的灾害种类是地震、洪水、暴风雪、风暴、干

旱、台风等词。调研得到的数据平台中频率较高

的是地震灾害。灾害主要字段中比较突出的是时

间、事件、位置、地区等词（图 1b）。其他灾害

字段，如影响人数、损失金额、伤亡人数等，在

许多平台中有缺失。主要原因可能和获取信息的

难易程度相关，通常这类信息的获取需要资金和

人力的支持。

全球和国家尺度数据平台的占比是 47%和

42%，全球尺度平台占主导地位。区域尺度和地

方尺度平台占比相对较少，分别是 10%和 1%。

美国建立的灾害共享平台数量处于第一位，大多

与全球对接，关注全球气候变化和受灾情况。比

利时鲁汶大学建立了全球最大、收录信息较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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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DT数据平台 [19-20]。在所有建立灾害数据平

台的国家中，发达国家的占比远超发展中国家。

不同灾害数据平台中的时间跨度不同。时

间跨度分为 7 个阶段，最少是以年为单位，最长

的有 200 年以上的历史。时间跨度少于 1 年的和

1 ～ 5 年的占比分别是 19%和 26%；5 ～ 10 年的

占比是 9%；10 ～ 20 年的占比是 12%；20 ～ 50
年的占比是 23%；50 ～ 200 年和大于 200 年的占

比分别是 10%和 1%。由此可见，时间跨度过长

的数据平台占比很少。这些平台少也反映了灾害

研究的数据支撑能力薄弱，有研究价值的长时序

数据和应急响应及时更新的数据较少。时间跨度

在 1 ～ 5 年的收集数据较多，在这个时间段的数

字数据或其他保存信息较为齐全。

各类数据的收录标准差异很大。EM-DT[19]

数据平台的收录标准是明确的。其收录的范围

是：①死亡人数为 10 人或更多；② 100 人或更

多人受影响 /受伤 /无家可归；③声明或国际呼吁

的国家宣布紧急状态 /或呼吁国际援助。慕尼黑

再保险公司 [21]自然灾害数据库对于人口要求较为

宽泛，只要有人口伤亡，这个平台就收录。瑞士

再保险公司 [22]灾害数据库要求伤亡人口大于 10
人，因此瑞再保灾害数据平台的收录数量相对少

一些 [23]。然而，大部分平台对于收录标准不明

确，这也是后期数据共享的一个潜在挑战。灾害

数据平台中收录标准不明确，在搜集到的数据平

台中有近半缺少收录标准。收录数据对人员伤亡

人数、建筑损毁程度等多数没有明确的标准。如

DesInventar[24]中的收录标准是中小型灾害发生的

系统资料。但中度影响灾害和小型自然灾害如何

界定？重大影响的灾害的标准又是什么？这在数

据平台中没有明确界限。对于缺乏收录标准的数

据平台，应加强基础标准建设，这是全球开放数

据能够相互共享和流通的基本条件。

在开放数据清单评价表（表 4）中，列出了

排名前 25 位的灾害数据库。北美洲有 10 个数据

平台，欧洲和亚洲都有 7 个数据平台，而大洋洲

只有 1 个数据平台。北美洲中 8 个数据平台在美

国，2 个平台在加拿大。发达国家能够提供足够

的资金支持，数据建设和平台开发力量投入较

大，数据服务也更规范。但目前调研到的数据平

台的开放性和覆盖范围普遍不足，因此需要加强

这两方面的建设。

和开放数据清单相比，DCAT评价指标偏重

于元数据质量评估，更加注重数据本身质量。根

据DCAT评价指标评分，列出了排名前 25 位的

灾害数据平台（表 5）。如图 2 所示，亚洲有 8 个

数据平台，北美洲有 7 个数据平台，欧洲有 6 个

a.灾害类型                                                                                                                   b.灾害字段

图 1 灾害词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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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开放数据清单评价表

序号 名称 数据平台尺度 大洲 网站隶属国家 网站所在城市

1 EM-DAT 国际 欧洲 比利时 布鲁塞尔

2 GEM 国际 欧洲 意大利 帕维亚

3 CEMHS 国家 北美洲 美国
南卡罗来纳州哥伦

比亚

4 Natural hazards image Database 国际 北美洲 美国 华盛顿

5 HMA 区域 北美洲 美国 华盛顿

6 DRRKS 国际 亚洲 中国 北京

7 GEOSS 国际 欧洲 瑞士 日内瓦

8 CDD 国家 北美洲 加拿大 渥太华

9 ReliefWeb 国际 北美洲 美国 纽约

10 The NGCD natural hazard data 国际 北美洲 美国 银泉，马里兰州

11 BGS 国家 欧洲 英国 诺丁汉

12 Risk Data Hub 欧洲 欧洲 法国 斯特拉斯堡

13 Copernicus EMS 区域 欧洲 比利时 布鲁塞尔

14 MSC GeoMet 国家 北美洲 加拿大 多伦多旧约克堡

15 PreventionWeb 国际 北美洲 美国 纽约

16 IDMC 国际 欧洲 挪威 奥斯陆

17 Disaster information list 国家 亚洲 日本 筑波

18 Global Disaster Data Platform 国际 亚洲 中国 北京

19 National Meteorological Science Data Center 国家 亚洲 中国 北京

20 Disaster Prevention Cross View 国家 亚洲 日本 东京

21
Headquarters for Earthquake Research 

Promotion
国家 亚洲 日本 东京

22 Sentinel Asia 区域 亚洲 日本 北九州

23 DisasterAWARE 国际 北美洲 美国 夏威夷

24 Australian Disasters 国际 大洋洲 澳大利亚 堪培拉

25 IBTrACS 国际 北美洲 美国 银泉，马里兰州

表 5 DCAT评价表

序号 名称 数据平台尺度 大洲 网站隶属国家 网站所在城市

1 CDD 国家 北美洲 加拿大 渥太华

2 BGS 国家 欧洲 英国 诺丁汉

3 IDMC 国际 欧洲 挪威 奥斯陆

4 AHA Centre 区域 亚洲 印度尼西亚 东雅加达

5 The Aqueduct Global Flood Analyzer 国际 北美洲 美国 华盛顿

6 CEMHS 国家 北美洲 美国 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

7 VicEmergency 地方 大洋洲 澳大利亚 维多利亚

8 J-SHIS 国家 亚洲 日本 筑波

9 GEOSS 国际 欧洲 瑞士 日内瓦

10 HMA 区域 北美洲 美国 华盛顿

11 Copernicus EMS 区域 欧洲 比利时 布鲁塞尔

12 EM-DAT 国际 欧洲 比利时 布鲁塞尔

13 Climatewatch 国际 北美洲 美国 华盛顿

14 Australian Disasters 国际 大洋洲 澳大利亚 堪培拉

15 NDMA 国家 亚洲 巴基斯坦 伊斯兰堡

16 ComCat 国际 北美洲 美国 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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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平台，而大洋洲有 2 个灾害数据平台，非洲

和拉丁美洲也各有 1 个数据平台。在DCAT评价

指标中，数据平台在各大洲均有涉及，处于各大

洲的国家对于元数据的质量建设都相对重视。各

个国家对于数据平台内元数据建设投入较大，支

持开发者对数据质量进行建设优化。元数据对于

数据本身而言，是发现数据的第一步，让数据使

用者可以更方便快捷地找到数据，是数据的重要

组成部分。目前，大多数据平台的元数据质量层

次不齐，在数据开发过程中，应加强数据平台的

元数据建设。元数据建设离不开资金的投入。因

此，元数据质量较好的数据平台主要集中在发达

国家和发展较好的发展中国家。

3 开放科学在防灾减灾和数据共享领域的

应用建议

（1）开放灾害数据需要更多实践。开放科

学对于防灾减灾领域非常重要，鼓励各方人员积

极参与到开放科学中。在防灾减灾领域，需要好

的示范（案例），鼓励和引导更多机构参与。目

前，灾害数据共享程度高的平台能够发挥积极

引领作用，如EM-DAT[19]、USGS[25]、IDMC[26]、

IKCEST-DRR[27]。

（2）开放灾害数据的联盟机制。灾害数据具

序号 名称 数据平台尺度 大洲 网站隶属国家 网站所在城市

17 Munich Re 国际 欧洲 德国 慕尼黑

18 Active Fault Data 国家 亚洲 日本 筑波

19 DesInventar 国际 拉丁美洲
哥斯达黎加加勒比

地区
利蒙市

20 MASDAP 全球 非洲 马拉维 利隆圭

21 China Maritime Disaster Bulletin 国家 亚洲 中国 天津

22 DRRKS 国际 亚洲 中国 北京

23 Global Disaster Data Platform 国际 亚洲 中国 北京

24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Disaster 

Management
国家 亚洲 日本 筑波

25 The NGCD natural hazard data 国际 北美洲 美国 银泉，马里兰州

表 5 DCAT评价表（续表）

图 2 DCAT评价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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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典型的长尾数据特点。加强灾害领域数据的开

放服务可以借鉴其他领域的开放共享策略。如针

对数据互联互通，提出的FAIR原则 [28]强调科学

数据的开放服务，TRUST原则 [29]强调促进数据中

心之间的沟通，DDE[30]强调建立一个链接世界的

固体地球数据网络。CoreTrustSeal认证强调科学

数据可信管理与服务，并形成全球数据中心论证

体系 [31]。GCMD[32]建立了气候领域的数据主目录

体系，促进气候变化领域数据共享。灾害领域建

立有GADRI联盟 [33]等。这些不同领域和区域的

数据共享实践，可以为灾害数据共享提供借鉴。

（3）更多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开放科学需要

更多的参与人和利益相关方参与，如高等院校、

研究机构、出版社、学者、公众等。同时，各方

在开放科学交流中也一定会涉及文化、版权以及

技术方面的问题，这些都是新的挑战。因此，需

要研究出更好的合作机制。

（4）优先领域先行。开放科学首先应该关

注由国家政府出资的开放数据或成果。但缺少数

据安全和伦理等政策约束下的开放，可能会导致

一些问题。如具有不确定因素的灾害风险信息公

布，将会直接影响资产评估、土地规划等；跨境

地区的信息公布，可能会涉及一个国家的敏感信

息，甚至危及国家安全。但总体而言，在全球洪

水、地震、空气污染、疫情、疾病等这些灾害跨

境的问题上，需要开展坦诚开放的对话。

（5）灾害知识共享。开放灾害数据不仅仅

是数据本身，也可扩展到丰富的知识资源，如

文献、案例、报告、政策、工具、人才等。如

以 IKCEST-DRR[27]为范例，提供开放的数据、

地图、文献、专家、机构、报告等共享资源。

IKECST[34]提供了 51 个在线知识应用，向用户开

放使用。

（6）提高数据互联的技术。大部分的数据

库是通过软件系统来管理和使用的，但并不是所

有的系统都是开放的。这导致很多灾害数据库不

允许机器访问，无法做到机器可读信息的互通。

这也涉及灾害数据共享生态系统中的各类问题，

包括数据的可发现、可访问、可互操作、可重

用等。

（7）建立灾害数据主目录。针对灾害数据

平台的全球分散性，建议建立全球灾害数据主

目录，促进防灾减灾数据库共享互通。主目录

系统可以在开放标准的指导框架下（如OGC标

准 [34]），通过各种开放技术建立主目录系统接口，

允许更多灾害数据按统一标准进入主目录系统。

4 结语

在开放科学的倡议下，本文对全球在线的灾

害数据库开展调研。对灾害数据库的开放程度、

灾害类型、地域分布、时间尺度以及数据标准等

信息进行采集，并通过空间和属性统计分析。研

究发现当前灾害数据库在全球地区分布、数据标

准统一、多语言互通等方面存在巨大挑战。借助

开放数据清单指标和DCAT元数据，建立相应的

数据库评价指标，并对评价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结合开放科学倡议，提出关于促进防灾减灾和数

据共享的 7 个方面的启示建议。预期通过本次调

研能够为开放科学与灾害数据开放共享建立联

系，促进全球防灾减灾能力和开放共享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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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96 个主要灾害数据平台
名称 网址

China Natural Disaster Database http://www.data.ac.cn/list/tab_nature_disaster

China Disaster Information Defense Network https://zaihaifangyu.cn/category/news/zhsj/domesticnews/

China Emergency Information https://www.emerinfo.cn/znjs/zdzh/index.htm

China Mountain Torrent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Network http://www.qgshzh.com/list/10

Forecast of Drought and Flood Disasters in China http://www.agri.cn/kj/hljc/

China Maritime Disaster Bulletin http://www.nmdis.org.cn/hygb/zghyzhgb/

Disaster information list https://www.fdma.go.jp/disaster/

Disaster Information （Cabinet Office） http://www.bousai.go.jp/updates/index.html

Disaster Information https://www.mlit.go.jp/saigai/index.html

Disasters and emergency investigations https://www.gsj.jp/hazards/index.html

Indonesia natural disaster data https://gis.bnpb.go.id/

emergency and disaster information services （EDIS） https://rsoe-edis.org/home

Newspaper article database https://rnavi.ndl.go.jp/research_guide/entry/post-1085.php

Future Symbiotic Disaster Relief Map （Osaka University） http://relief.hus.osaka-u.ac.jp/map/index.html

Typhoon disaster database system https://tydb.bosai.go.jp/TYDB/index.html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Climate Data Analysis Indicator Tool 
CAIT2.0

http://cait2.wri.org/

sigma https://www.sigma-explorer.com/

Global Natural Disaster Information Database http://disaster.casnw.net/#/root/view

Global Disaster Data Platform https://www.gddat.cn/newGlobalWeb/#/DisasBrowse

Global Forest Watch http://www.globalforestwatch.org/

Strong Earthquake Survey Network （K-NET，KiK-net） https://www.kyoshin.bosai.go.jp/kyoshin/

Disaster Prevention Research Institute was founded in Kyoto 
University

https://www.dpri.kyoto-u.ac.jp/disaster_report_en/

Active Fault Data-Active Fault Database https://gbank.gsj.jp/activefault/

National Meteorological Science Data Center https://data.cma.cn/

Copernicus EMS https://emergency.copernicus.eu/emsdata.html

Disaster prevention education challenge plan http://www.bosai-study.net/top.html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Earthquake Web http://www.seis.bosai.go.jp

Disaster Prevention Cross View https://xview.bosai.go.jp/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Disaster Management https://www.gsi.go.jp/bousai.html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Knowledge Service（DRRKS） http://drr.ikcest.org/

Geological map Navi （AIST） https://gbank.gsj.jp/geonavi/#top

Earthquake information https://www.jma.go.jp/bosai/map.html#contents=earthquake_map

Headquarters for Earthquake Research Promotion https://www.jishin.go.jpIDMC

Observation information on long-period ground motion https://www.data.jma.go.jp/eew/data/ltpgm/

Digital Typhoon:Typhoon Dis aster Database http://agora.ex.nii.ac.jp/digital-typhoon/

Russian Ministry of Emergency Situations https://www.mchs.gov.ru/

Yagi Laboratory， University of Tsukuba https://www.geol.tsukuba.ac.jp/ ～ yagi-y/earthquakes.html

World Stress Map http://www.world-stress-map.org

Web Encyclopedia on Natural Hazards http://tsun.sscc.ru/tsunami-database/index.php

VicEmergency http://emergency.vic.gov.au/respond/

USGS earthquake database
https://www.usgs.gov/naturalhazards/earthquake-hazards/
earthquak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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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网址

Think hazard https://thinkhazard.org/en/

The Philippine Institute of Volcanology and Seismology 
（PHIVOLCS）

https://www.phivolcs.dost.gov.ph/index.php

The NGCD natural hazard data https://www.ngdc.noaa.gov/hazard/hazards.shtml

The Global Disaster Alert and Coordination System （GDACS） https://www.gdacs.org/

The Caribbean Disaster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CDEMA） https://www.cdema.org/tropical-weather-system

The Aqueduct Global Flood Analyzer https://www.wri.org/aqueduct/

Sentinel Asia https://sentinel-asia.org/EO/2020/article20201111PH.html

Risk Data Hub https://drmkc.jrc.ec.europa.eu/risk-data-hub#/

Resilience indicator toolbox https://unbreakable.gfdrr.org/

Republic Of LiberiaNATIONAL DISASTER MANAGEMENT 
AGENCY

https://www.ndmal.com/

ReliefWeb https://reliefweb.int/

PreventionWeb https://www.preventionweb.net/

Pacific Disaster Net （PDN） http://www.pacificdisaster.net/

Open data for resilience initiatives https://opendri.org/

Natural hazards image Database https://www.ngdc.noaa.gov/hazardimages/#/

National Disaster Management Authority （NDMA） http://cms.ndma.gov.pk/page/advisories-2022

MSC GeoMet https://eccc-msc.github.io/open-data/msc-data/readme_en/

Learning From Earthquakes http://www.learningfromearthquakes.org

KuniJiban http://www.kunijiban.pwri.go.jp/jp/index.html

J-SHIS https://www.j-shis.bosai.go.jp

International Recovery Platform https://www.recoveryplatform.org/countries_and_disasters/

Intelligent disaster managementand avoidance https://www.epikso.com/disaster-management.php

In Safe http://inasafe.org/home/index.html

Internal Displacement Monitoring Center（IDMC） https://www.internal-displacement.org/

IBTrACS https://www.ncdc.noaa.gov/ibtracs/

HURSAT （tropical cyclones） https://www.ncdc.noaa.gov/hursat/

Hi-netAutomatic processing hypocenter map https://www.hinet.bosai.go.jp/hypomap/?ft=1&LANG=ja

High mountain asia （HMA） https://nidi.org/data/highmountainasia

Global earthquake model（GEM） https://www.globalquakemodel.org/products?type=Global%20map

Global Centroid Moment Tensor Project https://www.globalcmt.org

GIDMaPS （drought） https://drought.eng.uci.edu/

Group on  Earth Observations（GEOSS） https://www.geoportal.org/?f:dataSourcedab

Floodist https://floodlist.com

EMERGENCY MANAGEMENT https://www.northwestern.edu/emergency-management

The Georeferenced Emergency Events Database https://www.emdat.be/

DisasterAWARE https://www.pdc.org/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progress score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EN.CLC.DRSK.XQ?end=2011 
&start=2011&view=map

Disaster Management Center – Sri Lanka
http://www.dmc.gov.lk/index.php?option=com_dmcreports&view=re
ports&Itemid=273&report_type_id=1&lang=en

Disaster Database:Sites of US. And Global Disasters
https://siteselection.com/issues/2006/mar/p144/disasters.htm# 
Afghanistan

DesInventar https://www.desinventar.net/

Damage assessment and needs analysis （DANA） http://www.odpm.gov.tt/node/75

附表 1：96 个主要灾害数据平台（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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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96 个主要灾害数据平台（续表）

名称 网址

CSRISKA http://cariska.mona.uwi.edu/maps/search

ComCat （Earthquakes） https://earthquake.usgs.gov/data/comcat/

Climatewatch https://www.climatewatchdata.org/data-explorer/

Central-Asian Institute for Applied Geosciences （CAIAG） http://www.caiag.kg/en/projects

Center for Emergency Management and Homeland Security
（CEMHS）

https://cemhs.asu.edu/node/7#raw-data

Canadian disaster database（CDD）
https://www.publicsafety.gc.ca/cnt/rsrcs/cndn-distr-dtbs/index-en.
aspx

British Geological Survey （BGS） https://www.bgs.ac.uk/geological-data/datasets/

Australian Disasters https://www.disasterassist.gov.au/Pages/australian-disasters.aspx

Australian Disaster Resilience Knowledge Hub https://knowledge.aidr.org.au/disasters/

ASEAN Coordinating Centre for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on 
disaster management （AHA Centre）

https://ahacentre.org/asean-weekly-disaster-update/

AiDash Disaster and Disruptions Management System https://www.aidash.com/disaster-disruption-management-system

Database of disasters and Accidents（ADRC） https://www.adrc.asia/adrc/

Disaster And Emergency Management Presidency https://www.afad.gov.tr/afet-analiz

Munich Re
https://www.munichre.com/topics-online/en/climate-change-and-
natural-disasters/natural-disasters.html

Malawi Spatial Data Platform（MASDAP） https://www.masdap.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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