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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议基于“智能网”的高时效灾害和紧急求助报警电话的设立 

     【内容提要】本文提出了我国的报警、社会求助电话号码应当与目前的通信网络所具有的能力相适应，而不宜采取西方

国家统一一个电话号码进行紧急求助的方式，并对改用“无”号码的智能化报警、社会求助方式进行了探析。 

      关键字：报警求助 电话号码 智能网 

      由于电话的普及，为人们自身安全受到威胁时提供了一个快捷的报警求助方式。为此，目前世界各国的紧急救援接处警

机构均以电话为主要受警方式。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报警求助电话号码多数为一个统一的号码，如美国的“911”，英联邦国

家的“999”等，为公民提供了记忆方便的报警方式。我国的许多专家也认为我国的报警求助电话应当统一为一个号码，但统

一为一个什么号码意见不一。有的认为应当是群众认知度高、使用时间长的如“119”或“110”。笔者认为，基于现代“智能

网”通信技术的条件，中国的报警求助电话号码应当与目前的通信网络所具有的能力相适应，而不宜走西方国家统一一个电话

号码进行紧急求助的路。 

      一、在人民群众遇到险情威胁时，提供更加快捷的求助方式，使其得到迅速的救助已是社会进步的又一迫切需要，也是

实践“三个代表”，关心人民利益，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措施 

      建国以来我们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安全保障工作，组建了各种灾害和紧急事件的专业救援机构。但由于受当时

的社会发展和通信技术水平的限制设立了多个报警电话，如“119、110、122、120”等。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

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人身和财产安全保障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在遇到各种险情威胁时，更是要求能以最简单的办法

迅速发出求救信号，及时得到救援部门的救助。但是，现实生活中，我国各城市应急救助相关部门分散设立的以“119、110、

122、120”等为报警电话的处警中心，分散接警调度指挥各自所隶署的队伍，号码多人们难以准确记忆，尤其在照明不佳环境

或求助者急病发作的情况下以及聋哑人、盲人遇到险情威胁时很难迅速报警，影响了救援效果。 

      二、现代通信技术已发展到“智能网”时代，这为在各种紧急情况下的快捷求助方式的建立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 

      从1877年美国波士顿架设的第一条电话线开始商业运营以来，电话通信技术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发展，形成了遍布全球

的电话网。尤其是电话交换技术从1919年纵横制电话交换机的发明，到1960年美国贝尔系统试用程控交换机成功，实现了采用

电子计算机作为中央控制设备由计算机软件来控制接续工作，使电话交换程控技术从机电制布线控制发展到电子控制程控制。

随后，以1970年法国开通了第一部数字程控电话交换机为标志，全球电话系统逐步实现了数字程控交换。程控数字交换机的出

现，实现了交换机全电子化，同时也实现了模拟空分交换向数字时分交换的重大转变，传输线路技术也由最初的单根铁线发展

到今天的光纤传输技术。随着微电子技术、光电技术、计算机技术和软件技术的飞速发展，尤其计算机与通信密切结合，电信

网的发展更趋智能化、宽带化。 

      我国电信网从8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电话网基本实现传输交换数字化。CCITT7号信令这种国际

标准化的通用公共电话信令系统已在我国广泛采用，使大多数城市电话网实现了综合化、数字化、智能化，原有的电话通信多

局制已被先进的计算机管理的端局和汇接局取代，具有了处理数据信息和网路管理信息的交换功能，从而可以提供如移动用户



漫游，越局频道转接，智能网业务和信令网的管理等功能。例如，当报警人通过电话从任一端局报警时，都能通过各种路由选

择及时接入受警中心，并可以提取与报警电话户主相关的信息（主叫号码显示、地理位置及户主有关情况的显示等）。由于以

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现代通信网络的建立，为我们处警方式的快捷高效准确提供了先进的技术手段。 

      三、基于“智能网”通信技术的“智能化”报警求助方式的建议 

      1、在各级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现已建立的以“119、110、122、120”等号码为报警电话号码的各类灾害和紧急事务处

警指挥中心，应利用集成的数字化、网络化技术，实现联网联动。条件具备的城市应建立一个集中的社会应急联动处警中心，

统一协调各方面的应急救援力量。从而整合救灾和应急资源，按处置各类灾害和紧急事件的需要统一调度指挥所有处警救援力

量，形成高效的协调运作机制。 

      2、建立基于计算机通信技术的“智能化”报警求助方式。（1）基于现在正使用的电话机，将现行的报警求助电话号码

改为摘机按12个任意键（1、2、3、4、5、6、7、8、9、0、※、井）三次以上即为报警，从而使处于照明不佳环境下的报警

人和盲人等人员也能够方便的报警求助；（2）法律授权给接警中心当收到报警电话，里面无声音时可以查阅主叫电话相关资

料信息，振铃或就近通知邻居、亲属以及救援相关部门上门询查的权利，以解决聋哑人、急重病人等弱势群体报警求助的困

难；（3）制定标准规定新型智能电话机应设编辑报警功能键程序，如心脏病患者可设摘机超出一定时间即为报警或按专用键

报警；（4）原有的“119、110、122、120”等号码仍有报警功能，以避免记住了这些号码的人报警无人受理；（5）已设有

自动警情监控系统的工厂、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及居民区应与处警中心建立自动报警联动。 

      四、现代通信技术已为误操作和骚扰电话的避免提供了许多技术手段，为此还需做到三个方面 

      1、电话号码的发售时，要避免头三位号码的重复，如不能出现“111、666、777”等。 

      2、加强宣传教育，使公民都知道报警求助的方法。利用能够查询主叫号码相关信息的技术，对故意骚扰报假警的电话

主人要予以严厉处罚。 

      3、工厂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及居民区与处警中心建立自动警情监控系统报警联动，报警后受警中心可先责成该单位

核查准确后再派出救援力量。 

      总之，在现代“智能网”通信技术的条件下，建议我国的报警求助电话号码可以越过统一一个号码的阶段，直接整合为

无号码的智能化报警方式，以更方便人民群众的应急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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