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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深入实施“科技兴安”战略 ，进一步推进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和诚信机制

建设 ，大力推广优秀安全科学与工程的理论与实践成果 ，浙江工业大学于 ２０１４

年 ６月 １３ — １５日在杭州举办“浙江省 ２０１４安全科学与工程技术暨安全生产标

准化与诚信管理专题研讨会” 。本次研讨会由浙江工业大学主办 ，浙江省安全

工程学会和浙江省安全科学研究院共同承办 。

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是“安全标准 ，全面实施” 。研讨会组织全省各地（市）安

全生产标准化与诚信管理先进单位对其先进经验进行交流研讨 。邀请国内安

全届知名专家到会指导并作主题报告 。组织从事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的技术

人员撰写论文 ，经专家评审修改后选择 ５８篇成集正式出版 。本次研讨会旨在

为我省安全工程技术工作者提供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 ，有望推进安全科学与工

程学科的发展 ，尤其是推进企业标准化与诚信管理建设工作 。

本次会议的组织宣传 ，得到了浙江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杭州市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局 、宁波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有关领导和职能部门的大力支

持 ，得到了浙江工业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和浙江省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领

导的支持和帮助 ，中国计量学院 、浙江海洋学院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 、浙江长广

集团 、浙江亚克建筑门窗有限公司等单位给予了大力支持 ，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

由于时间仓促 ，在编审论文集的过程中难免存在错误和不足之处 ，恳请各

位专家 、学者不吝指正 ，也为我们今后的工作提出宝贵意见 。

２０１４浙江省安全科学与工程技术研讨会编委会

２０１４年 ５月 １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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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兵 ，高级工程师 ，从事安全生产基础科技研究工作 。

融入安全生产标准化要素的安全管理系统设计

陈 　兵
（浙江省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 浙江杭州 ３１００１２）

摘 　要 ：基于信息化技术的危化企业安全管理系统设计 ，融入了安全生产标准化的所有要素 ，

既加强了所设计的安全管理系统的针对性 、实效性 ，又提升了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的技术层

次 ，将极大地推进企业安全生产技术和管理工作的发展水平 ，展示智慧安监的科技内涵 。

关键词 ：安全生产标准化 ；要素 ；安全管理 ；系统设计

1 　基本概述

危险化学品企业由于其生产过程的特殊性 ，时刻面临着较大的安全事故风险 。为了帮助企业更

好地实时了解企业已经存在和可能发生的各种安全问题 ，提高安全管理能力 ，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 ，

降低安全事故引起的设备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以及停工 、停产 、赔偿 、补偿 、环境污染等各方面的损

失 ，需要建立危化企业安全生产运营的监控 、分析 、辅助决策系统 ，运用智慧安监所包含的各种先进的

技术手段来进行风险管控 。

在安全管理中采用信息化的技术手段来实施各种监控与预警措施 ，将以人的安全意识为核心的

系统逐步转换为以信息化技术实现的 、以实时监控预警为核心的系统 ，将使企业可以掌握安全管理的

主动权 ，变事故处理为事故预防 ，随时发现并排除隐患 ，把事故消灭在萌芽状态 ，从而把安全管理工作

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 。

目前规模以上的危险化学品企业基本上都进行了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工作 。安全生产标准化建

设 ，能够进一步规范从业人员的安全行为 ，提高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 ，促进现场各类隐患的排查治理 ，

推进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建设 ，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事故发生 ，促进企业安全生产状况持续稳定好转 。

融入安全生产标准化要素的安全管理系统 ，以先进的信息技术和自动化技术 、网络通信为手段 ，

在企业范围内有机整合企业既有厂区的地理信息 、各种生产控制系统（如 DCS 、PIS 等） 、视频监控系

统 、消防系统 、环保系统 、可燃性气体报警系统 、管理信息系统（如 SAP 、HR 、门禁等）中各类企业的实

时数据和静态数据 ，对设备运行 、人员上岗等诸多领域的信息进行实时获取 ，建立起对企业安全生产

具有优秀的监控 、报警 、动态预警 、应急响应能力的实时智能安全监控与管理系统 ，使企业的安全监

控 、管理与应急能力得到大幅度的提高 。

2 　安全系统主要功能简介

系统集成了企业的地理信息 、生产监控信息 、视频监控信息 、环保监控信息和安全管理信息 ，并以

枟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安全标准化通用规范枠（AQ３０１３ — ２００８）为框架 ，建立起企业的安全信息监控和

管理平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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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的监控和报警主要涉及对安全 、消防 、环保设备的工况显示和失常报警 ，以及关键装置和重

要部位的关键参数显示 、记录和超限报警等 ，但不能对关键参数进行控制和操作 。关键监控参数超标

时 ，能直观地显示可能发生的后果 ，并调用事先制定的应急处理程序 ，显示在指挥终端上 ，同时可以用

短信 、系统短消息 、电子邮件等多种方式通知指定的相关人员 ，还可以对超限的原因进行判断和分析 。

当事故发生时 ，能直观地显示灾害的准确位置 ，协助指挥人员进行事故范围和危害性的预测 ，并

及时提供预先编制的应急预案 ；指挥人员凭权限仅需简单地操作 ，即可发出相应的指挥命令 ，启动应

急措施 ，及时防止事故的扩大 。系统还可以自动显示和记录应急预案的实施状态 、进程和各方的反馈

信息等 。

系统还提供了可灵活配置的风险评价工具 。风险评价工具可以帮助企业进行全面 、准确的风险

评价 ，对事件及灾害的危害性和原因进行分析 ；根据所评估风险的发生可能性和后果的严重程度 ，对

风险进行分级 ，为安全管理部门拟定有效的控制措施 、实施时间表 ，制定和完善应急处理程序和预案 ，

提供有力的依据 。

系统的设计紧紧围绕“风险”和“安全”意识 ，以“安全行业标准”为设计目标 ，采用可控的 、多样的 、

有效的 、成熟的高新技术手段 ，帮助企业完成实时监控和预警以及安全管理的各项工作 。

设计突出通过计算机智能得到的主动防灾能力 ，系统将把现行的枟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安全标准

化通用规范枠自然 、完整地贯穿于整个系统的设计之中 ，不仅能指导企业的安全标准化工作 ，及时反映

企业在安全标准化工作上的不足之处与进步情况 ，还可以为企业进一步申请安全标准化达标评级提

供直观而准确的内部自评信息 。

同时 ，系统本身还将具备完善的功能 、友好而方便的界面 、先进的信息处理技术 、可配置性以及方

便的集成性等特点 。

2 ．1 　标准性

系统将令用户在使用过程中自动符合国家对危化企业制定的各种安全标准规范 。

2 ．2 　指导性

系统将国家标准和规范 、行业标准和规范等融入信息系统中 ，使企业中发生任何安全情况均可以与

本系统紧密结合 ；同时 ，在紧急情况发生的过程中 ，系统能够给予应急响应行动以持续有效的指导 。

2 ．3 　预测性

系统通过合理的设计和先进的实时信息技术 ，将规范和标准与动态的业务数据结合起来 ，使得监

控和管理业务触手可及 ，当企业中发生了不符合标准的情况时 ，系统能够自动预测到风险 ，并给予

提醒 。

2 ．4 　事件触发性

企业中每天发生着各种情况 ，如作业 、检修维修 、新员工入职 、新装置建设 、工艺改造 ，几乎所有的

生产业务都与安全工作息息相关 ，而外界因素 ，如台风 、雨雪等 ，也是灾害的诱因 。系统能够响应化工

企业中的各种事件 ，使当一个事件发生的时候 ，安全管理人员都能够直接从系统获得相应的功能 ，并

从中获取流程的指导 、注意事项的提醒 ，将系统的可靠性从以人为中心 ，转变为以完善的过程为中心 。

安全监控与应急子系统通过集成现有的生产 、环保等各采集子系统的数据信息实现对企业的整

体监控 ，并通过对采集数据的分析和处理实现事前预警 、事故报警和应急处理等功能 。

主动安全管理子系统主要通过对企业生产场所 、仓库 、生产设施 、安全设施 、防护与应急用品等企

业资源和企业职员 、外来人员的管理 ，达到杜绝企业安全隐患 、降低企业生产生活风险的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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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统特点

3 ．1 　安全管理评估环

　图 １ 　安全管理评估环

“安全管理评估环”（见图 １）依照国家规范和标准 ，根据企业当前安全工

作的实际情况和企业安全实时信息 ，将复杂的安全工作内容具体化 ，对企业

安全工作进行实时评估 ，按照企业安全工作的 １０个方面进行评估定位 ，采用

“短板”理论 ，突出显示企业的关键问题和缺陷 ，使企业安全工作者不但能定

位到具体的问题 ，还可以在处理过程中获得指导 。

3 ．2 　以风险和危险源为核心的安全信息管理系统

风险和危险源是企业防灾工作围绕的核心 ，传统的MIS系统以业务模块为基础 ，仅仅为用户提供

了电子化的工具 ，处于被动状态 ，自动化程度不高 ，具体是否能够开展好业务依然依靠人的素质 。依

靠计算机的智能 ，围绕风险和危险源 ，能主动规划和推动企业安全工作的开展 ，主动检查和评估安全

工作开展的情况 ，大幅度减少安全工作人员的工作强度 ，避免因人为疏忽而造成工作失误 。

系统将事故预防 、隐患排查的业务需求按照国家的规范和标准建立起来 ，通过计算机智能来主动

指导用户全面开展事故预防和隐患排查工作 。从初始使用系统开始 ，用户就按照系统的提示来不断

充实系统的内容 ，围绕企业中风险和危险源的评估 ，逐步开展各种预防和应急响应措施的准备工作 。

用户在系统中做的工作越多 ，系统自动化程度就越高 。

例如 ：发生作业事件时 ，系统根据之前获取到的作业位置风险和危险源信息 ，自动提供对该作业

必须具备的专业资质进行审核 ，并自动提供对作业人员进行的培训内容 、防护用品内容 ；系统自动产

生作业时所需安全工作的检查单 ，系统根据在此作业位置周边的其他作业的性质 ，判断此作业的时间

安排合理性 ，自动给出建议施工时间 ；对于未按安全流程执行的操作（如树立警示牌等） ，系统自动给

出提示 ，并在“安全管理评估环”上相应扣分 ，改变颜色进行报警 。系统负责全面掌控作业的安全 ，安

全工作人员只需在事件发生的时候 ，配合系统获取必要的证据 。

图 ２ 　智能知识系统库

3 ．3 　企业动态风险预警

通过建立企业风险故障树的方式 ，分层建立各个

关键设备和重点部位的风险评估模型 ，利用所有基础

数据进行计算 、分析 ，并结合各个可配置的安全指标 ，

对企业的安全生产运营进行实时监控与管理 ，并根据

保存的历史安全运营监控指标和结果等信息 ，自动调

整模型参数 ，形成智能的知识库系统（见图 ２）。

4 　系统功能

4 ．1 　数据集成

（１）实时数据 。实时数据信息是指在不同时间具有不同数据的需要实时采集的数据信息 。主要

有环境（如水 、空气等）数据信息 、安全设施数据信息 、生产设施数据信息 、自然灾害数据信息 、门禁刷

卡数据信息 、视频数据信息和红外探测数据信息等 。实时数据信息主要由监控与应急子系统采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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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静态数据 。静态数据是指采集后没有人为的改变就不会变动的数据信息 。主要有企业资源

数据信息 、法律法规数据信息 、生产活动数据信息 、安全活动数据信息 、风险分析数据信息 、工作流数

据信息 、事故数据信息等 。静态数据主要由企业安全管理子系统和风险评价工具采集 。系统通过关

系数据库保存静态数据 。静态数据又分为只需要提供保存和查询分析等管理功能的无报警数据信息

和需要系统提供报警和提醒功能的报警数据信息 。无报警数据信息主要有 ：企业资源数据信息 、法律

法规数据信息 、事故数据信息等 。

4 ．2 　安全管理评估环

在枟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安全标准化规范枠的考核评价标准中明确给出了 １０个一级要素和 ５３个

二级要素的具体分值 、每个 A 级要素在考核评级中的权重系数以及安全标准化企业的达标评级标准 ，

为企业定期进行安全标准化工作的综合考评以及申报达标企业提供了依据 。

系统采用事件触发的方式 ，根据实时监控子系统的实时报警数据或新的事件登录操作以及设置

好的定时操作执行计划 ，定期或不定期地更新计算安全评估分值 ，并实时显示在安全管理评估环上 。

企业用户可以根据安全管理评估环的颜色和分布的情况 ，实时 、直观地了解企业当前的安全管理

工作情况 ；同时 ，安全管理工作中的任何一点改进和提高都可能使得安全管理评估环的显示发生明显

的变化 ，可以激励企业的全体员工共同关注和参与企业的安全管理工作 。安全管理人员可以针对安

全管理评估环显示的颜色和安全评估分值 ，通过点击操作 ，快速获得相应的详细安全评估信息 。

4 ．3 　以 GIS为核心的安全监控与应急子系统

实践已经证明 ：任何事故或灾害的发生都有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 ，在其酝酿伊始直至临界状态呈

现 ，都有端倪可寻 、征兆可察 。这些“端倪”与“征兆”便是危险源的安全状态信息 ，而这些信息 ，大多数

是可观测的 ，有些还是可控的 。倘若有先进和可靠的监控 、预警系统 ，完全可能避免事故的发生 ，至少

可以把事故所造成的损失和影响降到最低 。

监控预警技术主要包含 ４个方面的内容 ：实时监控 、过程控制 、应急控制和事故预测 。 ① 实时监

控是基础 ，可以实时获取危险源或隐患的动态安全状态信息 ；② 过程控制是对工艺参数的测量和调

节 ，以保证生产过程及产品质量的稳定 ，主要通过生产设备的底层控制系统来实现 ，同时 ，也会考虑到

参数的超限报警 ；③应急控制是指在分析危险源的可控性之后 ，挑选出一个或几个能够将危险源从事

故临界状态拉回到相对安全状态的控制机能 ，以避免事故发生或将事故伤害和损失降至最低 ；④事故

预测则是指对危险源 、隐患或事故建立预测的模型 ，以便直观地进行监控 。

预警的核心在于预测 。在实时监测的基础上 ，系统可对出现的异常状况不断给出危险态势的预

报 ，此时 ，需要对危险源或隐患的实时安全状态信息进行分析 ，并与正常的状态信号进行数据对比 ，根

据状态信息的变化趋势 ，及时 、直观地显示危险源或隐患是否向事故的临界状态转化 。预警技术可以

把我们关注的那些对危险源的安全状态有着决定性影响的参数检测按规定的方式显示出来 ，当它们

之中有一个或几个出现异常时 ，系统就会按照事先设计的模式发出警示信号 ，或者给出未来趋势预

报 ，在紧急状态下 ，还会进行必要的应急控制 ，以便抑制事故发生或减小危害波及的范围 。

安全监控与应急子系统通过网络以及相应的接口软件将各个独立的安防系统关联在一起 ，可以

实现各系统之间的联动 ，大大提高对防护对象的保护程度 ，缩减对各种事件的响应时间 ，从而有效地

避免灾难发生或降低灾难损失 。

4 ．4 　以风险和危险源为核心的主动安全管理子系统

计算机智能对于定向的联想和推导十分擅长 ，本系统以枟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安全标准化通用规

范枠为根本 ，以充分表现企业结构 、资源和危险源的企业资源树为基础 ，通过对资源树上的资源以及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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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作业活动和事件等进行评估 ，确定风险和危险源 。以风险和危险源为核心 ，指导企业具备“检查

措施” 、“个人防护措施” 、“管理措施” 、“技术措施” 、“教育措施” 、“应急预案”等预防和应急措施 。通过

以计算机智能为核心的 、完善的事件触发机制 ，在事件发生时 ，自动安排和推动“作业管理” 、“安全检

查” 、“培训和演习” 、“应急和防护品管理” 、“灾害事后处理”等一系列安全业务 。

同时 ，本系统是一个可以指导企业提高安全标准化管理 、帮助企业预测风险 、检查评估企业的规

范符合度的系统 ，可以帮助企业提高安全管理的工作水平 ，为企业的安全标准化管理工作提供实时 、

规范的指导 ，为企业申报安全达标考核提供有效的依据和记录 。主动安全管理子系统的设计 ，还充分

考虑了各种报警 、计划 、定期检查以及变更所可能产生的对安全管理工作的影响 ，同样采用事件激活

的方式来触发对安全管理子系统的相应的功能模块 。

用户登录系统后 ，在安全信息的栏目下首先可以看到需要处理的安全管理报警信息和安全工作

提醒信息 。安全管理报警信息包括了所有影响安全评估分值的安全管理项的信息 ，列出相应的事件

和所扣的分值 ，方便用户及时进行处理 ；安全工作提醒信息包括了所有计划中即将到期的工作任务

项 ，列出了预定的执行时间和相关的责任人等信息 ，方便用户按时地完成工作任务 ，并通过该列表后

的结果快捷按钮 ，及时地录入任务的执行情况（见图 ３） 。

图 ３ 　主动安全管理子系统结构

用户还可以通过系统页面上提供的事件快捷按钮 ，来完成其他日常的安全管理工作 。如 ：法规管

理制度的更新 、目标责任的变更 、化学品的维护和管理 、新工艺的投产 、管理人员和员工的变动 、风险

的再评估 、风险控制措施的执行 、作业的管理 、事故的处理以及各种检查 、考核和计划等一系列操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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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车载远程视频监控系统在
高速公路安全管理中的应用

丁 　骏
（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杭金衢分公司 浙江杭州 ３１０００４）

摘 　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快速增长 ，高速公路安全 、快捷 、畅通等特点显得尤为突

出 。车载远程视频监控系统作为道路安全管理的重要设施 ，能及时报告和查询各路段发生

的各类事故 ，为快速施救 、事故取证提供原材料 。所以 ，此系统的运用对高速公路的安全管

理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本文从车载无线远程视频监控系统在高速公路管理中的优点 、系

统的组织架构来阐述车载无线远程视频监控系统的重要性 。

关键词 ：高速公路 ；无线远程 ；视频监控 ；安全管理

近年来 ，随着杭金衢高速公路所在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多条高速公路的开通与接入 ，衢州段交

通流量增长迅速 。经统计 ，２０１０年衢州段的断面交通流量年日均在 １畅６万辆次 ，而吕塘枢纽到五里枢

纽已超过年日均 ２万辆次 ，该路段动态下时间段交通流量已达 ３万辆次以上 ，车辆在稳定流和饱和流

之间交错运行 。事故发生的规律表明 ，交通流量越大 ，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就越高 。加上恶劣天气 、

道路情况 、人为因素等影响 ，道路通行状况不容乐观 ，安全保畅压力巨大 。

本文紧紧围绕道路交通事故随车流变化而不断变化的规律 ，积极探索 ，不断更新理念 ，创新管理

办法 ，加大安全投入 ，利用高科技来保障安全 。经过深入调研 ，仔细分析探讨 ，只有充分利用现有无线

网络资源才能突破地理距离的限制 ，实现远程监控路段和地区的实时视频信息传输 ，这对管理者远程

指挥 、调度交通异常事件并最大限度地减少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失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将车载无线

远程视频监控系统运用于高速巡查车上 ，无疑是高效指挥 、快速施救的有效解决途径 ；同时 ，又能实现

高速公路管理的创新化 、网络化 、智能化 、可视化指挥新模式 ，开创高速公路安全管理的一种全新

手段 。

1 　道路安全管理存在的现状

（１）由于高速公路的线性特点 、投资规模 、供电及传输通道等因素的限制 ，监控系统布设密度非常

有限 ，存在很多监控盲区 。现有的固定道路监控摄像头 ，只能对部分路点和互通区进行观察 。指挥中

心现有的视频 ，只能观看到摄像头范围内 １ ～ １畅５km （根据天气情况所定）距离的道路通行情况 ，无法

对特殊路段的通行情况进行全面掌控 。

（２）在处置重特大事件时 ，指挥中心无法第一时间得知现场视频图像 ，只能等待巡查车到达现场 ，

经巡查人员确认后 ，通过手机 、对讲机等通信工具联系 ，这给指挥人员的决策带来了较大的难度 。

（３）在处置危险品等特殊状况下 ，巡查员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会直接导致身体机能发生变化 ，

使动作变形 ，反应速度减慢 ，巡查员的自身安全无法得到保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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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车载视频监控系统的优点

实践证明 ，车载无线远程监控系统在日常的道路巡查 、事故处置 、工程养护等工作中能起着重要

的作用 。

2 ．1 　实时监控 ，利于决策

以往巡查车外出执勤任务 ，由于受客观条件限制 ，效率往往受到很大影响 。车载无线远程视频监

控系统可以将现场情况 、地理位置 、周边路况和交通状况等信息 ，通过无线视频服务器传回指挥中心 ，

及时转化为统一指挥的依据 。同时 ，在突发事件的处置过程中 ，各级决策者不需要赶赴现场 ，只需轻

点鼠标就能从监控器中获得详尽而准确的第一手资料 。遇道路事故时 ，可通过无线监控系统对施救

全过程进行跟踪 ，及时调整人员和救援力量 ，使工作更高效 、更安全 。

2 ．2 　保存记录 ，便于稽查

巡逻车无线监控系统可利用系统自带的录像保存功能 ，对整个施救 、巡逻过程进行录像并保存 。

此功能可以及时回顾施救 、巡逻过程中存在的不足 ，为改进工作提供良好的依据 ，同时还便于日常

稽查 。

2 ．3 　远离危险 ，保障安全

在发生运输危化品车辆泄漏事故后 ，巡查员可以不用下车 ，在离事故车辆 ２００m左右的安全地带 ，

利用车载摄像头进行查看 ，无须靠近危险区域 。同时 ，事故现场图像会通过无线 ３G 传输方式在第一
时间传输至监控指挥中心的管理平台 ，既能保证事故得到及时处理 ，又能保障执勤人员的人身安全 。

3 　车载视频监控系统的构成

该系统是一套高效 、移动性极强的远程移动无线视频监控管理系统 。为满足前端车载摄像机所

采集的现场图像能及时回传到监控中心的需求 ，采用 ３G网络无线定位车载录像系统 。车载无线远程

视频监控系统由车载显示屏 、车载全方位红外智能摄像机 、３G 无线车载监控服务器 、车载控制键盘 、

３G 上网卡 、车载电源控制器 、液压升降杆等构成 。车载硬盘录像机 、无线视频服务器 、GPS 定位功能
三合一 ，高科技高度集成 。

3 ．1 　车载硬盘本地录像功能

车载硬盘记录了从巡逻出发到轮班休息整个过程的现场视频信息 。不仅车内的人员能在车内观

看 ，监控中心的人员也能通过无线通道查询和远程下载录像 。

3 ．2 　无线视频传输功能

系统通过无线网络传输 ，清晰流畅（在 ３G信号良好的区域 ，每秒传输可达 ２０帧以上） ，支持多路

同时传输 ，使监控中心的人员能及时了解现场的场景 ，了解整个巡逻执法过程 ，同时 ，决策者也可通过

３G 手机上网观看视频 ，随时随地及时指导现场的抢险救灾工作（见表 １） 。

3 ．3 　 GPS定位系统

GPS定位系统能及时得知车行位置 、速度等 。考虑到联通的 ３G 传输技术较为成熟 ，故首选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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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联通 。为取得第一手资料 ，对所辖路段的联通 ３G 网络覆盖面 、传输速率等技术参数先后进行了 ２

次测试（见图 １） 。以联通 ３G 为例 ，具体参数 ：RSCP（覆盖率） ：９１畅５％ ，HSUPA 上传速率 ：１畅７５Mb／s 。
表 1 　传输速率测试

序 　号 行驶速度（km／h） 视频传输速率（Kb／s） 帧 　率（帧／s）
１ J０（静止） ２７０ ～ ３００ 灋２０ ～ ２３ 摀
２ J８０ ～ １００ 乙２３０ ～ ２５０（高清传输要求 ２００ ～ ２１０） １７ ～ ２０ 摀
３ J１２０ ～ １５０ 殚１８５ ～ ２３５ 灋１５ ～ １７ 摀

图 １ 　系统传输原理

经过测试 ，所辖路段能达到视频传输流畅的目的 。

4 　系统功能

4 ．1 　前端构成

车载红外智能摄像机 ＋车载硬盘录像机 ＋ 无线视频服务器 ＋ GPS 定位车内本地视频 ：查看和控

制功能 。采用车载 ９ ＃显示器和三维控制键盘 ，使巡逻人员在车内能全方位调控车载摄像机的方位视

角 ，实时观看 、录像和抓拍取证 。

4 ．2 　中端构成

３G 无线传输 ：通过 ３G网络将现场视频数据传输至指挥中心 ，同时上传 GPS定位信息 ，在 GIS 系
统上能看到车行轨迹和实时车速 。位置信息和视频数据同时关联存储 ，互相调用 。

4 ．3 　后端构成

远程指挥分中心 ：指挥员能通过 PC联网观看前端即时视频 ，也能通过解码器在电视墙大屏显示 ，

还能通过 ３G手机无线接入系统并在手机上观看 ，即便身在外地出差 ，也能得知现场发生的一切 ，方便

专家远程指导 。视频可以本地观看 、存储 ，还可以远程网络分布式存储 、回放 、远程检索和下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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