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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背景描述 

当前，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新的关

键时期。这是一个黄金发展期，但事故灾害、厂区安全生产、公共卫生和社会安

全等领域暴露的问题日益突出。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切实加强突发事件的

管理、日常指挥调度管控、提高预防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是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全面履行各级政府职能、提高行政能力的迫切要求。 

面对日常指挥、紧急行动、突发性重大事件和自然灾害，各级部门、单位领

导、应急单位需要快速有效地进行信息沟通，以便了解现场情况，进而及时、科

学地决策，调动人力物力，实现跨区域、跨部门、跨警种之间的统一指挥，综合

指挥调度系统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下在军队、武警、公安、交通、安监、

监狱、卫生、环保、水利、港航、旅游、消防、烟草、粮库、电力、电厂及救援

等部门，如何加强信息化建设，使各级领导准确、快速地对日常指挥调度、突发

事件决策，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  

综合指挥调度系统能够实现对突发事件处理的全程跟踪、支持。从突发事件

的上报、相关数据的采集、紧急程度的判断、实时沟通、联动指挥、现场应急支

持、辅助领导决策，即在短时间内对突发性危机事件做出快速反应并提供妥善的

应对措施预案。2003 年的“非典”引领城市指挥调度系统尝试性建设，2008 年

初的一场雪灾，更推动应急指挥系统的全面展开。应急指挥系统是构筑于社会公

用信息设施（如通信网络和计算机网络）之上的、联系各个相关行业（公安、交

通、人防、气象、疾控、军队）业务信息系统的大集成系统。2016 年政法委开始

建设的“雪亮工程"以县、乡、村三级综治中心为指挥平台、以综治信息化为支

撑、以网格化管理为基础、以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应用为重点的“群众性治安

防控工程”。它通过三级综治中心建设把治安防范措施延伸到群众身边，发动社

会力量和广大群众共同监看视频监控，共同参与治安防范，从而真正实现治安防

控“全覆盖、无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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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指挥调度系统建设状况集中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综合信息化水平。随着我

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日益重要，奥运、全运会充分体现了我国在指挥调度

系统的发展水平，世博，亚运会等大型活动将成为继续检验中国城市指挥调度系

统水平的舞台；而近年的自然灾害、突发事件、公共卫生、安全生产等事件的频

发，把综合指挥调度系统推到了前台。接踵而至的突发事件，使各行业空前重视

综合指挥调度系统的建设。 

1.2 需求分析 

自建国以来，我国应急管理体制应对的危机范围逐渐扩大，其覆盖面从以自

然灾害为主逐渐扩大到覆盖自然灾害、重大疫情、生产事故和社会危机四个方面。

随着石油石化、电力、政府、广电、军警、交通、证券、环保等各个行业对应急

管理效率、应用管理范围等方面需求的不断提升，原指挥调度系统只能实现简单

的语音调度，在实际运行中，指挥调度系统技术落后，且各指挥系统相互独立，

极大的制约综合指挥的效率，总的来说各级部门综合指挥调度系统存在以下问题：  

1. 通信技术落后，协同调度性能差； 

目前各行业采用的指挥调度系统依然采用基于传统电路交换技术和常规对

讲技术，只能进行本部门、本地化部署，无法实现分布式部署和远程的指挥调度，

无法实现各部门之间的协同调度和统一指挥的要求。 

2. 各种指挥系统相互独立，不便于综合指挥调度； 

各行业职能部门大多部署了本部门的应急指挥调度系统，如公安部门、消防

部门、医疗部门、民政部门、烟草部门、水利部门、电力部门、环保部门等均有

独立建设的指挥调度设备。但是各职能部门的指挥调度系统还无法实现互联互通

和统一的指挥调度，做不到部门和部门之间的统一调度和协同工作。  

3. 应急指挥调度功能简单，不能满足现阶段的需求； 

各级部门目前使用的指挥调度系统功能简单，只能实现简单的拨号呼叫、对

讲呼叫、强插、强拆等基本功能，已经不能满足现阶段对城市应急指挥调度的新

需求，如视频联动调度，GIS 地理信息系统联动调度，手机可视对讲调度、3D 实

景调度、短信调度、传真调度、应急业务系统联动调度等。  

4. 各子系统各自为政，无法融合，导致系统的信息存在大量的孤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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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开始了日新月异的通信现代化建设，各级部门都逐步建设协同办公系统、

语音调度系统、语音会议系统、视频会议系统、视频监控系统、GIS 地理信息系

统、综合指挥系统，但由于各系统间缺乏紧密的互动和协作，导致大量信息孤岛

的存在，难以在效率上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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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计目标和原则 

2.1 设计目标 

基于各行业内部专网，本着将已有资源的最大化利用，为进一步建立、健全

日常综合指挥调度管控、突发事件预警和应急保障机制，提高各行业指挥效率，

我司推出一套综合指挥调度系统。该系统整合语音、视频监控/会议、指挥调度、

集群对讲、GPS/GIS 业务、3D 实景、3G/4G 单兵、应急预案等系统，建立集语

音、视频、数据三位于一体的全面综合指挥调度系统，实现语音、视频、数据的

融合与调度功能。 

综合指挥调度系统主要实现与有线/无线通信网络、数字集群网络、计算机

网络、移动通信网络等网络的互联互通，并实现统一的指挥调度。 

可基于内部专网进行多级部署，实现省/市/县各级跨地区、跨部门之间的统

一指挥协调，实现对突发事件的快速上报、统一部署、迅速处置和联合行动，提

高各行业的指挥能力。  

2.2 设计原则 

2.2.1 先进性原则 

系统采用先进的技术，同时保证其技术成熟性。在保证系统稳定运行的同时，

充分预见未来技术发展趋势，最大可能地延长系统的整体生命周期，确保系统能

在未来较长的年限充分发挥其功能。 

2.2.2 可靠性原则 

系统软件运行在具有高可靠性的 LINUX 操作系统上，采用主控结构，通过

主控处理板完成对其他所有单板/插卡的控制；采用创新总线设计，各板分布式

监控和管理，实现故障隔离处理，任一单板故障不会影响其他板卡的运行，充分

保证了系统的可靠性。 

主机设备采用无风扇设计，防尘、防震，并提供核心处理单元和电源 1+1 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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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等保障，关键设备还可采用双机冗余备份，进一步保证系统能够的可靠运行。 

采取模块化、集散型、分布式系统构造和控制方式，从系统设计的结构形式

和控制方式的角度来提高系统总体的可靠性，分散故障风险，降低系统出现整体

故障的可能性。 

2.2.3 实用性原则 

系统展示界面摒弃了传统大量下拉菜单的臃肿结构，采用简单明快的 win 8

风格，图形化、模块化的显示，使用户的精力集中在应用上，操作简单快捷的同

时，减少了出错几率和培训成本。 

系统的插卡式结构和软件模块化设计，使得用户只需要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

有用的功能和模块，一方面减少系统不必要的功能，另一方面也使得用户资金的

使用更具有针对性，利用率达到最高。 

2.2.4 安全性原则 

系统采取全面的安全保护措施，具有防病毒感染、防黑客攻击措施，同时在

过载、断电方面进行加强，具有高度的安全性和保密性。对接入系统的设备和用

户，进行严格的接入认证，以保证接入的安全性。系统支持对关键设备、关键数

据、关键程序模块采取备份、冗余措施，有较强的容错和系统恢复能力，确保系

统长期正常运行。 

2.2.5 标准化原则 

系统采用标准化模块、接口和通讯方式，与主流厂商无缝连接。系统支持

NO.7、PRI、Q.SIG、SIP、H.248、RTP/RTCP、T.30、T.38 等协议和 G.711A/μ、

G.723.1、G.729A/B、AMR、VC1、H.264、MPEG2、MPEG4 等编码格式，及标

准化电话接口、环路中继、无线集群接口、音频接口、GSM 接口、CDMA 接口、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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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兼容与扩展性原则 

系统在横向上具备广泛的兼容性，能兼容多种主流品牌、协议的设备，在纵

向上兼容各类新老技术和设备，一方面易于实现与外部系统的互联互通，另一方

面，在产品更新和技术服务的选择方面也拥有更大的余地。 

基于多层、模块化结构设计，方便系统功能扩展。所有业务模块单板支持热

插拔，可根据业务需要便捷的安装扩容，也可进行设备级联扩容。 

系统提供二次开发接口及编程环境，可以针对性的进行二次开发，形成更有

效的应用。 

2.2.7 易维护性原则 

从界面和功能设计上充分考虑系统操作方便、易维护性，提供 web 维护、

GUI 图形界面、MML 命令行设计，提供丰富的维护方式；提供数据的导入导出

等功能，方便对数据的维护管理；提供维护协助手段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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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统特点 

3.1 强大的系统集成能力 

本系统集成了当前行业应用中常见的音频系统、视频系统和数据系统，实现

了各系统间的通信和数据交互。 

◼ 视频系统：视频图像系统、单兵系统、可视车载系统、视频会议系统等； 

◼ 音频系统：集群（有线、无线对讲）系统、卫星电话系统、车载系统、

电台/广播、PSTN 固定电话系统、移动手机网、音频会议系统等； 

◼ 数据系统：北斗/GPS 卫星定位系统、GIS 系统、应急预案系统等。 

3.2 多系统协同联动功能 

系统实现了各种语音、视频、数据系统间的协同联动功能，将各独立系统融

合到一起，实现声音、文字、图像、数据信息一起综合展示，提升了当前系统的

应用能力和价值，大大提高了作业效率。 

3.3 全新交互式设计 

◼ 系统采用业界领先的最新交互式设计，兼顾简洁与功能性的平衡，支持 10

点触控操作、全手势操作模式及全角度调节，支持双手柄； 

◼ 一键式发起调度操作，集视频调度、语音调度、视频监控、设备监控、GIS

地图于一体展示； 

◼ 界面操作简单易掌握。 

3.4 层级组网和分权分域 

系统可根据需求进行灵活组网，可实现多级组网，实现不同区域、不同部门

的语音通信、数据、视频等信息的协同一体化指挥调度。 

可在系统中给不同的用户分配不同级别的管理权限，同级别用户根据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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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归属分配限定区域的权限。当对资源调度发生冲突时，高级别的用户有优先

权。 

3.5 低功耗和无风扇设计 

采用先进的低功耗宽温集成电路技术，用户电路采用智能化的供电技术，使

得公共部件的功耗与每个用户电路的功耗都非常低。 

◼ 1U满配时，整机功耗约100瓦； 

◼ 3U满配时，整机功耗约150瓦。 

采用无风扇设计，有防尘、防潮、防振动，节能省电，静音等特点，处于

业界领先地位。 

3.6 兼容性和扩展性强 

随着业务需求的变化、应用的深入及技术的进步，系统的建设可能是一个持

续发展的过程。系统的软硬件方面都需要具有较好的开放性、灵活性和伸缩性，

并有较强的定制能力和二次开发能力，能满足系统应用范围、深度和规模发展的

要求。 

基于多层、模块化软件结构设计，方便系统功能扩展。所有业务模块单板支

持热插拔，可根据业务需要便捷的安装扩容，也可进行设备级联扩容。 

系统提供丰富的二次开发接口，可与视频监控系统、会议系统、GIS 系统、

应急预案系统等应用系统进行对接，并能根据客户需求进行定制化开发。 

3.7 易维护性 

◼ 可通过网络进行 WEB 方式便捷维护； 

◼ 提供 GUI 图形界面、MML 命令行等多种维护方式； 

◼ 支持本地、远程、多用户登录； 

◼ 提供消息跟踪、资源跟踪等功能，为操作维护人员提供强大的故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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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与定位能力； 

◼ 提供告警监视、故障管理等功能，使维护人员可以对故障源进行快速

而准确的诊断，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恢复正常业务。  

3.8 高可靠性 

◼ 企业级 Linux 操作系统运行； 

◼ CCU 处理单元和电源 1+1 热备； 

◼ 呼叫接通率>99％（发起 10％端口数的呼叫）； 

◼ 长时接通率>99％（发起 10％端口数的呼叫）； 

◼ 呼损小于千分之一； 

◼ 各种接口模块（FXS/FXO/E1/四线/音频/以太网等）端口都进行了过

压过流及防雷保护设计；静音检测与压缩、回声消除、防抖动等技

术，保证语音通话质量达到电信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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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统总体设计 

4.1 系统拓扑图 

 

◼ 系统提供视频监控接入管理服务器、视频监控接入管理软件与视频监控

系统对接，实现音频与视频的联动； 

◼ 系统通过单兵终端接入管理服务器、单兵终端接入管理软件，可接入单

兵终端； 

◼ 系统通过手机终端接入管理服务器、手机终端接入管理软件，实现手机

可视对讲功能，加大现场的监控能力； 

◼ 综合指挥调度系统提供卫星特种接口或 3G/4G 移动网络，实现应急通信

指挥车和指挥中心的互联互通； 

◼ 综合指挥调度系统提供各类接口模块，如短波/超短波接入模块、短信接

入模块、音频接入模块、广播接入模块、用户接入模块，实现系统与各

类语音终端的互联互通； 

◼ 系统提供互联接口（即开发接口）与视频会议、GIS 系统、预案系统对

接，具体的业务应用需另行开发； 

◼ 通过 MITS 多场景智能呈现服务器可实现调度台的各场景界面同步呈现

至大屏，同时支持大屏呈现与调度台操作相互独立，实现直观高效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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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指挥工作； 

◼ 系统可将音频、视频、图形进行融合和联动，形成一体化的平时起到协

作管理作用，战时起到应急指挥作用的指挥平台，从而提高综合指挥调

度能力。 

4.2 三级架构图 

综合指挥调度系统，不仅支持本地部署，也支持多级联合部署。如下图所示：

 

系统采用逐层汇聚的方式形成一级、二级、三级多级平台架构。 

第三级部署单独系统，具备完整的业务功能，将音视频及数据进行上传、汇

聚到二级指挥平台，结合二级平台业务，形成以二级为中心的市二级/三级业务

系统；二级平台将音视频及数据进行上传、汇聚到一级指挥平台，结合一级系统

业务，形成以一级为中心的多级业务系统，实现分级分权部署、一级统一调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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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各区域的内部指挥调度。 

4.3 系统逻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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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系统接入 

5.1 语音接入 

语音模块是应急指挥调度系统核心模块，是迅速下达命令、协同指挥的有效

手段。通过语音接入设备完成语音互联互通。 

5.1.1 各种语音通信系统互联互通 

实现综合指挥调度系统与公共交换电话网（PSTN）、公众移动通信

（GSM/CDMA）、集群对讲通信系统等各种通信终端之间的互联互通。 

5.1.2 语音中继备份 

综合指挥调度系统提供 E1 和环路中继两种有线中继和 PSTN 对接。以 E1

中继作为主要中继手段，环路中继作为备用线路，以保障在极端情况下通信线路

的畅通。 

 

5.1.3 集群对讲接入 

综合指挥调度系统提供集群对讲接口，可以进行波段设定，每块集群板卡可

与两台集群接入设备进行对接，实现不同波段集群的接入。 

若集群对讲系统与应急指挥调度系统位置太远，可采用远端集群接入网关接

入，再通过 IP 网络/内部专网接入应急指挥调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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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模拟电话、IP 电话接入 

综合指挥调度系统提供 SIP 号码，接入 IP 话机；或者通过配置电话用户接

入模块接入模拟话机，组建政府内部专网电话系统。 

 

5.1.5 手机可视对讲接入 

综合指挥调度系统提供手机可视对讲 APP 接入，实现指挥中心对现场人员

的调度，通过客户端 IM 协同办公、集群对讲、视频对讲、拨号通话等功能了解

现场情况，现场人员通过手机可视对讲 APP 及时向指挥中心反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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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单兵终端接入 

综合指挥调度系统提供单兵（手持式、头盔式）终端接入，实现对现场人员

的调度，通过单兵终端了解现场情况。 

单兵系统具有便于携带、快速移动、快速部署及快速使用的特点，在综合指

挥调度过程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综合指挥调度系统通过单兵终端接入管理服务器以及单兵终端接入管理软

件，接入单兵系统，形成对单兵终端的综合指挥调度，实现系统与单兵系统间的

联动功能。 

 

5.1.7 广播接入 

系统可通过广播接入模块，接入广播系统，实现跨区域的广播通知。若调音

台和广播离机房太远，可以采用远端广播接入网关接入，再通过内部专网接入综

合指挥调度系统。 

系统同时支持 IP 广播系统接入，打破了模拟广播的界限，只要有 TCP/IP 网

络都可实现 IP 广播接入。 

 

5.1.8 调音台接入 

系统提供音频接入模块 IGU-AT2，实现 2 路调音台的接入，单板接口采用

DB15 镀金母头，并提供焊接好的 2 米双绞屏蔽线缆（0.4mm 多芯线）。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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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对数字会议系统的指挥调度。 

 

5.1.9 卫星通信接入 

卫星通信系统主要解决在跨区域、大规模灾害（如地震等）事件导致民用通

信基础网络瘫痪的条件下，部队固定指挥中心与车载移动指挥中心现场之间的指

挥通信联络问题，部队可实现靠前指挥，为顺利完成作战、训练以及重大应急抢

险任务提供通信指挥保障。 

卫星通信系统可以作为备用的传输链路，将前方现场应急事件图像、数据等

信息实时传输至指挥中心，实现在任意时间、任意地点建立应急现场与指挥中心

之间的通信。 

系统提供特种接口（卫星系统接入）实现与卫星通信系统互联，接入卫星通

信车。 

 

5.2 视频接入 

综合指挥调度系统可以接入视频监控信息，支持 H.264、MPEG、MPEG-4 等

视频格式。 

视频模块具有标准化接口，支持多种标准化协议，支持 2048 路视频接入、

管理。前端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年代和标准可能不一致，综合指挥调度系统采用三

种接入方式进行视频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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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台接入：通过标准接口或 SDK 直接通过监控平台对选定的视频进行

接入。 

◼ 前端接入：对于平台不好接入的部分监控系统，通过 SDK 或者标准化

接口接入 DVR、NVR、车载等视频。 

◼ 摄像机接入：针对前面两种方式无法接入的设备，直接接入 IP 摄像机的

视频监控图像，模拟摄像机需配置视频编码设备接入至系统。 

 

5.3 视频会议系统接入 

系统可接入视频会议信息，支持 H.264、MPEG、MPEG-4 等视频格式。系

统可通过 SDK 接口、SIP 中继、H.323 协议三种对接方式与视频会议系统对接，

实现综合指挥调度系统与视频会议系统的互联互通。 

 

5.4 图形业务接入 

可接入二维 GIS、三维 GIS 以及 3D 实景的图形业务。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开

发具体应用，使图形业务完美的融入综合指挥调度系统，实现基于图形直观、便

捷的指挥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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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数据业务接入 

系统与预案、物联网等业务通过 IP 方式进行对接，可采用读取业务数据库

的方式或者 SDK 开发包方式读取相关数据，实现数据库同步与调用。 

内置 GSM/CDMA 模块，通过调度台可进行短信单发、群发、接收短信等功

能。短信业务包含对接设备告警信息收发、短信回执、通知下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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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调度功能 

6.1 通讯录调度 

语音模块将与通讯录系统和预案系统进行整合，形成按行政划分的平时应用

通讯录和基于预案的战时通讯录两大通讯录体系，满足不同时期的任务要求。还

可以针对特定项目进行通讯录设计。 

也可按照预案设计好通讯录，紧急情况下，可以针对编辑好的通信录进行“一

键调度”、“预案调度”，从而达到灵活指挥，协同作战的目的。每个联系人的

联系方式可以同时显示在不同的通讯录体系中。 

公安

交警

消防

卫生

局长

XX负责人

XX负责人

XX负责人

紧急电话

移动电话

办公电话

家里电话  

  图 基于行政结构的通讯组 

卫生安全事件

石化区事故

大型治安事件

大型群众事件

应急管理小组

通讯联络小组

应急救援小组

监测组

XXX

XXX

XXX

XXX  
图 基于应急结构的通讯组 

 

6.2 语音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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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调度功能解决调度人员需要通过多种不同终端进行调度的问题，通过统

一的调度台，完成与各种通信终端的通话，以及对各种不同终端的“一键调度”，

实现对应急事件处置的统一指挥调度和应急决策信息的快速传达。 

语音调度模块可实现调度的基本语音终端如下： 

➢ 模拟电话 

➢ IP 话机、SIP 可视话机 

➢ 移动手机 

➢ 3G/4G 单兵、可视对讲 APP 

➢ 集群 

➢ 卫星电话 

➢ 麦克风 

6.2.1 查看用户信息 

点击快捷组中的成员，可以在用户信息栏目中查看到相关信息。 

6.2.2 单点呼叫 

操作员成功登录客户端并进入调度界面后，可以在界面上对快捷组成员发起

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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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组呼 

操作员可以通过组呼功能，向选中快捷组的所有用户发起呼叫。用户摘机后

加入到操作员的默认会场，进行会议通话。 

6.2.4 组呼通知 

操作员可以预先录制一段语音，再通过组呼通知功能，将这段语音播放给任

意快捷组中的任意位成员。 

6.2.5 选呼 

操作员可以通过选呼功能，向多个快捷组中的多个成员发起呼叫。成员应答

后加入操作员的默认会场，进行会议通话。 

6.2.6 监听 

操作员在调度界面可以查看快捷组成员的当前通话状态，还可以对正在与其

他用户（除调度员外）通话的快捷组成员，发起监听。 

监听后，调度员可以听到正在通话中的两位用户说话，通话中的用户无法听

到调度员说话。 

6.2.7 保持与取消保持 

操作员可以通过“保持”功能键保持当前通话。保持后，当前通话用户与操

作员手柄都听保持音乐。操作员可以在不挂机的情况下，继续其他操作。 

操作员可以在任何状态下取消保持。取消保持后，操作员与取消保持的用户

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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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8 强插 

操作员在调度界面可以查看快捷组成员的当前通话状态，还可以对正在与其

他用户（除调度员外）通话的快捷组成员，发起强插。 

强插后，调度员可以与正在通话中的两位用户进行三方通话。 

6.2.9 强拆 

操作员在调度界面可以查看快捷组成员的当前通话状态，还可以对正在与其

他用户（除调度员外）通话的快捷组成员，发起强拆。 

6.2.10 寻呼对讲 

采用轮巡方式对需要到场或电话守候人员进行点名。 

6.2.11 一键同振 

对于级别高的应急事件，可对负责人进行一键同振，对负责人的手机、工作

电话、家庭电话等语音通讯设备进行同时呼出，以最快速度找到负责人。 

6.2.12 加入会场 

操作员可以将快捷组成员加入到操作员的默认会场中。可将当前通话用户加

入会议。 

操作员也可通过功能键将呼入用户加入默认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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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语音会议调度 

 

 

综合指挥调度系统不仅支持通讯录中组建会议，也支持非通讯录成员以及与

操作员通话中的成员加入会场，可以同时召开多个会议互不干扰。点击每个坐席

成员，可以看到成员的登记信息及地理定位，同时还具备如下功能： 

6.3.1 加入会场 

操作员使用群答功能，可以将呼入队列中的所有用户加入到操作员的默认会

场中，进而使用会议相关的功能。 

6.3.2 呼叫用户加入会场 

操作员在调度界面可以直接通过呼叫将用户加入到会场中，方式有两种： 

1) 发起会议呼叫； 

2) 将当前与操作员通话的用户加入会议。 

6.3.3 会场添加用户 

操作员在会场界面中，点击空闲坐席中的“+”号，可以直接把用户加入到

会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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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组呼加入会场 

操作员在调度界面可以对快捷组发起组呼，将整个快捷组的成员加入到会场

中。 

6.3.5 选呼加入会场 

操作员在调度界面可以对任意快捷组的任意个成员发起选呼，将这些成员加

入到会场中。 

6.3.6 操作员单独加入会场 

如果操作员的手柄不在会议中，操作员可以单独将手柄加入到会议中。 

6.3.7 会场视图切换 

在会议界面可以显示多个小型会场视图，每个会场只能显示 12 名与会成员。

如果此时会场中的成员超过 12 名，则可以切换到大型会场视图，整个操作过程

平滑过渡。 

6.3.8 踢出会场 

操作员可以将会场中的任何用户移除出会场，被移除出会场的用户会被保持。 

6.3.9 发言与禁言 

操作员可以控制会场中成员的说话权限。发言状态用户允许在会场中说话，

禁言用户无法在会场中说话。 

6.3.10 会场锁定 

调度员可以对会场开启锁定功能。开启锁定后，会场中任一用户挂机，都会

被系统自动追呼。被追呼的用户开始振铃，摘机后加入原会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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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1 增加会场 

在会议界面可以建立多个会场，互不干扰。 

6.4 数字录音录像 

综合指挥调度系统具备录音录像资源，可对通话、语音会议、视频通话进行

实时录音录像，支持 H.264、H.263、MPEG4、MPEG2 等视频格式的录制，录音

文件以 WAV 格式，录像文件以 WMV 格式进行存储。 

支持 WEB 方式查询录音录像记录，可根据主叫号码/被叫号码/日期等信息

进行录音录像查询，并可对录音录像记录进行播放、下载等管理操作。 

录音录像方式：支持手动、自动录音录像。 

6.5 视频调度 

 

 

 

系统可调度视频监控画面，可显示可视电话、单兵及手机的图像信息，也可

显示视频会议的会场画面，从而实现对多种视频流的统一联动以及音视频联动。 



 

 

26 

6.5.1 视频显示 

通过 1、4、9 分屏查看视频，支持 CIF、4CIF、D1，720p、1080p 多种分辨

率。 

调度台可显示视频监控的图像信息、视频会场及单兵画面；对于监控图像，

可进行实时播放、指定视频回放、回放快进/快退等功能。 

6.5.2 视频编辑 

视频可以进行分组编辑，在视频数量多的时候，分组分类方式更方便操作员

进行查找。同时支持全拼、首个字母快速查询功能。 

6.5.3 视频监控联动 

 
 

6.5.3.1 视频控制 

可对视频进行调焦、调光圈、旋转等控制。具备轮巡功能的摄像机，也可以

进行轮巡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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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2 视频绑定 

视频可以标注详细信息，也可与负责人进行绑定。点击视频时，可显示视频

信息及负责人信息，在 GIS 小地图上显示视频所在位置。 

视频和负责人通讯方式绑定之后，可以与负责人进行通话，并具备强拆、强

插、监听、录音等功能。 

6.5.4 视频会议联动 

调度台与视频会场联动时，调度台上可显示视频会场画面，视频会场也将看

到调度台推送的其他视频图像，如视频监控、可视电话、单兵/手机等。 

6.6 手机可视对讲调度 

为了更好的了解现场情况，实现对现场人员的指挥调度、紧急联系、信息共

享，平台开发了手机可视对讲 APP。可实现短信、语音、视频、对讲等功能，同

时可实现指挥中心对单个或多个手机视频客户端的调度，实现紧急语音通话、视

频会议等。 

6.6.1 IM 协同办公 

实现语音、短信发送，视频/图片采集、回传。 通过 WIFI、3G/4G 联网，实

现资源统一管理、综合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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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 集群对讲 

客户端开发语音实时对讲功能，通过通讯录发起语音对讲，综合对讲机基本

语音对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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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3 视频对讲 

可实现视频通话功能，通过视频通话加入会场实现视频会议功能。 

 

6.6.4 拨号通话 

客户端软件具备通讯录管理功能，可实现拨号通话，同时，现场人员号码显

示在调度界面，指挥中心可对现场人员进行语音通话，了解现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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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二维 GIS调度 

 

6.7.1 地图查看 

在 GIS 界面的大地图上可查看所有 GIS 用户所在位置，实现人员定位、车

辆定位、视频控制点定位。也可查看 GIS 用户的详细信息，包括用户基本信息、

通话状态、告警信息等；对于视频用户还可在地图界面直接查看当前的监控视频。 

6.7.2 轨迹追踪 

对有 GPS 定位的设备，可以追踪一段时间内的运动轨迹并在 GIS 中显示。 

6.7.3 电子围栏 

对有 GPS 定位的设备，可以设定其活动范围及活动路线，当该设备离开活

动区域或路线时，GIS 界面显示报警位置及出界后的活动路线。 

6.7.4 区域显示 

值班员可以在 GIS 上画出矩形、圆形、不规则图形等，GIS 会计算图形面积

等，也可以显示区域内设备位置和设备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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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三维 GIS调度 

 

 

 

三维 GIS 调度板块，基于重点区域建筑和设备的建设现状建立三维模型库，

利用三维地理信息系统平台，展示区域实际面貌，包括建筑、道路、视频监控系

统、广播系统、安防系统、消防系统及各业务系统等。 

用户可以在三维场景中自由交互浏览，实现整个区域宏观场景的漫游浏览，

实现小到某一个阀门、螺丝等零部件的浏览。实现游览的动静结合，从而在三维

的真实感和沉浸感中，便于调度员更加客观、真实的了解区域的整体空间形态。

平台主要功能包括视图管理（视点导航、动画导航、鹰眼联动、动画控制等），

实时交互浏览，空间量测（坐标查询、坐标点位编辑、空间测距、垂直测距、水

平测距、面积测量等），视频监控（摄像头查询、视频显示等），GPS 定位（人

员、车辆、设备等），设备信息查看（安防、消防、照明等）等。 

6.8.1 交互浏览 

◼ 区域浏览：通过触摸屏或鼠标键盘控制，实现对区域三维场景的交互自

由漫游浏览。包括前进、后退、左移、右移、左转、右转；改变行走方

向；升高、降低视点和俯仰角；场景的放大缩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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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浏览设置：系统提供飞行浏览模式和步行浏览模式。每种浏览模式具有

默认的浏览参数，如前进速度、转向速度等，并可进行调整； 

◼ 全屏展示：以全图显示的方式展示场景； 

◼ 正北展示：用户观察位置处于正北的状态； 

◼ 透视/顶视展示：设置当前用户观察角度为顶视图/透视图状态； 

◼ 图片/视频输出：生成并输出高分辨率的图像或视频文件，将用户看到的

场景中的图片或视频，保存到指定的磁盘文件中； 

◼ 穿越浏览功能：通过功能选择，可以穿越墙体等实体，进入建筑内进行

浏览； 

◼ 分层/分区显示功能：可以通过树形图等选项选择不同图层或不同位置区

域进行显示控制。 

6.8.2 场景定位 

◼ 场景画面保存：将当前浏览的场景作为图片保存为固定画面，以便后期

快速定位到画面； 

◼ 场景画面切换：通过对画面的选择，双击视点图片或者选择切换功能键，

将场景切换到指定视点位置； 

◼ 场景画面删除：删除当前选中的画面。 

6.8.3 二三维跳转 

◼ 鹰眼功能：鹰眼显示在场景窗口的右下角，以二维地图方式提供与三维

场景互动的交互式的鹰眼功能，在鹰眼中显示当前三维视点的位置和方

向； 

◼ 鹰眼定位：点击鹰眼窗口某点，三维视点自动切换到该点位置； 

◼ 鹰眼查看：根据三维窗口的视图变化，鹰眼中的显示范围线也动态变化；

显示范围线超出鹰眼窗口范围，则自动改变鹰眼视口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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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4 飞行路线设置 

◼ 路线设定：通过对场景的画线指定飞行的轨迹。在场景中用鼠标点击选

择路线起点，再点击终点结束，场景中会出现一条黄色的路径曲线； 

◼ 参数设置：可设置飞行高度和飞行速度； 

◼ 起飞：用户观察位置沿飞行路线前进； 

◼ 暂停：用户观察的飞行处于暂时停止的状态； 

◼ 降落：用户观察的飞行停止。 

6.9 3D实景调度 

 

3D 实景是对重点区域的进一步展示，从整体到局部，支持全手势的 360 度自

由旋转把各细节表现的淋漓尽致，可以从各个角度进行查看。在 3D 实景界面，

场地内部结构和设备位置等可以表现的和现场完全一致，值班员可以直观的查看

场地状况。 

 

在 3D 实景中，各设备状态和报警信息完整显示，报警设备位置和信息在监

控画面得以表现。点击具体设备，会弹出该设备的具体状态。针对各行业，具有

不同的表现形式。 

◼ 3D 室内、室外显示，左右拖动，360 度旋转、放大、缩小等功能； 

◼ 用户可点击现场的设备如：摄像机，会切换出所点击设备的现场视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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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并对室内摄像头进行控制。 

◼ 点击现场的模拟量传感器，可切换出所在位置当前传感器的数据。 

◼ 可检验现场设备安装的位置是否准确，是否按规定要求位置进行安装。 

◼ 可实时查看现场视频图像、模拟量数据，开关量数据是否有报警记录，

进行远程巡更检查。 

◼ 通过联动摄像机、告警系统、传感器数据等多种数据，通过设置相对应

的告警阀值，一旦有告警，可显示告警所在位置及告警点。 

6.10 电子预案调度 

预案是应急过程中的核心依据，预案依法制定，规定了应急过程中的指挥体

系、保障体系、事件分级标准和响应机制，同时，体现应急过程中的监控机制、

奖惩机制、部门协作机制和上下级联动机制等。 

预案管理系统，主要是为了解决文本预案操作繁琐，在实际应急过程中，难

以查询和迅速生成应急方案等问题。 

（1）预案管理 

①预案查询 

查看预案步骤列表，并可查看同步预案，点击查看同步预案信息，完成查看

点击收缩隐藏同步预案。 

②预案定制 

定制预案及预案步骤。 

③预案审核 

审核已定制完整的预案及预案步骤；审核确定预案版本、步骤等，审核完成

后定稿提交进入预案库。 

（2）预案演练 

①预案演练计划 

制定预案演练计划；制定预案演练场景、参与人员、演练时间、演练地点、

演练前置准备；演练计划前置条件录入完成后由指定权限的人员保存为演练计划，

并可以打印相应的演练计划，提交给领导审核。 

②预案演练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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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审核通过的预案按照演练计划执行预案演练动作，按照演练计划在演练

时间前准备完成相应的前置工作，安排人员到达相应位置准备参与预演；并在计

划的演练时间进行预案演练，并对预案执行过程进行监控，记录预案演练过程中

的问题。  

③预案演练总结 

完成预案演练后对演练执行过程进行记录；对结果进行分析、总结，并把结

果归档。 

6.11 短信调度 

 

 

 

系统具备短信功能，可进行告警联动、群发、排队等功能。 

短信界面内嵌于调度台界面，可实现的操作有：创建短信、答复、转发、打

印、删除、更新、查询等；通过文件夹可查看收件箱、发件箱、已发送短信、待

发送短信、发送失败短信、已删除短信、草稿；通过名单组可查询、使用所属组

和其他各组成员信息；发送短信时可从通讯录添加收件人，可添加附件、彩信附

件，可设置发送时间，可预览发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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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大屏呈现 

可根据用户的实际需求，配置 MITS 多场景智能呈现服务器，MITS 支持通

过手势将 SmartView 调度台上的各场景界面同步呈现至大屏，实现直观高效的调

度指挥工作，支持图像分割显示，支持大屏呈现与调度台操作相互独立。 

MITS 可呈现调度台上的所有场景，如语音调度场景、会商场景、视频调度

场景、GIS/3D 调度场景等。 

 

MITS 连接示意图 

                         

 

 

大屏呈现效果图 

 



 

 

37 

6.13 联动调度 

➢ 不同终端之间的语音联动：模拟电话、IP 电话、手机、数字会议终端、

集群/对讲、单兵、卫星电话等各类终端能实现语音通信。 

➢ 视频监控联动： 

⚫ 视频监控与各类语音终端联动：视频监控可以绑定相关负责人，通过

调度台可以对负责人进行语音通信；通过调度台也可查看视频监控

图像及负责人信息。 

⚫ 视频监控与 GIS 联动：GIS 地图中显示视频所在位置，通过 GIS 地

图也可选择查看视频图像以及进行语音通信。 

➢ 视频会议联动： 

⚫ 支持视频会议与视频监控的联动，召开视频会议时可将视频监控画

面推送至各会场，视频会议画面在触摸屏调度台上展现。 

⚫ 支持视频会议与各类终端语音的联动，召开视频会议时可联动各类

终端（如手机、固话、数字会议终端、集群对讲等）实现语音通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