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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建设背景

随着消防改革的持续推进与深化，建设“智慧消防 ”的目标提 上日 

程，即要综合运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兴信息技术， 全面提  

升社会火灾防控能力、部队灭火应急救援能力和队伍管理 水平，实现  

“传统消防"向“现代消防"的转变。利用数字弯生 技术，构建重点消  

防单位的预案场景、建筑、消防设备并实现逐 级可视化管理平台，助  

力指挥及力量部署精准化，为消防行业数 字化转型提供创新解决思路。

通过构建数字李生智慧消防可视化平台，弥补了传统二维应急 预案 

体系的不足，基于三维平台管理可以对消防预案进行全方位 的三维展 

示，为高效消防应急救援提供技术支持，让消防救援有 据可依，更加 

安全、真实、科学、智能，提升预案演练有效率达 30%以上。

应用场景主要有：

1 、 日常训练制作虚拟仿真演练场景

利用平台制作多套制作虚拟仿真演练场景，可让消防员对应急 救灾 

场景的应对方案更加深刻。演练通过虚拟仿真技术，现场介 绍演练内 

容，有利于官兵们更直观地理解所管理场所的实际情况, 使得官兵们不 

止能勇敢作战，还能在头脑中迅速形成救援方案。

2 、快速复盘还原事故现场

消防官兵可在数字李生平台上进行事后复盘，迅速分析火情前 因后 

果，不论是对内部总结分析，还是对外部沟通宣传，都形成 了更加迅 

捷、主动的环境，提升相关单位及民众对消防队伍的信 赖，还可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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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回放演示，方便查看处置过程。

3 、 大型安保制作三维安保预案

支持在数字李生平台上模拟大型活动安保任务，编制重点安保 单位 

的三维可视化安保预案。平台允许自由创建各种类型安保的 3D 仿真场 

景，并在场景中设计和配置安保范围内的建筑和安保设 备，高度还原 

真实世界，让相关人员全面了解周边安保设施、交 通路线，熟悉现场 

环境、建筑结构。根据完整的可视化预案，实 时部署安保力量，保证 

指挥及力量部署的精准化。

4 、 日常工作编制数字化预案

平台支持针对重点消防单位编制数字化预案，让消防员在数字 享生 

平台上进行日常工作，在真实的场景中，配置消防管理范围 内的设备， 

还原真实世界，满足消防员日常“六熟悉"需求和数 字化预案实战应

5 、 练兵考评制作虚拟仿真考核场景

平台利用 3D 虚拟化技术，实现全员岗位大练兵考评，支持创 建各 

种类型应急救援的 3D 仿真场景，让学员在 3D 仿真场景上 采集相关消防 

数据，构建演练的场景、建筑、消防设备并实现逐 级可视，制作三维 

演练预案、评审考核成绩。。

1.2 项目建设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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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字李生平台融合了应急救援指挥辅助决策、智能社会 火灾 

防控和消防安全服务三大主模块，消防安全管理、消防物联 网感知釆 

集和智能监测分析、火灾隐患排查辨识、辖区重点单位 管理、消防安 

全便民服务、消防宣传教育、消防应急联勤响应、 消防预案管理、指 

挥辅助决策以及灾害事故处置复盘推演十大子 系统。

围绕消防维保、联动、培训、考试、演练、预案、消防监管 和应 

急指挥，满足消防主管单位区域性消防远程监管的全流程业 务需求， 

推进消防数据、信息、措施之间的互融互通，实现对灾 情的宏观把控， 

是智慧消防系统的前沿创新解决方案。

对全市涉及到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与企业进行联网预警监测。 

涉及到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有：

ш弄ш㨄    崀    俾  ɢ商场、市场、宾馆、饭店、体育场(馆)、 

会堂、公共娱乐 场所等公众聚集场所；

ш弄ш㨄    崀    俾  ɢ车站、机场、码头、广播电台、电视台和 

邮电、通信枢纽 等重要场所；

ш弄ш㨄    崀    俾  ɢ政府机关；

ш弄ш㨄 崀 俾重 的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医院；

ш弄ш㨄 崀 俾高 办公楼、商住楼、综合楼等公共建筑；

ш弄ш㨄 崀 俾图 馆、档案馆、展览馆、博物馆以及重要

的文物古建筑；

ш弄ш㨄    崀    俾粮、ɢ棉、木材、百货等物资集中的大型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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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场；

ш弄ш㨄    崀    俾  ɢ发电厂(站)、地区供电系统变电站；

ш弄ш㨄    崀    俾  ɢ城市燃气、燃气供应厂(站)、大中型油  

库、危险品库、石 油化工企业等易燃易爆物品生产、储存和销售单位；

ш弄ш㨄    崀    俾  ɢ国家和省级重点工程以及其他大型工程 

的施工现场；

ш弄ш㨄    崀    俾  ɢ其他重要场所和工业企业。

1.3 项目建设内容

1.3.1 城市消防报警联网监管

综合运用物联网、地理信息、数字视频监控、大数据挖掘等 技术 

手段，实现对联网单位的火灾报警、监管、故障等多种信号 进行实时 

监测，提髙火灾报警的及时性和可靠性，实现对消防设 施的网络化集 

中管理，对重要场所和髙危单位的报警处置实行定 位跟踪，提高消防 

监督执法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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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重点监管单位监控中心的信号通过网络集成到监控中心， 实现 

监管单位消防报警信号的集中监测，并可实现与监控的一体 化。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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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监管单位的设备状态显示，通过故障、屏蔽等显示， 来提醒设备

应用情况。

报警信息可以通过平面图直观显示报警点位，同时可联动视 频监 

控点位，实现消控报警的快速响应。让管理人员可以第一时 间调度相 

关信息等。实现对报警数、误报率、故障率等信息的统 计和对比。

1.3.2 消防用水智能监管

对我市消防用水数据进行全实时监测、采集和管理，主要包 括：

1 、 对消防用水数据进行 7*24 小时实时监测

对城市内各个重点监测单位的消火栓、喷淋系统进行数据实 时采 

集和异常报警，实现对消防用水系统 7*24 小时全实时监测。

2 、 对消防管网问题的有效诊查

通过流量和压力曲线来了解用水的异常情况，第一时间发现 管网 

漏水、泵房增压问题、水闸被误关等问题。

3 、 历史数据统计分析

提供日常管理所需的周报、月报、年报等统计资料，同时支 持报 

警问题结果追踪模块等协同功能。让问题得到闭环处理的同 时，有效 

的提升了协作效率，降低了消防监管单位的责任集聚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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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消防用水重点区域重点监控



智慧消防数字李生平台解决方案 V3.0

对消防重点区域，诸如地下消防水箱、水泵房自动排水坑等 进行 

重点监控。如下图所示，左边为地下消防大水箱，已经过安 全改造， 

右边为水泵房自动排水坑，为了安全，有必要对这些都 进行检测报警。

地下消防水箱和水泵房自动排水坑

1.3.3 消防电气火灾智能化监管

掌握重要楼宇的漏电流、电线温度、过流、过压等信息；对 超标 

情况进行自动报警，必要时可自动切断电源；对违章电器进 行自动智 

能分析，自动报警。

1.3.4 消防设施可视化监管

1 、 消防安全“户籍化 ”管理落地

体现落实逐级消防安全责任制和岗位消防安全责任制精神, 实现 

对各层各级管理单位、岗位的多层次、多结点监督管理。

2 、 消防台账电子化

消防电子台账涵盖单位消防基础档案、 日常消防检查巡查信 息、 

消防设备设施信息、维修保养记录、安全隐患排查、宣传教 育培训等 

消防管理全方位工作。

3 、 消防设施管理和巡查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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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服务端软件、终端巡查软件两类相互配合的软件及服务器、 管 

理用电脑（支持平板电脑）、终端智能设备（支持智能手机、 平板电 

脑）等硬件组成，实现消防设施管理和巡查信息化。

1.3.5 消防控制室人员值守监管

跨单位将分布在不同区域的多个消控室以大地图的方式集 中可 

视化展示，并将消控信息集成到监控室，实现多个消控室 24 小时的人 

员共享值班。

对全市有条件的消防控制室进行人员的监测，在消防监控室 实时 

了解现场是否有人值守，例如某单位消控室 2 个小时无人出 现进行报 

警等。

1.3.6 报警运营中心的建设

大屏幕显示系统做为呈现消防管理实际效果的显示终端，应 以先 

进、成熟的数字图像、网络技术、计算机信息技术、 自控技 术、现代 

化通信技术为基础，能与视频监控系统有很好的兼容和 协同工作。同 

时，系统设计应确保总体优化、安全可靠，大屏幕 安装在消防报警运 

营总监控中心。

2 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和意义

2.1 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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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城市消防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

“消防'‘作为预防和解决人们在生活、工作、学习过程中遇 到 

的人为与自然、偶然灾害的总称，随着我国提出的新基建、5G 、 产业 

升级、数字弯生、智慧城市、智慧社区、智慧园区等新概念 的规划与 

实行，使得智慧消防也越来越得到政府及相关企业部门 的重视，在面 

对灾害时防控能力的进一步提升，智慧消防也成为 了消防工作中不可 

或缺的一股力量。现在的智慧消防系统已经从" 概念性“到 ”场景落地 

“阶段了，智慧消防的解决方案不断成熟， 应用场景也更细分化。

根据大数据资料统计显示，2021 年 1 月份火灾四项指数分别 下降  

1.4%. 13. 6%. 12. 8%和 0.5%, 同比上一年下降 13. 3%,伤亡 人数明显减少。这 

些较好的数据将充分的反映了 “智慧消防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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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强劲战斗力，更是与传统消防相比，更加注重打通不同系统之 间的 

信息孤岛，做到互联、互通、互动、共享功能，并提升了感 知预警能 

力和应急指挥能力。

目前普遍存在社会单位负责人和管理人员消防安全意识淡薄, 有 

设施、缺管理； 自身的消防安全管理水平低下；社会单位建筑 消防设 

施完好率、运营率低；社会公众缺乏消防安全知识，自防 自救能力较 

差等问题，主要带来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8.    城市消防联网监管难

公安消防单位对城市消防的监管缺乏有效的技术手段支撑和 社会 

化手段配合，无法及时发现、消除、整改重大火灾隐患。 日 常消防监 

督管理中突出存在警力不足和技术手段不足的问题。

9.    消防用水系统管理难

我市目前有些只有泵房的压力控制和消防水箱的基础数据， 城市 

建筑建设周期较长，多建筑共用一个泵房及室外供水管网， 由于使用 

时间较长，大部分管道埋地敷设，阀门、管道腐蚀严重， 漏水点较多。 

由于室外管网存在漏水点，致使各单位消防供水达 不到设计要求，严 

重时会导致建筑某些部位处于无水状态，一旦 发生火灾，消防管网无 

水会造成严重后果。

实际使用过程中，由于消防用水使用率低、巡检实效性低、 技术 

手段有限等原因，消防用水系统长期处于“带病工作 ”的状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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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消防用电系统管理难

城市中各类建筑有关电气火灾监控系统存在的问题，已成为 城市 

建筑电气火灾发生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成为影响 火灾形势 

稳定并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所以各类建筑设置电气火 灾监控系统对 

电气安全进行全面、有效监测是避免火灾发生，贯 彻消防工作“预防 

为主、防消结合"的第一步。

11.  消防控制室管理难

按照消防条例的要求，每个消防控制室需要 24 小时不间断值 班。 

目前因条件所限很难配备到位，消防控制室无人值守，不能 起到应有 

的功能，一旦发生火灾响应不及时就会造成无法估量的 损失；若全部 

人员配齐，城市每年合计支出巨大。

12.  消防报警巡查难

目前城市重点监管单位巡查主要采用对讲机、电子巡更棒和 巡逻 

车等，缺乏先进有效的技术手段实现快速、准确的信息上报 和对巡查 

人员的定位、管理，所以在移动巡查规范化、突发事件 实时监控、预 

警应急、人员的高效调度管理等方面仍存在较大挑 战。

2.1.2 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1 .推动消防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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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社会单位参与到消防安全保障中来，成为消防安全保障的 主体， 

降低消防稽查执法人员的工作压力，也大大提升消防预警 能力。

2.    提升警务满意度

消防执法由被动监管向主动约束转变。

3.    增强应急处置力

火灾火情的实时监控，控制火灾于萌芽时期，同时为灭火救 援和 

事故调查提供数据支持。

2.2 项目建设的意义

建设城市消防安全综合监控管理系统平台，对 xxx 市消防管 理的 

节约成本建设和精细化管理都有积极的意义，也符合国家和 综合形势 

的要求。

1 、三维可视化建模

“智慧消防"系统平台釆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数字 享生 

等新兴信息技术手段，通多对物理实体打造虚拟空间建模展 示，通过 

数据统计、视频监测、网络感知等系统，链接安装在室 内外的不同设 

备，对建筑的内外进行全覆盖，搭建三维可视化大 屏查看。

通过数据、设备的传输统计分析等多项数据展示，对资源管 理、 

消防人员、装备器材、预案处理、任务发布等运营管理，实 时监控消 

防运营管理所管辖的区域范围，并且可按照单独建筑、 地块、项目、 

行业、行政区域、地市级、省级等划分显示及管理 单元。

如若发现超出或违反场景所设定规则行为，系统将自动发出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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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动监控大屏将根据 3DGIS 地理信息自动弹出警告信息以 及位置定位， 

实时调查监控，整体做到事前提前预防，事中及时 处理，事后联动查 

看功能；更加便于地产公司、物业管理公司、 行业、政府部门等统一 

管理。

2 、 事前一火情监测

俗话说防患于未“燃"是消防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及时发现 火情 

并处理也是重中之重。一套完善的智慧消防系统在火情监测 管理运行 

中是必不可少的，“智慧消防"系统包含了物联网、大 数据、云计算、 

数字弯生、3DGIS 地理信息、VR/AR 等新兴信息技 术手段，利用消防专 

用设备和传感器、监控监测、声音检测等系 统。

如果发现异常时，通过对各类火灾的感知数据和城市对应通 信系 

统报警信息通过云平台实时传输数据中心，实时获取火灾、 火情及重 

要隐患的现场信息和数据，系统通过智能研判，将报警 信息发送给相 

关责任人，掌握火灾隐患发展态势，以便及时响应 和处理。

实现消防工作的日常治理精准有效、危机处置快速高效、信 息发 

布透明实效，最终提升消防科技水平，确保智慧消防工程在 社会减灾 

防灾工作中发挥作用。

3 、 事中一消防联动管控系统

当火灾发生前期我们防患于未“燃"，但是实在防患不当发 生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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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除了自动报警之外，智慧消防系统还可以联动各种消防 灭火装置， 

通过接到灾情现场报警传来的消防联动信息，安装的 消防喷淋系统可 

以自动喷淋并且和其他消防设施同时协助工作。

消防自动喷淋灭火设备其中包含消防供水、消防火栓、 自动 喷水 

灭火装置、水喷雾、细水雾、干粉灭火、气体灭火、泡沫灭 火、消防 

排烟等各大消防设备，通过相对应的模块将其状态信息 传输到智慧消 

防联动控制系统上，检测到火情时，通过上述消防 设备各部位的传导 

联动， 自动打开喷头喷水灭火、降温，从而起 到扑灭火情、控制火情 

的目的。

水压、水位感知：通过消防系统中采集和传输消火栓、喷淋 末端 

等关键部位水压模拟，及时发现水压异常和设备故障问题。 通过水位 

计对消防水池、髙位水箱、对水位远程实时监控。

水压、水位异常告警：当水压、水位超过设定的标准范围外， 三 

维可视化管控平台上将发出告警状态，自动推送实时水压、水 位异常、 

地理信息位置，以便业主单位和维保部门及时做出响应、 快速处置。

4 、事后一管理系统

除了在设备上进行消防工作以外，智慧消防管控平台表现最 具有 

“智慧 ”的一面就是通过一套完善的可视化、智能化、信息 化系统进 

行综合运行管控，在传统的消防监控物理上，釆用物联 网、智能终端、 

3DGIS 地理信息、视频监控、数字季生等技术手 段，将火灾告警、实时 

视频监控、消防水位水压监测等系统集成 整合为一体化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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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员可以通过 APP 和三维可视化大屏，实现异地应急指挥 管 

理、远程监控，向相关管理人员发送信息、地理方位、实景数 据等， 

帮助相关人员快速找到源头，从而更加科学有序的为现场 救援和高效 

指挥作战提供了数据支撑。

“智慧消防"系统云平台对管辖区域内的灾情预警、报警信 息、 

消防设施维护、消防通道、水源监控、消防安全管理、预案 信息、培 

训演练进行网格化划分管控，智慧消防指挥中心关联的 数据等信息进 

行接收、处理、分析、发布；

后台进行日志管理、大数据统计、分析和应用，统计消防设 施运 

行状态及历史信息记录信息，形成消防设施运行分析报告； 通过整合 

的历史数据与相关因素，多维度的分析挖掘规律，预测 灾情趋势，寻 

找消防盲点，能协助消防优化资源布局，尽可能的 降低突发事件的发 

生概率，提升公共安全、服务水平和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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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方案整体方案设计

3. 1 总体设计理念

本方案立足各消防部门“预防为主，防消结合 ”的总体方针，

以“广泛的透彻感知、全面的物联共享、可视的报警服务"为建 设 

理念，将消防重点单位定期被动接受消防稽查管理转向实时主 动检 

测管理各自单位的消防报警，实现消防的社会化。从而最大 程度地 

降低火灾发生的概率，同时也减小消防部门稽查和救援压 力，最终 

提升居民的安全感和社会和谐度。

3. 2 业务逻辑设计

数字消防解决方案致力于构建服务于消防救援指挥的特色 智慧 

消防平台，专为政府行业打造的一款集数据、引擎、服务一 体的可视 

化平台，动态更新。能够真正做到消防处置指挥一张图， 协同共治、 

消防安全全域感知、全流程数字化预案推演以及强化 公众消防安全意 

识。形成灵活可扩展的“消防大脑 ”，助力消防 综合指挥的智慧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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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 理中心值班人员通过计算机平台对建筑内的电 气火 

灾系统、设备进行自动化的远程实时监测。

消防设施巡 

查可视化管

理

消防电子台账管理：管理所有单位、建筑、消防 设 

施、消防巡查情况、消防各种户籍资料等。

消防设施管理：将单位、建筑物、消防设施一一 对 

应，可以可视化方式查看、统计，可以自动到 期日 

报警；

消防巡查管理：巡查到位率统计；可扩展支持对 下 

属分单位进行打分统计，提高发现消防隐患和 消除 

隐患的能力。

3. 4 方案集成设计

XXX 市城市消防安全防范管理系统平台的外部集成主要包含 

了：

1.视频监控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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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很多单位的重点区域都部署了视频监控系统，但是现在 是独 

立运行，编码设备包含 DVR 、NVR 、DVS 、IPC 等，分为标准编 码设备  

和非标准编码设备。将可以通过国标 GB/T 28181 对现有的视频系统进行 

接入，非国标设备通过接入网关对设备进行接入， 充分利用已建设备  

资源的来扩充消防可视化联网的效能。设备接 入服务器是以《安全防  

范视频监控联网系统信息传输、交换、控 制技术要求》(GB/T 28181-2011)  

进行设计构建，可以通过集成 不同设备的 SDK 进行指令、码流的转换， 

使得非国标设备也能输 出符合国标的指令、码流，更大限度的发挥出  

设备的效能。

设备接入服务器接入示意图

2 .单位消控报警主机联网

目前每个单位都部署了消防报警主机，所涉及到的品牌与型 号岑 

差不齐，需要通过消防远程通信主机将消控报警主机接受到 的报警信 

号传输到城市消防安全管理预警平台。

3.报警视频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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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1. 2 场景设计

消防通道主要由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两部分组成。

疏散通道主要包括了人员疏散的走道、房间门出口；安全出 口包 

含了建筑内部保证人员安全疏散的楼梯或直通室外地平面的 出口；

■ 疏散通道

楼宇建筑内每层楼层都会有走道、走廊，需要对该区域进行 全景 

监控，建议采用建议采用固定枪机，安装于走道、走廊的顶 部，要求 

能够看清现场实时情况、同时保证走道、走廊无死角覆 盖。

■ 安全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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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2. 4 报警事件闭环处理

报警事件发生后，值班人员将相关报警情况推送给维保处理 人 

员，完成报警事件确认过程。此时系统声音警告停止，但是电 子地图 

报警图标依然闪烁，提醒值班人员此报警未恢复。待维保 处理人员完 

成报警处理，报警状态恢复正常，值班人员可在“报 警处理 ”界面填 

写“报警原因"和“处理过程"，如下图所示。 提交后，本次报警事件 

完成闭环处理。

4. 3. 2. 5 电子地图

支持 JPEG. BMP 格式位图的导入和显示，可导入重点监管单 位平 

面图，在平面图上添加关联设备，并在电子地图上实现消防 用水状态 

查看，报警图标闪烁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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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2. 6 数据报表

支持日报、周报、月报和年报，可定期统计消防用水状态和 

报警处理情况。

4. 3. 2. 7 消防用水智能查漏

负压波联合流量法结合了流量法和负压波法的优点，釆用流 量 

平衡法进行泄漏判断，对管道的泄漏情况进行报警，并结合首 末站压 

力变化进行工况识别，降低误报，利用负压波进行漏点定 位。



智慧消防数字李生平台解决方案 V3.0

4. 4. 2. 4 三点同时报警

系统具备监控管理中心客户端、联网建筑消控室电气火灾监 控 

设备、前端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三点同时报警的功能，以满足 不同监 

管需要。

4. 4. 2. 5 电气火灾系统巡检

系统具备实时巡检联网建筑电气火灾监控设备的通讯状态、 主 

备电工作状态、前端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的在线或故障状态的 功能。 

对于故障信息可进行声光提示，并显示故障原因。及时发 现设备运行 

故障，确认故障类型和故障状态；能够人工或自动通 知相关人员及时 

维修保养，提高电气火灾设施的完好率和运行率。

4. 4. 2. 6 上传报警数据

系统可同时处理一个或多个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主动上传 的剩 

余电流或温度的报警数据。

4. 4. 2. 7 统计查询分析

系统具备针对各类数据的统计、查询功能。能够对所有历史 报 

警记录等信息进行查询，查询的方式包括：按名称查询、按时 间段查 

询、按警情性质查询、按处理结果查询，所查询的内容包 括：真实火 

警、误报、已处理、未处理、值班情况等；能够通过 自动、人工等方 

式进行数据统计，可根据预先设置的规则，按年、 季、月、周、日等 

自动生成统计表格并自动定时上报相关部门和 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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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标 说明 图标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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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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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实时数据

2）报警统计。支持针对时间段对平台的报警进行类型统计 报警 

次数；类型包括：电气报警、燃气报警、温度报警、水压报 警、火眼 

报警、手动报警灯。支持柱状图和饼图进行统计查看。

4. 6. 2. 3 消防监测

I                                接收消防设备的实时数据并进行展示。支持按通道、监 测类 

别进行实时数据搜索查看，监测类别分：全部、电气、喷淋、 燃气、 

水压；

II                                支持点击组织树，结果进行联动查询； 

III                              支持查询列表的导出功能；

IV                               支持查询结果的图形展示，图形显示数值和阈值信息； 

消防监测

4. 6. 2.4 设备运维

选择组织后，可查询该组织下消防资源的在线状况，支持按组织、 

名称、资源类别（消防设备、主机、服务器）进行前端设 备或服务器 

的状态。展示列表信息包括：序号、名称、状态、所 属组织、接入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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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IP 地址、控制端口、操作情况。并支持列 表导出和维修上报。

设备运维

4. 6. 2.5 企业信息

支持对联网企业单位的信息录入、修改、删除和查询操作。可 批量 

删除，添加企业信息的基本信息，包括企业名称、机构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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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分类、企业性质、规模、总面积、 占地面积、电话、省市区、 详 

细地址、企业描述、消控室电话、安全管理人、管理人电话、 负责人、 

负责人电话、法人、法人电话、管理人、管理人电话。

*

企业信息

4. 6.3 —卡通应用子系统

一卡通应用子系统是一套“集成化 ”、“智能化 ”的一卡通 管 

理系统，共有人员管理、卡片管理、门禁管理、巡查管理、考 勤管理、 

地图管理、资源管理、告警事件、用户管理、日志搜索和系统配置模

块。实现了人员、卡片、设备的统一管理。

---- 通应用

接入单门、双门、四门控制器等多款门禁设备，使用密码、

指纹、指静脉、人脸多人 理开门方式，实现卡加密码开门、首卡开 门、 

多门互锁、反潜回、多重认证、远程认证等高级门禁应用， 可应用在 

对门禁、安保系数较髙的场景中。
SS*件                    用户菅理                                              系统 KE

1）  多种生物认证模式开门：支持指纹识别、指静脉识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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