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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计算机网络的传输与存储技术、视频数字

编解码技术的发展，使得视频监控系统在安防行业的应用有了一个飞

跃性的发展。安防视频监控业界通常把视频监控技术的发展划为模拟

监控、数模结合监控以及全数字智能化监控几个阶段。IP 高清全数字

智能化监控系统，作为划时代的革命性产物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解决

了传统意义上诸多瓶颈问题。 

首先视频编解码技术和计算机存储技术的快速发展直接导致了

高清图像有了网络传输和存储的可能，我们能够有效的利用最先进的

编解码技术将将高清的图像压缩成可以接受的并易于传输和存储的

大小，为高清系统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IP 网络的广泛部署和快速发展推动了网络视频监控的出

现，实际上视频监控 IP 化以后特别是 CMOS 技术的日益成熟和完善

和 720P，1080P 高清摄像机的推出，很多广播级的 IP 视频技术都被

大量的引入到视频监控应用中，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技防监控，更延伸

到各行各业的管理层面，使得视频监控的应用范围向更大范围扩展； 

第三，由于 IP 高清摄像机带来了视频图像质量的大幅提升，大

量的视频采集的信息为各种智能视频分析工具提供了充足的分析源，

大大推动了视频监控向智能监控的发展。 

随着高清 IP 监控系统的日渐成熟，可以预计，高清 IP 监控系统



水利视频监控系统初步设计 

 

2 

 

终将视频监控系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推向顶峰，实现真正的全

面应用。 

在视频监控系统升级变革的风口浪尖， Digital Intelligence Net 

System DINS 系统应运而生，将监控行业数年来一直追求的图像的高

清晰与系统的数字化、智能化和网络化有机的结合，带来一种新的建

设和应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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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项目背景 

2011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

的决定》提出，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兴水利、除水

害，事关人类生存、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历来是治国安邦的大事。

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新胜利，必须下决心加快水利发展，切实增强水利支撑保障能力，实

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利是现代农业建设不可或缺的首要条件，是

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替代的基础支撑，是生态环境改善不可分割的保障

系统。加快水利改革发展，不仅事关农业农村发展，而且事关经济社

会发展全局；不仅关系到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而且关系

到经济安全、生态安全、国家安全。 

 “十二五”时期，是强化水利重点薄弱环节建设、加快民生水

利发展、推进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和可持续发展水利转变的重要时

期，也是加强防灾减灾工作、提高洪涝干旱灾害综合防范和抵御能力

的关键时期。“十二五”时期，防汛抗旱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全面贯

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

极践行可持续发展治水思路，坚持以人为本、生命至上、尊重规律、

人水和谐，坚持依法防控、科学防控、综合防控、群防群控，坚持兴

利除害结合、防灾减灾并重、治本治标兼顾、政府社会协同，加快构

建与全面小康社会相适应的防汛抗旱减灾体系，全面提高水旱灾害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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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能力，确保大江大河、大型和重点中型水库、大中城市的防洪安全，

努力保证中小河流和一般中小型水库安全，全力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用

水安全，千方百计满足生产和生态用水需求，最大程度地减轻水旱灾

害损失，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安全保障。 

1.2. 设计依据 

GA308-2001《安全防范系统验收规范》 

GA/T367-2001《视频安防监控系统技术要求》 

GA/T74-2000《安全防范系统通用图形符号》 

GB50348—2004《安全防范工程技术规范》 

GA/T669—2008《城市监控报警联网系统系列标准》 

GB-50057-2010《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2000 年版） 

GB50343—2004《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 

GB50169-2006《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QX3-2000《气象信息系统雷击电磁脉冲防护规范》 

YD5068-98《移动通信基站防雷与接地设计规范》 

GB/T20271-2006《信息安全技术信息系统通用安全技术要求》 

GB／2887—2000《电子计算机场地通用规范》 

ISO／IECll8 D 1-95《信息技术互连国际标准》 

GB8898-2001《音频、视频及类似电子设备安全要求》 

GB20815—2006《视频安防监控数字录像设备要求》 

GB50395—2007《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B50343—2004《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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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设计原则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新技术不断涌现。水利视频监控系统，

必须是高性能、可扩展的计算机网络体系结构，以便支持今后不断更

新和升级的需要，从而保护投资。同时本方案以满足实际应用为出发

点，设计时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1） 可靠性 

系统可靠性是系统长期稳定运行的基石，只有可靠的系统，才能

发挥有效的作用。本方案从系统设计理念到系统架构的设计，再到产

品选型，都将持续秉承系统可靠性原则，均采用成熟的技术，具备较

高的可靠性、较强的容错能力、良好的恢复能力及防雷抗强电干扰能

力。前端可采用双机热备方式，平台可采用双网双备方式。同时系统

的使用不能影响站内被监控电气设备的正常运行。 

（2） 兼容性 

部分水利工程已经建设有监控系统，且未达到使用年限，大规模

更换并不现实。本方案需要充分考虑对原系统的利旧，保护原有投资，

最大程度地降低系统造价和安装成本。 

（3） 先进性 

在投资费用许可的情况下，系统采用当今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一

方面能反映系统所具有的先进水平，包括先进的传输技术、图像编码

压缩技术、视频智能分析技术、存储技术、控制技术，另一方面使系

统具有强大的发展潜力，设备选型与技术发展相吻合，能保障系统的

技术寿命及后期升级的可延续性。 

（4） 扩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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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应充分考虑扩展性，采用标准化设计，严格遵循相关技术的

国际、国内和行业标准，确保系统之间的透明性和互通互联，并充分

考虑与其它系统的连接；在设计和设备选型时，科学预测未来扩容需

求，进行余量设计，设备采用模块化结构，便于系统扩容、升级。系

统加入新建水利时，只需配置前端系统设备、建立和上级调度的连接，

在管理平台做相应配置即可，软硬件无须做大的改动。 

（5） 易管理性、易维护性 

系统采用全中文、图形化软件实现整个监控系统管理与维护，人

机对话界面清晰、简洁、友好，操控简便、灵活，便于监控和配置；

采用稳定易用的硬件和软件，完全不需借助任何专用维护工具，既降

低了对管理人员进行专业知识的培训费用，又节省了日常频繁地维护

费用。 

（6） 安全性 

综合考虑设备安全、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在前端采用完善的安

全措施以保障前端设备的物理安全和应用安全，在前端与监控中心之

间必须保障通信安全，采取可靠手段杜绝对前端设备的非法访问、入

侵或攻击行为。数据采取前端分布存储、监控中心集中存储管理相结

合的方式，对数据的访问采用严格的用户权限控制，并做好异常快速

应急响应和日志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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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设目标与任务 

2.1. 建设目标 

针对水利的监控需求，我们将设计一套完善的视频监控系统，主

要实现以下目标： 

 能够对水利工程重要区域进行实时监控，监控录像能够长时间

保存，并且重要录像进行备份； 

 实现多级平台级联，上级平台能够对下级平台及所辖监控点进

行管理，能够调阅所有录像； 

 采用智能视频设备，能够实现智能主动监控； 

 能够对水利工程及水域的水位状况、潮位状况、闸门开启度等

进行实时准确的监控，在发生紧急情况时发生报警并联动相

关系统； 

 整合水利工程内门禁、安全防范、火灾报警等系统，实现集中

监控的目的； 

 对水利工程管理场所的人员、车辆进行管理，对进出水利工程

内各操作、管理室的人员进行管理。 

2.2. 建设任务 

（1）建设水利设施视频监控系统； 

（2）整合安全防范、火灾报警、门禁等系统； 

2.3. 建设原则 

（1） 统一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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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由多个分项目组成，按照统一性原则把各部分的信息整合

在一个应用平台，实现信息统一应用和共享。 

（2） 先进性和成熟性原则 

按照“先进实用、高效可靠”的原则，采用现有成熟技术和产品，

充分利用现有公用通讯网络，使系统具有先进性和较长生命周期。 

（3） 兼容性原则 

应充分考虑与其他系统兼容性，设计与水利工程调度指挥系统的

接口，确保信息共享。 

（4） 稳定可靠原则 

系统以无故障运行为目标，从系统结构、技术措施和维护响应能

力等方面综合考虑，确保系统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安全性和扩展性。 

（5） 标准化原则 

系统采用国家标准和水利行业标准，保证系统的开放性、兼容性

和经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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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需求分析 

虽然近年来水利工程的监测能力有了很大提高，但整体水平与面

临的形势和任务相比，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 

 一些小型水利设施如水库等，安全监管不到位。除少部分配有

水位、雨量测量装置外，大多数小型水库无任何大坝安全监

测设施。多数中型水库安全监测仍采用人工观测，尚未建成

自动化监测系统，难以确保在恶劣条件下数据采集的及时可

靠。已建成的监测设施中，存在设备过时，精度差，可靠性

低等问题。如监控摄像头仍采用低分辨率的模拟摄像机，对

现场情况采集不够精确。 

 对于重要的水域缺乏统一的管理监控，尤其是一些跨区域河

流，监控系统各自独立，达不到有效监控的目的。 

 一些水利设施的闸门、泄洪道、泄洪洞等，常年处于无人值守

状态，需要设置监控点，保证其安全。 

 部署的水文监测设施，仅仅只能提供数据信息，发生情况时，

缺乏对现场直观的了解。 

 部分水利设施地处偏僻，在白天无人和夜晚的时候，需要对其

周边进行监控，防止人为的破坏。 

 视频监控以“被动监控”为主，需要值班人员时刻监控，大多

数时间只适用于事件追溯的视频查阅，不能在发生险情的第

一时间发生报警，以便相关人员采取对应措施。 



水利视频监控系统初步设计 

 

10 

 

4. 系统总体设计 

4.1. 设计思路 

随着视频监控进入高清时代，模拟摄像机已无法满足水利视频监

控的需求，高清摄像机的应用不但满足了细节监控（设备状态、表盘

刻度）的需求，还为设备的智能状态分析提供了精确的视频源。 

采用智能分析设备对各种行为进行分析并执行各种预案，变“被

动监控”为“主动监控”。智能分析设备除了能进行行为分析外，还

具有车牌识别功能，对进出水利工程的车辆进行管理。 

在计算机技术和网络通信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系统的整合是发

展的必然。视频监控系统作为一种重要的现代化监测、控制、管理手

段，以视频监控系统为核心，同时把安全防范、火灾报警、门禁等系

统整合进来，并把各系统限关联起来配置成预案，增加系统的高效性，

实现集中控制的目的。。 

4.2. 总体框架 

水利视频监控系统由各级监控中心和前端监控站组成。在省级、

市级、县（市、区）级水利主管部门和防汛指挥中心，以及省属流域

管理部门、省级水利枢纽分别设置监控中心，在前端水域和水利工程

管理等单位设置监控站。监控中心和监控站通过传输网络连接，构成

一个多级联网的视频监控系统。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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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系统总体拓扑图 

前端监控站作为整个视频监控系统的第一线，负责对视频图像的

采集、编码、传输以及报警信号的采集。 

县市监控中心、省属流域及省级水利枢纽监控中心负责对所辖区

域内前端监控点视频图像、报警信号的汇聚，并转发给相关单位及上

级部门，同时对重要的录像和报警进行备份。中心有权对前端系统实

施管理、控制，能够调阅前端录像、控制摄像机云台操作等。大屏显

示系统能够对前端采集的图像解码上墙，以轮巡、拼接等方式呈现。 

省级监控中心对视频监控系统内所有下级中心和前端监控站进

行监管，能够调阅系统内所有监控点的录像和备份的重要录像，并通

过流媒体转发给相关权限人员。平台预留有通信接口，用于和上级平

台的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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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系统功能 

水利视频监控系统应具备如下功能： 

（1） 实时视频监控 

通过客户端和浏览器可以实时掌握水利工程现场的一切情况，对

所辖区域的任一摄像机进行控制，实现遥控云台的上/下/左/右和镜头

的变倍/聚焦，并对摄像机的预置位和巡航进行设置控制应具有唯一

性和权限性，同一时间只允许一个高权限用户操作。 

（2） 智能视频分析 

通过智能视频设备，支持穿越警戒面检测、进入离开入侵区域检

测、物体快速移动检测、大型物体落水检测、水面漂浮物检测、徘徊

检测、人物聚集检测等应用。针对监视目标进行实时检测并按照用户

设置的预案触发报警，发生入侵行为后，系统能对非法目标实现移动

跟踪。除了行为分析外，系统还可通过智能车牌识别功能对水利工程

的来访车辆进行识别，已登记车辆自动开启门禁放行，未登记车辆联

动报警并抓拍记录。 

（3） 第三方系统整合 

水利工程在建设时及投运后，会陆续部署一些系统，比如门禁、

安全防范、火灾报警等系统，这些系统大都独立运行，给管理维护带

来了不便。为了实现智能化控制，需要把第三方系统整合至水利视频

监控系统，实现远程控制功能，并制定联动预案，可以有效提高系统

高效性，实现智能化。 

（4） 预案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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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现场设备和平台软件对各子系统进行关联，制定联动预案：

当安全防范或火灾报警设备被触发时，有预置功能的摄像机还能自动

转到预置点，按需设置联动录像功能，同时联动灯光装置，对目标位

进行照明；预设的报警能弹出窗口，并配合电子地图显示。 

（5） 语音功能 

客户端主要有语音对讲和语音广播功能：通过语音对讲，上级管

理部门和水利工程工作人员可以进行沟通；通过语音广播，工作人员

可对现场工作进行指导，对非法闯入人员进行警告。 

（6） 电子地图 

支持 JPEG、BMP 格式位图的导入和显示，可导入水利工程的平

面图，在平面图上添加关联设备，并在电子地图上实现远程设备控制，

报警图标闪烁等功能。 

（7） 录像回放 

对监控视频进行实时存储，记录告警前后的现场情况，记录水利

工程内设备操作、事故检修过程；通过网络调用回放录像，提供事故

发生时的资料，为事故分析和事故处理提供帮助，并为事故处理和标

准化作业教学提供宝贵的资料。 

（8） 远程配置维护 

系统提供远程访问功能，管理员不必到达设备现场，就可修改设

备的各项参数，实现校时、重新启动、修改参数、软件升级、远程维

护等功能，提高的设备维护效率。 

（9） B/S 方式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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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 用户通过 B/S（Brower/Server）方式访问系统，B/S 方式采

用标准的 HTTP 协议，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和兼容性，完全能融合在系

统现有网络中。通过标准的 IE 浏览器，相关负责人和管理人员可根

据不同的权限对系统进行配置及监控，操作界面全部为中文可视化界

面，使用非常方便。 

4.4. 系统技术特点 

4.4.1. 高清监控技术 

现有的视频监控系统，主要功能是记录事件的经过，在更多关键

细节上做的还不够。随着视频监控技术的高速发展，用户对于视频监

控产品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让我们看得更清楚”是许多用户提出

的一个非常迫切的需求。在视频监控产品经历了模拟时代、数字时代、

网络时代的发展后，现在已经逐步走入了高清时代，高清监控已成为

未来安防行业主要发展技术之一。 

关于“高清”的定义，最早来源于数字电视领域，美国电影电视

工程师协会提出了高清电视（HDTV）标准，分辨率需达到 720p 以

上。安防行业内部对于高清没有成文的标准，模拟摄像机超过 480 线

就宣称为高清，经数字编码后分辨率可以达到 D1 或 4CIF；当网络摄

像机出现后，分辨率满足 720p 才能称为高清。完整的高清方案需要

前端、平台、传输、存储、浏览、显示等各环节都满足高清标准。 

通过下图可以看到 CIF、4CIF、720P、UXGA 的分辨率比较，可

以清楚看到高清摄像机（720P、UXGA）的分辨率远大于标清摄像机

（4CIF），分辨率的不同带来了清晰度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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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清晰度比较图例 

通过上面的图例，高清视频监控相比标清视频监控具有明显的技

术和应用优势： 

图像清晰度更高，在水利工程的一些重要监控点（重要仪表的监

视），应采用高清摄像机可以获取高清晰度的监控画面，能更清楚地

呈现仪表读数。 

高清监控技术的采用，使场景覆盖范围更广，减少单位面积监控

点的数量，可以提高监控效能，减少设备投资。 

使细节更清晰，大大提高智能视频分析的精度，有利于图像识别

和智能视频分析的应用。 

4.4.2. 智能分析技术 

水利工程一般面积大、监控范围广，所需摄像头数量多，单凭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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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显示屏和几个值班人员，是难以兼顾的。传统 DVR 的主要作用是

事后调查回放，往往都是事故发生后，才去查阅相应的视频，仅仅作

为案件的回顾。而不能防患于未然，在事件发生时就及时发现并进行

控制，从而减少误操作，预防人身伤亡事故。 

众多摄像机采集的视频信息量大、无效视频信息多，通过智能视

频分析过滤功能可减少无用视频信息，将大量无用信息过滤在前端，

制定分析策略后将有价值的视频信息提取并存放到上级平台。早期的

视频移动探测技术（VMD）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智能视频分析技术，

仅仅具备移动探测功能，在目标跟踪、分类、识别等方面功能较弱，

还会产生大量误报。由于 VMD 技术的缺陷，就产生了基于背景建模

和目标追踪技术的智能视频分析（IVS）技术，这里的 IVS 技术是个

泛指以示与 VMD 技术的区别。 

智能视频监控系统，与传统的监控系统相比，具有更优的有效性

和持久性。智能视频服务器可以对多种行为进行视频分析，它能够识

别不同的运动物体，能够实现全天候工作，大大减轻平台值班人员的

工作强度，发现监控画面中的异常情况，并能够以最快和最佳的方式

发出警报和提供有用信息，提高报警处理的及时性，从而能够更加有

效的协助安全人员处理危机，并最大限度地降低误报和漏报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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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项设计 

5.1. 前端系统设计 

5.1.1. 框架结构 

前端系统主要由视频监控系统、音频系统、安全防范系统、火灾

报警系统、网络设备等组成，实现对自然水域和水利工程现场视音频

及各种入侵报警、火灾报警信息采集、处理、监控等功能。  

视频监控系统包括常规视频监控及智能视频分析。音频系统包括

监听、广播及语音对讲。安全防范、火灾报警等子系统通过前端视频

处理单元进行接入。 

 

图 5-1 前端系统拓扑图 

5.1.2. 视频监控系统 

视频监控系统主要负责对水利工程重要区域的视频监视，同时能

与其它子系统进行报警联动，满足水利工程正常运行的要求。除了常

规视频监控外，本方案还采用智能视频分析，以此提高系统的实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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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5.1.2.1. 前端摄像机 

（1） 主要监控点分布 

1) 堤防大坝 

 
图 5-2 堤防大坝 

大坝是调控水资源时空分布、优化水资源配置的重要工程措施,

也是江河防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坝安全监测是人们了解大坝运行状态和安全状况的有效手段

和方法。它的目的主要是了解大坝安全状况及其发展态势,是一个包

括由获取各种环境、水文、结构、安全信息到经过识别、计算、判断

等步骤,最终给出一个大坝安全程度的全过程。视频监控系统作为其

中重要的一环，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建议在大坝坝顶、周边路面及附近水域部署监控点位，对大坝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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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建筑材料变质开裂、侵蚀和风化情况，以及洪水水位、坝体渗漏

等实施全方位的监控。 

2) 水闸 

 

图 5-3 水闸 

水闸是一种利用闸门挡水和泄水的低水头水工建筑物。关闭闸

门，可以拦洪、挡潮、蓄水抬高上游水位，以满足上游取水或通航的

需要。开启闸门，可以泄洪、排涝、冲沙、取水或根据下游用水的需

要调节流量。 

建议在水闸部署监控点位，负责对闸门开启度、洪水流量、泄洪

道情况等进行实时监控，保障水闸的安全稳定运行。 

3) 水位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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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水位尺 

水位尺，是在江、河、湖泊或其他水体的指定地点测定水面高程

的装置，监控摄像机要能在远距离清楚地观测到水位尺的刻度。 

4) 水泵机组 

 

图 5-5 水泵机组 

http://baike.baidu.com/view/381375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81375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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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泵机组包括水泵、动力机(电动机和内燃机等)和传动设备。它

是泵站工程的主要设备，又称为主机组。泵站的辅助设备、电气设备

和泵站中的各种建筑物都是为主机组的运行和维护服务的。 

水泵机组作为水利工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部署监控点位，

对其运行状况、日常维护维修过程、人员入侵等实时监控。 

5) 避风港 

 

图 5-6 避风港 

在沿海地区，当台风来临时，所有渔船都要返回避风港躲避台风。

如此多的渔船停泊，对于避风港的管理和安全监管有着非常高的要

求。在避风港部署监控点，能够实时掌握港内渔船的停靠、出港、回

港情况，为港务调度、安全监管提供依据。 

（2） 摄像机选型 

前端摄像机的监控范围大小、视频采集质量将影响整个视频监控

系统的质量，应结合水利工程实际环境选择合适的产品和技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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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视频监控的效果，我们在选择摄像机时可参考以下原则： 

 对于室外监控点，如大坝坝顶、避风港、水闸泵站建筑主体等，

由于其监控范围大，视野要求广，建议采用高清智能高速球

机。高清高速的特点，既保证了全景的监控，也不会造成细

节的遗漏。 

 水利工程的控制室及管理中心安装着重要的仪器设备，这些设

备一般要求 24 小时运行，且造价昂贵。为了保证机器设备正

常的运行和安全防盗防破坏，建议采用红外枪机配合云台的

方式对其实施监控，对于一些室内面积较大的场所，可采用

红外中速智能球机，以保证视频监控的全方位无死角。 

 对水文观测设施、分滞洪区爆破点等进行监控可采用高清变焦

摄像机配合云台的方式。 

 对于闸门、水泵的出水口等固定对象进行监视可采用固定枪

机。 

 大门、走廊及电梯等场所监控可采用固定红外枪机，具备红外

夜视功能，满足全天候 24 小时监控的需要。 

 模拟摄像机的清晰度应达到 540 线以上，网络标清有效像素达

752*582，网络高清有效像素达 720p 以上。 

 摄像机变焦镜头的最大变焦倍率所对应的焦距，应大于监控区

域内最远被监控对象所对应的焦距（应根据监控区域内最远

被监控对象所对应的焦距进行选择），且光学变焦大于 18 倍，

数字变焦大于 6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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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夜间摄像的监控点，为保障夜间低照度条件下的清晰度，

采用的摄像机应具有彩转黑、低照度（彩色≤1.0LUX、黑白

≤0.01LUX）功能。 

 室外枪机需配置 IP66 等级的室外型防护罩。 

 室外球机需达到 IP66 防护等级。 

 网络摄像机应具备开关量输出功能，以控制补光灯开启。 

 所有 IP 摄像机除了网络口还需具备 BNC 接口，以便接入智能

视频服务器。 

5.1.2.2. 前端视频处理单元 

（1） 网络视频方式 

对于新建的视频监控系统，采用的 NVR，最大支持 32 路网络视

频接入及 8 个 SATA 硬盘接口。 

1) 技术介绍 

新一代 NVR（Net Video Recoder），它融合了多项专利技术，采

用了多项 IT 高新技术，如视音频编解码技术、嵌入式系统技术、存

储技术、网络技术和智能技术等。它既可作为 NVR 进行本地独立工

作，也可联网组成一个强大的安全防范系统。 

除了视频信号，设备可具有开关量接口，支持开关量报警信号的

输入、开关量控制信号的输出。 

2) 主要功能 

支持 NTP（网络对时）协议、SADP（自动搜索 IP 地址）协议、

SMTP（邮件服务）协议、NFS（接入 NAS）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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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接驳网络摄像机、网络快球和网络视频服务器； 

 可接驳第三方（ARECONT、AXIS、Panasonic、PELCO、

SAMSUNG、SANYO、ZAVIO）网络摄像机； 

 可接驳支持 ONVIF、PSIA 标准的网络摄像机； 

 支持 IP 通道协议自定义功能 

 支持 500W 像素高清网络视频的预览、存储与回放；  

 HDMI 与 VGA 输出分辨率最高均可达 1920x1080p；  

 支持 HDMI、VGA、CVBS 同时输出，支持 HDMI 与 VGA 双

操作模式，可分别进行预览和回放；  

 支持预览图像与回放图像的电子放大；  

 采用 HIKVISION 云台控制协议时候，可通过鼠标选定画面任

意区域并进行中心缩放；  

 支持假日录像和抓图配置；  

 支持计划抓图、手动抓图、报警抓图以及图片的回放、备份；  

 支持冗余录像、抓图设置；  

 支持多画面分割下不同通道并行预览与回放；  

 支持最大 16 路 720p 实时同步回放；  

 支持标签定义、查询、回放录像文件；  

 支持录像文件倒放功能；  

 支持按事件查询、回放、备份录像文件；  

 支持重要录像文件保护功能。 

3) 数量配置及存储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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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32 路 IP 高清摄像机，视频图像存储空间计算公式：每个前端

存储总容量(GB)＝【视频码流大小(Mb)×60 秒×60 分×24 小时×存

储天数/8】/1024。 

以一路视频图像在 7 天、15 天、30 天所需要的占用空间估算如

下： 

表 5-1 720P 存储空间计算表 

视频规格 
存储天数 

7 天 15 天 30 天 

1280*720(HD720P)，4Mb码流（最佳图

像效果） 
295.31 632.81 1265.63 

假设视频录像需连续存储 30 天，以 16 路 720P 存储为例，根据

计算得出需要 19.78TB，实际配置时还需要考虑格式化开销，建议采

用 8 块 3TB 硬盘。 

（10） 模拟视频方式 

考虑到成本因素及现场情况，也可实行纯模拟视频的方式。建议

采用网络硬盘录像机，最大支持 16 路模拟视频接入及 8 个 SATA 硬

盘接口。 

1) 技术介绍 

新一代网络硬盘录像机，它融合了多项专利技术，采用了多项 IT

高新技术，如视音频编解码技术、嵌入式系统技术、存储技术、网络

技术和智能技术等。它既可作为 DVR 进行本地独立工作，也可联网

组成一个强大的安全防范系统。 

除了视频信号，设备可具有开关量接口，支持开关量报警信号的

输入、开关量控制信号的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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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功能 

 HDMI 与 VGA 输出分辨率最高均可达 1920x1080p； 

 支持 HDMI、VGA、CVBS 同时输出，支持 HDMI 与 VGA 双

操作模式，可分别进行预览和回放； 

 所有通道可支持 4CIF 实时编码； 

 支持零通道编码； 

 支持预览图像与回放图像的电子放大； 

 采用云台控制协议时候，可通过鼠标选定画面任意区域并进行

中心缩放； 

 支持假日录像和抓图配置； 

 支持计划抓图、手动抓图、报警抓图、抓图 FTP 上传以及图

片的回放、备份； 

 支持冗余录像、抓图设置； 

 支持多画面分割下不同通道并行预览与回放； 

 支持最大 16 路 4CIF 实时同步回放； 

 支持标签定义、查询、回放录像文件； 

 支持回放时对录像场景的自定义区域进行智能搜索；  

 支持录像文件倒放功能；  

 支持按事件查询、回放、备份录像文件； 

 支持重要录像文件保护功能。 

3) 数量配置及存储计算 

因 DS-8116N-ST 支持接入 16 路模拟摄像机，视频图像存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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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公式：每个前端存储总容量(GB)＝【视频码流大小(Mb)×60 秒

×60 分×24 小时×存储天数/8】/1024。 

以一路视频图像在 7 天、15 天、30 天所需要的占用空间估算如

下： 

表 5-2 D1 存储空间计算 

视频规格 
存储天数 

7 天 15 天 30 天 

720*576(D1)，2Mb码流（最佳图像效果） 147.66 316.41 632.81 

假设视频录像需连续存储 30 天，以 16 路 D1 存储为例，根据计

算得出需要 9.89TB，实际配置时还需要考虑格式化开销，建议采用 6

块 2TB 硬盘。 

5.1.2.3. 传输线缆 

（1） 模拟信号传输 

监控系统中，视频信号的传输是整个系统非常重要的一环，这部

分的造价虽小，但关系到整个监控系统的图像质量和使用效果，因此

要选择经济、合理的传输方式。目前，在监控系统中最常用的传输介

质是同轴电缆、双绞线、光纤等方式，对于不同场合、不同的传输距

离，应选择不同的传输方式。 

1) 视频监控同轴电缆传输 

信号传输带宽为 50Hz～4MHz，传输距离在 200m 以内时，可选

用 SYV75-3 同轴电缆；传输距离在 500m 以内时，可选用 SYV75-5

同轴电缆。 

2) 视频双绞线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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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双绞线基带传输是用 5 类以上的双绞线，利用平衡传输和差

分放大原理。这种传输方式的优点是线缆和设备价格便宜，传输距离

相对较远。 

3) 光缆传输 

常用的光缆传输是“视频对射频调幅，射频对光信号调幅”的调制

解调传输系统。光缆传输技术是远距离传输最有效的方式，传输效果

也都公认的好，适于几公里到几十公里以上的远距离视频传输。具体

实施为普通视频线、控制信号线（附近监控点）到光端机发射端，通

过光缆把视频信号传输到监控中心的光端机的接收机还原成视频信

号进行监控和存储；控制信号通过光端机和光缆传输到前端设备，完

成对前端云台、变倍镜头、高速智能球、其他联动设备进行控制。 

根据三种传输方式的特性，三类传输方式比较如下： 

 图像质量 

光纤>同轴电缆>超五类非屏蔽双绞线； 

 传输距离 

光纤>超五类非屏蔽双绞线>同轴电缆； 

 传输成本 

光纤>超五类非屏蔽双绞线>同轴电缆； 

 施工和维护难度 

同轴电缆>光纤>超五类非屏蔽双绞线。 

对于水利监控环境，信号线传输建议如下： 

1) 一般监控点到监控中心的距离不超过 500 米时，为确保监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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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图像质量，一般建议采用视频同轴电缆传输方式； 

2) 当监控点距离监控中心距离较远（超过 500 米）时，建议采用

光纤传输方式； 

3) 当必须穿越复杂电磁环境时（如附件有大功率电动机）时，建

议采用光纤传输方式。 

（11） IPC 网络传输 

高清网络智能球机（IPC）是通过网络传输信号，其对带宽的要

求是： 

 1600*1200(1200P)，8Mb 码流 

 1280*720(720P)，4Mb 码流 

因网络信息通过双绞线传输距离受限，且摄像机是安装在室外，

因此建议监控点到监控中心距离 100 米以内的采用超五类网线的方

式，100 米之外的采用光纤传输的方式，保证视频传输的质量。 

核心网络设备的部署应满足视频监控专网多业务、高负载处理的

应用需要，并确保网络核心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12） 线缆敷设 

除 了 选 择 充 分 满 足 标 准 的 线 缆 之 外 ， 施 工 必 须 符 合

GB50217-1994《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的要求。我们建议以下基

本要求： 

1) 线缆长度应满足距离要求，避免电缆的破裂接续，若必须接

续时，采用焊接方式或者专用连接器； 

2) 电源电缆和信号电缆应分开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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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所有电缆应避开恶劣环境，如高温热源和化学腐蚀区等； 

4) 所有电缆应远离高压线或大电流电缆，不易避开时应各自专

配金属管，并尽可能地埋入地下； 

5) 当在建筑内铺设时，应按建筑设计规范选用管线材料及铺设

方式，埋于建筑物体内； 

6) 电缆穿管前应清理管内杂物，穿线时宜涂抹黄油或滑石粉，

进入管口的电缆应保持平直，管内线缆不能有接头和扭结，

穿好后应作防潮、防腐等处理； 

7) 电缆应从所接设备下部穿出，并留出一定余量； 

8) 在电缆端做好标志和编号，便于事后排查。 

5.1.2.4. 智能视频分析 

（1） 行为分析子系统 

以往视频监控系统实行“被动监控”只适用于事后追溯，而前端

智能跟踪球及智能视频服务器的采用，变“被动”为“主动”，可以

对事件做到“早发现早预防”。设备数量可按需配置，今后可以增加

设备数量以支持更多的视频分析。 

1) 单球跟踪 

智能跟踪球利用行为分析作为触发事件，球机将自动跟踪目标物

体直至物体消失。触发模式：事件触发和手动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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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 单球跟踪 

海康威视智能跟踪球可以对重要区域，如水库大坝进行智能分

析，划定大坝为警戒面，在布防的情况下，当有人体或者大型物体落

水时，即产生报警信号，并进行跟踪。 

 
图 5-8 重点区域监控 

2) 主从摄像机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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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主摄像机（枪机）、跟踪球机及控制单元（智能 DVR/DVS）组

成。当主摄像机检测到触发报警的目标时，控制单元驱动球机锁定报

警目标并对其进行自动跟踪、放大以得到更清晰的目标特征，利于实

时的判断和事后对照取证。 

主摄像机可采用任意枪机，跟踪球机需采用模拟跟踪球。智能

DVS 支持对 2 路视频进行 4CIF 编码及支持 2 路智能分析，并支持主

从摄像机跟踪。 

 
图 5-9 主从摄像机跟踪 

行为分析如下：比如对大坝周围进行智能分析，采用固定枪机对

划定的警戒区域进行判断，当有人员或者物体落水时，达到触发条件

产生报警、驱动球机进行跟踪，可以有效预防误跑间隔出现新的险情。 

（13） 水面漂浮物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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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0 漂浮物检测 

智能分析技术能够对河流、水库、湖泊等水域水面进行智能分析，

若检测到水面有漂浮物污染，则发生报警，并联动摄像机至目标位。 

（14） 车牌识别子系统 

车牌识别系统主要由高清抓拍机、车辆检测器（地感线圈）及补

光灯组成。 

利用先进的光电、图像处理、模式识别、远程数据访问等技术，

对水利工程管理区域的每一辆来访车辆的前部特征图像和车辆全景

进行连续全天候实时记录，车牌识别智能视频服务器根据所拍摄的图

像进行车牌自动识别。 

识别出车牌后和数据库已录入的车牌进行比对，判别是否为授权

车辆。如果是已登记的车辆自动开启门禁放行；如果是未登记的车辆

启动相应联动通知调度中心并抓图记录，调度中心可调阅视频来判别

是否手动开启门禁。 

系统可自动对车辆牌照进行识别，包括车牌号码、车牌颜色的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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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 

 车牌号码自动识别 

在实时记录通行车辆图像的同时，还具备对符合“GA36-92”（92

式牌照） 、“GA36-2007”（新号牌标准） 、“GA36.1-2001”（02 式

新牌照）标准的民用车牌、警用车牌、军用车牌、武警车牌的车牌自

动识别能力，包括 2002 式号牌。所能识别的字符包括: 

阿拉伯数字 “0～9”十个 

英文字母 “A～Z”二十六个 

省市区汉字

简称 

京、津、晋、冀、蒙、辽、吉、黑、沪、苏、

浙、皖、闽、赣、鲁、豫、鄂、湘、粤、桂、琼、

川、贵、云、藏、陕、甘、青、宁、新、渝、港、

澳、台； 

04 式军用车

牌汉字 

军、空、海、北、沈、兰、济、南、广、成 

号牌分类用

汉字 

警、学、使、领、试、境 

07 式武警车

牌字符 

WJ 样式的字母数字 

在环境无雾、车牌挂放规范、无污损且不含五小车辆情况下，系

统白天车牌识别率应不小于 98%，号牌识别准确率不小于 95%；晚

上车牌识别率不小于 97%，号牌识别准确率不小于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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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牌颜色自动识别 

系统能识别黑、白、蓝、黄四种车牌颜色。 

 系统识别的车牌类型部分示例 

 

 

 

图 5-11 车牌识别 

5.1.3. 音频系统 

5.1.3.1. 广播子系统 

通过广播系统，监控中心操作人员可对现场进行喊话，对操作维

护时的违章行为进行及时制止，对非法进入水域游泳、钓鱼等行为进

行警告。 

5.1.3.2. 语音对讲子系统 

当现场人员需要支持时，通过该系统可与平台、前端的工作人员

进行及时沟通。语音对讲设备是一体化设备，由三部分组成：麦克风、

音响、呼叫按钮。麦克风和音响通过 BNC 接口与视频处理单元的音

频输入、输出口连接；呼叫按钮可接入视频处理单元的开关量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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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安全防范系统 

5.1.4.1. 埋地泄漏电缆 

泄漏电缆周界报警系统是一种隐蔽式的入侵探测报警，埋在摄像

机立杆周边的草坪或泥土下，不会破坏周围环境，不影响围界美观。

如果有人试图盗取或者破坏摄像机，在不知觉的情况下，就会被探测

到，是一种高科技的周界报警产品。 

 
图 5-12 埋地泄露电缆 

1) 技术介绍 

泄漏电缆报警器工作时，通过一根泄漏电缆传送一定频率的射频

电磁场，在泄漏电缆的外层导体开槽处，往外发射电磁场。另一根并

行敷设的泄漏电缆接收电磁场，形成收发能量直接耦合，当入侵者进

入两根泄漏电缆形成的电磁场探测区域时，电场能量受到扰动，引起

接收信号的变化，这个变化的信号经放大处理后被检测出来，产生报

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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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3 漏电检测 

泄漏电缆探测器由泄漏电缆探测器主机、非泄漏电缆、泄漏电缆、

终端器以及电缆连接头组成。泄漏探测器主机的作用是发射和接收无

线电磁场，并且分析处理接收信号，并按照智能算法判别报警与否，

2 根泄漏电缆埋在周界位置，1 根发射电磁场，1 根接收电磁场，2 根

非泄漏电缆连接探测器主机和泄漏电缆。 

非泄漏电缆是普通的同轴电缆线，工作时不向外发射电磁场，只

是起连接报警处理器和泄漏电缆的作用。非泄漏电缆跟报警处理器和

泄漏电缆的连接处要做防水、防尘和防腐蚀处理。 

泄漏电缆是特殊制作的一种同轴电缆，它在工作时，其中一根要

向周围的空间发射电磁场，另一根要接收电磁场。两根泄漏电缆要基

本平行的埋入地下，两根泄漏电缆之间的距离在 1.0 米左右，具体距

离要视现场情况而定，两根电缆的埋地深度在 10 公分左右，具体埋

地深度也要视现场情况而定。泄漏电缆可以直接埋入地下，也可以穿

入 PVC 管后埋入地下，但是不能穿入钢管后埋地，否则会影响探测

效果。 

2) 功能介绍 

当有人入侵防区时，泄漏电缆探测器主机接收到报警信息，并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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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信息发送至前端视频处理单元。前端视频处理单元可根据预置规

则联动相应功能，调用摄像机至预置位，启动报警录像，联动相应的

灯光照明以及声光报警器，对入侵行为进行警告；同时报警信息上传

至监控中心，使管理人员能够掌握入侵现场移动物体的情况。 

基本功能： 

 布防与撤防 

 布防后的延时 

 防破坏 

 微机联网功能 

 报警联动输出。 

5.1.4.2. 红外双鉴 

多数的水利工程都设在郊外远离城市的地方，若有不法分子侵入

管理室或者控制室进行盗窃或破坏等违法行为，将造成巨大的经济损

失，因此对水利工程相关区域实施安全防范探测是十分必要的。 

根据水利工程设施的特点，安全防范设备建议采用红外双鉴、声

光报警器等设备。探测器通过报警线缆直接与前端视频处理单元连

接，当发生报警时，报警信息能够及时上传给前端视频处理单元，并

且能联动相关设备，如启动照明灯光、声光报警器等。 

同时一些水库、闸站管理室的门禁一般安装在主要入口或重要区

域入口，但缺乏对已进入室内人员的管控，同时以往的安全防范设备

无法对小动物进行有效的防范，红外双鉴的出现可以改善这一局面。 

1) 技术介绍 



水利视频监控系统初步设计 

 

39 

 

红外双鉴是被动式红外传感器和微波传感器的组合，微波只对移

动物体响应，红外只对引起红外温度变化的物体响应，只有在微波和

红外同时响应才会作出报警，大大提高报警可靠性。 

微波传感器根据多普勒效应原理来探测移动物体：传感器发射微

波，微波遇到障碍物时被反射回传感器，当障碍物相对传感器运动时，

则传感器接收到的反射波频率发生变化；当障碍物朝着传感器运动

时，传感器接收到的反射波频率比发射波高，当障碍物远离传感器运

动时，传感器接收到的反射波频率比发射波低，因此传感器通过比较

反射波和发射波的频率来探测是否有移动物体进入。 

2) 主要功能 

当检测到移动物体时，通过开关量输出报警信息到前端视频处理

单元。前端视频处理单元可根据预置规则联动相应功能：报警信息上

传中心，使管理人员了解进入区域的移动物体；联动相应的灯光照明，

调用预置位，启动报警录像等。 

5.1.4.3. 火灾报警系统 

水利工程管理处及控制室等区域是水利工程的重要区域，万一发

生火灾将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因此火灾报警就显得尤为重要。 

1) 技术介绍 

前端视频处理单元可通过开关量报警电缆与烟感探测器，进行实

时通讯，能够及时响应烟感探测器发出的报警信息。 

2) 主要功能 

当检测到火灾时，烟感探测器输出报警信息到前端视频处理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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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前端视频处理单元可根据预置规则联动相应功能：报警信息上传

中心，保安人员可以迅速来到事发地点；联动相应的灯光照明，调用

预置位，以便前端及监控中心能及时了解现场火势。 

火灾报警系统的开关量能实现各种联动：开启门禁，使火灾区域

的人员能够逃生；实现与电源控制开关的联动，自动切断重要设备的

电源。 

5.1.4.4. 门禁系统 

门禁系统作为一种新型现代化安全管理系统，集自动识别技术和

现代安全管理措施为一体。网络化门禁系统的应用将大大提高水利工

程管理区域的实时监控能力和出入权限的管理能力、数据的自动存

储、问题的分析的水平，提高运行维护的效率和大大降低成本。 

1) 技术介绍 

门禁系统主要由门禁控制器、读卡器、电控锁、门磁和电锁电源

等组成，通过安装在建筑物的主要出入口、设备机房等重要区域的通

道口，从而实现对出入口的控制。 

通过门禁监控主机，能够对各通道口的通行对象及通行时间等进

行实时控制或设定程序控制。用智能卡代替钥匙开门，系统自动识别

智能卡上的身份信息和门禁权限信息，持卡人只有在规定的时间和在

有权限的门禁点刷卡后，门禁点才能自动开门放行允许进入；当忘记

关门时，还能发出报警信号。 

门禁系统组成介绍如下： 

 门禁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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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禁系统的核心部分，相当于计算机的 CPU，它负责整个系统

输入、输出信息的处理、储存、控制，直接通过以太网接入视频监控

系统。 

水利工程内的门禁控制器需采用支持局域网和广域网的专业级

网络门禁安保控制器。由于设备通讯采用 TCP/IP 方式，全部数据包

采用 SSL 金融级加密技术加密，数据安全达到国际先进标准。 

 读卡器 

读取卡片数据的设备，通过控制器引出的韦根线可实现供电和通

信。 

 电控锁  

门禁系统中锁门的执行部件，水利工程内基本以电插锁和脉冲锁

为主。 

电插锁通过电流的通断驱动“锁舌”的伸出或缩回以达到锁门或

开门的功能，关门开门功能的实现需要与“磁片”配合才能实现，其

“暗藏式”安装的特点较适合于对锁体保密性要求较高的场所。 

脉冲锁通过控制器控制其电源的输入，当有电源输入时，锁体内

部磁铁产生吸力，吸附锁舌伸入，实现开门动作；当延时过后，锁舌

无法伸出，需手动进行关门，可选配机械钥匙。本锁内部结构可有效

防止在门上敲击开锁，适用于各类铁门。 

 门磁 

门磁主要由开关和磁铁两部分组成，开关部分由磁簧开关经引线

连接，定型封装而成；磁铁部分由对应磁场强度的磁铁封装于塑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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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金壳体内。当两者分开或接近至一定距离后，引起开关的开断从而

感应物体位置的变化。 

 门禁电源 

整个系统的供电设备，分为普通式和后备式（带 UPS）两种。 

2) 主要功能 

 具有网络设置管理功能，可以在网络上任何一台授权计算机对

整个系统进行设置监控查询管理。 

 对通道进出权限的管理，对进出通道时段的管理。 

 管理人员可以实时查看每个门人员的进出情况、每个门的状态

（包括门的开关，各种非正常状态报警等）。 

 系统可储存所有的进出记录、状态记录，可按不同的查询条件

查询，对出入记录进行查询，配备相应考勤软件可实现考勤、

门禁一卡通。 

 具有异常报警功能，在异常情况下可以实现门禁控制器本地开

关量报警接入前端视频处理单元，如门超时未关等。 

 具有消防联动功能，在出现火警时门禁系统可以自动打开所有

电子锁让里面的人随时逃生。 

5.2. 监控中心设计 

5.2.1. 框架结构 

监控中心是该地区所有前端监控站的汇聚点，负责配置管理所在

地区监控点的设备，能够调阅区域内所有监控点的图像信息，并接收

由所辖区域上报的告警等信息。根据实际需求，可在监控中心部署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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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存储，作为对部分重要录像的备份。监控中心对系统的视频、数据

等进行转发，满足用户的观看需求。监控中心配置有级联服务器，能

够和上下级平台实现对接。 

 

图 5-14 监控中心系统结构框架 

5.2.2. 硬件设备组成 

监控中心通过监控网络与前端设备资源连接，对前端监控资源进

行整合，对前端设备进行集中维护和管理，负责图像信息和报警信息

的接收、监控。 

监控中心主要由应用服务器、客户端、存储设备、解码设备、网

络交换机、防火墙、大屏显示设备等组成。为保障前端系统的监控质

量，中心需具备完善的机房基础保障和先进的网络设备、丰富的网络

带宽和光纤资源；为保障系统的稳定运行，监控中心的网络采取双网

配置，所有设备都冗余配置在两个不同的网络中；为保障中心系统的

网络安全，需在中心系统与前端系统和上级平台之间配置防火墙，通

过定义安全策略来实现网络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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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1. 服务器 

监控中心系统的服务器可以分布式部署、独立运行，各服务器都

可以支持应用集群的方式冗余进行配置和在线扩充，具备彼此的应用

服务器接管能力。 

服务器统一采用 PC 服务器；服务器应具备多 CPU 系统、高带

宽系统总线、I/O 总线，具有高速运算和联机事务处理（OLTP）能力，

具备集群技术和系统容错能力；服务器应支持双路独立电源输入，采

用机架式安装。 

监控中心系统主要有以下服务器：中心管理服务器、流媒体服务

器、存储管理服务器、级联服务器等。其他软件模块可安装在这些服

务器实现功能。 

（1） 管理服务器 

管理服务器是监控中心的核心单元，应实现前端设备、后端设备、

各单元的信令转发控制处理，报警信息的接受和处理以及业务支撑信

息管理，同时也需要提供用户的认证、授权业务以及提供网络设备管

理的应用支持，包括配置管理、安全管理、计费管理、故障管理、性

能管理等等。 

（2） 流媒体服务器 

流媒体服务器是监控中心的媒体处理单元，实现客户端对音视频

的请求、接受、分发，流媒体服务器仅接受本域管理服务器的管辖，

在管理服务器的控制下为用户或其他域提供服务。 

流媒体服务器可实现集群部署，可实现分布式部署，既可向前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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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他流媒体服务器发起会话请求，也可以接受客户端设备或其他流

媒体服务器的会话请求。 

流媒体服务器能接受并缓存媒体流，进行媒体流分发，将一路音

视频流复制成多路。 

（3） 存储服务器 

存储服务器是网络存储的管理者，集中配置以海量存储方式实现

录像计划，并按计划执行录像任务。存储管理服务器通过虚拟存储管

理技术，支持 DAS、NAS、IP-SAN 各种存储设备；支持集中存储管

理模式，也支持前端分布式存储方式；支持 PB 级海量音视频数据存

储、快速检索；支持灵活的备份策略；支持数据自动修复技术（数据

补录），支持报警集中存储和重要事件集中备份管理。 

（4） 级联服务器 

级联服务器主要用于平台与平台之间的互联互通，它将本平台需

要向其他平台传输的信令、音视频流转换成标准的协议，发往其他平

台的通信服务器，同时将收到的采用标准协议的信令、音视频流转换

成本平台所能解析的协议语言，送往其他服务器进行分析操作，由此

实现平台与平台之间的互联互通。 

（5） 选型原则 

考虑到视频监控系统的稳定运行，中心所有服务器需采用国际知

名品牌，建议配置可参考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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