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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融合通信的城市轨道交通应急指挥平台

张昌西
徐州地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Ǔ江苏Ǔ徐州Ǔ221000

摘Ȟ要：轨道交通系统作为城市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安全高效运营至关重要，应急指挥系统在面对突发事件

的调度指挥也面对着新的挑战。轨道行业现存多种通讯系统，包括运营商公网系统、Tetra窄带集群通信专网、LTE宽
带集群通信专网、专用电话网、公务电话网、互联网以及后续可能的5G集群通信网。这些通讯网络相互独立，不利于
调度人员在紧急情况的调度指挥。为解决这一问题，结合实际应用，研究融合通信的调度指挥系统，重点介绍系统的

设计原则、组网方案和应用场景，旨在为提升轨道交通应急管理水平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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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为满足地铁突发事件情况下的通信和指挥调度需

求，加强应急管理部在各类突发事件、重大活动中的应

急指挥调度能力，解决各级指挥中心与救援现场远程指

挥调度需要，通过各种技术，将运营商公网系统、Tetra
窄带集群通信专网、LTE宽带集群通信专网、专用电话
网、公务电话网、互联网以及后续可能的5G集群通信
网融合，并结合视频相关业务，构建一套可提供融合通

讯、全线路视频接入、视频会议的调度指挥系统。

2��现状及问题分析

随着国内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城市

由单/多线管理向网络化管理转变，线网运营指挥中心
（TCC）作为协调内部管理以及应急指挥的调度指挥[1]方

面仍然存在一下问题：

2.1  现场应急通信手段单一
当前轨道交通应急救援现场主要依靠专用集群网络

和专用视频监控，将现场的语音，视频，图像回传至指

挥中心，对专用集群网络的依赖性大。当出现专网覆盖

不足或者覆盖盲区的救灾救援现场中，现场人员间通信

不便。缺乏可靠的无线通信手段，在救灾现场区域形成

无线覆盖，及时将各区域的视频、语音、图片回传至指

挥中心。

2.2  前后方指挥协同难
灾害事故现场无公共网络覆盖，特殊灾害情况下，

卫星通信覆盖有盲区，前后方指挥通信困难；前后方指挥

中心缺乏化的协同会商手段，缺乏协同研判决策能力。

2.3  指挥调度手段匮乏。
当前已有的语音通话，视频监控，视频会议等系统

独立建设，系统间平台未有效打通，无法满足应急战时

状态下，同时语音，视频，会议融合通信需求，导致应

急处置决策效率低。由于灾情演变复杂，指挥中心、前

线指挥无法根据灾情事态的发展，随时随地的掌握应急

救援、应急保障、应急处置情况。现场的视频、音频、

数据获取困难，导致应急指挥无法高效开展，缺少科学

化，智能化的手段。同时，对于应急救援现场，移动布

控球、移动无人机的视频回传，无法有效的去整个指挥

系统联动，系统孤立。针对重点关注危险源区域，视频

回传后，缺少智能分析手段，来提高应急预警能力，辅

助应急管理决策。

2.4  移动指挥调度能力不足
当前移动应用建设不足，移动APP未覆盖各应急领

域，现有的移动APP，不支持现场视频、图片、语音文字
等资料的快速录入，操作复杂。缺少移动会商，移动指

挥的应用APP的建设，面对突发紧急灾情，紧急安全生产
事故，应急等各层级人员无法及时获取应急救灾相关信

息（现场态势、周边情况、物资保障、救援力量、专家

资源等），基层作业人员无法快速、有效的获取事件信

息，参与灾害、事故处理。领导人员无法根据事态及时

部署事件处置行动，无法快速获取专家、数据资源的有

效支撑，无法做到随行指挥。

3��基于融合通信的指挥平台设计

3.1  融合通信
融合通信是通信技术与信息的融合，将语音、视

频、会议、数据通信、呼叫控制与协同办公等为业务，

通过系统间对接，完成系统业务的融合。[2]通过融合通信

技术，来解决应急指挥系统的兼容包并、多种新旧系统

的上下承接、异构网络的互联互通，为用户在日常多部

门多系统联动、重大群体性事件维稳、自然灾害、大型

安保等任务中提供必要的支持和保障。[3]

3.2  设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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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化。决策调度涉及到方方面面，包括救援队

伍、救援物质、预案管理、协同会商、辅助决策。指挥

的可视化是应急重要发展方向，应急指挥平台设计需要

充分考虑对化指挥支持，实现音视频调度化调度。应急

指挥系统应能现场监控视频、参与人员的视频，然后在

调度指挥中心的大屏幕上进行显示，使所有应急数据和

现场情况化，方便研判决策。

移动化。应急指挥调度具有突发性，融合通行系统

需要充分考虑移动指挥调度能力，确保指挥决策能力能

够随着灾情或事故态势发展，随时随地开展指挥决策调

度，确保快速的开展应急救援与指导工作。

高可靠。应急指挥平台作为应急调度指挥的核心支

撑模块，必须要确保系统的高可靠性，高稳定性。充分

考虑多种技术手段，采用双机或者异地容灾部署方案，

保证系统的稳定运行。针对应急救援现场通信网络，前

端网络部署上，应具备快速部署能力，网络高可靠高，

确保现场救援人员及指挥人员通信稳定畅通。

开放架构。应急指挥平台应具备统一的开放接口能

力，提供给上层业务系统快速的集成音视频调度能力，

应同时具备固定PC端及移动端的接口能力。
云化部署。系统应具备云化部署能力，以满足各地

集约化建设基础设施，统一管理的需求。支持系统能力

的弹性扩容。

3.3  总体方案设计
3.3.1  总体方案
通过对有线/无线通信方式的接入、视频资源的整

合，建设一套应急指挥平台，该平台能够满足指挥人员

在突发事件和重大事件中的应急指挥需求，实现根据需

要统一对应急现场和各种后台数据的统一接入和控制呈

现，从而加强指挥人员快速研判和会商决策的能力。[4]

系统平台建设主要采用H.323协议、SIP协议和GB/
T28181协议与运营商公网系统、Terea窄带集群通信专
网、LTE宽带集群通信专网、专用电话网、公务电话网、
互联网以及后续可能的5G集群通信网进行对接；通过平
台推送给指挥中心、相关的专家领导以及现场人员；同

时相关资源通过整合后可对接大屏系统统一上墙。

系统平台整体技术架构可分为终端和平台以及应用

三个层次。

在接入终端层，决策指挥平台可接入的各种音视频

终端，主要包括Tetra集群终端、LTE集群终端、移动电话
终端、固定电话、视频监控前端、监控终端等；

在平台侧，主要包括Tetra集群专网平台、LTE集群
专网平台、视频监控平台、视频会议平台、企业业务平

台、公网通信平台以及大屏显示平台。

在应用层，实现指挥人员的调度指挥。

3.3.2  组网方案
在数据中心部署应急指挥平台通信平台网元，如多

媒体处理单元MCU，视频业务控制网元SMC/SC，视频监
控系统网元VCN，语音系统网元。
在应急指挥中心部署视频会商终端，并通过大屏控

制系统，上大屏显示。大屏可以同时显示会商专家视

频、现场监控视频等各种视频和数据信息。

在应急现场，可以部署应急指挥车和宽带集群系

统。应急指挥车上部署视频会商终端。应急指挥车可以

通过卫星，公网等方式接入到数据中心应急指挥平台，

实现和应急指挥中心的互通，传送应急现场数据[5]。

3.4  方案设计
3.4.1  与运营商固话、手机对接方案
应急指挥平台与运营商电话系统对接，实现将座机

和手机接入到视频会商会议中来，方便领导、专家以及

应急人员随时加入会商会议。

首先向运营商申请一条语音专线，这个语音专线接

入语音网关，语音网关通过标准的SIP或者H.323协议，把
座机和手机接入到应急指挥平台。[4]

3.4.2  与LTE宽带集群专网/Tetra窄带集群专网对接
方案

LTE宽带集群通信系统支持标准的SIP协议，应急指
挥平台可以通过SIP Trunk与LTE宽带集群通信系统对接，
实现将LTE回传图像，接入到到应急指挥决策会议中，调
阅覆盖应急现场不同区域图像。

分别在应急指挥平台中的SC与LTE系统中的eMDC上
配置对方的SIP Trunk对接，配置后，即可实现应急指挥
系统直接呼叫LTE手台、手台或者车载应急终端加入到决
策指挥会议中。

另外，决策指挥通信系统可通过Tetra网关，与窄带
Tetra系统进行对接，从而实现将Tetra语音接入到决策会
议中。[6]

3.4.3  与视频监控系统对接方案
应急指挥平台系统通过国标GB/T28181实现与各线路

视频监控系统的互联互通，实现将视频监控图像，接入

应急指挥平台，将现场监控图像直接调入应急会商现场

和指挥大厅大屏上，方便快速研判和决策。[7]

根据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规模，应急指挥平台监控

列表需能支持全线路摄像头数量；同时，服务器支持的

最大并发通道应能满足应急调度指挥的需求。

3.4.4  与公有云视频会议系统对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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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指挥平台与公有云对接，实现云上云下协同，

线下硬终端加入云上会议，终端也可以参加线下会议，

应急指挥平台进行混合云的统一召集和会控，最终实

现与移动端的融合，实现统一的行政会商、统一指挥调

度，提升应急指挥能力。[8]

3.4.5  与企业业务系统对接
应急指挥平台可基于标准协议的第三方API统一开

放业务接口，支持多渠道接报、语音调度、视频调度业

务业务应用等。移动视频能力可以嵌入到企业业务系统

中，提供移动视音频接入能力。

3.4.6  与大屏显示系统对接方案
应急指挥平台支持应急指挥大厅的应用场景，系统

视音频和数据，可以和大屏显示系统对接，实时大屏显

示现场情况。

4��应用场景

4.1  应急会商
发生突发情况下，调度指挥人员在指挥大厅通过平

台实时调看各站点监控视频、单兵视频或会议视频等；

同时，可以通过对各种数据的综合分析实时发送调度指

挥命令。

4.2  一键点调
在指挥中心，值班领导通常会定期进行值守点名或

者临时找下级会场谈话，一般由值班领导直接操作或值

班人员协助操作。在点调模式中，通过一键点击在线会

场，可以直接发起单方调度会议或多方调度会议，在会

场监视区能够观看会场画面。支持强拆和强插，以及基

础的会议控制功能。一点即通，快速简单，匹配公安应

急常用音频调度的操作习惯。

4.3  协同标绘
在应急指挥过程中，指挥中心和下级会场通常需要

在地图上进行标绘，以达到态势化分析、任务化下发等目

的。通过有线/无线投屏功能，实时将指挥调度平台的应急
救援资源信息、GIS地图信息投屏到终端上显示，同时使
用标绘服务、态势与地图组合服务，在GIS地图上实时标
绘各种箭标、符号和文字等，本远端可同时进行标绘。

4.4  预览回显

应急指挥平台通过拼控系统实现视频画面的预览和

大屏回显功能，可协助调度管理员提前识别会场秩序和

监控画面，同时实时掌握大屏显示内容，提高视频画面

的调度效率和准确度。

5��结束语

基于融合通信的轨道交通应急指挥平台是提升轨道

交通应急管理水平的重要手段。通过整合多种通信技术

和信息化手段，实现了应急指挥的高效协同和科学决

策，使指挥人员快速了解现场情况，优化地铁运营管理

人员在遇到自然灾害事件、运营管理生产等事故时的应

急管理效率，从而降低整体损失。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需求的不断增长，轨道

交通应急指挥平台将朝着更加智能化、自动化、一体化

的方向发展。未来，平台将进一步融合新兴技术，如5G
通信、区块链、边缘计算等，不断提升性能和功能；同

时，加强与其他城市应急管理系统的互联互通，实现跨

区域、跨部门的协同应急处置，为构建更加安全、高

效、可持续的城市轨道交通系统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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