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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计算机技术和无线网络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化技术在安防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特别是在公安等重

要执法部门，网络化的联网监控需求越来越大。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omputer technology and wireless network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digital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security is more and more widely used, especially in the public security and other important law enforcement 

departments, the network of the network monitoring demand is more and more l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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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针对城市监控系统中海量视频分散、孤立、视角不完整、

位置不明确等问题，探索搭建三维全景可视化地理信息平

台，接入摄像头视频数据，实现在三维地理信息平台中加载

实验区域模型并融合展示，以及在融合场景实现回访、浏览

等业务应用。

2 平台建设背景
针对城市监控系统中海量视频分散、孤立、视角不完整、

位置不明确等问题，探索搭建三维全景可视化地理信息平

台，接入摄像头视频数据，实现在三维地理信息平台中加载

实验区域模型并融合展示，以及在融合场景实现回访、浏览

等业务应用，从而形成本单位的核心竞争力 [1]。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无线网络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

化技术在安防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特别是在公安等重要

执法部门，网络化的联网监控需求越来越大。

在传统视频监控系统中，监管人员需要观看多个分镜头

画面，很难将零散的分镜头视频与其实际地理位置对应，无

法对大场景进行全局实时监测和历史事件的快速回溯查找，

海量零散监控视频资源既“看不过来”又“看不太懂”。三

维视频融合（也称为全景视频融合或全时空动态视频融合）

技术，可以将摄像头实时画面投射到道路上，并可将相邻的

画面进行拼接融合，拼接后形成一幅更大分辨率的画面，可

以更好地对全局大场景进行监控，可以很方便地跨镜头协同

追踪车辆或人员；由于投射到三维场景中，所以可以看到每

个视频在空间中的实际位置，通过旋转三维场景，可以从不

同角度查看视频，为交通管理带来便利 [2]。

平台将在三维全景真实场景下，融合真实倾斜摄影模型

和实时监控信息，实现交通信息全景可观可控，有效提高交

通管控能力。

3 平台建设方案
3.1 总体架构设计

三维视频融合（也称为全景视频融合或全时空动态视频

融合）技术，可以将摄像头实时画面投射到道路上，并可将

相邻的画面进行拼接融合，拼接后形成一幅更大分辨率的画

面，可以更好地对全局大场景进行监控，可以很方便地跨镜

头协同追踪车辆或人员；由于投射到三维场景中，所以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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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每个视频在空间中的实际位置，通过旋转三维场景，可

以从不同角度查看视频，为交通管理带来便利。国内对此研

究较少，相关技术还不是很成熟，目前处于探索阶段，也是

当前的研究热点，许多科研机构、高校和各大公司都在对此

进行研究。

智慧监控图像三维融合平台属于一个综合性的全景三维

数字化视频融合展示的平台。系统业务载体是 EV-Globe6.0

地理信息平台；按照数据处理与流向通道，平台可分成硬件

层、数据层、服务层、应用层、业务层等。

接口层主要负责将国遥地理信息数据库、管理单位各类

现有数据以及数据库和各类 WebGIS 发布在云端的，通过

API可链接的资源，例如天地图、微软地图、谷歌等数据资源。

硬件提供平台建设实施所需的硬件设施、网络环境。

数据层按流程先实现数据处理，将数据通过大数据处理

技术进行解析、转化、装载、分析等处理之后，存储为满足

大数据标准的结构或者半结构化数据，并将该成果数据实施

两库存储，其中一个库是地理信息空间数据，是平台地形地

貌数据、山川水系、道路地物、行政区划等数据的存储；另

一个库是业务相关数据，包括工作业务流程等所有支撑平台

业务的数据，称之为平台业务数据 [3]。

服务层为平台提供基础地理数据以及业务数据服务

支持。

业务应用层是基于三维平台的业务应用，在架构上可分

为三个大的部分，其一是功能服务部分，该模块实现平台应

用性功能，包括三维场景视频融合、视频全景实时融合、巡

检路线规划及调度、视频融合还原回放、二三维联动定位浏

览和电子沙盘功能模块 [4]；其二是资源信息部分，该部分整

合数据资源，实现数据信息展示、数据检索、智能存储和大

数据分析模块；其三是可视化部分，实现地理信息、监控视

频、巡检路线规划等工作全景可定位、可视、可控。

系统的整体架构如表 1 所示。

表 1 系统的整体架构

用户 用户

终端 PC电脑

用户接口 浏览器

业务层

泾河新城智慧监控图像三维融合平台

视频融合场景回放；视频融合展示；广告牌展示

多窗体联动展示；预案管理；二三维数据管理

用户管理模块；二三维；GIS场景

应用层 二三维场景；专题数据服务；其他服务 

数据层

数据存储；用户管理数据；业务数据库；地理数据

库；文件数据

数据处理；数据解析；数据清洗；数据转换；数据

装载；数据分析

网络硬件

环境

应用服务器；数据库服务器 

内网；防火墙；存储设备

3.2 逻辑架构设计
智慧监控图像三维融合平台的逻辑架构整体上可描述为

四个逻辑阶段，层次划分为四个逻辑层。

从请求与反馈逻辑方面来说，因系统是全景三维可互动

平台，支持大屏幕展示建设，故而视图层面的触发是必不可

少的考虑因素。视图层功能性触发或者场景性触发，都是通

过 Event 事件、发起请求，逻辑层响应请求之后向系统层发

起第二阶段请求，系统层响应之后向服务层发起第三阶段请

求，服务器通过接口和数据库的交互，给出请求所需要的成

果数据，反馈到系统层，系统层反馈到逻辑层，经过逻辑输

出，在视图层上展示，完成一次请求反馈过程 [5]。

从逻辑层次方面讲，自上而下视图层通过二三维 GIS

空间表达、二三维联动、视频融合，在逻辑层上经过 EV-

Globe6.0 自带 API 或者自定义 API 处理，向系统层发出请求，

系统层通过资源整合、智能化存储、网络请求等方式向服务

层发出请求，服务层联动接口与数据库，获得各类信息，根

据请求类型进行向上反馈或者分析或者整理存储。

安全防护体系方面讲，依据平台设计对安全防护方面的

要求，一次检查网络请求发包的完整性，实现对泾河新城智

慧监控图像三维融合平台的全面安全防护。防护措施覆盖平

台各个部分，包括数据安全、应用安全、系统安全、网络安

全等 [6]。

另外本平台是使用 java 语言面向对象化的程序实现，支

持跨平台操作，在设计上严格按照对象化处理数据与请求，

保证大容量数据与请求之间的通道独立性，提高使用效率。

逻辑架构图如图 1 所示。

图 1 系统逻辑架构图

3.3  系统功能模块设计
根据初步调研情况，系统建设分为九个部分，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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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维 GIS 场景、二三维联动定位浏览、二三维数据管理、

视频数据接入、三维场景视频融合展示，多窗口联动展示。

具体功能模块如图 2 所示。

4 预期成果
随着雪亮工程、新型平安城市的不断深入建设，如何高

效地对海量的监控摄像机视频内容的调用、查看及视频场景

分析，成为当前监控系统的重要难题。城市三维地理信息视

频融合技术，从城市地理信息应用的角度出发，依托城市三

维实景模型，匹配动态监控视频，直观精准地打造活的城市

三维地理信息可视化电子沙盘，融合人工智能大数据挖掘、

物联感知信息，以及业务应用系统，可更好地服务于用户，

打破各系统信息孤岛，提升数据应用价值 [7]。

5 结语
三维场景视频融合及拼接技术满足了大区域监控用多台

摄像机图像构建大场景整体实时画面的需要，解决大场景或

区域总体状态的监控问题。摄像机镜头在三维场景中的交互

控制技术针对大场景中对局部目标的监视、跟踪和区域巡航

的问题；提高监控人员的工作效率和应急响应能力。与此同

时三维视频融合技术，面向安防视频监控领域，围绕如何提

高、管理和有效利用前端设备采集的海量信息为公共安全服

务，特别是在技术融合大趋势下，如何结合当前先进的视频

融合，虚实融合、三维动态等技术，实现三维场景实时动态

可视化监控，更有效识别、分析、挖掘海量数据的有效信息

服务公共应用，已成为视频监控平台可视化发展的趋势和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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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系统功能模块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