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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ONE

经验与做法



经验与做法  异构兼容、云端一体

1. 异构兼容

硬件设施 软件服务 数据资源

云计算  ·  虚拟机  ·  物理机  ·  Linux  ·  window   .....Arcgis  ·  天地图栅格数据  ·  矢量数据  ·  流数据



经验与做法  异构兼容、云端一体

1. 异构兼容
2. 云端一体

湖北省
公安厅

全省公安时空大数据中心

公安时空信息支撑平台

市州
逐步采用边缘计算模式扩展节点，对地
图服务、数据服务等进行前置代理、服
务聚合、内容分发和分析计算



省 市

经验与做法  异构兼容、云端一体

1. 异构兼容
2. 云端一体



IaaS层

单个平台没有融入体系

经验与做法  平台上云、分层解耦

“烟囱”

“孤岛”

存储框架

计算框架

Supermap

iServer

iManage
湖北公安云



经验与做法  平台上云、分层解耦

1. 存储框架

生产库环境
（生产域）

全文检索环境
（检索域）

数据仓库
（分析域）

时空数据的实时更新

属性+空间索引

离线/在线分析

postgresql-xl

ES

HBase    HDFS

ETL
保持数据的一致性

二三维的“瓦片库”依托的公安云的MongoDB的集群服务



经验与做法  平台上云、分层解耦

1. 存储框架
2. 计算框架

Spark服务 K8S服务

时空大数据计算



经验与做法  应用是本、数据为根

基础GIS数据

新型测绘数据 时空感知数据

影像

矢量

路网

POI

三维

警员警车

报警定位

卡口电警

人脸识别

......



经验与做法  应用是本、数据为根

下面就以几个典型场景进行介绍：

1.　黄石人房大数据应用
2.　标准地址质量分析应用
3.　指挥调度可视化应用

   黄石人房大数据应用是一个“云-边-端”试点工程，依托黄
石时空云节点整合省厅的影像、矢量、路网等服务，融合本地加
工的更高精度的地图数据，在此基础上，利用大数据理念对实有
人口的居住情况进行碰撞摸底。
       目前已经接入了PGIS地址数据、一标三实房屋数据、智慧
社区房屋数据、黄石健康码地址数据以及第七次人口普查的地址
数据，然后整合了一标三实、智慧社区、黄石健康码的人口登记
数据，经过清洗、碰撞，融合成了一套以警务责任区为管理单元、
以居民封闭小区为阵地、以楼栋、单元和房屋为细胞的地理实体，
并且将人口数据相互比对，自动筛选出有异常的人口清单，推送
到相关业务系统进行精准核查，基本实现了“让数据多跑路、民
警少跑腿”图上作业的工作方式。

   标准地址质量分析主要是为了检验公安“一标三实”工作
所标注的地址数据空间位置的准确性，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缓
冲+叠加分析。我们通过Supermap 的iObject for pathon产品，
依托时空云平台强大的分析计算能力，将全省4000多万的建筑
物、房屋数据和全省800多万的居民地面数据进行多轮缓冲和叠
加；全省4000多万的建筑物、房屋数据和全省32万公里的道路
数据进行多轮缓冲和叠加；全省4000多万的建筑物、房屋数据
和全省1万多个社区、行政村面数据进行多轮叠加，基本上实现
分钟级出结果的预期。

指挥中心是公安应用GIS最早部门之一，当前基于大数据技术
的“情报引领指挥”的应用格局正在落地。依托各地“雪亮工程”
建设的人脸识别、WiFi嗅探、电警卡口等感知数据，以及各地二
三维一体化的地图服务、全省110报警定位服务、路径分析、地
理围栏封控服务，基本实现了“感知得了、发现得早、指挥有力、
打击得准”的应用成效。



经验与做法  地址融合、业务上图

1. 业务数据来源

一标三实

单位地址

水电气地址

......

互联网
地址数据

公安云

ETL
Supermap

iObject



经验与做法  地址融合、业务上图

1. 业务数据来源
2. 组织方式

原始库

资源库

主题库

基础地理信息
数据库

业务地址信息
数据库 标准地址库 动态感知库

资源目录化

目录服务化



经验与做法  地址融合、业务上图

1. 业务数据来源
2. 组织方式
3. 分析应用

       基于整合后的时空数据，今年疫情期间的“四类人员”、“境外

输入”、“中高风险返汉”等专题应用起到良好的成效；包括全省案

事件热力分析上图、人员流动迁移分析等工作。



经验与做法  构建公安时空大数据可视化底座

       Supermap适配了大多数主流前端框架，并且在二三维、动态渲染、高性能图层方面进行
大量的优化。

基础设施层【影像、矢量、DEM】

路网专题层【道路、地址、POI】

辖区边界层【警务辖区、行政辖区】

三维场景层【一场三站】

业务地理层【案件、特种行业、重点人员】

动态感知层【人员轨迹、车辆轨迹】



探索与展望
PART  TWO



探索与展望  标准规范有待进一步完善

地图命名 服务命名 场景命名 分析命名 数据模型命名 感知数据命名



探索与展望  多网共建有待进一步打通

公安信息网

公安视频专网

JZ网

移动警务专网

政务外网

。。。



探索与展望  GeoAI有待进一步实战

5G

人工智能

北斗

Geo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