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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可视化指挥调度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马长荣 陈念标 杨 亮 唐立明 廖嘉宁

广西壮族自治区烟草公司桂林市公司 广西桂林 541004

摘 要：在多元化科学信息技术的整合引导下，以 CS技术框架为基础，在多元数据融合中，基于空间数据技术和可视可视

化指挥调度技术,根据烟草指挥调度业务的特点和模式，利用 VoIP 技术基于无线网络实现 PTT 集群通讯系统，借助烟草信

息技术，设计了指挥调度系统的总体框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系统阐述了该系统建设的总体性、方向性原则。通过实际应

用发现,该技术能够达到最优化调配各种烟草调度资源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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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der the guidance of integrated and diverse scientific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based on the CS technology framework,

and in the context of multidimensional data fusion, this paper utilizes spatial data technology and visual command and dispatch

technology. It leverages VoIP technology and wireless networks to implement a Push-to-Talk (PTT) cluster communication system

for tobacco command and dispatch operations. By making use of tobacco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overall framework of the

command and dispatch system is designed, and the general and directional principles for system construction are further expounded.

Through practical application, it has been discovered that this technology can achieve optimal allocation of various tobacco dispatch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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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烟草可视化指挥调度业务是烟草部门供应链中的一个

重要业务环节。随着信息化技术在烟草行业发展应用的不断

深入，烟草可视化指挥调度系统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和完善，

但是仍然存在着许多的不足。及时并准确无误地获得烟草可

视化指挥调度确切地址及周围的资源信息，是实现应急烟草

资源的统一调度的重点。但是目前的一些烟草指挥调度业务

模式未能实现指挥调度和烟草要素之间的良好融合，导致无

法实现快速定位，同时调度图像也难以显示所述现场情况。

因此传统的指挥模式无法适应当前信息化时代中高效调度

要求，且难以呈现出清楚精确的现场分析数据[1]。随着计算

机视觉和地理信息系统等学科在烟草行业的广泛应用，为解

决上述问题提供了良好的途径。近些年，通过与信息系统的

集成，地理信息数据可视化技术也就应运而生，它能方便地

管理数据，使得数据既能直观、形象地表达出来，也能多种

样式地展示，进而辅助人类的决策分析[2]。为此，本论文构

建了以 CS 技术架构，并支持连接服务器与客户端、服务器

与服务端的平台框架结构，构成新型烟草可视化指挥调度系

统。在此基础上，设计并开发了一套能够完成烟草调度业务

执行情况检测、设备运行状态检测及故障预警等功能的应用

系统。该系统不仅能实现烟草调度业务的实时监测、各类烟

草应急服务资源的迅速配置，还可以实现各种资源的信息共

享、协同服务，为提供公共服务和安全保障提供参考。

一、平台框架搭建

为保证系统能够在实践中起到良好的调度控制效果，在

系统的功能开发之前，需为系统平台建立分层框架结构。系

统包括四层结构，分别为终端应用层，业务服务层，业务支

撑层和数据层，如图 1 所示。



计算机系统网络和电信 4 卷 12 期

ISSN: 2661-3719(Print); 2661-3727(Online)

15

图 1 平台框架结构的搭建

1.1终端应用层

终端应用层由执法记录仪，车载控制系统和无人机系统

等构成，为指挥与调度工作服务提供了可视化界面，是系统

实现指挥调度的一个重要环节。此应用层通过健全系统终端

的协调控制、动作感应、特性分析等服务功能，协调最优目

标与次优目标之间的平衡，为终端的调度主机提供用户信息，

掌握用户的需求动态，使管理系统更加实用化、智能化、可

视化，方便用户操作使用。

1.2业务服务层

业务服务层主要包括语音对讲，语音通话，群组对讲，

地图定位，历史轨迹，电子围栏，视频传播和多媒体信息。

这层结构通过特有的技术和计算方法，系统地处理了数据库

中的状态和属性，并且将这些状态和属性通过图表、图像等

形式进行描述以及动态的应用，使得数据参数的分配更加合

理、更加科学，进而提高烟草可视化指挥调度效率。

1.3业务支撑层

平台搭建的业务支撑层提供音频业务，视频业务，地图

业务，定位业务，多媒体消息业务，网络管理业务等。同时，

业务支撑层拥有高性能的数据提取功能，支持多种硬件平台

的应用，通过对空间数据库引擎进行业务信息和空间数据的

统一数据库存储管理，以及对超大型空间数据库管理和在可

视化指挥调度环境中对多用户并发空间数据的访问中实现

快速响应，进而构建一个跨部门、全方位的长期保障体系，

使得烟草可视化指挥调度的数据处理更合理。

1.4数据层

数据层为系统应用提供数据资源信息支撑，是信息技术

基础设施的一个组成部分，包含基本信息，终端数据，地图

数据和多媒体数据等，支持对数据进行浏览、分类、保存、

更新、统计分析和查询等，调取其他服务帮助烟草系统操作

人员了解烟草系统的综合情况，可达到最优化调配烟草调度

资源的效果。

二、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2.1 系统设计思路

根据烟草指挥中心统一调度流程，烟草可视化指挥调度

系统的设计与实施均遵循一切从实际出发，遵循经济实用的

原则，完成了烟草可视化调度过程中用户的统一调度。基于

这一设计思想，本系统可通过把业务逻辑封装在不同类框架

中，采用组件化、构件式的设计模式来达到松耦合的目的，

每个功能构件可根据应用需求来进行优化组合。同时，采用

通用的接口和无缝访问技术，提高构件的复用性和软件资源

的重用率，通过上述方法，可将现用的构件和功能模块与新

扩充的模块功能重新封装，并实现无缝链接访问系统内外资

源，并通过人机交互，实现用户获取访问。

功能构件的集成应该为可拓展的软件组件，其业务应具

有被系统访问的能力。因此，功能构件的描述应尽可能保证

通用性和标准型，以尽可能提高软件的开发效率，避免重复

开发和利用率低。此外，为保证系统的无缝访问与接入，功

能构件的标准体系中应整合系统的底层编码、逻辑与服务等。

通过以上设计思路的实施，功能构件可具有良好的可拓

展性，功能构件开发者可在原有功能模块下升级扩展新的功

能模块，进而对原系统进行升级和改进。同时，通过组件化、

构件式的设计模式，系统可根据业务需求变化进行功能动态

重构、属性重注和和优化，以适应新的功能应用。

2.2 功能模块的设计

本文所设计的烟草可视化指挥调度系统是建立在CS技

术架构之上，实现服务器与客户端的高效通信。为支持语音、

数据、录像、定位多业务的融合，音频采用 VoIP 技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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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网络基础上实现构建一个 PTT 集群通讯系统，视频采

用标准的 GB/T28181 协议，实现超大的覆盖面积以及突破

地域和距离的限制，进而实现远程信息的实时调度。具体的

功能模块如图 2所示。

图 2 系统功能模块图

⑴音频模块

音频模块主要基于 VoIP 技术来实现半双功、全双功语

音通话业务，其特点是通过优化压缩算法减少 TCP/UDP 的

输量，以及使用传输控制协议减少了网络拥堵，利用回声抵

消、静音检测与排除，产生舒适的背景噪声、从而可以实现

丢帧重建与补偿以及动态调节 Jitter Buffer，避免传输时延抖

动等技术来提高语音质量。

⑵视频模块

视频模块应在保证数据传输可靠的前提下确保视频数

据的质量。为此，本模块的视频编码采用了 GB/T28181音

视频编码技术来实现，同时为消除视频图像的空域冗余信息

和时域冗余信息、提高视频的压缩比，可支持帧间编码技术

和熵编码技术来进行数据消冗处理。通过相关技术的应用，

还可克服由网络的自适应、容错等产生的影响。

⑶定位模块

定位模块主要实现前端设备地理信息的采集、整合和传

输等。通过定位模块的信息采集获取实时数据，将获取的数

据通过网络传输至烟草可视化指挥调度系统。通过定位模块

的整合和传输，系统可将调度指令下达至终端。

⑷地图模块

地图模块主要通过借助北斗卫星电子地图实现烟草调

度的路线轨迹、测距和圈选的功能。在烟草可视化指挥调度

系统中，为协助工作人员得出最优的轨迹路线规划，本系统

需要完成地图显示、定位和自动路径设计的功能，从而避免

出现重复调度、过远调度和无效调度等不当的调度方式。

⑸多媒体信息模块

多媒体信息模块主要支持双向发送丰富的多媒体消息，

包括：文本、图片以及小视频等。本模块依靠数字技术实现，

运用数字媒体将音频与视频进行存储和传播，在前端和终端

之间建立沟通联系的纽带，能够实现双向发送，是烟草可视

化指挥调度平台的一个重要模块。

2.3系统的界面实现

系统软件设计采用可视化技术来实现主网协调调度与

人机交互，并编制烟草可视化指挥调度平台的控制界面。烟

草可视化指挥调度平台的控制界面可划分为运行管理工作、

预令接口、直接用户、授权管理、委托管理、实时管理、调

度监控、异常管理等界面。同时，为增强界面的操作便捷性

和视觉统一性，烟草可视化指挥调度系统的业务界面采用风

格样式统一化和模块化，同时，系统的输入输出接口标准化，

以保证系统数据传输的有效运行。

三、平台建设原则

在平台的建设过程中要遵循一些信息系统建设的总体

性、方向性原则。

3.1平台开放性和标准化原则

在烟草可视化指挥调度平台建设过程中，应遵循开放性

和标准化原则，该原则的一个重点就是设计结构开放式与模

块化，以便于平台网络结构集中而简洁，便于烟草调度过程

中因各种调度情况发生变化而及时给与相应的系统调整。同

时，在平台建设过程中还应具有扩充和组合功能，可采用面

向对象的思想，以组件技术为核心，建立起统一的模块开发

模型，以在满足相关标准化要求的同时，最大程度上适应烟

草业务要求。此外，在平台建设过程中，平台系统可采用开

放式体系结构，实现系统各功能模块的离散性和功能组合多

样性，实现系统的硬件终端间，系统与操作平台间的相关性

最低化，进而实现平台系统的通用化[4]。

3.2数据传输可靠性和安全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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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传输是平台运行的核心，因此，数据传输的可靠性

和安全性是平台稳定工作的重点。为增强数据传输和通讯的

可靠性和安全性，可采用如 Token 验证、session-cookie、

HTTP Basic Authentication 等安全鉴权和数据校验技术。通

过安全鉴权和数据校验技术，可在系统遭受常见威胁下，规

避非法入侵，并提供数据传输和通信异常下的可量化数据及

相关详细报告，并确保系统数据传输和通讯的正常运行[5]。

3.3模块可扩展性原则

在烟草可视化指挥调度平台满足生产销售应用的功能

需求及相关技术要求下，应尽可能的模块化和标准化，并在

平台设计过程中充分考虑可扩展性，提供可扩展功能，以应

对烟草可视化指挥调度功能需求的变化而提供的一种扩展

能力。当调度平台出现新的功能需求时，系统仅需少量更新

即可实现新功能支持，而无需整个系统重构或重建。该原则

可有效实现现用平台的资源利用最大化，减少重复设计和建

设。

四、结论

本文设计了基于新的技术架构下，引入多元数据融合与

空间分析的新的烟草可视化指挥调度系统，搭建了新的平台

框架结构，是提高烟草企业管理效率的重要部分，对烟草可

视化指挥调度系统的设计与应用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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