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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response speed of police work,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5G network technology and adopts 
a combination of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xperimental testing. Starting from the design of system architecture, selection of key 
technologies for application, system security design, system functional module design, and verification of feasibility and superiority 
through performance evaluation, the design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polic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system are completed.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system has achieved high-speed data transmission, low latency response, high stability and 
reliability, as well as strong security performance, effectively improving the informatization level of police work. From this,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polic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system based on 5G network has significant advantages and is worthy of wide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in the field of poli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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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5G 网络的警务信息通信系统设计与性能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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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提升警务工作的效率与响应速度，本文基于5G网络技术，采用理论分析与实验测试相结合的方法，从设计系统架构、选
择关键技术进行应用、系统安全性设计、系统功能模块设计、通过性能评估验证其可行性和优越性等方面入手，完成对警
务信息通信系统设计与性能评估。研究结果表明：系统实现了高速数据传输、低延迟响应、高稳定性与可靠性，以及强大
的安全性能，有效提升了警务工作的信息化水平。由此可见，基于5G网络的警务信息通信系统具有显著优势，值得在警务
领域广泛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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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 5G 技术的快速发展，其在警务领域的应用前景日

益广阔。5G 网络以其高速度、低时延、大连接等特点，为

警务信息通信系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 [1] 。传统的警务通信

系统在面对大规模数据传输、实时视频监控、远程指挥调度

等复杂需求时，往往显得力不从心。而 5G 技术的引入，不

仅能够有效提升警务通信系统的数据传输速率和响应速度，

还能为警务工作提供更加智能化、高效化的解决方案 [2] 。为

此，本文重点探讨基于 5G 网络的警务信息通信系统的设计

与性能评估。

2 系统总体设计

本文系统架构主要划分以下四个层次：（1）终端层：

终端层作为系统前沿，集成了各类警务终端设备，如无人机、

安保机器人等，它们通过 5G 网络实时传输现场数据。网络

层凭借 5G 的高速、大带宽特性，结合大规模天线和超密集

组网技术，为警务通信提供了坚实保障，并通过网络切片技

术灵活调配资源。（2）网络层作为系统的核心，充分利用

5G 的高速、大带宽特性，结合大规模天线和超密集组网技

术，确保了警务通信的稳定与高效，并通过网络切片技术实

现对资源的灵活调配与优化配置。（3）平台层：平台层作

为数据处理与存储的枢纽，通过警务云和大数据平台，对终

端数据进行深度处理与分析，为上层应用提供强有力的数据

支撑。（4）应用层：应用层汇聚了实时监控、指挥调度等

各类警务业务功能，它们依托平台层的数据与服务，实现了

警务工作的全面信息化、智能化，极大地提升了警务效率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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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速度。

2.1 关键技术应用

2.1.1 超密集组网 
超密集组网主要是指在特定区域内增加基站数量，最

大限度地提高系统的容量和覆盖范围 [3]。在警务信息通信系

统中，超密集组网可以应用于城市热点区域、交通枢纽等地

方，通过增加基站数量，提升网络的覆盖范围和通信质量。

同时，超密集组网还可以结合其他技术手段，如多址接入、

多天线技术等，进一步提升系统的频谱效率和容量。

2.1.2 边缘计算 
边缘计算主要是指将计算能力下沉至网络边缘，使得

数据传输时延降到最低，从而提高系统的响应速度 [4]。应用

边缘计算技术进行系统设计时，需借助警用无人机、巡逻安

保机器人等设智能备，进行边缘计算模块搭载，并在本地进

行数据处理和分析，然后将结果上传至后端系统。这样不仅

可以降低数据传输时延，还可以提高系统的响应速度和处理

能力。

2.2 系统安全性设计

2.2.1 数据传输与存储安全 
为保证系统数据传输与存储安全性，技术人员需要采

用加密技术、防火墙技术等手段进行系统安全设计，确保数

据传输过程中的安全性。同时，在数据存储方面，需要采用

分布式存储、备份恢复等技术手段，确保数据的可靠性和完

整性。此外，还需要建立完善的数据访问控制机制，防止未

经授权的访问和数据泄露。

2.2.2 终端与网络安全防护 
为保证系统安全性和可靠性，需做好对系统终端与网

络安全防护设计。具体操作如下：首先，采用多种技术手段

对终端设备和网络进行安全防护。例如，可以采用入侵检测、

病毒防护等技术手段对终端设备进行安全防护。其次，采用

访问控制、身份认证等技术手段对网络进行安全防护。最后，

还需要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范，提高警务人员

的网络安全意识。

3 系统功能设计

3.1 实时视频监控与预警 
在本文系统中，实时视频监控与预警功能扮演着至关

重要的角色。本文系统利用 5G 网络的高带宽和低时延特性，

可以实现对关键区域的实时高清视频监控。前端部署的高清

摄像头和智能终端设备，如无人机、巡逻机器人等，能够实

时采集现场视频数据，并通过 5G 网络高速回传至中心平台。

平台上的智能分析系统能够对这些视频数据进行实时分析，

检测异常行为、人员聚集、可疑物品等，并立即触发预警机

制，将预警信息实时推送给一线警务人员和相关指挥部门。

这种实时监控与预警机制，能够显著提升警务工作的主动性

和效率，为快速响应各类突发事件提供有力支持。

3.2 指挥调度与远程协作 
在系统指挥调度与远程协作功能设计中，指挥中心借

助 5G 网络，可以实时掌握一线警务人员的位置、状态和任

务执行情况，实现对警务资源的精准调度和高效配置。同

时，系统还支持多种远程协作方式，如视频会议、语音通话、

数据共享等，使得不同警务部门之间能够实现无缝协作，共

同应对复杂警务任务。在紧急情况下，指挥中心还能够通过

5G网络快速调集周边警力，实现跨区域、跨部门的协同作战，

有效提升警务工作的整体效能。

3.3 数据分析与决策支持 
为确保系统具备强大的数据分析与处理能力，在设计

数据分析与决策支持 功能时，技术人员需做好以下几点：通

过收集和分析来自各种警务终端的数据，如视频监控数据、

执法记录数据、人员流动数据等，系统能够挖掘出隐藏在数

据背后的有价值信息，为警务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例如，系

统可以通过分析历史案件数据，预测犯罪趋势和热点区域，

为警务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指导；同时，系统还可以通过分

析人员流动数据，发现潜在的安全隐患和治安问题，为预防

犯罪和维护社会稳定提供有力支持。

3.4 移动警务与智能巡逻 
移动警务与智能巡逻 作为本文系统的重要功能，在具

体设计时，需做好以下几点：首先，为一线警务人员配备

5G 智能警务终端，如 5G 执法记录仪、5G 警用手机等，确

保系统能够实现移动警务办公、现场取证、远程指挥等多种

功能 [5]。其次，系统还支持智能巡逻功能，通过部署巡逻机

器人、无人机等智能设备，实现对关键区域的 24 小时不间

断巡逻和监控。这些智能设备能够自主规划巡逻路线、识别

可疑目标、记录巡逻轨迹等，并将巡逻数据实时回传至中心

平台，为警务决策提供有力支持。

4 系统性能评估

4.1 评估指标与方法
为了全面评估基于 5G 网络的警务信息通信系统的性

能，本文选取了数据传输速率与延迟、系统稳定性与可靠性、

安全性能等关键指标，并设计相应的测试方法。

4.1.1 数据传输速率与延迟测试
数据传输速率和延迟是衡量通信系统性能的两个关键

指标。其中，数据传输速率反映了系统处理数据的能力；延

迟则决定了系统的实时响应能力 [6]。在本文系统中，高速率

和低延迟对于确保实时视频传输、远程指挥调度等关键应用

的顺利进行至关重要。以上两个指标测试方法如下：选择不

同大小的数据包，通过系统传输并记录传输时间和数据量，

从而计算出数据传输速率。此外，通过发送和接收测试信号，

测量从发送端到接收端的总时间。

4.1.2 系统稳定性与可靠性评估
系统稳定性和可靠性评估目的是确保系统在长时间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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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和各种复杂环境下的持续工作能力 [7]。其中，稳定性评估

关注系统在不同负载条件下的运行表现，而可靠性评估则侧

重于系统在故障情况下的恢复能力和数据完整性 [8]。以上两

个指标测试方法如下：首先，模拟高负载、低资源等极端条

件，观察系统的运行状态和响应时间。同时，进行故障注入

测试，评估系统在发生故障时的恢复速度和数据保护能力。

4.1.3 安全性能评估
通过评估数据传输加密、访问控制、身份认证等关键

安全措施的有效性，验证系统安全性能是否达标，以确保警

务信息通信系统免受外部攻击和数据泄露 [9]。系统安全性能

测试方法如下：（1）渗透测试：模拟黑客攻击，评估系统

的安全漏洞和弱点；（2）安全审计：检查系统配置和操作

日志，确保安全策略得到正确执行；（3）日志分析：检测

异常行为和潜在的安全威胁。

4.2 实验设计与实施

4.2.1 实验环境搭建
实验环境搭建主要涉及到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在硬

件方面，需要配备支持 5G 网络的基站、终端设备和服务器

等关键设备。其次，在软件方面，需要安装相应的操作系统、

数据库和应用软件等。此外，还需要建立模拟警务场景的测

试环境，如模拟指挥中心、视频监控系统等。

4.2.2 测试场景选择
测试场景的选择应涵盖警务信息通信系统的各个关键

应用领域 [10]。例如，可以选择高清视频监控传输、远程指

挥调度、移动警务终端接入等典型场景进行测试。每个测试

场景都应设计不同的测试用例，以全面评估系统的性能。

4.2.3 数据采集与分析方法
在进行测试数据采集时，需使用测试设备记录传输时

间、数据量、系统响应时间等关键指标。同时，还需要收集

系统日志、错误报告等辅助信息，并对这些信息数据进行统

计分析，以揭示系统性能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4.3 评估结果与分析

4.3.1 数据传输性能评估结果
在系统数据传输性能评估 中，得知在不同测试场景下

均表现出较高的数据传输速率和较低的延迟。高清视频监控

场景下，系统能够以 1000Mbps 的速率传输 50MB 的数据包，

延迟仅为 10ms，满足了实时视频监控的需求。远程指挥调

度和移动警务终端场景下，系统同样表现出良好的性能，确

保了远程指挥和移动警务工作的顺利进行。

4.3.2 系统稳定性与可靠性评估结果
 在系统稳定性与可靠性评估中，获得如表 2 所示的评

估结果，从表 1 中的数据可以看出，无论是高负载测试场景，

还是低资源测试场景，系统均表现出良好的稳定性和可靠

性。高负载测试下，系统响应时间仅为 0.5 秒，且在故障发

生后能够迅速恢复，恢复时间仅为 2 分钟。低资源测试下，

系统响应时间略有增加，但仍保持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表 1 系统稳定性与可靠性评估结果

测试场景 负载条件 响应时间 (s) 故障恢复时间 (min)

高负载测试 高 0.5 2

低资源测试 低 1.0 1

故障注入测试 模拟故障 - 1.5

4.3.3 安全性能评估结果
 在系统安全性能评估中，可以看出，本文系统在大部

分测试场景下均表现出较高的安全性能。首先，在视频监控

传输和移动警务终端场景下，系统成功抵御了渗透测试攻

击，且安全审计通过率达到 100%，日志分析也未发现异常

行为。其次，在远程指挥调度场景下，尽管渗透测试成功率

略有增加，但安全审计通过率和日志分析异常次数仍保持在

较低水平，表明系统整体安全性能良好。

5 结语

本文总结了基于 5G 网络的警务信息通信系统的设计与

性能评估。5G 通信技术以其高速度、低延迟、大连接数等

特性，为警务工作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系统通过 5G 专

网、切片技术和边缘计算的融合应用，实现了网联式城市安

防、移动警务等多元化业务场景的高效支撑。在性能评估中，

系统展现出了出色的数据传输速率、低延迟以及高稳定性，

有效满足了警务工作对实时性和可靠性的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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