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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cases of Internet of Things technology in police communication information collection. 
Through case analysis and empirical research methods, it deeply analyzes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Internet of Things technology in 
intelligent monitoring systems, dynamic management of traffic police patrol vehicles, real-time monitoring and early warning systems 
for police related item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IoT technology can collect and transmit various police communication 
information in real time, achieving intelligent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of key personnel, vehicles, places, and police related 
items. Through case analysis, verify the effectiveness and practicality of IoT technology in police communication information 
collection. The research conclusion is that IoT technology provides strong technical support for police work and helps to build a more 
intelligent and efficient police communication information collec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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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讨物联网技术在警务通信信息采集中的应用案例，通过案例分析和实证研究等方法，深入分析物联网技术在
智能监控系统、交通警务巡逻车辆的动态管理、涉警物品实时监控与预警系统中的应用实践。研究结果显示，物联网技术
能够实时采集并传输各种警务通信信息，实现对重点人员、车辆、场所以及涉警物品的智能化监控与管理。通过案例分
析，验证物联网技术在警务通信信息采集中的有效性和实用性。研究结论认为，物联网技术为警务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技术
支持，有助于构建更加智能、高效的警务通信信息采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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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物联网技术作为一种新兴

的技术手段，正逐渐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为人们的生活

和工作带来极大的便利 [1]。在警务工作中，物联网技术的应

用更是为警务通信信息采集提供全新的解决方案。物联网技

术通过集成各类传感器、RFID 标签、移动通信网络等，实

现对各类警务信息的实时、准确、全面采集。这种技术的引

入，不仅极大地提高警务工作的效率，还为警务决策提供更

为精准的数据支持。本文将深入探讨物联网技术在警务通信

信息采集中的具体应用，通过案例分析的方式，揭示物联网

技术如何助力警务工作实现智能化、高效化。

2 物联网技术概述 

 物联网是一种通过互联网、传统电信网等信息载体，

使得所有常规物理对象能够进行智能互联的网络概念。它利

用装置在各种物理对象上的电子设备、嵌入式传感器、软件

以及其他相关技术，实现物品之间的信息交换和通信 [2] 。这

一技术并非单一的技术，而是融合传感器技术、嵌入式技术、

通信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和数据库技术等多个领域的技术

集成与应用 。

3 公安物联网体系构架 

3.1 公安物联网体系构架概述
公安物联网体系构架是基于物联网技术，针对公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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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特殊需求而设计的一种综合性系统。该体系构架以公安

管控的“人、车、物、事、境”等要素为感知对象，通过感

知层、传输层、应用层三个核心层次的紧密协同，实现对这

些要素的跨地域全面感知和高度共享，从而提升现代警务的

实战能力和服务水平 [4]。其中，感知层是体系的基础，利用

各种传感器、RFID、视频采集等技术，实现对公安管控要

素的全面感知和数据采集 ；传输层则承担着信息的可靠传输

任务，它利用移动通信网、互联网等通信技术，将感知层采

集到的数据安全、快速地传输到应用层；应用层是体系的“大

脑”，它接收并处理传输层传来的数据，通过大数据分析、

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技术，为公安部门提供决策支持和业

务应用。公安物联网体系构架不仅集成众多的前端感知系

统，还具备强大的计算能力和信息存储能力，以支持对海量

数据的智能分析、数据挖掘等复杂计算。

3.2 感知层：信息采集的关键
感知层是公安物联网体系构架的基础层，主要负责采

集和识别各种信息。该层集成多种传感器技术，如温度传感

器、湿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等，能够实时感知环境中的物

理量，并将其转换为数字信号 [5]。此外，RFID 智能识别技

术通过射频信号自动识别目标对象并获取相关数据，如车辆

识别、人员身份认证等。视频采集设备，如摄像头、监控系

统等，则负责采集图像和视频信息，为公安部门提供直观、

准确的现场情况。

3.3 传输层：信息的可靠传输
传输层作为公安物联网体系构架中的核心部分，可将

感知层采集到的信息传输到应用层。该层主要依赖于移动通

信网和互联网等通信网络，通过 Wi-Fi、蓝牙、5G、LoRa

等无线通信协议，以及以太网、光纤等有线通信方式，实现

数据的稳定、安全和高效传输。为保障数据传输的安全性，

传输层还采用数据加密、安全传输等技术手段，防止数据在

传输过程中被非法获取或篡改。

3.4 应用层：智能处理与决策支持
应用层处于公安物联网体系构架顶层位置，主要负责

数据的处理、分析和决策支持。该层通过大数据分析、机器

学习、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对传输层传输来的信息进行深

入挖掘和分析，提取有价值的信息和模式 [6]。这些信息不仅

可以帮助公安部门实现对公共场所、重要目标的实时监控和

远程管理，还可以为警务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4 物联网技术在警务通信信息采集中的应用
案例分析 

4.1 案例一：智能监控系统的应用

4.1.1 案例背景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某市公共安全问题日益突出。

传统的监控系统存在监控盲区多、响应速度慢等问题，难

以满足现代警务工作的需求，为提升城市安全管理水平，该

市公安机关决定引入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智能监控系统。该系

统通过集成视频监控、声音监控和数据监控等物联网技术，

实现对公共场所的实时监控、安全预警与数据分析一体化

管理。

4.1.2 系统构成与工作原理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智能监控系统主要由数据采集设备、

数据传输网络、数据处理中心和数据应用平台四部分组成。

其中，数据采集设备包括高清摄像头、麦克风和各类传感器，

用于实时采集监控场景的图像、声音和数据。数据传输网络

通过光纤、无线等通信方式，将采集到的数据传输至数据处

理中心。数据处理中心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数据进行预处

理、特征提取和模型训练，实现实时监控、安全预警和数据

分析等功能。数据应用平台则提供用户友好的界面，方便警

务人员查看监控画面、接收预警信息和进行数据分析。智能

监控系统组成示意图如图 1 所示。

图 1 智能监控系统组成示意图

4.1.3 应用效果与数据分析
显著提升公安机关的安全管理水平。智能监控系统应

用中的数据可以看出，智能监控系统投入运行后，商业街、

公园、学校周边等重点监控区域安全防范水平得到显著提

升。系统多次成功识别出潜在的安全隐患，并及时通知警务

人员前往处理，有效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整体预警准确率

较高，通常在 85% 以上。此外，该系统还能够对监控区域

的人流密度、车辆流量等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为公安机关制

定安全防范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4.2 案例二：交通警务巡逻车辆的动态管理

4.2.1 案例背景
交通警务巡逻是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重要手段。而传

统的巡逻方式存在较大的局限性，容易出现巡逻路线不固

定、巡逻效率不高等问题。某市交警部门为加强交通警务巡

逻车辆的动态管理，引入物联网技术，实现对巡逻车辆的实

时监控和数据分析，提高交通警务工作的效率。

4.2.2 车辆物联网设备配置
每辆巡逻车辆均配备 GPS 定位系统、车载监控摄像头、

传感器和数据传输设备 [7]。其中，GPS 定位系统用于实时追

踪车辆位置，确保车辆能够按照预定路线进行巡逻；车载监

控摄像头用于记录车辆行驶过程中的视频数据，为交通违规

行为的查处提供依据；传感器用于监测车辆速度、油耗等关

键指标，确保车辆能够正常运行；数据传输设备则负责将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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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到的数据传输至指挥中心。

4.2.3 实时监控与数据分析
指挥中心通过物联网平台，可以实时监控巡逻车辆的

行驶轨迹、车速和驾驶员行为等信息 [8]。同时，系统还能对

采集到的数据进行深度分析，为公安机关提供管理决策支

持。例如，系统可以分析出巡逻车辆在某段时间内的行驶里

程、油耗情况和驾驶员的驾驶习惯等信息，为公安机关优化

巡逻路线、提高巡逻效率提供科学依据。

4.2.4 管理效率提升与案例分析
通过引入物联网技术，该市公安局成功实现对巡逻车

辆的动态管理。从巡逻车辆动态管理效率提升可以看出，系

统投入运行后，巡逻车辆的行驶里程和油耗均有所下降，驾

驶员的驾驶习惯也得到显著改善。此外，系统还能及时发现

巡逻车辆的异常情况，如超速、疲劳驾驶等，为公安机关提

供及时有效的管理手段。

4.3 案例三：涉警物品实时监控与预警系统

4.3.1 案例背景
随着物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其在警务通信信息采集

中的应用为涉警物品的监控与管理提供新的解决方案。为满

足现代警务工作对高效、准确、实时性的要求，某市公安局

成功引入和应用涉警物品实时监控与预警系统，该系统旨在

通过物联网技术实现对涉警物品的全面、实时、智能监控，

确保物品的安全、完整和有效使用 [9]。常见的涉警物品主要

包括警用装备、枪支弹药、重要文件等，这些物品的管理直

接关系到警务工作的正常开展和公共安全。

4.3.2 技术应用
涉警物品实时监控与预警系统主要运用以下物联网技

术：① RFID 技术 ：通过在涉警物品上粘贴 RFID 标签，系

统能够实时读取物品的信息，包括物品类型、编号、位置

等。RFID 技术的使用大大提高物品识别的准确性和效率，

实现对物品的快速定位和追踪。②传感器技术 ：系统部署各

类传感器，如温湿度传感器、振动传感器等，用于监测物品

存储环境的物理参数。一旦环境参数异常，如温度过高或

振动过大，系统会立即触发预警，提醒管理人员及时处理。

③ GPS 定位技术 ：对于需要移动监控的物品，如警用车辆、

移动装备等，系统通过 GPS 定位技术实时获取其位置信息，

并在地图上展示，实现对物品的动态监控。④数据传输与处

理技术 ：系统通过无线网络将采集到的数据实时传输至后台

服务器，服务器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和存储 [10]。同时，

系统还具备数据挖掘和智能分析能力，能够发现数据中的异

常模式和趋势，为管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4.3.3 实施效果与分析
涉警物品实时监控与预警系统实施效果可以看出，系

统能够实时更新并展示涉警物品的状态和位置信息。例如，

编号为 003 的重要文件当前状态为“异常”，管理人员可以

立即查看详细情况并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系统还提供物品

维护记录的查询功能，有助于管理人员及时了解物品的维护

情况，确保物品始终处于良好状态。通过数据分析功能，管

理人员可以发现物品使用频率、维护周期等规律，为后续的

资源配置和采购计划提供科学依据。

5 结语

本文深入探讨物联网技术在警务通信信息采集中的应

用，并通过具体案例分析展示其显著优势和实际效果。物联

网技术的引入，不仅极大地提升警务工作的效率和准确性，

还为实现智能化、精细化的警务管理提供有力支撑。通过实

时数据采集、智能分析和快速响应，警方能够更及时、更全

面地掌握社会治安动态，有效预防和打击犯罪行为，实时监

控和管理涉警物品。随着物联网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的深

入，物联网将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进一步融合，

为警务工作带来更加革命性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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