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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大幅提高，人们对生

活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安全、方便、舒适的智能社区成为社

区发展的主要方向。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面临着城市化建设的

高潮，住宅建设占年建设总量约 80%。各个地方的房地产开发商
大多加大了对智能化住宅的投资，一些具有高科技含量的智能

化住宅相继出现。智能住宅区建设取得了巨大进步。智能住宅区

是由全面的特性管理中心、安全系统、信息服务系统、特性管理

系统和智能家居系统组成的，采用了现代通信网络技术、计算机

技术、自动控制技术和 IC/NFC近场通信技术等各种现代化手
段。它为社区的每一个家庭创造了安全、温暖、方便的生活环境。

当前，智能住宅区的功能主要求是安全系统，约占社区智能

化建设投资的 70%~80%。2019年 5G正式商业化，信息传输速度
和并发处理能力大幅改善，人工智能、大数据处理和互联网物联

网技术也取得了巨大进步。这为构建智能住宅区提供了新的技

术援助和开发机会。

1 安防系统概述
1.1 顶层设计架构
体系结构就是网络，也时新兴的体系结构，但它具有网络连

接性、IP连接性、分组交换的特点，这就是与他者的不同之处。网
络结构中，云架构是最佳的。云架构是唯一可以实现系统独立生

成、独立生长、独立扩展和系统独立升级，始终生成业务扩展和

深化以及增值服务和功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建造真云，

并提醒大家要使用真云。目前，很多系统都在谈论云平台、云系

统、视频云、政府云、安全云、民间云以及其他应用，尤其是几年

前都以假的云优先，但如今已经建设了真云。然而，现在又有了

另一种情况，那就是人们建造了真云，然后当作假的云来用，接

下来又如何使用真实的云呢？通过将重点放在系统的安全上，锁

定云的核心值，这就称作真云假用。顶层设计和体系结构是什

么？由于顶层设计是面向服务的设计方法，因此从顶层开始，用

于构建系统架构的信息系统的由上往下的设计方法，被称为顶

层设计。传统设计是设备和技术相结合，以功能为导向。部分设

计者把顶层设计误认为是高层领导者的指导方案，这是不正确的。

1.2 系统软件设计
系统软件设计包括两部分。一个是用 keil软件制作项目，在

云平台上进行该项目的创建。如果项目顺利通过，则表明其是可

行的，反之需要重新制作。另一个是模块软件模拟，软件模拟包

括流程图设计和编程两部分。调试项目时，首先启动 keil，创建新
项目，搜索设备库中的设备，建立文件，同时设置启动代码。在目

标选项中，将编译的文件更改为 HEX制文件。当云平台用于接
收相关数据信息时，应该首先创建测量数据对象的传输通道。每

一个信道对应于标识数据的对应数据类型以及数据的实际显示

器类型的 UUID。然后，设置计划方案和触发事件以实现云平台
的自动控制功能。创建虚拟拨号后导入相对应的通道设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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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数字化安防系统的应用研究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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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数据信息和平台建立通道。接收的数据可以将每个 UUID作为
通道通过网络发送到云平台的服务器，从而可以通过拨号直观

地显示数据。计划任务是为了实现智能控制的作用，使云平台能

够自动发送指令，并在短时间内按照设置规则实现功能，创建虚

拟拨号作为数据显示的直观显示载体。

2 安防系统的数字化进程
2.1 传感器的智能化
智能建筑的传统安防的子系统是独立存在的，包括火灾报

警、视频监控和访问控制等等。他们基本上使用的传感器智有一

个功能，所以完全称不上智能化。例如，红外线检测器可以检测

非法入侵。一旦检测到红外线信号，它会生成警报信号。即使各

系统在报警后生成链路，但在发送报警信号时，他们彼此之间不

合作。所有传感器的主要功能都是收集信息、处理数据和通信，

这也是一个智能化的标志。传感器自身就能够进行智能数据处

理，也可以整理各种安防子系统，为了促进有效形成具有智能链

路的系统，起到警报的作用，从根本上避免错误报警的现象。

2.2 视频监控系统
视频监控系统是安防系统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它会把小区出

入口、车库出入口、电梯、楼房出入口、车库内部、道路、周围围栏

等监控录像发送到监控中心，值班人员可以随时监视各个地点

的发生状况。当值班人员不在现场时就可以对个别地区集中监

控，出现问题时及时与内部管理系统和公共广播站整合动员，节

省大量巡视人员和勤务管理人员。确保在最短时间内妥善处理，

以减少管理员的工作强度。随着 5G、物联网、人工智能和其他技
术的日益发展，智能视频监控也进入了新的舞台。从区域人员和

车辆日益复杂的管理角度看，人脸识别、车牌识别、基于场景和

深度数据挖掘技术的智能分析，为三维防范和统治提供了更深

入的应用。通过人脸识别，车牌识别技术可以在社区内外对人员

和车辆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只要发现疑问人员或车辆，系统

将及时报警，并通知物业、公安部及其他相关部门。若发生异常

事件可以使用云摘要快速搜索大量视频数据中的特定信息进行

取证，为案件检测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2.3 出入口控制报警子系统
一般来说，使用识别系统识别出入口或者建筑物内外的人和

物，分离或切断门锁开闭装置，使用警报装置对非法入境的人员

或车辆进行拦截并及时警报和记录。前端是识别装置，终端是显

示控制装置，可以将信息用专用线路进行传送，或者使用网络也

是可行的。

2.4 电子巡更系统
电子巡逻系统是针对警卫巡逻人员专门建立的一套巡逻管

理系统，它是为了监视巡逻人员，确保巡逻人员的工作质量而设

立的。巡逻系统在安全巡逻路线上设置特殊的记录点，以记录巡

逻人员的数量、线路和时间，巡逻人员在指定时间内完成所建立

路线内的地区巡逻任务。近年来，智能手机迅速发展，基于定位

技术的移动应用可以提供电子侦察地点、路线和其他信息的实

时反馈，也可以最大限度地节约设备的成本。巡逻人员可以随时

检查巡逻路线，也可以通过照片和其他方式报告巡逻情况，并报

告工作的进展情况。管理者可以通过软件分析巡逻信息，根据事

故发生地点和不同的需求优化巡视所和路线设置。电子侦察系

统规定了指定时间和地点，巡逻人员需要按照规定在特定地点

和特性时间内向管理中心发出自己的信息，如果电子侦察系统

在指定的时间内未收到信息，系统则被视为处理时间异常，这是

考勤巡逻人员的重要依据，可以提高警卫巡逻的质量，为社区居

民提供安全保障。

3 数字化安防的发展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数字化安防获得了技术开发的

新机会。作为信息产业发展的产物，数字技术是全面的，涵盖了

许多内容。目前，数字化技术主要用于智能建筑的安防系统中，

以防止人工损害和自然灾害的危害。另外，数字技术具有很多优

点，涵盖自动化、传感器、网络、嵌入式系统和其他综合技术，可

以应用于智能建筑安防系统当中。这是构建技术的新尝试，具有

良好的开发前景。从这个角度看，安全技术防范的设计是完成安

全技术防范工程项目的首要步骤也是重要步骤。其设计的正确

性和合理性都直接关系到整个项目的实施。因此，在总体规划设

计中，部分规划、设计的实施要遵循以下要点：①由于具有以人
为导向的概念，用户对社区的建筑和安全建设的需求是根本，要

具有长远的目光，在城市的准确定位中找到建筑方向，规划开发

的整体方向，实现需求和开发的组合，产品同步优化是当前用户

的最大需求；②所有类型的机械和电气装置系统以及其他信息
传输系统必须耦合在一起以最大化使用资源。根据市场变化的

更新技术，必须有开放开发理念才能适应各制造商的计算机设

备、开关设备和所有遵守通信规则的国际市场；③考虑到初期的
投资和性价比，从经济方面来说，不仅适合项目的构建，还可以

达到最高的利用率，但要考虑产品和程序的最高性价比。我们不

能墨守成规，必须时刻保持创新和技术的意识，才能适应现况，

要确保这几年内稳步进行并随时可以升级。

要具有经济性，考虑到最初的投入和性价比，来选择既适应

一个工程的建设，又能达到最大利用率，性价比最高的产品或方

案。不能固步自封，要时刻保持创新意识和技术，可适应发展，保

证若干年后不至于落后而且可随时升级。

4 结语
综上所述，数字化安防技术为人们提供了绿色、安全、方便的

智能建筑环境。要建立统一的行业标准，就必须与实际情况相结

合。为了确保智能安防系统的完整性和开放性，提高其价值，需

要智能集成的集成平台。在将来的开发过程中，智能建筑将保持

智能的概念，而视频智能的详细应用将与大数据技术相结合，与

移动互联网的思维方式相结合，闪耀其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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