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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背景

       当今社会，治安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出现愈益复杂的情况，大批流动人口给社会增添了新的社会矛盾。

案件的总量不断增多，案件的暴力程度不断增大，尤其是出现了有组织的集团性犯罪。此外，还有多种因素造

成的各类群体性闹事，也影响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因而及时处置社会治安问题，快侦快破各类重大恶性刑事案

件，是社会对警方的要求也是警方所应当承担的责任。而要有效地处置社会治安问题，及时地解决境内突发事

件，仅仅依靠传统的个体单兵作战或单一警种作战的方法已经很难奏效。于是多警种合成作战的模式便应运而

生，多警种合成作战是指多个警种在统一的组织指挥下，为执行某项特定的任务发挥各警种的特长和优势，组

合成为一个新的整体而进行的一种作战形式。合成作战体系建设是新形势下公安机关为了完成应急处突任务，

维护国家政治和治安局势稳定，构建情、指、战—体化工作格局方面的重要改革及应用实践。



行业痛点

     相关部门在整个公安机关“打、防、管、控”体系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但信息化平台目前大部分只集中在人、

事等关注方面，面对工作机制的建设，由于信息化平台功能的制约，已不能满足当前工作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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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外部信息获取困难

缺乏贴近实战、功能融合、信息融合的联合研判工具

研判经验缺乏共享渠道

公安内部情报线索共享困难

各自为战，没有发挥整体效能



建设目标

1、建成预警强、反应快、合力足、效率高的综合性应用平台

2、建成跨警种、跨地域、跨业务、跨部门、跨系统的实战平台

3、建成资源高度整合、以改变机制为方式，打破多层壁垒，实现全域共享的平台





合战流程

   合战流程是以市局合战中心为指挥

部，实现跨警种、跨区域的多维线索

协同。

Ø 内部流程：支持基层、线索需求部门
对公安侧、社会侧、案事件等信息的
申请，市局合战中心审核通过后，由
作战席进行研判反馈。提供打分评价
功能。

Ø 案件侦办：支持重特大案件的可视化
监测，合战中心以公开、私密两种方
式发起案件合成侦察。

Ø 协同管理：支持公安上下级、平级部
门间的协同研判，包括协作指令、协
作请求、专项协作、协作申请。

Ø 核查指令：支持各部门自定义指令模
板，上级下发核查指令，执行部门对
指令进行反馈，提供民警授权能力，
被授权民警具备指令下发权。



合战流程-内部流程

1、支持发起三类申请，综合
席审批、创建合战主题，作
战中心席位进行任务研判

3、支持合战中心对申请的审
批操作：通过、驳回

4、支持主题式任务分发。
导图反馈界面，更加灵活便
捷

2、自由配置申请资源，支持
打钩式申请，自动关联作战
席

5、个人导图：展现个人研判
思路，保存采集线索

公共导图：归纳全体作战线
索，提供完整案件研判链条



合战流程-案件侦办

1、设置案件监测席位，监控
当前警情、案情，发起合成。
执行方提供线索，确保线索
及时有效

2、动态监测高发、重特大案
件、警情，支持一键发起合
成

3、关联案情、警情，以公开、
私密方式发起合成

4、支持线索共享型反馈，公
开线索全员可见，私密线索
具备数据权限



合战流程-协同管理

Ø 协作指令：协作指令支持在合成作战
过程中，上级对下级单位发送指令，
下级需要对该指令涉及到的内容进行
核查反馈。

Ø 协作请求：协作请求支持在协作过程

中，同级单位之间发送请求协作，同

级单位对该请求中涉及到的人员、物

品、虚拟身份等信息进行反馈。

Ø 专项协作：上级单位对本单位多个下
级发送的协作，参与本次协作的所有
单位可以进行协作交流。

Ø 协作申请：协作申请支持在协作过程
中，下级需要上级或者通过上级向其
他上级单位发送协作的申请，经过上
级审批，确定是否要发起本次协作。



合战流程-核查指令

1、提供民警授权功能，被授
权民警具备下发指令权限

2、以警种为条块，支持自定
义多类个性化指令模板，适
应警种业务多样化需要

4、对于涉及全局、重大情况
等需要上级审批的指令，支
持指令审批功能

5、针对误发、错发的指令，执行单位可提请改
派，下发单位审批后可撤回、改派至相关单位。

3、支持模板搜索，锁定所需
指令模板，创建指令并下达
相关单位



研判工具箱

研判工具箱是综合性研判工具集合，提供对人、事、案的多维度分析模型，让数据做更多的事

1、提供多类研判工具，包括
基于图谱的知网系统、基于
话单分析的知讯系统

2、知网：将条块数据、片散信息结构化，
支持设置多类研判模型，以图展示人员关
系、人员轨迹，通过数据挖掘分析，还原
数据本来的样子，拉近人与数据的距离



研判工具箱-知网-实体创建

1、以身份证标识，创建人员
实体

2、支持图形化展示实体，右键点击，可选
择关系分析模型进行推演、扩展，实现人
员图谱分析



研判工具箱-知网-关系推演

提供强大的可视化图形算法分析功能，只需打钩挖掘算法、推演算法，便可展现人物潜在关系



研判工具箱-知网-图计算、统计

提供强大的图计算、统计功能，动态显示关系图谱的实体类型、关系类型，如：涉毒人员、同住、同航班等

Ø 支持实体类型统计，
如地点、人员、车
辆、案件

Ø 支持关系统计，如

同行关系、同住关

系、团伙关系等

Ø 支持标签统计，如
前科人员、逃犯、
精神病人等

Ø 提供图计算算法，
高亮显示人员、连
线



研判工具箱-知网-详情展示

在可视化图谱的基础上，能够显示人员、车辆、航班、宾馆、案件等详情信息，以及人员近日轨迹

1、人员详情、近期轨迹

2、违章信息



研判工具箱-知网-辅助工具

提供强大的可视化图形布局展示功能，并可对研判结果进行保存、导出

圆形布局

树形布局



人案分析-人员库

汇聚部、省、市三级重点人员、高危区域人员，构建一个重点人员基础库

1、按照人员库对人员
进行分类管理，提供人
员查询检索功能

2、支持标签圈人，人
员标签化，能够用标签
圈定目标人员

3、支持一人一档，人员全量信息汇聚为
档案，支持标签设定、全量信息展示，
如：轨迹、案件、违章信息



人案分析-案件库

1、融合执法办案信息，支持
关键词检索，以案件类型将库
分类，支持一键串并案功能

2、一案一档，提供完整的案件基本信息，
案件线索数据、案件标签定义、串并案结果
展示等功能，可视化展示案件关联线索，提
供“案件申请”、“线索服务”、“外部请
求”等功能的快捷入口

汇聚案件信息，以案件类型维度进行分类展示，同时提供多类研判、串并方式



人案分析-案件串并

1、以案串案，采用
案件类型、案件标签
等方式进行串并

3、数据串案，多起案件进行排列，
将案件特征数据进行对比，用颜
色表示碰撞结果

2、以人串案，以案件
嫌疑人为目标，多起案
件相互碰撞，用嫌疑人
标签、相貌特征命中的
方式进行串并

4、以案串人，以案发时间、地点、案
件特征为标识，研判高嫌疑人员



接处警

1、支持警情异常条件设置，
超越警戒线自动预警、颜
色提示

2、四色预警，当区县警情超越设定警戒线，自
动预警

3、支持警情二次打标签，定义标签库，将
标签内容自动贴至警情

4、支持警情二次反馈，包括涉警人
员、涉警单位等



考评考核

1、支持考核条件选择，可按
照年、月、周、自定义等方
式设置时间范围，同时可选
择考核民警、或考核单位

2、对协作的考核，包括协作发起数量的考核、
协作反馈质量的考核，反馈质量以评分为依据

3、预警考核 ，包括预警签收数量、预警反馈数
量的考核，按照签收、反馈数量大小排序，柱形
图显示

5、指令考核，包括核查指令
的签收数量考核、反馈数量
考核，以柱形图展示

4、战法考核，支持技战法贡献的考核，按照区
县、单位、民警对创建战法的评论数、分值、数
量等维度进行考核

考核范围包括：协作考核、预警考核、战法考核和指令考核



战法中心

战法中心是一个知识库，通过民警经验的积累，形成通用、共享的技战法模型

1、支持个人战法、共享战法、公共战法。
创建战法可分享，并形成公共技战法，应用
于案件研判

2、可视化方式创建技战法，便捷
易用，支持技战法共享、支持战法
复制，在已有基础上形成新的技战
法

3、可以对战法进行评论、打分



可视化-宏观数据

可视化主要包含四部分：一是宏观数据可视化；二是宏观态势可视化；三是合战过程可视化；

四是警情可视化

    丰富多样的可视化组

件，直观展示全市民警、

部门对合战平台的使用

情况、从多维度进行统

计分析

n 关注类申请统计

n 合成作战总体态势

n 区域合战规模

n 关注类合战任务

n 合战中心反馈统计

n 总体趋势



可视化-宏观态势

n 全市合战中心任务分析

n 实时合战提醒

n 合战详情

n 当前进行任务

n 整体统计



可视化-合战过程

1、支持查询进行中的合战主题，选择后可查看详细，包括
合战请求、合战导图、反馈结果等

2、大屏展示任务动态，对合战席实时监控，
导图模式展示研判过程



可视化-警情及其他

1、数据地图，一张图展示当前数据资源

2、警情挖掘，警情高发分析以及重点警情统计

3、智能分析，一站式标签化警情动态展示

4、人口态势，分析全市人口分布，增长情况

5、警情态势，今日警情多维度分析

6、重点人口态势，监测重点人员的出市、
入市动态

7、流入流出，常态化监控全市人员流动情况



谢谢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