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范晓岩虽然不是警察， 然而
他的工作关系到千万百姓的人身
安全。 北京市科瑞讯科技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为全国500余个城市
建设公安应急处置指挥系统， 覆
盖人口达数亿人。 范晓岩是这家
公司的技术总监， 担负着公安、
交通 、 消防等接处警系统的研
发、 维护。 范晓岩每天都在琢磨
着， 怎样才能让百姓的报警第一
时间传递到出警的警察手中； 怎
样才能让消防队马上看到失火位
置以及实时了解火灾情况、 建筑
结构； 怎样才能让122处警系统
实现智能化， 自动引导交警到交
通堵点、 事故现场……

范晓岩工作了16年， 他主导
设计了全国第一个短信报警平
台， 实现当事人无声报警， 现实
中挽救了多名报警人生命； 他研
发的北京奥运指挥中心122交通
接处警系统创造了日接警量 7
万多次的亚洲公共安全应急报警
服务系统当时的日接警量最高
值； 他设计的适用于新疆地区的
接报警系统， 为当地实现 “一分
钟出警到现场 ” 提供了技术保
障； 他主导构建的全国第一个消
防 灭 火 专 用 移 动 作 战 指 挥 平
台 将 消防救援平均到达现场时
间从以往的19分钟缩短到了11.5
分钟……

研发交通报警平台，
实现一天接警7万

2006年， 范晓岩担任北京市
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奥运指挥
中心122接处警系统的项目经理。
这一系统简单点说， 就是为老百
姓发生交通事故或遇到交通拥堵
时拨打122报警电话而设计的 。
系统提供的服务包括受理道路上
的交通事故报警； 路面紧急的调
度； 报警人的投诉、 接处警业务
考核等。

在研究这项业务的要求时，
相关单位的领导对范晓岩说 ，
“这个项目第一要求就是稳定 ，
不能有一丝差错。” 然而， 计算
机和人一样， “头疼脑热” 在所
难免， 单节点故障根本无法完全
消除 ， 怎么才能让平台永远平
稳， 无论出现什么问题， 没有一
刻的打盹呢？

沿用以往的技术显然达不到
这一要求。 范晓岩说， 以往的技
术 特 征 通 俗 点 说 ， 就 是 两 套
可 运 行的系统同时存在 ， 主系
统运行， 备用系统静止待命， 一
旦主系统有故障， 备用系统实时
启动。 然而在两套系统切换时会
出现延时 ， 系统会有短暂的停
歇， “也许就是这一停， 就有报
警电话打不进来， 这就是系统不
稳定。” 经过多次研判， 范晓岩
带 领 的 技 术 团 队 决 定 设 计 一
套 全 新的系统 ， 就是两套共享
报警资源的系统同时运行， 当其
中一个出现故障， 另一个系统依
然在履行职责， 无需切换， 就像
人的两肾。

该系统在2007年上线不久 ，
就遇到了当年的交通晚高峰大雨
天气的严峻考验。 当晚， 交警指
挥平台50个接线座席全开， 交警
部门及时启动了应急预案。 范晓
岩也一大早带着团队出现在指挥
大厅待命， 防范系统崩盘。 他看

着报警数一路彪红， 直线上升。
“当时平均一天的交通122报警不
到一万， 那天的数字是7万。” 范
晓岩说 ， 当数字过5万的时候 ，
他的头皮都开始发紧———在测试
时系统的最高接纳量就是5万 ！
然而当数字停在7万时， 系统依
然平稳如常， 创造了亚洲公共安
全应急报警服务系统当时的日接
警量最高值。

除了稳定， 这一系统还实现
了翻译功能。 当时还没有普及的
“三方通话” 技术被范晓岩用在
了这套系统中。 当不会中文的外
国人报警时， 外语服务志愿者可
通过移动终端和在座席的接警员
同时接线， 实时翻译报警内容。

消防平台将救援出
警时间缩短了7.5分钟

2016年， 范晓岩接手北京市
消防局移动作战指挥平台的搭建
工作。 消防移动作战平台一方面
要与公安网对接， 因为火警报警
信息在公安网； 同时因为要实现
通过移动设备为现场作战力量提
供移动式信息化服务， 这一系统
也需要连接移动互联网。 范晓岩
的设计中， 他希望这套新版作战
指挥平台不仅实现双网对接， 而
且能更精确、 更快地定位报警人
坐标， 实现火情实时视频传输等
特殊功能。

“普通人利用电子地图导
航， 需要的是路况信息、 道路走
向、 红绿灯设置等， 而消防车需
要的电子地图复杂得多。 比如，
消防平台需要指出到达失火现场
的路上是否有桥梁高度、 道路限
重等路面要求， 失火建筑的大小
结构是怎样的， 有没有大面积的
地下室， 周边有多少消防栓， 消
防栓的位置 ， 最近的水源在哪
里。” 范晓岩介绍， 这一系统需
要解决的技术难题包括消防行业
专用大数据共享与管理、 灭火过
程中的地理信息标绘互动、 灭火
现场通信等。

为了实现这些功能， 范晓岩
团队与中科院地理所进行了合
作， 利用了他们深厚的技术积淀
与庞大的专业数据进行研究。 最
终这一平台完美解决了灭火救援

现场指挥网络的构建与多媒体指
挥命令的即时通信， 能够在第一
时间构建起救援力量 、 现场人
员 ， 与后端指挥人员的指挥网
络。 在该网络上可以进行空间信
息 、 视频图像 、 有无线集成音
频、 文本数据等各种形式的命令
的 发 布 与 反 馈 ， 能 够 第 一 时
间 将 信息推送给需求方 ， 该平
台在北京市消防局实际应用中，
将消防应急救援平均到达现场时
间从以往的19分钟 ， 缩短到了
11.5分钟。

据了解， 该平台获得了全国
公安机关改革创新大赛金奖 ，
2017年北京市公安局 “金点子 ”
改革创新大赛一等奖， 同时公安
部消防局向全国消防总队、 支队
发出来建设该平台的号召。

范晓岩主导的其他报处警系

统在现实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
用。 2007年， 全国第一个短信报
警平台经范晓岩团队研发， 在南
方某城市投入使用。 在一起入室
盗窃案件中， 女主人发现小偷之
后假装睡觉， 用短信报警， 警察
到达现场后将小偷抓获。 在另一
起入室抢劫中， 歹徒刺死一对夫
妻后翻找财物。 躲在衣柜里的孩
子用短信报警， 警方及时出动，
将歹徒抓获解救出孩子。

此外， 范晓岩团队研发的报
处警系统实现了接警信息直接发
送到警务工作站， 并进行语言播
报的功能， 以方便出警的警察一
边开车一边了解情况， 同时报警
人定位更为准确。 该平台在新疆
地区投入使用后 ， 为警方实现
“一分钟出警” 提供了技术支撑，
让快出警得以实现。

范晓岩团队利用大数据分析
预测 “堵点” 的功能也被植入到
122处警系统中。 报警人在车流
末 端 遇 拥 堵 报 警 ， 警 方 能 够
根 据 预测堵点 ， 迅速出现在拥
堵源头进行疏导。 预测准确率高
达80%， 大大缓解了交通拥堵的
情况。

“蜡烛两头烧”的人生

“人生像逐渐燃尽的蜡烛，
别人的是一头烧， 干我们这个工
作就是蜡烛两头烧。” 范晓岩摸
着自己头发稀疏的头顶笑呵呵地
调侃。

在2008年奥运会保障期间 ，
范晓岩带领技术保障小组7×24小
时的对系统进行保障。 他的手机
从2007年项目开始建设到2008年
奥运会、 残奥会圆满结束， 从来
没有关机、 不设置静音。 而且为
了对系统进行更好的保障， 范晓
岩团队在北京市交管局边上租了
房间就近居住， 随时待命。 在系
统上线之时， 范晓岩更是整整四
天三夜没睡觉。 2008年项目运行
平稳， 顺利完成任务之后， 疲劳
过度的范晓岩生了一场大病。

范晓岩的同事、 北京市科瑞
讯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采购部
经理毕鹏飞介绍， 几乎每一个项
目的研发都是白天对接、 协商，
而测试工作都是半夜或凌晨进
行， “因为那个时间段是报警最
少的时候， 进行测试工作不影响
正常的接警。” 毕鹏飞说， 因此
范晓岩的工作状态一直都是白加
黑。 “每一个项目的研发过程都
异常艰辛， 作为技术总监， 他五
点起床、 七点进入工作、 忙到凌
晨， 持续忙碌三四个月的情况非
常普遍。”

夜晚工作的时候， 范晓岩最
喜欢利用工作的间隙， 在窗口看
一眼楼宇间的灯火， 每盏灯火后
都是一个家庭的温暖。 “万家灯
火提醒我， 我的工作维系着千家
万户的安全， 不容有失， 这是我
干这一行的承诺。” 范晓岩说。

□本报记者 李婧

———记首都劳动奖章获得者、北京科瑞讯公司技术总监范晓岩

用技术为百姓安全争分夺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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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晓岩（中）开会讨论和布置项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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