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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视频监控技术在核事故应急中的应用

黄晓萍 ,王 　斌 ,吕建友 ,邵 　勇 ,白兴炳 ,乔立言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核技术与计算机应用研究所 ,北京　102413)

摘要 :研究开发了利用数字视频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远程监控系统 ,借助于大型局域网平台 ,实现了多点

同时显示、存储 ,完成了远程监控任务 ,并在核应急系统中得到了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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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video supervision system based on large LAN is developed. It uses digital

video technology and network technology. The same video images in many places can be

showed and saved at the same time. The system has been applied to the nuclear emergency

center of China Institute of Atomic Energy.

Key words : digital video ; supervision ; nuclear emergency ; network ; remote control

收稿日期 :2001212217 ;修回日期 :2002204208

作者简介 :黄晓萍 (1977 —) ,女 ,青海西宁人 ,在读硕士研究生 ,计算机网络与应用数学专业

　　数字视频监控系统是视频技术、计算机技

术和通信技术相结合的产物 ,它以计算机为中

心 ,集监视、图像和声音处理、自动控制、数据采

集和通信功能于一体 ,适合于各种安全防范、机

要重地监视和报警 ,以及核设施的远程监视和

事故报警等。

按照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核应急中心的

需要 ,本工作集成开发用于本院重水研究堆控

制室和院应急指挥中心的数字视频监控系统。

1 　数字视频监控系统的特点
该系统是集监控、录影、放影和远程监看为

一体的数字式视频监控系统。它可将摄像机取

得的影像信号 ,经过 Chateau 压缩卡 ,并使用超

级移动影像压缩技术处理后在本地显示和存

储 ,同时也可通过网络将影像传到远端进行显

示和存储。

该数字视频监控系统与传统的模拟视频监

控系统相比较 ,具有以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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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数字存储

将摄像机采集的信号经超级移动影像压缩

技术 (SM ICT)处理后存储于电脑中 ,也可完成

循环存储。数字存储技术的实现为交互式远程

管理控制创造了条件。

2) 远程或超远程控制

利用主机网络接口 ,监控主机可作为计算

机网络中的一个节点存在 ,在局域网、电话网和

Internet 中的任何一个授权用户都可进行远程

监看、声像传输和远程控制。

3) 监控点和布线设置灵活

借助于现有的计算机网络和电话网络 ,可

完成监控系统所有的功能。

4) 智能影像移动检测及越界报警功能。

5) 可预设报警时间表 ,具备完整的报警日

志 (记录所有的本地和远程报警) 。

6) 快速搜索储存的影像文件 ,并具有完整

的回放功能。

7) 卓越的多任务能力

可同时对多个不同地点进行远程监看 ;可

同时被多个不同地点监看或录影 ;可同时播放

数个影像文件 ;可同时观看数个截取的静止画

面 ;可同时执行其他窗口应用程序。

2 　系统安装与调试
调试本系统使用了 3 台微机 ,通过中国原

子能科学研究院内的局域网联接 ,其中 1 台主

机既作服务器 ,又作监控主机 ,其余 2 台只作监

控主机。该系统结构示于图 1。

图 1 　数字视频监控系统在核应

急中的应用结构图

Fig. 1 　Structure chart of the digital video

supervision system in the nuclear emergency

数字视频监控系统的开发软件包括

Chateau 数字视频监控软件和与其配套的

Chateau服务器软件。首先安装 Chateau 监控

软件 ,实现本地监控。若要实现远程监看和远

程报警 ,必须安装服务器软件。服务器软件可

安装在一个专门作服务器的主机上 ,也可安装

在监控主机上。根据密码保护原则 ,要求服务

器给每一个授权连接的监控主机分配一个用户

名和相应的密码。在服务器上可看到所有在线

的监控主机。

被授权的用户通过服务器可访问某一监控

点的监控主机 ,实现对该点的监看。该用户必

须在被访问的主机上分配了一个用户名和相应

的密码 (用户名和密码可与在服务器上的用户

名和密码一致) 。完成了这些工作后 , Chateau

软件就将压缩的影像文件按照指定的 IP 通过

网络将实时视频传输到访问主机 ,并在访问主

机上播放 ,此种监看不影响双方的本地监看。

调试过程中 ,将 3 台主机相连 ,能够实现 1 台主

机既作服务器 ,又作监控主机 ,该机在实现本地

监看的同时 ,还可收到另外两主机的监控影像。

网络可同时传输多个影像文件 ,收到的影像文

件可即时用 Chateau 软件播放。所以 ,一个

Chateau 系统可同时收到多处的监控影像。

3 　在核事故应急系统中的应用
该系统可实现远程报警和监看 ,当被监控

现场满足报警条件 ———监控点的图像发生设定

帧数的变化时 ,现场影像、声音被传送到指定的

远程主机 ,并触发远程主机的报警声 ,从而实现

无人监视的自动监控报警功能。将该系统的特

性应用于核事故应急处理中 ,网络中的每一个

主机都处于同等地位 ,通常情况下 ,将某一点作

为事故的处理中心 ,其他各点都向该点报警。

也可设置成一点向多点的报警 ,在此情况下 ,远

程报警主机可有多个。在本应用中 ,应急中心

是事故的处理中心 ,重水研究堆控制室和网络

中心是分点 ,应急中心和网络中心均是重水研

究堆的远程报警主机。表 1 列出了各台主机的

IP 设置和其位置。

381第2期 　　黄晓萍等 :数字视频监控技术在核事故应急中的应用

© 1994-200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表 1 　数字视频报警系统在核应急演习中主机的 IP

Table 1 　IP of every computer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digital video

supervision system in nuclear emergency rehearse

监控点地址 服务器地址 远程点地址 报警条件和动作

10110111137 20213818114 10110111139 图像有 3 帧的变化

重水研究堆控制室 网络中心 应急中心

　　当重水研究堆发生异常变化或有非法人员

进入时 ,反应堆控制室的监控主机将向应急中

心和网络中心报警 ,同时向两地传送实时视频。

这样 ,应急中心可针对现场情况指挥有关人员

进行事故应急处理或疏散、撤离 ,同时还可看到

整个现场的应急过程。

该系统通过院局域网的互联 ,实现了全双

工的实时动态声像同步传输 ,在国家核安全局

与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共同组织的核应急演习

中得到了应用。研究建立的数字视频监控系统

适合于类似反应堆这种既有辐射又要求高度安

全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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