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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编写目的

本详细设计说明书编写的目的是说明程序模块的设计思路，包括程序描述、

输入/输出、算法和流程逻辑等，为软件编程和系统维护提供基础。本说明书的

预期读者为系统设计人员、软件开发人员、软件测试人员和项目评审人员。

1.2 背景

《智广海联交通车流量分析系统》，根据 2018 年 5 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

为进一步促进物流降本增效，会议确定推动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上海市积

极响应国家政策，并且已经着手拆除省界高速公路收费站，保证车辆不停车快速

收费，减少拥堵。但是在省界自由流通的建设要求下，也引来了对于省界到市内

收费站的真空地带，并且车辆进沪后在高速公路上的车辆轨迹，也是治安管理所

需要的重要数据，因此对于进出沪车辆在省界及市内高速路上的轨迹跟踪和实时

预警就显得极为重要。根据市局要求，2020 年 1 月高速公路省界拆除后，在高

速公路省界正线，高速公路出入口安装卡口设备，实现人脸抓拍、车辆抓拍以及

Wifi 探针功能。在高速公路流量变化节点以及加油站入口安装卡口设备，实现

车辆抓拍与 Wifi 探针功能。2020年年初，武汉市爆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迅速在武汉市、湖北省 乃至全国漫延。为了控制疫情，做好上海本地疫情防护

工作。要求各个“卡点”具备视频监控、人脸识别、车牌识别、手机热点、拦截

道钉等功能，有条件的地方要求设置无感测温系统，要求高速道口、地面道口以

及等外道口在 技术上统一标准，所有数据实时上市局中心。在此基础上交通车

流量分析系统涵盖通讯网络、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领域，集合

公演分局已有的数据为公安系统提供对交通系统进行数据整理，数据分析，数据

挖掘，分析报告，数据上云等能力的综合数据分析平台。实现对用户各种类型的

交通数据进行分析并提供详细报告，提升用户的管理效率。



2. 设计概述

2.1 任务和目标

本文档为《智广海联交通车流量分析系统详细设计说明书》，主要用于为实

现系统功能而进行的系统详细设计说明。本文档具体描述了系统包含的软件模块

的实现流程、功能、接口、数据结构等内容，供项目组开发人员和软件维护人员

阅读。

本文档用于软件设计阶段的详细设计阶段，其范围是：系统各组成部门的构

成；各软件模块（或类）的属性、方法、事件、外部接口；用户界面设计；数据

结构设计等内容。

2.1.1 需求概述

《智广海联交通车流量分析系统》涵盖通讯网络、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

网、大数据等领域，集合公演分局已有的数据为公安系统提供对交通系统进行数

据整理，数据分析，数据挖掘，分析报告，数据上云等能力的综合数据分析平台。

实现对用户各种类型的交通数据进行分析并提供详细报告，提升用户的管理效率。

2.1.2 运行环境概述

本系统的运行环境的规定如下：

2.1.2.1 客户端

 软件环境：

类型 名称 版本 功能描述

操作系统 Windows10 17134.590 用户使用的操作

系统

浏览器 chrome 87.0.4280.66 用户使用的浏览

器



 硬件环境：

普通 PC 机器，内存最小 8GB

2.1.2.2 服务端

本系统的硬件环境包括：

说明 配置 数量

应 用 节

点

4116(12 核 2.1GHz)×2/256 GB DDR4/600G

SAS×2（RAID1）+1 块 3.84T PCIe NVME 卡

+1.8TB 10.0K SAS×6（RAID5）/RAID_4G/1GbE

×2/550W(1+1)/2U/16DIMM

1

运 算 存

储节点

4116(12 核 2.1GHz)×2/256 GB DDR4/600G

SAS×2（RAID1）+1 块 3.84T PCIe NVME 卡

+1.8TB 10.0K SAS×6（RAID5）/RAID_4G/1GbE

×2/550W(1+1)/2U/16DIMM

3

控 制 配

置节点

4116(12 核 2.1GHz)×2/256 GB DDR4/600G

SAS×2（RAID1）+1 块 3.84T PCIe NVME 卡

+1.8TB 10.0K SAS×6（RAID5）/RAID_4G/1GbE

×2/550W(1+1)/2U/16DIMM

1

2.1.2.3 运行环境

本系统软件运行环境包括：

类型 内容

操作系统 Centos7.3



大数据运算中间件 CDH6

数据库 pgsql11, mariadb,mongodb3.0

运行化境 JDK8

2.1.2.4 详细设计方法和工具

本文采用结构化设计方法，结合数据流图进行整体功能模块的划分。针对各

个具体模块的设计采用面向对象设计方法，结合相应的 UML 模型进行功能设计，

具体包括以包图表示的软件体系结构图，以交互图表示的用例实现图，完整精美

的类图、针对复杂对象的类图，用以描述流程处理过程的活动图。

3. 系统详细需求分析

3.1 详细需求分析

3.1.1 功能需求分析

智广海联交通车流量分析系统主要包括基础管理模块，数据管理模块，智能

分析模型，审计管理模块，接口管理模块。

基础管理模块，为平台提供基础管理能力，包括用户管理，角色管理，权限

管理等为平台提供基础治理能力。

数据管理模块，为平台提供数据管理能力，包括数据源管理，数据表管理，

元数据管理，算法管理，为智能分析模型提供数据基础。

智能分析模型，为平台核心模块，主要包括了根据公安常用的 14 种数据分

析模型，每种模型提供不同的数据分析能力。

审计管理模块，审计管理模块对用户对于平台提供了操作记录功能，包括操

作日志履历，操作日志查询功能。

接口管理模块，为平台提供数据输出能力，将分析的数据提供给三方应用使

用。



模块 功能

基础管理模块

用户管理

角色管理

权限管理

数据管理模块

数据源管理

数据表管理

元数据管理

算法管理

审计管理模块 工作日志审计

接口管理

智能分析模型

检查站进出车流量分析模型

重点关注车辆分析模型

进出沪车流量统计分析模型

全区过车流量监控分析模型

街镇过车流量监控分析模型

派出所辖区过车流量分析模型

高速公路及高架道路上下匝道过车

流量分析模型

封闭式小区实有车辆分析模型

封闭式停车区域实有车辆分析模型

车辆特征分析模型

全区实有车辆分析模型

高速公路及地面道路近年警情梳理

分析模型

全区车流微观监控分析模型

车辆分段治理分析模型



3.2 接口需求分析

智广海联交通车流量分析系统通过接口与三方数据交互以及上云，主要包括

模型结果数据上云接口，城市治理要素同步接口，数据采集以及推送接口，本地

导出服务接口。

模块 功能 说明

大数据接口

模型结果数据上云接口

城市治理要素同步接口

数据采集以及推送接口

本地数据导出服务接口

4. 总体方案确认

4.1 系统总体结构确认

4.1.1 系统架构

系统采用三层架构模型，将应用系统划分为用户界面表示层、业务逻辑层、

数据访问层，以及 Entity Class 实体类、 Common 类库组成



4.1.1.1 UI 用户界面表示层

UI 用户界面表示层，负责与用户进行交互，显示、接受数据，与此同时做

一些简单逻辑处理，如：输入数据有效性判断、 显示各种异常、 处理 Dataset

记录集数据。它只与 BLL 业务逻辑层、Entity Class 实体类两个项目发生关联，

可能与 Common 类库发生关联。

4.1.1.2 DAL 数据访问层

提供数据访问的接口，没有任何逻辑。在接口中对数据库操作语句进行组合

装配。DAL 层一般关联 Common 类库中的最底层，最基础的数据库类（比如：

链接数据库），必须关联 Entity Class 实体类项目。DAL 层只是数据库的管理者，

但不是访问者，不直接与数据库发生关联。数据库中每个表都对应一个 DAL

层的接口 ( 访问控制 ) 类。



4.1.1.3 BLL 业务逻辑层

是整个系统的核心，它承担了所有的逻辑判断，实现了程序的功能，它是灵

活的。BLL 层既是调用者，又是被调用者，因此，要适当的进行设计达到解耦的

效果。BLL 层只关联 DAL 层和实体类，可能关联 Common 类库。虽然 BLL 层

被 UI 层调用，但是 BLL 层无需关心 UI 层的情况。数据库中每个表都对应一个

BLL 类，为了达到解耦效果， BLL 类不能直接调用其他表的 DAL 类，可以 BLL

类之间相互调用。

4.1.1.4 Common 类库

用于存放公用的类。最常用的就是数据库访问类，比如：链接字符串，数据

库引擎类。它直接与数据库进行机械式的交换，无任何逻辑。

4.1.1.5 Entity Class 实体类

相当于加强的数据结构，实现了对数据的封装。数据库中每个表都对应一个

实体类，表的字段就是实体类的属性，类型一一对应。UI、BLL、DAL 这三层的

交互主要就是通过实体类作为参数，并 Return 回信息。

4.1.2 数据融合模型结构

4.1.2.1 接口设计结构

4.1.2.1.1 模型结果数据上云接口

与公安云平台对接，将模型分析生成的结果数据推送到公安云平台

4.1.2.1.2 城市治理要素接口：

与城市治理要素数字化系统集成对接，将获取的城市部件数据推送给城市治



理要素数据子系统

4.1.2.1.3 数据采集及推送接口

与分局三方信息系统之间的数据采集及推送服务集成对接

4.1.2.1.4 模型结果数据上云接口

针对从高清治安卡口上云数据中提取的驾驶员交通违法行为，如打手机、不

系安全带等，进行短消息推送提醒

4.1.2.1.5 本地导出服务接口

按照各级用户的需求，以 PDF、EXCEL、本地执行程 序等方式提供智能分

析结果的导出

4.1.2.2 智能分析设计结构

本设计从“面”到“线”再到“点”，做到全领域、各个行政区域、重点点

位监控。以区域内全量数据为基础，从全局的角度分析区域内车流量变化；以街

镇、主要道路为条块模型，监控街镇和主要道路的车流量变化；以各个检查站、

小区、停车场等为点位，监控重点区域的车流量变化。区域内的交通分析报表给

区内或市级领导汇报，各个街镇的交通简报给区域领导汇报，各个地面的交通脚

本给分管民警使用。

4.1.2.2.1 检查站进出车流量分析模型

模型将按照接入治理区域内所有的地面等级检查站及所有的等外道口点位

过车的数据信息，将收集近 30 天的车辆数据，并对其进行分析。

可实现：

1、按检查站按小时按天的车辆信息及数量统计。

2、单个检查站多天或多少小时范围内的车辆信息及数量统计。



3、多个检查站多天或多少小时范围内的车辆信息及数量统计。

4、指定地区、号牌车辆在检查站进出统计。

5、可通过治理区域内固有车辆模型的数据排除后，导出非本区车辆信息及

统计。

4.1.2.2.2 重点关注车辆分析模型

模型将接入治理区域内所有车辆监控视频，将收集相关的车辆数据，并对其

进行分析。

1、可输入关键需要关注的区域（武汉，深圳等车牌信息），对进入治理区域

内的特殊车辆进行统计及关注。可对该车辆是否每天在治理区域内有固定的停车

区域进行判定。

2、通过过车时间点，过车间隔，地点等等纬度智能分析出，治理区域内的

常驻的车辆，建立治理区域内近期活动车辆的动态库，定义为“动态本地库”（暂

定 30 天内）。

3、通过接入出入沪的检查点数据，将重点车辆号牌与“动态本地库”进行

比对，若存在，则排除重点关注。若不存在，则进行重点关注。

4、对于重点关注的车辆。通过车牌号关联市局的“ 一车一档” 的数据，

得出车主信息。关联车主信息并关联数据市局的实有人口库，最后得出实际落脚

点,便于后期处理。

4.1.2.2.3 进出沪车流量统计分析模型

模型将接入治理区域内地区所有的等级检查站过车数据，将收集近 30 天的

车辆数据，并对其进行分析。

可实现：

1、按小时按天的车辆信息及数量统计。



2、多天或多少小时范围内的车辆信息及数量统计。

3、指定地区、号牌车辆在沪进出统计。

4、可通过车辆的多个特征（车牌、车型、车标、子型号、颜色）进行针对

性的数据统计分析并导出。

4.1.2.2.4 全区过车流量监控分析模型

模型将接入治理区域内治安卡口过车的数据，将收集近 30 天的车辆数据，

并对其进行分析。可实现：

1、按小时按天的车辆信息及数量统计。

2、多天或多少小时范围内的车辆信息及数量统计。

3、指定地区及车辆的多个特征（车牌、车型、车标、子型号、颜色）在全

区的进出统计。

4.1.2.2.5 街镇过车流量监控分析模型

模型将接入治理区域内所有街镇的高清治安卡口以及改造以后的环保卡口

过车的数据，将收集近 30 天的车辆数据，并对其进行分析。可实现：

1、每个街镇可圈定所辖范围内的监控点位，为其提供数据底数。

2、N 个街镇分别接入已经圈定好的监控点位车辆数据

3、分别按小时按天的车辆信息及数量统计。

4、多天或多少小时范围内的车辆信息及数量统计。

5、指定地区及车辆的多个特征（车牌、车型、车标、子型号、颜色）在该

区域进出统计。

6、模型数据为其他模型提供数据支撑。



4.1.2.2.6 派出所辖区过车流量分析模型

使用高清治安卡口及改造以后的环保卡口的监控车辆数据，按 18 个派出所

辖区范围分别统计实际路面运行车辆，为其他模型提供数据支撑。按日生成统计

报表模型将接入治理区域内所有车辆监控视频，将收集近 30 天的车辆数据，并

对其进行分析。可实现：

1、每个派出所圈定所辖范围内的监控点位，为其提供数据底数。

2、按照 18 个派出所分别接入已经圈定好的监控点位车辆数据

3、分别按小时按天的车辆信息及数量统计。

4、多天或多少小时范围内的车辆信息及数量统计。

5、指定地区及车辆的多个特征（车牌、车型、车标、子型号、颜色）在该

区域进出统计。

6、模型数据为其他模型提供数据支撑

4.1.2.2.7 高速公路及高架道路上下匝道过车流量分析模型

模型将接入治理区域内的高速公路及高架道路上下匝道，将收集近 30 天的

车辆数据，并对其进行分析。

可实现：

1、每个高速公路出入口圈定所辖范围内的监控点位，为其提供数据底数。

2、按照高速公路出入口分别接入已经圈定好的监控点位车辆数据

3、分别按小时按天的车辆信息及数量统计。

4、多天或多少小时范围内的车辆信息及数量统计。

5、指定地区及车辆的多个特征（车牌、车型、车标、子型号、颜色）在该

区域进出统计。

6、模型数据为其他模型提供数据支撑



4.1.2.2.8 封闭式小区实有车辆分析模型

模型将接入治理区域内所有车辆监控视频，将收集近 30 天的车辆数据，并

对其进行分析。可实现：

1、每个封闭式小区圈定所辖范围内的监控点位，为其提供数据底数。

2、按照单独封闭式分别接入已经圈定好的监控点位车辆数据

3、分别按小时按天的车辆信息及数量统计。

4、多天或多少小时范围内的车辆信息及数量统计。

5、指定地区及车辆的多个特征（车牌、车型、车标、子型号、颜色）在该

区域进出统计。

6、模型数据为其他模型提供数据支撑

4.1.2.2.9 封闭式停车区域实有车辆分析模型

模型将接入治理区域内所有车辆监控视频，将收集近 30 天的车辆数据，并

对其进行分析。可实现：

1、每个封闭式停车区域圈定所辖范围内的监控点位，为其提供数据底数。

2、按照单独封闭式停车区域分别接入已经圈定好的监控点位车辆数据

3、分别按小时按天的车辆信息及数量统计。

4、多天或多少小时范围内的车辆信息及数量统计。

5、指定地区及车辆的多个特征（车牌、车型、车标、子型号、颜色）在该

区域进出统计。

6、模型数据为其他模型提供数据支撑

4.1.2.2.10 车辆特征分析模型

模型将接入治理区域内所有车辆监控视频，将收集近 30 天的车辆数据，并



对其进行分析。可实现：

1、对车辆的多个特征（车牌、车型、车标、子型号、颜色）进行特定分别

数据统计与分析。

2、每小时（时间可指定）推送报表到指定设备。建议综合考虑接收端的实

际接收能力。

3、数据发送到检查站后，为后续处理提供数据参考与支撑。

4、该模型为其他分析模型提供了基础数据，以便加快警情处理。

4.1.2.2.11 全区实有车辆分析模型

模型将接入治理区域内所有过车的数据，将收集近 30 天的车辆数据，并对

其进行分析。可实现：

1、对 60 亿左右的数据进行智能分析，针对过车时间点、过车间隔、过车地

点等智能分析，分析出治理区域内 500 多个小区的固有车辆的清单。

2、接入“海致”系统的数据，接入近期在治理区域内有违法记录的，但是

在市局“一车一档”没有记录的车辆清单。

3、固有车辆清单 和一车一档清单 的交集就定位到小区的车辆，但是市局

的一车一档中没有，后续需要社区民警补充采集。系统将下发清单，请民警采集

补充。

4.1.2.2.12 高速公路及地面道路近年警情梳理分析模型

模型将接入治理区域内所有过车的地面过车的所有数据，集合所有街镇范围、

18 个派出所辖区范围、全区主要道路、8 个等级检查站及 23 个等外道口的数据

情况，针对不同维度和辖区的范围，按每个小时及方向实时统计治理区域内全区

的车流量的分析，并实时推送给相关管理单位。可实现：

1、从全区数据中筛选高速公路及地面道路的警情数据



2、指定地区及车辆的多个特征（车牌、车型、车标、子型号、颜色）在该

区域进出统计。

3、按照每年情况实现统计表。

4.1.2.2.13 全区车流微观监控分析模型

模型将接入模型将接入治理区域内治安卡口过车数据，所有街镇的高清治安

卡口以及改造以后的环保卡口过车数据，N 个街镇，以及假定全区 6 个地面等

级检查站及 23 个等外道口点位过车的数据信息，治理区域内的高速公路及高架

道路上下匝道过车数据，通过不同纬度按日生成统计报表，并实时推送给相关管

理单位.可实现：

1、以检查站纬度按小时按天的车辆信息及数量统计。

2、单个检查站多天或多少小时范围内的车辆信息及数量统计。

3、多个检查站多天或多少小时范围内的车辆信息及数量统计。

4、检索指定检查站、号牌车辆在检查站进出统计。

5、按检查站检索通过治理区域内固有车辆模型的数据排除后，导出非本区

车辆信息及统计。

6、全区按小时按天的车辆信息及数量统计。

7、全区多天或多少小时范围内的车辆信息及数量统计。

8、按车辆的多个特征（车牌、车型、车标、子型号、颜色）在全区的进出

统计。

9、每个街镇可圈定所辖范围内的监控点位，为其提供数据底数。

10、N 个街镇分别接入已经圈定好的监控点位车辆数据

11、按照街镇分别按小时按天的车辆信息及数量统计。

12、按照街镇多天或多少小时范围内的车辆信息及数量统计。



13、按照街镇车辆的多个特征（车牌、车型、车标、子型号、颜色）在该区

域进出统计。

14、每个派出所圈定所辖范围内的监控点位，为其提供数据底数。

15、按照 18 个派出所分别接入已经圈定好的监控点位车辆数据

16、按照派出所辖区分别按小时按天的车辆信息及数量统计。

17、按照派出所辖区多天或多少小时范围内的车辆信息及数量统计。

18、按照派出所辖区指定派出所及车辆的多个特征（车牌、车型、车标、子

型号、颜色）在该区域进出统计。

19、每个高速公路出入口圈定所辖范围内的监控点位，为其提供数据底数。

20、按照高速公路出入口分别接入已经圈定好的监控点位车辆数据

21、按照高速公路出入口分别按小时按天的车辆信息及数量统计。

22、按照高速公路出入口多天或多少小时范围内的车辆信息及数量统计。

23、按照高速公路出入口指定高速公路出入口及车辆的多个特征（车牌、车

型、车标、子型号、颜色）在该区域进出统计。

4.1.2.2.14 车辆分段治理分析模型

模型将接入治理区域内所有过车的地面过车的所有数据，将收集近 14 天的

车辆数据，并对其数据进行分析。根据治理区域内 390 个断面、重要道路、所有

进出出入口、所有封闭式和非封闭式小区，的点位情况，综合考虑了，并且关联

周围的建筑和点位的属性。模型加入行为轨迹，时间点，时间间隔，时间的长短

等多个维度，综合生成了治理区域内的断面过程统计。接入“掌知”接口，将断

面过车的每日报表推送给对应警官。可实现：

1、分析能力不低于 28 亿条数据，统计出治理区域内 30 天内分段所有过车



情况。

2、统计每个断面的过车情况。

3、支持按小时按天按区域的车辆信息及数量统计。

4、指定地区及车辆的多个特征（车牌、车型、车标、子型号、颜色）在该

区域进出统计。

5、接入“掌知”接口，将断面过车的每日报表推送给对应警官。

4.2 系统详细界面划分

4.2.1 基础管理

4.2.1.1 基础管理

4.2.1.1.1 菜单管理

菜单管理,用于管理系统菜单列表,包括创建菜单，修改菜单，删除菜单，查

询菜单。



4.2.1.1.1.1 查询菜单

查询菜单功能

4.2.1.1.1.2 新增菜单

新增菜单功能

4.2.1.1.1.3 修改菜单

修改菜单功能



4.2.1.1.1.4 删除菜单

删除菜单功能

4.2.1.1.2 角色管理

可设置系统中不同角色的信息， 支持给不同的角色针对不同应用所拥有的角色

权限。角色管理包括，创建角色，菜单分配，资源分配，删除角色。



4.2.1.1.2.1 创建角色

创建角色

4.2.1.1.2.2 菜单分配

菜单分配



4.2.1.1.2.3 资源分配

4.2.1.1.2.4 删除角色

4.2.1.1.3 行政区划管理

可设置系统中行政区划信息。对行政区划进行增删改查。



4.2.1.1.3.1 新增行政区划

新增行政区划

4.2.1.1.3.2 修改行政区划

修改行政区划

4.2.1.1.3.3 删除行政区划

删除行政区划



4.2.1.1.4 用户部门管理

统一管理系统中的不同部门信息，可修改部门的部门编码、部门名称、行政

区划代码、上级部门、部门类型等信息。

支持添加、修改、删除、批量删除操作。

4.2.1.1.4.1 新增部门



4.2.1.1.4.2 修改部门

4.2.1.1.4.3 删除部门



4.2.1.1.5 数据字典

4.2.1.1.5.1 数据字典查询

数据字典查询，可输入配置参数名、名称代码等关键词进行查询。

4.2.1.1.5.2 数据字典新增

数据字典新增，点击新增按钮，填写名称、数值、名称代码、明细区分以及

对应的描述信息，即可完成添加。



4.2.1.1.5.3 数据字典编辑

数据字典编辑，点击对应数据字典按钮，可对数据字典的名称、数值、名称

代码、明细区分以及描述信息进行编辑。

4.2.1.1.5.4 数据字典删除

点击用数据字典删除按钮，即可完成对该条记录的删除。



4.2.1.1.5.5 数据字典批量删除

可选择多条数据字典内容，点击批量删除按钮，即可完成对多条记录的删除



4.2.1.2 用户管理

4.2.1.2.1.1 用户信息查询

用户信息查询，可输入用户姓名、账号名称、手机号码、邮箱等关键信息即

可查询对应的用户信息。



4.2.1.2.1.2 用户新增

用户新增，点击新增按钮，填写姓名、账号、身份证号、密码、性别等信息，

即可完成添加。

4.2.1.2.1.3 用户信息编辑

用户编辑，点击编辑按钮，可对填写姓名、身份证号、密码、性别等信息，

即可完成用户信息的编辑。

4.2.1.2.1.4 用户信息导出

用户信息导出，选择可导出用户信息，点击导出按钮，即可导出 Excel 表格。



4.2.1.2.1.5 用户信息删除

点击用用户删除按钮，即可完成对该条记录的删除。

4.2.1.2.1.6 用户信息批量删除

可选择多条数据用户信息，点击批量删除按钮，即可完成对多条记录的删除



4.2.1.2.2 个人中心

4.2.1.2.2.1 界面及功能

个人中心支持查看个人的角色属性和基本信息（包括姓名、性别、身份证号、

手机号等），另外还可以查看当前账号下拥有的权限（菜单权限、数据权限等）。



4.2.1.3 作业管理

4.2.1.3.1 作业运行监控

对在运行作业进行定时刷新监控、展示在运行作业信息。

展示内容为 ：在运行作业数、完成作业数、已停止作业数、已计划作业数、

作业总次数、作业列表

4.2.1.3.2 作业管理

4.2.1.3.2.1 作业查询

作业信息查询，可通过输入作业序号、作业名称、选择作业策略等方式进行



查询。

4.2.1.3.2.2 作业新增

作业新增，通过点击新增按钮，填写作业名称、选择作业策略、输入策略名

称、选择周期类型、填写运行周期、选择作业命令等进行新增。



4.2.1.3.2.3 作业运行

点击作业运行按钮，执行作业。

4.2.1.3.2.4 作业详情

查看作业的基本情况，以及作业的操作日志信息，同时可查看作业的运行记

录。



4.2.1.4 性能监控管理

4.2.1.4.1 集群监控

集群监控主要展示的内容包含对集群 CPU 的监控、I/O 趋势监控、硬盘存储

趋势监控和内存趋势监控。

其中 CPU 监控主要监控的内容是不同时间对应对 CPU 使用率的监控，每个

时间点的监控对应 CPU 使用率最大值、最小值和平均值。

I/O 趋势监控，主要针对每个时间点硬盘字节读取和写入的情况进行趋势监

控。

硬盘存储趋势监控是对集群中，存储空间大小的监控。

内存趋势监控主要针对不同时间点内存使用情况的趋势监控。



4.2.1.4.2 数据服务管理

4.2.1.4.2.1 接口定制申请

提交审核业务，凭证审核，发布反馈功能，还可以查看和查询接口任务

4.2.1.4.2.2 接口定制审核

新增、修改、查看、搜索和删除审核的接口，新增业务后，可以提交业务

审核，生成和上传凭证的功能。



4.2.1.4.2.3 开发者管理

审批、编辑，删除、查询开发者的功能。

4.2.1.4.2.4 开发者角色管理

新增、修改、删除和搜索角色的功能。

4.2.1.4.2.5 接口列表

接口的新增、删除、查看、搜索和编辑功能，接口的参数以及返回码设置，

以及接口的导入功能。



4.2.1.4.2.6 接口审核列表

接口的审核，对接口审核数据修改（待审核的无法进行这项操作），以及搜

索审核中的接口。

4.2.1.4.2.7 调用详情

查看接口调用的详情以及搜索调用详情。

4.2.1.5 数据权限管理

4.2.1.5.1 平台权限配置

界面及功能



对系统各类数据表中的数据字段进行权限配置，包括预设条件配置和关键

字配置。

4.2.1.5.2 角色数据配置

界面及功能

对系统中不同的角色配置不同数据操作权限包括数据表，以及数据字段。



4.2.2 数据管理

4.2.2.1 数据源管理

4.2.2.1.1 数据源管理

界面及功能

数据源管理，用于数据输入源、输出源、配置数据源的登记注册和管理。

数据汇聚、数据治理组件可以直接引用这里的数据源信息，无需手动录入。

数据源登记信息，包括：数据源名称、IP、源类型、用途、状态等信息。

支持数据源信息的 CRUD、分门别类、连接测试等操作。支持 ETL 配置数据源信

息、导入资源管理中心，完成全台数据源信息的统一管理。

新增数据源信息后，可以执行连接状态的一键测试，及时发现连接异常。

4.2.2.2 数据表管理

4.2.2.2.1 建表参数管理

界面及功能

建表参数配置，用于常用建表参数的参数名称、参数值和参数说明的配置



管理。在创建 Solr、MongoDB、Hbase、Kafka、ES、Kudu、JDBC 等数据库表时，

可以直接引用预设的建表参数。

4.2.3 数据库安全

4.2.3.1 数据保密性

无论在身份验证阶段还是数据传输阶段都使用加密的形式传输数据，通常

的方法可以使用 SSL 或 TLS 等方式，也可以使用 VPN 或专用协议传输。

对存储的重要数据需要采取加密手段进行保存，例如采用支持 MD5 方式的

本地存储实现。对于本身就是加密方式存储和使用的数据，在传输过程中可以适

当降低对传输过程中加密的要求。

4.2.3.2 备份恢复

对重要信息进行备份和恢复；

提供关键网络设备、通信线路和数据处理系统的硬件冗余，保证系统的可

用性；

提供本地数据备份与恢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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