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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动态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动态评价的评价内容、评价方法和评价程序。 

本标准适用于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的动态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35114 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信息安全技术要求 

GA/T 751-2008 视频图像文字标注规范 

DB34/T 3226  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35114、DB34/T 3226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动态评价  dynamic evaluation 

利用人工干预和智能系统对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中的前端设备在线率、通道完好率、视频质

量达标率进行实时分析和评价。 

4 评价内容 

4.1前端设备在线率 

4.1.1前端设备完好率 

前端设备包括但不限于： 

——摄像机 

——云台 

——电源 

——防雷器 

——断路器 

4.1.2传输网络完好率 

应测试每条视频传输网络是否畅通，包括： 

a)网络通断检测; 

b)断电检测； 

C)传输性能:时延、抖动和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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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视频图像质量达标率 

4.2.1像素 

  应支持1080P(1920*1080)或以上格式。 

4.2.2帧率 

  大于等于25fps。 

4.2.3水平分辨力 

   大于等于900线； 

4.2.4灰度等级 

   达到8级以上。 

4.2.5 双（多）码流 

支持同时输出或存储两路以上码流，且具有独立设置存储或输出码流参数的功能。 

4.2.6 字符叠加（OSD) 

应能在输出的图像中叠加中文文字和符号信息，信息包括：编号、位置、时间、日期等。叠加信息

的位置、内容应符合GA/T 751-2008中的规定。 

4.2.7 图像故障 

应能自动检测图像模糊、异物遮挡、照射范围不合理、图像卡顿、颜色异常、时间不同步、GIS标

注不准确。 

4.2.8主观评价等级 

  主观评价要达到4级以上，主观评价内容见表1. 

表 1 图像质量主观评价 

      

算术平均值 

马赛克效应       

边缘处理       

颜色平滑度       

画面的真实性       

快速运动图像处理       

低照度环境图像处理 
      

注： 

马赛克效应：单色区域画面存在的色块 

边缘处理：图像中的物体边界和线条（横、竖、斜方向），

主要考察边界的对比度和变形情况 

颜色平滑度：图像中单色区域画面的颜色层次丰富程度 

评分标准： 

图像质量损伤的主观评价       评分分级 

        不觉察                  5  

可觉察，但不讨厌              4     

稍有讨厌                   3 

评 
价 

人 
分 

数 
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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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的真实性：包括画面的完整性、是否存在色差、对图像

的整体接收程度 

快速运动图像处理：考察快速运动参考源下图像的连续性 

低照度环境图像处理：考察低照度环境图像的清晰度 

讨厌                     2 

非常讨厌                   1 

 

4.3平台故障率 

4.3.1应用层 

应包括但不限于：图像管理系统、网管系统、存储系统、运维系统、网络系统、环控系统。 

4.3.2基础层 

应包括但不限于：存储、检索、回放。 

5 评价方法 

5.1前端设备在线率 

5.1.1应能按年、季度、月、周、日等任意时间段对前端设备在线率进行统计分析。 

5.1.2计算公式 

iz=(H-G)/H × 100% 

式中： 

    iz——前端设备在线率，%； 

    H——总占位应在线时间，h； 

    G——占位故障时间，h。 

5.1.3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故障修复，其中修复时间不计入占位故障时间内，在规定时间内没有完成

故障修复，从故障发生时到完成故障修复所用的时间全部计入占位故障时间。 

5.1.4因改造、外方施工导致故障等应告知，其故障时间不计入占位故障时间。 

5.2视频图像质量达标率 

5.2.1像素、帧率、最小分辨率、灰度等级等项目应使用智能维护系统对任意线路任意时间段进行

检测统计分析，每发现任意一个项目一次不合格记为一次不达标。 

5.2.2主观评价等级项目由评价组对每一路进行主观评价，每一路主观评价等级取评价组成员的算

术平均值，按四舍五入取整数，小于5记为一次不达标 。 

5.2.3 计算方法 

it=(nL-Q)/ nL × 100% 

式中： 

    it——视频图像质量达标率，%； 

    n——评价项目数； 

    L——评价线路数； 

    Q——不合格数。 

5.3平台故障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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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组随机查阅智能运维系统日志，根据故障发生位置和次数按表1对故障分级。 

表1   平台故障等级 

序号 故障等级 判定标准 

1 Ⅰ级 平台无法使用 

2 Ⅱ级 应用层子系统功能丢失两个及以上 

3 Ⅲ级 应用层子系统功能丢失一个 

4 Ⅳ级 基础层功能模块丢失两个及以上但不影响应用层 

5 Ⅴ级 基础层功能模块丢失一个及以上但不影响应用层 

6 评价程序 

8.1确定评价范围 

根据需要确定评价线路数、计时时段、评价项目等。 

8.2组建评价组 

根据实际需要，从专家库选取3名以上奇数相关专家，组建评价组，现场推荐评价组组长。 

8.3现场评价 

8.3.1评价组应与需求方进行评价沟通，根据确定的评价线路数、计时时段、评价项目，确定评价方案。 

8.3.2现场评价时，评价组对有疑问的信息应及时与评价相关方进行沟通确认，并记录。 

8.3.3现场评价发现相关不一致信息应进行记录确认。 

8.4综合评价 

8.4.1现场评价结束后，应组织召开评价组内部会议，对评价相关事项进行综合评议，初步给出评价结果。

8.4.2评价组得出初步评价结果后，应及时与评价相关方的现场负责人进行交换意见，对相关异议应进行

沟通确认，最终给出评价结果。 

8.4.3评价组应出具评价报告，评价报告内容应包括下列但不限于： 

    ——评价线路数； 

    ——评价项目名称； 

    ——前端设备在线率； 

    ——视频图像质量达标率； 

    ——平台故障等级； 

    ——意见和建议。 

8.4.4评价组成员应在评价报告上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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