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校编码：10384                                分类号______密级______ 

学号：X2013230128                                           UDC_____ 

 

 

工 程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基于 Android 的移动警务通系统 

设计与实现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Mobile Police System  

Based on Android Technology 

 

李泽民 

 

指 导 教 师： 廖 明 宏 教 授 

专 业 名 称： 软  件  工  程 

论文提交日期： 2017 年 10 月 

论文答辩日期： 2017 年 11 月 

学位授予日期： 2017 年 12 月 

 

指  导  教  师：           

答辩委员会主席：           

2017 年 10 月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厦门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研究成

果。本人在论文写作中参考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均

在文中以适当方式明确标明，并符合法律规范和《厦门大学研究生学

术活动规范（试行）》。 

另外，该学位论文为（                        ）课题（组）

的研究成果，获得（                ）课题（组）经费或实验室的

资助，在（              ）实验室完成。（请在以上括号内填写课

题或课题组负责人或实验室名称，未有此项声明内容的，可以不作特

别声明。） 

本人声明该学位论文不存在剽窃、抄袭或学术不端行为，并愿意

承担因学术不端行为所带来的一切后果和法律责任。 

 

                           声明人  （签名）： 

            指导导师（签名）： 

 

年  月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厦门大学学位论文著作权使用声明 

 

本人同意厦门大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

法》等规定保留和使用此学位论文，并向主管部门或其指定机构送交

学位论文(包括纸质版和电子版)，允许学位论文进入厦门大学图书馆

及其数据库被查阅、借阅。本人同意厦门大学将学位论文加入全国博

士、硕士学位论文共建单位数据库进行检索，将学位论文的标题和摘

要汇编出版，采用影印、缩印或者其它方式合理复制学位论文。 

本学位论文属于： 

(     ) 1.经厦门大学保密委员会审查核定的保密学位论文，于 

年   月   日解密，解密后适用上述授权。 

(  √  ) 2.不保密，适用上述授权。 

请在以上相应括号内打“√”或填上相应内容。保密学位论文应是

已经厦门大学保密委员会审定过的学位论文，未经厦门大学保密委员

会审定的学位论文均为公开学位论文。此声明栏不填写的，默认为公

开学位论文，均适用上述授权。 

 

 

                             声明人(签名)： 

年  月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摘要 

I 

 

摘  要 

随着我国公路交通建设的快速发展以及机动车辆的普及，与机动车辆和驾驶

员相关的交通违法现象逐年上升，对稳定的公共交通秩序造成很大威胁。为提高

基层交警的工作效率，完善交警执勤管理，贵阳市交通管理局提出采用信息化手

段完成市局警务管理，实现贵阳市交通管理局警务行政管理的移动化。建立基于

Android 的贵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移动警务通成为了贵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的新

目标。 

本文首先简要介绍了 Android 应用和移动警务通的现状，研究了 Android 操

作系统以及 Web Service 技术，为移动警务通系统的研发奠定了必要的技术基

础。随后通过对公安交通管理局执勤民警实际行政执法进行实际需求调研，在需

求分析的基础上，详细阐述了警务通系统的网络、技术以及总体功能架构设计。

后本文详细阐述了机动车信息查询、驾驶人信息查询、现场处罚、强制措施、

违停告知等模块功能的设计和实现的方法，并建立多个测试用例，对系统各模块

进行了测试，给出测试结果。 

本文所提出的基于 Android的贵阳市交通管理局移动警务通系统设计方案能

够实现移动警务管理的信息化，有效解决了现场执法管理中的机动车及驾驶人信

息查询、现场处罚、违法处置、勤务管理等问题，使得警务业务工作方便、快捷、

准确，大大提高了基层交警现场执法管理的工作效率。除此之外，利用 Web 

Service 技术来设计各模块的数据访问接口，以一种简单的方式完成异构模块之

间的数据信息通讯和共享，能更好的实现业务子系统与服务器数据的交互和传

递，这在实践中有一定的应用推广价值。 

 

关键词：移动警务通系统；Android；Web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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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highway traffic construction in China, and the 

popularity of motor vehicles, associated with motor vehicles and drivers of traffic law 

phenomenon is increased year by year, public traffic caused great threat to stability.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the stability of the traffic order caused great threa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working efficiency of the traffic police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and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management of the traffic police on duty, Guiyang City Transit 

Authority proposed us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ols to complete the police 

management. Build Android-based mobile communication system, the police became 

the new target of Guiyang City Public Transport Authority. 

Firstly,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Android applications and mobile police 

through the status quo, to study the Android operating system and Web Service 

technology-related knowledge, and to study the necessary knowledge based for 

complete of the project. Then analyzed the Guiyang city administration of public 

security traffic police on duty for the actual demand of the actual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And on the basis of demand analysis, the network architecture of the 

system are discussed in detail, the technical architecture and function structure as a 

whole. Finally this thesis elaborated the system module function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method has carried on the detailed description. 

Proposed in this paper is based on Android mobile police Guiyang City Transit 

Authority through system design enables mobile police managemen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 effective solution for data sharing in the field of law enforcement 

management, collaborative work, illegal disposal needs, making the business Work 

convenient, fast, accurate, and great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grassroots site traffic 

enforcement management. In addition, the use of Web Service technology to design 

the module of data access interface, is really a simple way to complete th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sharing datas between heterogeneous module can 

better realize the business subsystem interactions with the server data and transmit.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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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a certain application promotion value in practice. 

 

Key Words: Mobile Police System; Android; Web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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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背景和意义 

自 21 世纪初期以来，移动智能手机逐渐被人们普及使用，人们从计算机 PC

端逐渐转向手机方式收得信息。移动计算和无线数据库技术大大提高了现代办公

的效率。据研究报告显示，截止日期到 2015 年 8 月末，我国手机网民人数达到

了接近 7 亿人，占全部网民人数总和的 89.1%，与 2011 年相比较，上升了将近

3.6 亿人。由于手机尺寸小，可以随身带着，支持无线上网、用户很容易实现户

外随时随地就能办公等优点[1]，使智能手机逐渐成为移动办公的核心替代设备，

尤其是在需要进行现场执法办公的政府部门，能大幅提高行政业务部门之间的协

同和处置效率。 

贵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信息化建设开始于二十世纪 80 年代，国务院 1977

年将公安信息综合管理系统列为国家“七五工程”重点建设名目。随着“金盾工

程”一期和二期项目建设的完成，贵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信息化建设已随着信息

技术的发展，取得了明显的信息化成绩，逐渐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电子警务通系

统是公安工作信息化的里程碑式产物，已经普遍使用于交警业务日常管理中，逐

步成为贵阳市公安交警工作信息化建设的重点方向之一。当前，贵阳市公安交通

管理局警务管理信息化建设逐渐铺展开来，搭建了一整套完整的办公网络，建成

了涵盖全市的机动车及驾驶员数据、执法记录、法律法规知识等数据的信息业务

基础数据库。然而，业务系统虽然很完备，但是缺少移动办公业务系统的支持，

很多时候，一线值勤警务执法人员只能在上班期间内，通过办公室的办公计算机

才能录入和查询数据，很大程度的限制了实际工作中的信息查询和获取速度，大

大降低了办公执法效率。因此研发一套基于 Android 的贵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移

动警务通系统成为贵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信息化建设的重要任务。 

1.2 研究现状 

1.2.1  Android 应用  

2014 年以来，移动手机用户数量陡然增加，手机应用程序（APP）数量急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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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多，两者相互促进，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加速机制。 

（1）移动应用（APP）数量急剧增大。根据 2015 年的一份国外的移动应用

使用报告显示[2]，2015 年手机应用使用量较 2014 年增加了约 121.3%。通过谷歌

应用商店的统计结果显示，2015 年上架的移动应用数超过 88 万个，手机应用的

下载次数达到了 273 亿次 [3]。 

（2）移动应用（APP）覆盖领域广泛。移动应用的功能逐渐向日常生活和

日常办公方面发展。2015 年，新闻、生活健康、社交、交通导航等类别的应用

增幅较快，分别达到了 275%、220%、215%、193%。[4]。下面的图 1-1 是手机

APP 应用类别增幅的分布图。 

 

图 1- 1 移动应用领域分布图 

（3）手机应用的发布逐渐依赖于各大平台形式。移动应用商店逐渐成为应

用 APP 的下载点，用户通过商店很容易就能下载到想要的智能应用软件。移动

应用商店来源主要有以下几种。 

 手机制造商，如小米应用商城、魅族应用商城等； 

 手机操作系统提供商，例如苹果的 App Store 等； 

 网络运营商，如联通的“沃商店”等； 

 大型互联网公司，例如腾讯的应用宝、360 的 360 手机助手等； 

 第三方厂商，如刷机精灵、91 助手、豌豆荚等[5]。 

下面的图 1-2 是移动应用商店 2009 到 2012 年的下载数量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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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 移动应用商店分布图 

1.2.2  移动警务通系统 

国内从 2005 年才开始对公安交通管理移动警务技术进行了研究，期望使用

移动信息化技术解决公安交通管理中遇到的难题。从 2005 年 4 月起，国内开

始对移动警务通系统开展了探讨和研发。公安部、中移动、中电信相继开始开展

运用移动智能技术，布局移动警务通系统网络工作，逐步建成移动警务通系统，

由于公安交警执法业务需求的不断变更及流程的不断优化，公安移动警务通系统

进行了多次版本的变更和功能完善。从移动警务通系统研发所采用的数据交互技

术角度来进行区分，可以分为以下几代版本。 

（1）第 1 代版本的系统，由于缺乏网络互通环境，其警务业务数据储存在

手机内存中。公安交警需要定期的将服务器的数据复制到手机里面进行数据更

新。无法实时与公安交通管理局服务器进行数据联通，没有实时性。此外，缺乏

安全性，一旦移动警务通终端丢失，就会引发存储在终端中的系统数据泄露。 

（2）第 2 代版本的移动警务通系统，使用文字来传送系统数据，与公安内

网才有了所谓的数据交互。但是只能传字节数据，不仅速度慢，而且每次的交互

量非常小，此外进行一次数据交互并不能传完一条完整的数据，需要分成几条数

据进行分次传输，成本也比较高。 

（3）第 3代版本的移动警务通系统，采取了 WAP技术，手机智能终端利用

无线通信应用协议访问公安内网，实现移动网络数据传输互联。唯一的限制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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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网络的型号，有些现场执法场景没有型号就不能使用系统，而且在有网的条件

下上网速度也比较慢。 

（4）第 4 代版本的移动警务通系统，利用面向服务的体系架构（即 SOA）

技术的 Web Service和移动虚拟专用网络（简称 VPN）相结合的数据访问技术，

使手机应用程序的数据交互性能和数据安全性有了较高的提升。另外，智能移动

终端系统采用无线 WIFI、2G/3G/4G 等多种无线通信连接方式，极好的实现实时

数据库传递与同步。采用这种方式进行数据交互处理的 Android智能客户端，为

公安交通管理局一线工作人员提供了一种跨办公地点的现代化、信息化和移动化

的办公机制。 

1.3 论文主要的研究内容 

本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四个方面： 

（1）查阅基于 Android 的移动客户端应用程序开发方面的相关文献，研究

基于移动化的警务通系统产品的功能及原理，并以此作为贵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

移动警务通系统设计与实现的参考； 

（2）贵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移动警务通系统需求分析。和同事进行沟通交

流，结合执勤警务执法的业务流程，了解我局移动警务通系统的实际需求，形成

移动警务通系统解决方案。 

（3）研究 Web Services 技术，设计访问服务端数据库信息的数据查询访问

接口。 

（4）对机动车信息、驾驶人信息、现场执法、强制措施等功能模块进行数

据流、类图等设计，并参与编程实现。 

1.4 本文组织结构 

本文结合计算机软件工程理论思想，对公安交警移动警务通系统进行设计并

参与部分编程实现其功能。文章首先研究了贵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移动警务通系

统分析与设计所需的相关技术，然后给出了移动警务通系统的需求分析， 后阐

述了系统的设计过程与实现方法。本论文的结构如下： 

第一章 绪论部分，简单描述本论文的研究背景和课题具有的意义，分析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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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市交通管理局一线执勤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在介绍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基础上，

阐述论文研究的目标及对公安交警信息化建设的意义。 

第二章是本文所涉及到的理论技术，介绍相关理论技术研究。详细介绍了

Android 的产生及其平台架构，描述了 Web Service 技术的关键协议以及 jQuery 

Ajax 技术，为贵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移动警务通系统做必要的技术知识储备。 

第三章 需求分析，对系统的主要业务需求进行整理，对公安交通管理局移

动警务通的业务流程，功能需求以及非功能需求进行分析，描绘出主要的用例图、

用例描述以及业务流程图。 

第四章是公安交警移动警务通的总体设计，论文对公安交警移动警务通的网

络架构和技术架构进行设计，并将警务通的功能模块进行划分和详细设计， 后

对数据库进行了设计，包括主要数据表的物理结构设计。 

第五章是公安交警移动警务通的详细设计与实现部分。通过对移动警务通实

现过程进行了描述，详细阐述了登录模块、机动车查询、驾驶人查询、现场处罚、

强制措施的功能实现。 

第六章 系统测试，通过研究和分析测试模型和分类，给出了本系统的测试

环境，通过建立模块测试用例，进行测试，得到结果， 后对移动警务通测试得

到的结果进行分析和探讨。 

第七章 总结与展望，本部分笔者首先总结了笔者参与的工作及经验收获，

同时对下一步的移动警务通系统开展工作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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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关技术介绍 

2.1  Android 操作系统 

2.1.1  Android 的产生 

Android 作为一种智能终端的操作系统，在我国，称这种操作系统为“安卓”

[2]。目前 Android 系统主要使用于移动设备。Android 刚开始并不是 Google 公司

自己研发的，其发明人名字叫做 Andy Rubin，现任谷歌公司 Android 产品核心负

责人。Android 操作系统主要支持只能手机、平板等智能终端。2007 年 12 月份，

谷歌公司和旗下的硬件和软件生厂商、开发商和运营商组成的开放手机联盟联合

研究和开发改进 Android 操作系统。随后谷歌公司以 Apache 开放原代码许可证

的授权方式，在 2007 年十一月五日发布了 Android  1.0 手机操作系统。谷歌公

司将它称之为世界首个为移动智能终端打造的开源的系统软件，随后通过不断更

新版本，使 Android 操作系统更加流畅和人性化。目前，Android 操作系统的

新版本是 Android 5.1 版本。在使用 Android 的历史过程，第一款 Android 智能

手机是出世在 2008 年 12 月月，由于 Android 操作系统的兴起和发展，各大手机

厂商陆续发布基于 Android 操作系统的手机，包括 google、摩托罗拉、HTC、三

星、联想等。随后，Android 操作系统又慢慢应用到智能平板及其他行业中，如

电视机（例如小米电视、创维电视）、车载液晶显示屏、游戏机等。2011 年四月

份，安卓操作系统在全世界的市场份额第一次超过了微软的塞班系统，其移动操

作系统使用量达到了世界第一。2013 年 12 月，基于 Android 操作系统的移动只

能手机的全球市场份额已经达到 71.3%。2013 年 9 月 24 日谷歌开发的 Andriod

系统已诞生了五年之多，与此同时，采用 Android 系统的设备数量已经达到 12

亿台。 

2.1.2  Android 平台架构 

Android 是一款开源的移动智能操作系统[3]。Android 系统从上到下依次是

Linux 核心层（Linux Kernel）、系统运行库层（Android Runtime Libraries）、应用

框架层（Application Framework）和应用程序层[2]。图 2-1 为 Android 平台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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