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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信息化概论》

内容概要

《公安信息化概论》的主要宗旨不仅是介绍具体的信息化建设技术，而且通过多年的公安信息化建设
实践，希望从公安信息化应用的角度，为读者解析公安信息化建设的方法和基本理论，通过实际的案
例，希望读者明白：如果我要建设这样的系统，应该做什么，应该怎样去描述需求，怎样去分析业务
，应该怎样去设计，应该怎样去实施；在实施中需要掌握的要点是什么，如何分析和规避信息化建设
中的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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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5 验收完成
第25章 工程质量风险分析与规避
25.1 风险分析与规避原理
25.2 建设过程的风险分析
25.2.1 业务应用风险分析
25.2.2 综合应用风险分析
25.2.3 局域网建设风险分析
25.2.4 广域网建设风险分析
25.2.5 指挥中心风险分析
25.2.6 移动通信风险分析
25.2.7 监控应用风险分析
25.3 工程风险规避措施
25.3.1 业务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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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2 综合应用
25.3.3 局域网建设
25.3.4 广域网建设
25.3.5 指挥中心
25.3.6 移动通信
25.3.7 视频监控
第26章 系统测试与交付
26.1 测试目标分析
26.1.1 测试过程描述
26.1.2 测试目标描述
26.1.3 测试方法描述
26.1.4 测试主要范围
26.1.5 测试内容描述
26.1.6 测试数据描述
26.1.7 测试环境描述
26.2 测试依据559
26.3 测试任务设计
26.3.1 功能测试设计
26.3.2 性能测试设计
26.3.3 参数测试设计
26.3.4 满载测试设计
26.3.5 冲击测试设计
26.4 测试数据准备
26.4.1 测试数据分类
26.4.2 测试用例和数据设计
26.5 测试文档设计
26.5.1 测试文档描述
26.5.2 测试文档应用规范
26.5.3 测试文档维护
26.6 测试实施
26.6.1 系统测试流程
26.6.2 系统测试环节调度
26.6.3 系统测试实施
26.7 测试结果评价
26.7.1 功能测试评价
26.7.2 性能测试评价
26.7.3 参数测试评价
26.7.4 满载测试评价
26.7.5 冲击测试评价
26.8 测试结果验收
26.8.1 递交成果的签署
26.8.2 递交成果的拒绝
26.8.3 软件系统的验收
26.9 影响验收的因素
26.9.1 验收风险分析
26.9.2 合理组织与控制
26.10 项目交付物
第27章 工程运行管理
27.1 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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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1 组织结构与职能
27.1.2 人员管理
27.1.3 安全管理
27.1.4 技术文档管理
27.2 机房与设备管理
27.3 网络通信
27.3.1 网络建设
27.3.2 网络管理
27.3.3 网络安全
27.4 软件
27.5 数据
27.6 运行管理
第28章 公安信息化建设技术文档概述
28.1 需求描述、分析规范
28.2 总体设计技术规范
28.3 概要设计技术规范
28.3.1 文档介绍
28.3.2 系统概述
28.3.3 总体设计
28.3.4 模块结构设计
28.4 接口设计技术规范
28.4.1 安全保密设计
28.4.2 系统运行设计
28.4.3 系统出错处理设计
28.4.4 系统维护设计
28.5 数据库设计技术规范
28.6 项目开发计划规范
28.6.1 文档介绍
28.6.2 项目介绍
28.6.3 实施计划
28.6.4 支持条件
28.6.5 专题计划
28.6.6 领导审批意见
第29章 公安信息化标准名录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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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公司的人说很不错
2、本想买一本公安信息学的教材，结果买了这本。感觉理论性内容介绍相对较少，但对公安信息技
术应用知识论述较为全面系统，因为是概论，所以技术细节不够深入，适合有一定理工科基础的人阅
读。
3、对于如何建设公安信息化的构思和介绍比较全面！
4、内容很丰富，的确是经验积累，
对于了解公安信息化的总体内容和难点以及解决方案很有帮助
5、该书介绍比较全面，涵盖的目前公安信息化所涉及的大部分内容，对公安业务和信息化的了解有
入门和提升的作用，但要做好系统还需要自己深入理解，在实践中去摸索
6、内容很全面，是一本普及的好书
7、安信息化概论 安信息化概论
8、我和作者打过交道，很好的老师，很好的书！
9、适合公安信息化相关知识需求的参考，很全面，有用。
10、深度额质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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