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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交通运输企业因为其行业的工作特性，受限于自

身管理水平和专业局限，在企业安全运营管理上仍有

巨大提升空间。信息化系统的建设与使用，是提升企业

管理水平、落实安全责任的重要途径；而交通运输企业

安全运营管理系统的建设使用中，往往会面临诸多实

际问题：企业规模不足以支撑庞大的信息化开销；企业

安全相关管理的内容庞杂且需求多变；企业员工多为

车辆驾驶员，工作场地不固定、文化水平较低，因此管

理难度大、成本高。

基于上述背景，研发适用于交通运输企业的安全

运营管理平台，需要满足SAAS形式为企业提供信息化

平台服务；满足企业多变的需求和需求间的组合，提供

不断更新的软件功能；满足用户使用移动互联网参与

落实企业安全管理工作，并提供有效的身份认证，以便

落实责任；满足第三方服务商为企业使用平台落地提

供服务与支持的需求。

1.DevOps组织与实施

平台建设与营运项目实行DevOps体系，为保证产

品的成功与后续的可持续发展，项目管理从技术路线

和管理手段两个部分实现了DevOps的落地，以此实现

产品开发与运营可持续发展的运转体系。

1.1技术路线

实现DevOps体系，首先需要基础环境满足一定条

件。通过使用容器和集群技术为基础，采用镜像仓库和

自动化配置管理工具，确保部署任务的可重复性、减少

部署出错的可能性，从而解决迭代式开发因更频繁的

发布所带来的高风险和大工作量问题。通过集群环境

的配置机制，执行生产环境和生产测试环境的两套环

境机制，迭代开发内容可通过持续集成的自动化配置

管理工具，开发人员提交代码便可以自动进行自动化

测试，通过测试后便自动完成生产测试环境的发布，以

便于产品设计和运营在生产测试环境进行验收。

1.2技术管理手段

技术管理手段上，一方面要求产品通过迭代式开

发模式进行推进，产品设计与运营人员通过两周时间

完成下一版本迭代内容的调研和设计工作；开发人员

常规以两周为开发测试周期进行迭代开发，产品设计

与运营人员在生产测试环境验收，以此交替，保证常规

情况2周一次新版本发布(图1)。

二是通过调动开发和运营（产品设计）人员之间的

协作，鼓励运营人员采纳软件开发方法，要求开发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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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运营（产品设计）人员基于生产测试环境进行沟通。

而开发人员更多地控制生产环境，负责软件功能和产

品的运维，实现90%以上的自动化，最终以极少的工作

量完成了基础环境巡检和运维工作。

2.运输企业安全运营管理平台建设

2.1技术架构设计

平台采用Docker容器技术，使用Kubernetes搭建容

器集群，容器集群环境和配套的管理配置功能提供必

要的应用支撑系统，比如应用发布、弹性扩展、监控日

志、健康检查和配置管理等，能够支撑微服务架构，并

提供负载均衡、服务注册、日志收集等微服务基础需

求，极大地提高组织高速交付业务的能力。容器集群环

境提供以下主要功能：容器集群管理功能、弹性的动态

扩展功能、镜像仓库、微服务框架、集群运维管理。基于

Kubernetes体系，运输企业安全运营管理平台的微服务

设计框架，依据Name Space、Pod、Container三个级别完

成，同时可根据应用计算资源的需求和限制，提供不同

级别的资源与质量管理。微服务群空间的划分，以

Name Space划分，解耦的微服务业务以Pod进行划分，

关联业务以多个Container组成的Pod进行划分。

应用服务开发采用SpringCloud框架，实现微服务

架构的应用开发，并采用前后端分离的模式进行开发。

后端通过微服务化、容器化部署于集群，确保服务的高

性能和高可用，各个微服务之间通过API gateway进行

交互和业务传递，采用JWT解决分布式站点的单点登

录场景，部署ActiveMQ消息中间件，承担服务间的消

息服务。前端使用Angular前端技术实现了跨平台客户

端开发，使用Bridge模式来实现抽象核心逻辑并让各终

端能实现不同平台的内容展现，一套代码同时支持移

动端APP（IOS和android）、微信小程序和web应用。应用

数据库采用分布式MySQL数据库进行部署，满足数据

库并发与高可用的应用需要。

为实现各种应用的场景，系统通过本地服务+云服

务的模式，集成了许多第三方云服务，阿里云的对象存

储服务（OSS）和内容分发网络（CDN），百度的人脸识

别服务和OCR识别服务以及微信、支付宝的支付服务

模块。

2.2系统与功能服务

运输企业安全运营管理平台的建设内容主要涉及

四个方面：一、企业从业人员资质证照管理；二、企业日

常安全教育培训；三、车辆技术档案与安全管理；四、企

业安全事务管理。产品用户分为：运输企业安全管理人

员；运输企业从业人员；服务商支持服务人员；平台运

营服务人员。针对不同用户，满足不同用户的使用场景

和使用需求，通过应用微服务整合集成

各种后台功能服务，利用前后端分离的

模式，为不同用户在不同设备上提供个

性化服务(图2)。

2.2.1平台系统

由3个web应用系统、2个移动端应

用为不同用户提供服务。（1）运输企业

安全运营管理系统：该系统为运输企业

安全管理人员提供企业安全管理的所

有功能，用户通过该系统对企业安全运

营工作进行操作与管理。（2）企业管理

小程序（移动端应用）：考虑到运输企业

的行业特性，需要能够提供移动办公条

件，平台以微信小程序形式，为运输企

业管理人员提供移动应用服务。（3）“安

驾课堂”APP（含微信小程序）：平台为运

输企业的从业人员提供专业APP，实现

企业对于从业人员的安全管理工作的

终端触达，通过APP的人脸识别和电子图2平台系统与功能服务

科 学 研 究

17



科学与财富
签名，保证从业人员在APP上安全工作的落实。（4）服

务商系统：平台作为SAAS服务，服务于全国各个地区

的运输企业，系统建设用于搭建全国服务、销售网络的

建设，赋能各地服务商，为其服务的运输企业提供更好

的落地服务与信息化支撑，保证平台的本地化服务与

落地能力。（5）平台运营管理系统：平台的用户分布与

用户数量，要求平台实现可持续运营的服务体系。该系

统建设用于形成平台方的运营服务体系，赋能平台运

营方对产品服务、质量的管理以及对全国网络服务商

的网络管理与服务质量的监管。

2.2.2平台功能服务

企业从业人员、资质和证照管理服务功能，由从业

人员基础信息管理、从业资格管理与证照管理、资格审

核、移动端证照上传等多个微服务功能组成，实现企业

对人员的安全管理要求，系统提供了人员的岗前培训、

人员资质审核等功能服务，特别针对驾驶员异地等情

况，实现在APP端拍照上传各种证照和资质证明，并通

过OCR识别技术实现图片内容到结构化数据的转化，

提升了管理企业管理水平，做到上岗人员均具备合格

资质(图3)。

企业日常安全教育培训服务功能，由课件管理、教

育培训计划管理、培训报告、APP远程学习、远程考试、

人脸识别身份认证、电子签名等多个微服务功能组成。

并通过平台的运营，为企业提供安全生产相关的专业视

频课件。企业通过平台管理功能，使用平台推荐的课件，

发布各种教育培训计划，从业人员通过APP远程学习。

凭借手机APP上的人脸识别（含活体检测）以及视频观

看的控制，保证人员学习的有效性，系统功能完全符合

《道路运输行业网络远程教学平台技术规范》的要求。

车辆技术档案与安全管理服务功能，由车辆基本

信息管理、车辆维护和修理登记、车辆检测和评定管

理、车辆主要部件更换管理、车辆变更登记、车辆行驶

里程登记、车辆机损事故登记管理、车辆技术档案制度

管理、车辆技术管理人员信息管理和企业管理端微信

小程序的档案上传等微服务组成。

企业安全事务管理服务功能，由企业通知下发、安

全责任书签验、行车日志上报、电子运单、车辆检查、安

全隐患排查、员工心理测评和安全例会下发等微服务

组成，实现企业日常安全事务工作的线上化，通过平台

和从业人员的APP，克服人员外出工作的行业特性，切

实完成企业的安全事务工作。

2.3系统测试与优化

平台利用容器集群环境，执行生产环境和生产测

试环境的两套环境机制。开发人员提交代码后，按照自

动化部署设计步骤，需要通过设置的自动化测试后，按

照配置脚本自动部署更新至生产测试环境，由产品运

营设计人员和测试人员完成人工测试和功能验收后，

由产品负责人通过版本发布计划，将新功能涉及的微

服务推送至生产环境，完成发布。此机制与过程满足平

台不中断服务的情况下，实现版本的发布与优化。

3.平台开发中的前沿技术应用

项目中采用了大量前沿技术产品，例如（带活体监

测的）人脸识别、OCR识别技术、对象存储、CDN等，应

用集群的动态资源配置策略，解决了瞬时高并发等一

系列的问题，为企业用户以及个人用户提供了前所未

有的便捷体验。

3.1对象存储与内容分发网络技术

利用阿里云成熟的对象存储服务(OSS)，视频存储

图3 运输企业安全运营管理系统-管理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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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端的OSS文件存储服务上，不仅带宽瓶颈得到了

有效解决，同时还具备强大的数据灾备能力。移动端的

视频在线播放采用阿里云的内容分发网络技术（CDN

服务），无论用户身处何处，都可以利用网络服务节点，

高速的访问视频服务，为移动端用户的观看提供稳定、

流畅的观看体验。实现低延迟和高并发，提供最佳学习

体验的目标。现有模式可支持10万人同时在线学习，并

具备弹性扩容的能力。

3.2人脸识别技术

为了解决从业人员大多数时间不在公司的行业特

性，为从业人员提供了APP和微信小程序，为用户提供

移动办公的条件。但是，在方便学员移动学习的同时，

鉴于安全责任的重要性，为安全事务切实落实到责任

人，防止人员冒领舞弊情况，有效查验操作人员的真实

身份，因此对学员的身份进行认证的要求更高。平台通

过在移动端使用具备活体检测技术的人脸识别技术对

学员进行身份认证，再加上学员的电子签名进行双重

认证，保证责任人的真实有效。

3.3OCR识别技术

平台功能中涉及许多证照、资质和档案的管理与审

核，无论是从业人员的资质、证照还是车辆的技术等级

评定，鉴于人员和车辆大多数不在公司现场的行业特

性，为了方便采集和录入，在移动端提供了拍照上传功

能，不但满足了这些数据的图像采集，通过采用OCR识

别技术，将拍照上传的证照、表格图片内容的数据，经过

OCR技术自动提取，通过软件转化成结构化数据存储和

应用的展示，从而有效地为企业管理实现降本增效，大

大提升了企业在此方面的信息化管理水平（图4）。

4.应用前景与综合效益

平台的建成与应用，以整体解决方案的模式，信息

化赋能的形式，帮助运输企业以低成本获得安全运营

管理信息化服务，为企业解决生产效益和生产安全的

平衡问题，提效降本，落实主体责任，不断增强安全生

产责任意识，规范运输企业安全管理工作，提升运输企

业安全管理水平，构建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夯实道路运

输行业安全发展基础。

目前产品已经为全国16个省、5000多家企业和13

万员工，提供7*24小时的软件产品服务，产品服务每月

产生经济效益约300余万元，并在陕西举行的第十四届

全国运动会期间，助力全运会交通运输保障方企业的

安全运营管理服务，其中特别是驾驶员心理测评功能

的使用，更是获得了运动会组委会好评。

5.结束语

运输企业安全运营管理平台产品的项目建设，将

“平台+移动端”的模式应用到交通运输企业的信息化

建设中，尝试以SAAS服务的形式，面向所有企业，提供

信息化服务赋能。项目建设中，充分借鉴互联网模式的

软件开发技术和应用实践经验，采用了容器集群技术、

人脸识别、OCR识别技术等多项前沿技术，并在实际应

用功能中达到了预期效果，形成多项软件著作权。运输

企业通过使用SAAS应用服务的模式，使一些信息化建

设投入受限的传统行业，企业能以更低成本获取更好

的信息化服务，这将进一步推动传统交通运输行业在

安全运营管理上的信息化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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