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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8)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建设综合勘察研究设计院

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杭州市临平区数据资源管理局、上海泰峰检测认证有限公司、杭州海康威

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移雄安信息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数字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成都秦川物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华鑫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南威软件

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公安局、深圳市迈睿迈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中铁建网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清华大

学、上海商汤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特斯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软通智慧科技有限公司、中电科新型智慧城

市研究院有限公司、山东新一代标准化研究院有限公司、成都路行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芯视界(北京)
科技有限公司、四川数字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超伟业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梦创

双杨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庆宇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华勤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电子商会(上海

电子制造行业协会)、深圳市安软慧视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陈正伟、张红卫、章建兵、李腾、彭革非、董南、王飞飞、泮诚、刘文、山栋明、崔昊、

陈武、郑庆国、熊自伟、于浩、梁永增、韦力、王倩倩、王瑶瑶、张轩、苏莹、胡晓虎、蒋慧、陈雨、孔俊、于程水、
连一航、戴莎军、徐春梅、王燕、宋汝良、张定华、华昱森、陈剑波、鲍捷、陈绮语、孙鹏、陈垦、郑金、罗远哲、
贾洪涛、陈庆华、颜文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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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新型智慧城市的建设需要海量数据的支撑,大数据的应用成为新型智慧城市的基本特征。感知终

端担负着数据采集、初步处理、加密、传输等多种功能,是新型智慧城市信息化建设的基础单元,为城市

管理和社会治理提供坚实的数据采集基础。
当前感知终端的品类和技术规格纷繁复杂,感知终端应用与智慧城市相关场景需求之间存在不匹

配、不协调的问题,终端使用效率不理想。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件在遵循GB/T38637.1—2020《物联网 感知控制设备接入 第1部分:总体要

求》、GB/T38637.2—2020《物联网 感知控制设备接入 第2部分:数据管理要求》、GB/T38624.1—2020
《物联网 网关 第1部分:面向感知设备接入的网关技术要求》等相关标准技术要求基础上,充分考虑智

慧城市相关行业对感知终端的应用需求,强化智慧城市感知终端的应用指导,为智慧城市场景下感知终端

的部署和管理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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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 感知终端应用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描述了智慧城市感知终端的典型应用场景分类,提供了感知终端应用场景适配、管理、安全

保障等指导。
本文件适用于指导智慧城市感知终端应用的设计、安装、调试和运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感知终端 sensingterminals
具备对物或环境进行信息采集或执行操作并联网进行通信功能的装置。
[来源:GB/T36951—2018,3.1.2,有修改]

4 概述

智慧城市感知终端的应用一般需综合考虑感知终端应用需求、感知终端应用适配、感知终端管理、
安全保障四方面。

a) 感知终端应用需求。结合城市功能、城市空间分级分层,明确感知终端应用场景、区域,为感知

终端选用和管理提供依据。

b) 感知终端应用适配。对照感知终端应用场景、区域,选用与之适配的感知终端,解决感知终端

应用与智慧城市场景、区域不匹配、不协调,终端使用效果不理想的问题。

c) 感知终端管理。综合应用场景、应用区域、终端选用适配等因素,明确感知终端安装、调试、运
维管理等内容,实现对感知终端的有效管理。

d) 安全保障。从风险评估、物理和环境安全、网络和通信安全、数据安全等方面提出感知终端安

全保障相关考虑因素。

5 感知终端应用场景分类

5.1 分类框架

感知终端是智慧城市信息化建设的基础单元,宜按照智慧城市建设、发展需求,明确感知终端应用

场景,为终端选用和管理等提供依据。
本文件将智慧城市感知终端的应用场景从城市功能和城市空间两个维度进行分类,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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