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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绿地智慧养护系统建设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公园绿地智慧养护系统建设的基本要求、系统规划、系统设计、系统实施、系统运维等

技术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北京地区公园绿地智慧养护系统的建设和运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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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20009 信息安全技术 数据库管理系统安全评估准则

GB/T 20272 信息安全技术 操作系统安全技术要求

GB/T 22239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B/T 33905.2 智能传感器 第2部分：物联网应用行规

GB/T 34068 物联网总体技术 智能传感器接口规范

GB/T 34069 物联网总体技术 智能传感器特性与分类

GB/T 34071 物联网总体技术 智能传感器可靠性设计方法与评审

GB/T 37032 物联网标识体系 总则

GB/T 37956 信息安全技术网站安全云防护平台技术要求

GB/T 37971 信息安全技术智慧城市安全体系框架

GB 50373 通信管道与通道工程设计标准

DB11/T 213 公园绿地养护技术规范

DB11/T 795.2 园林绿化网格化管理 第2部分：网格划分与编码规则

DB11/T 795.3 园林绿化网格化管理 第3部分：对象、事件、业务分类与编码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公园绿地智慧养护 smart maintenance of park green spaces

整合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对公园绿地进行实时监测、智能分析，通过动态交互、

开放共享、科学决策提升公园绿地养护效率和质量，实现公园绿地养护智慧化、标准化、精细化的方法。

3.2

智能传感器 intelligent sen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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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与外部系统双向通信手段，用于发送测量、状态信息，接收和处理外部命令的传感器。

注：智能传感器是包含信息处理装置的传感器，传感器是智能传感器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来源：GB/T 33905.3—2017, 3.2]

4 总体要求

4.1 系统应遵循可靠性、健壮性、模块化、低耦合、易用及便于维护等设计和建设要求。

4.2 系统设计应在满足需求的基础上，整体考虑基础设施层、数据层、业务应用层及展示层的组成及配

置。

4.3 系统应具备跨主流操作系统平台（Windows、Linux 等）部署的能力。

4.4 系统安全应符合 GB/T 37956、GB/T 37971 的相关要求。

4.5 系统应以支撑 DB11/T 213 规定的植物养护、绿地管理各项工作及相关要求为基础，结合系统具体需

求进行建设。

4.6 系统运维应在做好日常安全维护、数据备份、性能优化的同时，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应答响应、故

障处置及系统恢复。

5 系统规划

5.1 系统架构

公园绿地智慧养护系统系统架构包括基础设施层、数据层、业务应用层、展示层，详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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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公园绿地智慧养护系统架构图

5.2 系统组成

5.2.1 基础设施层

基础设施层由基础软硬件环境、感知和控制设施组成。

a) 基础软硬件环境包含服务器、基础软件（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安全设备、通信传输设备等。

b) 感知和控制设施可包含气象站、土壤监测设备、智能水表、电磁阀及灌溉设备、病虫害监测分析

设备、绿地巡视记录仪、视频监控设备及其他设备等。

5.2.2 数据层

数据层由基础数据、运营数据及算法组成。

a) 基础数据包含园林植物基础信息库、绿地管理基础信息、植物养护基础数据、专家库、园林科普

信息库等。

b) 运营数据应包含资源数据（生产资料数据、相关单位信息管理）、感知数据（设备监测数据、设

备运行数据、场景互动数据）、作业数据（养护数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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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算法可包含（线性回归、逻辑回归、最近邻算法、K-均值、随机森林、神经网络等），进行机器

学习、深度学习。

5.2.3 业务应用层

业务应用层由基础应用和拓展应用组成。

a) 基础应用包含项目立项、项目绿地分区管理、养护任务管理、智慧灌溉系统、养护技术档案管理、

系统管理等。

b) 拓展应用可包含实名制及考勤管理、环境感知监测系统、绿地巡视系统、设备状态监控、病虫害

监测系统、知识/专家库、养护质量等级评定系统、相关单位管理、公众互动、生产资料管理、决

策系统、其他应用等。

5.2.4 展示层

以数据可视化形式展示公园绿地的运营情况，针对不同的用户封装为智慧养护监管系统、智慧养护管

理系统、智慧园林服务平台等，可通过智能大屏、PC端、移动端等方式进行展示。

6 系统设计

6.1 基础设施层

6.1.1 基础软硬件环境

6.1.1.1 公园绿地智慧化养护区域应具备布设感知和控制设施，且监测数据和控制指令可实时双向传输

的条件。

6.1.1.2 服务器应满足的最低配置要求为：4 核 CPU、16G 内存、200G 硬盘。

6.1.1.3 操作系统应符合 GB/T 20272 的规定。

6.1.1.4 数据库搭建应符合 GB/T 20009 的规定。

6.1.1.5 网络安全设备应符合 GB/T 22239 的规定。

6.1.1.6 通信传输设备应符合 GB 50373 规定的设计要求。

6.1.1.7 物联网网关应提供传感器接入接口，且应符合 GB/T 6107 规定，还应具备与感知控制设施通信的

有线或无线接口，并支持对所连感知和控制设施的状态查询、远程固件升级和设施管理。

6.1.2 感知和控制设施

6.1.2.1 气象站、土壤监测设备、智能水表、电磁阀及灌溉设备、病虫害监测设备、绿地巡视记录仪等

设施的传感器应符合 GB/T 22239、GB/T 33905.2、GB/T 34068 、GB/T 34069 、GB/T 34071 及 GB/T 37032

的要求。

6.1.2.2 视频监控设备应支持远程实时音视频监控，可通过设置固定监控摄像头、移动监控摄像头或固

定、移动监控摄像头组合等方式覆盖目标区域。

6.2 数据层

6.2.1 基础数据

6.2.1.1 绿地管理基础数据中基本管理单元的划分及编码规则应符合 DB11/T 795.2 的规定，绿地管理基

础数据中的对象、事件、业务应符合 DB11/T 795.3 规定的对应分类和编码。

6.2.1.2 园林植物基础信息库、绿地管理基础信息、植物养护基础数据包括以下内容。

a) 园林植物基础信息包括植物种类、数量、植物生长适宜条件等。

b) 绿地管理数据包括园区四至、园区历年气象数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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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植物养护基础数据包括土壤信息（土壤墒情、质地、肥力等）。

6.2.2 运营数据

6.2.2.1 应具备行业主管部门、其他相关方外部系统数据对接的能力。

6.2.2.2 应提供应用服务集成，统一各应用系统的服务接口规则，并按需提供不同程度的应用功能封装，

实现对智慧养护应用服务的统一管理，完整的消息及日志服务等。

6.2.2.3 运营数据分为生产资料数据和养护作业数据。

a) 生产资料数据包括设备、农资（肥料、农药）等。

b) 养护作业数据包括养护时间、养护周期、养护作业类型、养护人员等。

6.2.3 算法

6.2.3.1 线性回归、逻辑回归、最近邻算法等，针对传感器监测数据，对整体绿地的数值预测，将监测

及预估值与植物精养需求对比，吐出养护决策。

6.2.3.2 K-均值、随机森林、神经网络等，是基于历史数据、历史行为，用多数投票来预测未来发生规

律，给到决策树，用于防范病虫害发生规律及风险。

6.2.3.3 应根据养护需求，通过机器学习、深度学习将资源数据、感知数据、作业数据协同运用，为管

理决策提供服务支撑。

6.3 业务应用层

6.3.1 基础应用

6.3.1.1 养护项目信息

应采集项目名称、项目地址、绿地类型、业主单位、养护单位、养护面积、项目边界、养护等级、项

目经理、主要工作内容等信息。

6.3.1.2 养护项目绿地分区管理

通过对现有绿地的实际情况，结合养护要求、绿地植被特性、功能区进行评估，科学划分片区进行管

理。每个片区应明确责任人（养护人员或劳务班组）、责任地段、养护质量标准和主要工作内容，按照精

细化养护管理，提供地理信息系统（GIS）划界自动计算养护面积。

6.3.1.3 养护任务管理

应对养护任务进行全面管理，智慧养护包括养护计划制定、任务派发、告警管理、事件上报、事件分

配、养护实施、绿地巡视、养护支持（知识库、专家服务）等功能。

6.3.1.4 智慧灌溉系统

6.3.1.4.1 应对分区中植物种类、土壤类型、土壤墒情等数据采集，通过数字化智慧喷溉数据模型算法，

由软件系统智能控制，实现根据植物实时需水情况自动浇水。

6.3.1.4.2 智慧灌溉系统应具备人工远程灌溉及定时策略灌溉功能，且应满足灌溉用水统计。

6.3.1.4.3 智慧喷溉区域应配置土壤温湿度传感器，可随时随地查看植物的需水情况。通过土壤传感器

采集数据，结合已经设定植物浇水所需温湿度阈值，及时预警并指导现场作业；提供移动端 APP 用于现场

查看土壤传感器分布、温湿度实时数据及土壤湿度热力图情况，同时提供电脑端 WEB 进行土壤数据趋势

图查看。

6.3.1.5 养护技术档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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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5.1 应将养护技术档案管理纳入信息化管理，实现档案的快速查询、在线编辑和共享。

6.3.1.5.2 养护技术资料应具有完整性、准确性和可用性。

6.3.1.5.3 应制定详细的养护月令规范，包括养护类型、实施方法、使用药械等方面的规定，并按照规

范进行对照。

6.3.1.5.4 在养护过程中，应及时收集各种技术资料，包括养护计划、施工记录、监测数据、维修报告

等，保留每个养护项目技术实施档案。

6.3.1.5.5 根据养护项目的特点和需求，对养护植物进行科学分类和编目。例如，可以按照养护类型（如

草坪养护、树木养护等）、养护区域或养护时间、养护植物基础数据、养护数据分类。

6.3.1.6 系统管理

6.3.1.6.1 用户与权限管理：管理系统的用户账户、角色和功能权限和数据权限，保障系统的安全性。

6.3.1.6.2 配置管理：负责软件系统的参数配置、设置管理以及定制化功能。

6.3.1.6.3 日志管理：收集、存储和分析系统的运行日志，发现并解决问题。

6.3.1.6.4 系统更新：定期更新，优化权限、完善功能，贴近不同使用者产品定位。

6.3.1.6.5 性能监控：实时监控系统性能指标，响应时间、吞吐量、资源利用率等，及时发现性能瓶颈

并进行优化。

6.3.2 拓展应用

6.3.2.1 实名制及考勤管理

6.3.2.1.1 员工信息采集：可对员工基本信息进行登记，包括姓名、年龄、身份证号、照片、联系方式

等，展示层面做数据脱敏。

6.3.2.1.2 设定上下班时间：根据园林养护工作的特点和实际需要，设定合理的上下班时间。

6.3.2.1.3 打卡管理：采用打卡机或手机应用程序等方式，记录员工的上下班时间，确保考勤数据的准

确性和公正性。

6.3.2.1.4 请销假管理：建立请销假管理流程。

6.3.2.1.5 考勤数据统计分析：定期对考勤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了解员工的工作状况，进行数字化管

理。

6.3.2.2 环境感知监测系统

6.3.2.2.1 通过各类传感器、摄像头等设备，实时监测园林环境中的温度、湿度、光照、土壤水分、二

氧化碳浓度等参数，以及植物的生长状况，实时感知和传输环境信息。

6.3.2.2.2 通过无线或有线网络传输到信息服务平台，实现感知数据的汇聚和共享。将数据进行结构化

存储。

6.3.2.2.3 支持对园林植物的种类、分布、生长状况，以及园林设施的使用和维护情况等实施动态监测。

6.3.2.2.4 公园绿地环境感知系统，应能通过大数据综合运用，实现园林环境的智能管理和控制。可根

据感知数据和分析结果，自动调整喷灌设备、灯光设备等园林设施的运行状态，实现节能降耗和精细化管

理。应能提供预警和处置功能，及时发现和处理异常情况。

6.3.2.3 绿地非现场巡视系统

6.3.2.3.1 技术支持

6.3.2.3.1.1 使用智能设备：如无人机、智能巡检机器人、固定摄像探头等，提高巡视效率和准确性。

6.3.2.3.1.2 建立信息平台：通过移动应用或在线平台实现巡视数据的实时上传和共享。

6.3.2.3.1.3 数据分析与预警：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对数据进行分析，预测潜在问题并提前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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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3.2 巡视内容

6.3.2.3.2.1 养护结果：观察植被养护实施后的成果，及时遗留问题，日常发现病虫害和枯萎现象。

6.3.2.3.2.2 设施完好：检查灌溉系统、照明设施、座椅等是否完好，有无损坏或故障。

6.3.2.3.2.3 环境卫生：查看绿地内是否有垃圾、杂物等，保持环境整洁。

6.3.2.3.3 记录与反馈

6.3.2.3.3.1 记录巡视情况：非现场电子系统记录，发现的巡视问题和异常情况。

6.3.2.3.3.2 及时反馈：将巡视结果，通过生成工单，及时报告给相关部门或负责人。

6.3.2.3.3.3 跟踪处理：对已经报告的问题进行跟踪，确保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6.3.2.4 设备状态监控

6.3.2.4.1 布置智能传感设备，对设备进行监控和管理。

6.3.2.4.2 设施管理系统主要功能包括设备设施统一告警管理、设施信息管理、设施事件中心、设施运

营态势、物业维修作业、设备设施运行监测、设备设施运营报表等。

6.3.2.5 病虫害监测系统

应实时监测区域内病虫害情况，并精准预测，由软件系统根据多维度数据自动预警，通知监管单位或

养护单位及时、科学、有效作业。可按照以下要素搭建：

a) 应用病虫害采集设备（诱捕器、测报灯、虫情识别传感器、孢子传感器等）、数控技术、无线传

输技术、互联网技术相结合；

b) 集害虫诱捕和拍照、虫害识别、数据传输、数据分析于一体，实现害虫的诱集、识别、分类统计、

实时报传功能；

c) 软件系统提供虫情信息查看和统计，提供趋势分析，预警和告警提示，病虫防治方式方法指导。

6.3.2.6 知识/专家库

6.3.2.6.1 宜以植物知识库、病虫害知识库、专家问答库为方向设定。

6.3.2.6.2 植物库包含但不限于植物基本信息、养护月令规则、养护最佳阈值。病虫害知识库包含但不

限于病害、虫害分类、防治方法、用药措施。

6.3.2.6.3 专家问答库应具有问题在线咨询、专家在线解答系统。

6.3.2.7 养护等级评定及监管系统

6.3.2.7.1 应按照 DB11/T 213 规定的养护管理分级和不同等级养护频次要求建立植被项目评级卡、绿地

管理分级评级卡。评级卡应该包含级别要求、项目点对照展示，评分、整改意见。

6.3.2.7.2 应按照 DB11/T 213 相关规定的对植被养护等级进行评定。

6.3.2.7.3 系统设计参考每年第三季度养护等级评定对照表，其他季度养护对照检查表，养护任务完成

情况可视化对照，整改意见推送绿地巡视任务。

6.3.2.8 相关单位管理

6.3.2.8.1 供应商评级与管理：包含供应商的合同谈判、供应链整合、风险管理（产品质量、稳定、成

本效益、供给能力）以及供应商的评价和选择。

6.3.2.8.2 业主评价：包含质量评价（园林设计、施工、养护各环节）、项目反馈（景观效果、生态效

果）、业主满意度（业主满意度、业主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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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9 生产资料管理

6.3.2.9.1 信息管理模块：对材料、设备、工具进行编码管理。名称、规格、数量、单位、生产厂家、

购置日期等进行登记。同时，系统对其分类管理，方便用户快速查询和定位设备信息。

6.3.2.9.2 使用及维保模块：工具、设备进行数字化资产管理，设备的使用、调拨、借还、报废更新，

设备的定期检修、保养计划的制定、维修记录的记录等。

6.3.2.9.3 出入库管理模块：设备、材料、肥料、农药的采购和入库流程，应包含设备采购计划的制定、

供应商的选择、设备信息登记、入库的验收等。系统可以生成采购订单、入库单等文档，方便用户进行采

购和入库操作的管理和跟踪。

6.3.2.9.4 肥料管理模块：肥料的种类及特点、使用方法、管理注意事项，选择及应用进行管理。

6.3.2.9.5 农药管理模块：农药的分类和选择、保存使用管理（存放、检查、防护、清洗）、废弃处理、

防护措施。

6.3.2.10 公众互动

6.3.2.10.1 提供知识科普文章，科普墙、AI 互动设备介绍园林的概念、特点、建设意义、植物选择、绿

化技术等方面的内容，提高公众对园林养护的认识和了解。

6.3.2.10.2 提供植物养护咨询服务，解答公众在植物养护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6.3.2.10.3 根据用户的兴趣和需求，提供个性化的园林养护建议和指导。

6.3.2.10.4 设立用户评价窗口，鼓励公众对园林养护互动全过程进行评价和反馈。

6.3.2.10.5 AI 互动设备对公众、园林场地、景观设备交互场景管理。

6.3.2.11 可视化决策系统

6.3.2.11.1 绿化信息全天候监管：可通过视频监控、传感器等技术手段，实现对绿化设施及管护情况的

全天候、不间断监测。巡查人员可通过系统实时巡查，发现植被、设施损坏等异常情况可及时上报，并实

时传输事件数据，及时安排养护维修。

6.3.2.11.2 重点项目在线管控：可针对园林绿化重点项目，如重点绿化建设项目、重点绿化养护项目等，

实现监控视频实时播放、统一调度、统一管理。

6.3.2.11.3 设施和设备运行状态监管：通过物联网技术，实时监测园林设施和设备的运行状态，如喷灌

设备等。系统可实时显示设施和设备的运行状态、能耗情况等，帮助管理人员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处理。

6.3.2.11.4 环境监测：通过安装各类传感器，实时监测园区内的气象数据，如风向、风速、雨量、温度、

湿度、大气压、光照度、PM2.5 等。根据区内天气情况，开展针对性养护工作。

6.3.2.11.5 养护作业管理：通过传感预警和作业记录等信息技术，实现对养护作业的全过程监管。对能

耗、养护作业记录等进行数据统计分析，了解养护作业的情况和效果，不断优化养护作业流程。

6.4 展示层

6.4.1 行业主管部门/业主

6.4.1.1 智慧养护监管系统，基础应用应含项目立项、项目绿地分区管理、养护任务管理、系统管理；

拓展应用参考环境感知监测系统、绿地非现场巡视系统、病虫害监测系统、养护质量等级评定系统、可视

化决策系统等。

6.4.1.2 通过 BI 大屏及养护管理报表，实时、准确展示园林绿化的养护情况，包括植物的生长状态、灌

溉情况、病虫害情况等。

6.4.1.3 应直观易懂，通过图表、图像、动画等可视化手段，以直观形式展示复杂的数据和信息。

6.4.2 绿地养护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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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1 智慧养护管理系统，基础应用应含项目立项、项目绿地分区管理、智慧灌溉系统、养护技术档

案管理、养护任务管理、系统管理；拓展应用应参考实名制及考勤管理、环境感知监测系统、绿地非现场

巡视系统、设备状态监控、病虫害监测系统、知识/专家库、养护质量等级评定系统、相关单位管理、生产

资料管理、公众互动、可视化决策系统等。

6.4.2.2 实时监控并展示园林绿地的各项关键环境指标，例如：土壤温湿度、空气温湿度、空气质量、

光照、土壤墒情等。

6.4.2.3 监测并展示植物的健康状态，包括生长情况、病虫害情况等。通过数据分析，企业可以及时发

现并处理植物的健康问题，确保植物的健康生长。

6.4.2.4 展示灌溉设备的运行状态、灌溉量、灌溉时间等信息，根据信息及时优化灌溉措施。

6.4.2.5 展示养护工作的进度，包括修剪、施肥、除草等工作的完成情况。

6.4.2.6 通过设置预警条件，当绿地养护的某项指标超出正常范围时，能自动发送预警通知。

6.4.3 绿地养护作业层

6.4.3.1 智慧养护管理系统，基础应用应含智慧灌溉系统、养护技术档案管理、养护任务管理、系统管

理；拓展应用应参考实名制及考勤管理、环境感知监测系统、绿地非现场巡视系统、设备状态监控、病虫

害监测系统、知识/专家库、养护质量等级评定系统、生产资料管理等。

6.4.3.2 展示灌溉系统的当前状态，包括是否正在运行、灌溉区域等；提供手动或自动的灌溉控制功能。

6.4.3.3 展示当前的工作任务，可对工作任务进度实时跟踪、更新。

6.4.3.4 设备异常提醒，当灌溉设备、传感器设备出现异常，能够实时发出消息提醒；提供设备检修日

志。

6.4.3.5 展示位置定位及地图，能够快速指引养护实施、巡检验收。

6.4.3.6 提供工作日志及报告、工作内容记录及日志、养护效果、成本分析、问题诊断形成报告。

6.4.4 公众

6.4.4.1 智慧园林服务平台应参考养护任务管理、系统管理；拓展应用应参考知识/专家库、公众互动等。

6.4.4.2 绿地信息展示，包括公园面积、地图导航/游览路线、特色树种信息。

6.4.4.3 展示植物养护、病虫害防治等基础信息。

6.4.4.4 设置市民意见反馈渠道，收集公众对绿地养护的建议和意见，增强公众满意度。

6.4.4.5 鼓励公众加入到公园绿地树木认建认养工作，实行养护透明化监督，提升公众荣誉感。

7 系统实施

7.1 概述

7.1.1 系统实施包括程序开发与调试、系统部署、培训操作人员与试运行、系统验收。

7.1.2 应在需求调研及系统设计的基础上形成需求文档，并经确认后作为系统实施的依据。

7.2 程序开发与调试

依据需求文档进行程序开发设计，保障业务需求实现效果，程序缺陷应在测试环境清除，部署一套代

码规范化、结构化、轻量化、安全可拓展的应用程序。

7.3 系统部署

7.3.1 包含基础设施层部署（服务器、传感器、网络）及软件应用接入联调。

7.3.2 软件部署应保证数据及业务应用层应保证正常使用，数据完整，交互操作顺畅。

7.3.3 硬件部署应保证防水、防尘、使用周期内数据采集、数据传输基本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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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4 硬件间相互通讯包括 LoRa、GPRS、RJ45、RS485/232 等多种传输协议，宜通过 LoRa 低功耗无线

传输协议接收传感器采集的数据。

7.4 培训和试运行

7.4.1 软硬件完成部署后，应进行系统培训。

7.4.2 根据试运行期间发现的问题，持续优化系统业务功能。

8 系统运维

8.1 基础设施层

8.1.1 基础设施运维对象包括基础软硬件环境、感知和控制设备。应及时发现、协调、解决服务器及物

联网的故障和问题，保障公园绿地智慧养护系统有效运行。

8.1.2 系统设施层运维要求

8.1.2.1 应确保感知设备的正常运行，及时发现并解决故障和问题，保障数据的准确性和实时性。

8.1.2.2 软硬件环境层运维要求：应实时监测系统服务器、网络设备等硬件设备的工作状态，及时处理

故障和异常。对软硬件环境进行定期的维护和保养，包括软件的更新、升级、安全补丁的安装等，保障系

统稳定性、可靠性和安全性。

8.1.3 设备的维护保养周期宜为每 3～6 月一次，对于高精度设备,应每月检修一次。

8.1.4 日常检查系统中间件，保障终端设备与应用系统之间的数据交换、通信管理、协议转换等兼容性。

8.2 数据层

8.2.1 应满足各系统间数据访问、交互；数据的完整性、可用性、高效性。

8.2.2 应保证数据备份与恢复、数据安全与保护、数据清理与整合、故障排查与解决。

8.2.3 进行性能优化，保证处理器运算速度、内存容量、图像处理、能耗及散热。

8.2.4 创建数据备份计划，在周期内自动备份相应及关键数据。

8.2.5 视频监控录像资料应保存一个月以上，并支持按时间检索、回放、下载。

8.3 业务应用层及展示层

8.3.1 业务应用层的运维对象主要包括知识库、智能设备、项目绿地管理、智慧灌溉、病虫害防治、智

慧养护、用户管理功能等。

8.3.2 展示层的运维对象主要包括承载应用程序的载体，如大屏、PC、手机终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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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2　拓展应用
	6.3.2.1　实名制及考勤管理
	6.3.2.1.1　员工信息采集：可对员工基本信息进行登记，包括姓名、年龄、身份证号、照片、联系方式等，展示层面做数据脱
	6.3.2.1.2　设定上下班时间：根据园林养护工作的特点和实际需要，设定合理的上下班时间。
	6.3.2.1.3　打卡管理：采用打卡机或手机应用程序等方式，记录员工的上下班时间，确保考勤数据的准确性和公正性。
	6.3.2.1.4　请销假管理：建立请销假管理流程。
	6.3.2.1.5　考勤数据统计分析：定期对考勤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了解员工的工作状况，进行数字化管理。

	6.3.2.2　环境感知监测系统
	6.3.2.2.1　通过各类传感器、摄像头等设备，实时监测园林环境中的温度、湿度、光照、土壤水分、二氧化碳浓度等参数，以
	6.3.2.2.2　通过无线或有线网络传输到信息服务平台，实现感知数据的汇聚和共享。将数据进行结构化存储。
	6.3.2.2.3　支持对园林植物的种类、分布、生长状况，以及园林设施的使用和维护情况等实施动态监测。
	6.3.2.2.4　公园绿地环境感知系统，应能通过大数据综合运用，实现园林环境的智能管理和控制。可根据感知数据和分析结果

	6.3.2.3　绿地非现场巡视系统
	6.3.2.3.1　技术支持
	6.3.2.3.1.1　使用智能设备：如无人机、智能巡检机器人、固定摄像探头等，提高巡视效率和准确性。
	6.3.2.3.1.2　建立信息平台：通过移动应用或在线平台实现巡视数据的实时上传和共享。
	6.3.2.3.1.3　数据分析与预警：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对数据进行分析，预测潜在问题并提前预警。

	6.3.2.3.2　巡视内容
	6.3.2.3.2.1　养护结果：观察植被养护实施后的成果，及时遗留问题，日常发现病虫害和枯萎现象。
	6.3.2.3.2.2　设施完好：检查灌溉系统、照明设施、座椅等是否完好，有无损坏或故障。
	6.3.2.3.2.3　环境卫生：查看绿地内是否有垃圾、杂物等，保持环境整洁。

	6.3.2.3.3　记录与反馈
	6.3.2.3.3.1　记录巡视情况：非现场电子系统记录，发现的巡视问题和异常情况。
	6.3.2.3.3.2　及时反馈：将巡视结果，通过生成工单，及时报告给相关部门或负责人。
	6.3.2.3.3.3　跟踪处理：对已经报告的问题进行跟踪，确保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6.3.2.4　设备状态监控
	6.3.2.4.1　布置智能传感设备，对设备进行监控和管理。
	6.3.2.4.2　设施管理系统主要功能包括设备设施统一告警管理、设施信息管理、设施事件中心、设施运营态势、物业维修作业

	6.3.2.5　病虫害监测系统
	6.3.2.6　知识/专家库
	6.3.2.6.1　宜以植物知识库、病虫害知识库、专家问答库为方向设定。
	6.3.2.6.2　植物库包含但不限于植物基本信息、养护月令规则、养护最佳阈值。病虫害知识库包含但不限于病害、虫害分类、
	6.3.2.6.3　专家问答库应具有问题在线咨询、专家在线解答系统。

	6.3.2.7　养护等级评定及监管系统
	6.3.2.7.1　应按照DB11/T 213 规定的养护管理分级和不同等级养护频次要求建立植被项目评级卡、绿地管理分级
	6.3.2.7.2　应按照DB11/T 213相关规定的对植被养护等级进行评定。
	6.3.2.7.3　系统设计参考每年第三季度养护等级评定对照表，其他季度养护对照检查表，养护任务完成情况可视化对照，整改

	6.3.2.8　相关单位管理
	6.3.2.8.1　供应商评级与管理：包含供应商的合同谈判、供应链整合、风险管理（产品质量、稳定、成本效益、供给能力）以
	6.3.2.8.2　业主评价：包含质量评价（园林设计、施工、养护各环节）、项目反馈（景观效果、生态效果）、业主满意度（业

	6.3.2.9　生产资料管理
	6.3.2.9.1　信息管理模块：对材料、设备、工具进行编码管理。名称、规格、数量、单位、生产厂家、购置日期等进行登记。
	6.3.2.9.2　使用及维保模块：工具、设备进行数字化资产管理，设备的使用、调拨、借还、报废更新，设备的定期检修、保养
	6.3.2.9.3　出入库管理模块：设备、材料、肥料、农药的采购和入库流程，应包含设备采购计划的制定、供应商的选择、设备
	6.3.2.9.4　肥料管理模块：肥料的种类及特点、使用方法、管理注意事项，选择及应用进行管理。
	6.3.2.9.5　农药管理模块：农药的分类和选择、保存使用管理（存放、检查、防护、清洗）、废弃处理、防护措施。

	6.3.2.10　公众互动
	6.3.2.10.1　提供知识科普文章，科普墙、AI互动设备介绍园林的概念、特点、建设意义、植物选择、绿化技术等方面的内容
	6.3.2.10.2　提供植物养护咨询服务，解答公众在植物养护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6.3.2.10.3　根据用户的兴趣和需求，提供个性化的园林养护建议和指导。
	6.3.2.10.4　设立用户评价窗口，鼓励公众对园林养护互动全过程进行评价和反馈。
	6.3.2.10.5　AI互动设备对公众、园林场地、景观设备交互场景管理。

	6.3.2.11　可视化决策系统
	6.3.2.11.1　绿化信息全天候监管：可通过视频监控、传感器等技术手段，实现对绿化设施及管护情况的全天候、不间断监测。
	6.3.2.11.2　重点项目在线管控：可针对园林绿化重点项目，如重点绿化建设项目、重点绿化养护项目等，实现监控视频实时播
	6.3.2.11.3　设施和设备运行状态监管：通过物联网技术，实时监测园林设施和设备的运行状态，如喷灌设备等。系统可实时显
	6.3.2.11.4　环境监测：通过安装各类传感器，实时监测园区内的气象数据，如风向、风速、雨量、温度、湿度、大气压、光照
	6.3.2.11.5　养护作业管理：通过传感预警和作业记录等信息技术，实现对养护作业的全过程监管。对能耗、养护作业记录等进



	6.4　展示层
	6.4.1　行业主管部门/业主
	6.4.1.1　智慧养护监管系统，基础应用应含项目立项、项目绿地分区管理、养护任务管理、系统管理；拓展应用参考环境感
	6.4.1.2　通过BI大屏及养护管理报表，实时、准确展示园林绿化的养护情况，包括植物的生长状态、灌溉情况、病虫害情
	6.4.1.3　应直观易懂，通过图表、图像、动画等可视化手段，以直观形式展示复杂的数据和信息。

	6.4.2　绿地养护企业
	6.4.2.1　智慧养护管理系统，基础应用应含项目立项、项目绿地分区管理、智慧灌溉系统、养护技术档案管理、养护任务管
	6.4.2.2　实时监控并展示园林绿地的各项关键环境指标，例如：土壤温湿度、空气温湿度、空气质量、光照、土壤墒情等。
	6.4.2.3　监测并展示植物的健康状态，包括生长情况、病虫害情况等。通过数据分析，企业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植物的健康
	6.4.2.4　展示灌溉设备的运行状态、灌溉量、灌溉时间等信息，根据信息及时优化灌溉措施。
	6.4.2.5　展示养护工作的进度，包括修剪、施肥、除草等工作的完成情况。
	6.4.2.6　通过设置预警条件，当绿地养护的某项指标超出正常范围时，能自动发送预警通知。

	6.4.3　绿地养护作业层
	6.4.3.1　智慧养护管理系统，基础应用应含智慧灌溉系统、养护技术档案管理、养护任务管理、系统管理；拓展应用应参考
	6.4.3.2　展示灌溉系统的当前状态，包括是否正在运行、灌溉区域等；提供手动或自动的灌溉控制功能。
	6.4.3.3　展示当前的工作任务，可对工作任务进度实时跟踪、更新。
	6.4.3.4　设备异常提醒，当灌溉设备、传感器设备出现异常，能够实时发出消息提醒；提供设备检修日志。
	6.4.3.5　展示位置定位及地图，能够快速指引养护实施、巡检验收。
	6.4.3.6　提供工作日志及报告、工作内容记录及日志、养护效果、成本分析、问题诊断形成报告。

	6.4.4　公众
	6.4.4.1　智慧园林服务平台应参考养护任务管理、系统管理；拓展应用应参考知识/专家库、公众互动等。
	6.4.4.2　绿地信息展示，包括公园面积、地图导航/游览路线、特色树种信息。
	6.4.4.3　展示植物养护、病虫害防治等基础信息。
	6.4.4.4　设置市民意见反馈渠道，收集公众对绿地养护的建议和意见，增强公众满意度。
	6.4.4.5　鼓励公众加入到公园绿地树木认建认养工作，实行养护透明化监督，提升公众荣誉感。



	7　系统实施
	7.1　概述
	7.1.1　系统实施包括程序开发与调试、系统部署、培训操作人员与试运行、系统验收。
	7.1.2　应在需求调研及系统设计的基础上形成需求文档，并经确认后作为系统实施的依据。

	7.2　程序开发与调试
	7.3　系统部署
	7.3.1　包含基础设施层部署（服务器、传感器、网络）及软件应用接入联调。
	7.3.2　软件部署应保证数据及业务应用层应保证正常使用，数据完整，交互操作顺畅。
	7.3.3　硬件部署应保证防水、防尘、使用周期内数据采集、数据传输基本稳定。
	7.3.4　硬件间相互通讯包括LoRa、GPRS、RJ45、RS485/232等多种传输协议，宜通过LoRa低功

	7.4　培训和试运行
	7.4.1　软硬件完成部署后，应进行系统培训。
	7.4.2　根据试运行期间发现的问题，持续优化系统业务功能。


	8　系统运维
	8.1　基础设施层
	8.1.1　基础设施运维对象包括基础软硬件环境、感知和控制设备。应及时发现、协调、解决服务器及物联网的故障和问题
	8.1.2　系统设施层运维要求
	8.1.2.1　应确保感知设备的正常运行，及时发现并解决故障和问题，保障数据的准确性和实时性。
	8.1.2.2　软硬件环境层运维要求：应实时监测系统服务器、网络设备等硬件设备的工作状态，及时处理故障和异常。对软硬

	8.1.3　设备的维护保养周期宜为每3～6月一次，对于高精度设备,应每月检修一次。
	8.1.4　日常检查系统中间件，保障终端设备与应用系统之间的数据交换、通信管理、协议转换等兼容性。

	8.2　数据层
	8.2.1　应满足各系统间数据访问、交互；数据的完整性、可用性、高效性。
	8.2.2　应保证数据备份与恢复、数据安全与保护、数据清理与整合、故障排查与解决。
	8.2.3　进行性能优化，保证处理器运算速度、内存容量、图像处理、能耗及散热。
	8.2.4　创建数据备份计划，在周期内自动备份相应及关键数据。
	8.2.5　视频监控录像资料应保存一个月以上，并支持按时间检索、回放、下载。

	8.3　业务应用层及展示层
	8.3.1　业务应用层的运维对象主要包括知识库、智能设备、项目绿地管理、智慧灌溉、病虫害防治、智慧养护、用户管理
	8.3.2　展示层的运维对象主要包括承载应用程序的载体，如大屏、PC、手机终端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