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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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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综合管廊数字化建设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城市综合管廊数字化的基本规定、运维管理技术要求、资产管理技术要求、安全与应

急管理技术要求以及数字化应用技术要求和对接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城市综合管廊数字化建设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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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39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DB11/T 1669 城市综合管廊智慧运营管理系统技术规范

DB11/T 1918 政务数据分级与安全保护规范

DB11/T 2210 城市综合管廊数据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城市综合管廊 utility tunnel

建于城市地下用于容纳两类及以上城市工程管线的构筑物及附属设施，以下简称为综合管廊。

3.2

统一管理平台 unified management platform

对综合管廊监控与报警各组成系统进行集成，满足对内管理、对外通信、与管线管理单位、相关管

理部门协调等需求，具有综合处理能力的系统。

3.3

身份标识 identity

用于无歧义地标识实体的全局唯一值。

4 基本规定

4.1 一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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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综合管廊数字化总体架构如图 1 所示。

图 1 综合管廊数字化总体架构

4.1.2 综合管廊数字化应根据管廊类型、规模和运维需求开展。

4.1.3 综合管廊数字化应支撑实现运维管理、资产管理、安全与应急管理等业务，业务功能应划分为

城市级、公司级、项目级，并应符合 DB11/T 1669 的要求。

4.1.4 综合管廊数字化应建立涵盖应用服务、支撑平台、网络通信、物联感知等内容的技术架构。

4.1.5 综合管廊统一管理平台应与城市管理大数据平台进行数据对接，宜与各管线单位信息化平台进

行数据交换。

4.1.6 综合管廊数字化应建立完善的数据安全保障机制和数据安全交换机制，满足信息网络安全相关

要求。

4.2 数据要求

4.2.1 综合管廊数据应包括基础数据和业务数据。

4.2.2 基础数据应包括管廊本体数据、附属设施数据、入廊管线数据，宜包括信息模型数据、周边空

间环境数据。

4.2.3 业务数据应包括监控报警数据、维护管理数据、安全管理数据、应急管理数据，宜包括考核评

价数据、行业统计分析数据。

4.2.4 综合管廊数据应满足运维管理、资产管理、安全与应急管理的功能需求。

4.2.5 综合管廊数据应建立数据更新机制。

4.2.6 综合管廊数据编码、数据管理应符合 DB11/T 2210 的要求

4.3 身份标识

4.3.1 综合管廊本体、附属设施、入廊管线的每个实体应建立统一身份标识且应具有唯一性，用于每

个实体的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

4.3.2 综合管廊本体、附属设施、入廊管线的统一身份标识应采用北京城市码或与之建立一一对应关

系。

4.4 时空基准

4.4.1 应建立统一的时空基准，为综合管廊的数字化提供一致的参考框架和转换基准。

4.4.2 空间数据、坐标数据项的平面坐标系统应采用北京 2000 坐标系，高程基准应采用北京地方高程

系，且应与国家平面坐标系统和高程基准建立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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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日期数据项应采用公历纪年，时间数据项应采用北京时间。

5 运维管理技术要求

5.1 一般规定

综合管廊数字化运维管理应包括日常监控、巡检管理、维护管理、能耗管理等应用场景。

5.2 日常监控

日常监控应能监测、识别设施设备状态及故障，并自动实现下列功能：

a) 对于设施设备不良状态自动生成巡检任务表单推送至巡检管理模块处理；

b) 对于需修复的故障将维修任务表单推送至维护管理模块处理。

5.3 巡检管理

5.3.1 应结合周、月、季度、年度巡检、维修维护内容及要求，自动生成巡检工作计划，计划应包括

工作内容、工作班次、班组人员等。

5.3.2 巡检管理应根据巡检工作计划、日常监控情况实现下列功能：

a) 生成巡检任务并分配；

b) 生成建议巡检路线和工器具携带清单；

c) 巡检人员入廊申请及审批；

d) 在巡检时间段内授予巡检人员入廊权限；

e) 检测巡检区段环境状态，巡检前提前开启巡检区段照明、通风设备，巡检后关闭巡检区段照

明、通风设备；

f) 记录巡检工作起始结束时间、图像视频、运动轨迹等；

g) 巡检轨迹偏离巡检区域、巡检时长异常时报警；

h) 对于巡检中发现的需维修维护项，辅助生成维修维护任务表单，推送至维护管理模块处理；

i) 辅助生成巡检工作日志。

5.3.3 巡检管理应支持形成巡检任务表单。巡检任务表单应包含项目名称、巡检区段、巡检大类、巡

检项、巡检内容、巡检要求、巡检方法、巡检周期、起始结束时间、巡检结果、巡检负责人等。

5.4 维护管理

5.4.1 维修管理应根据维修维护工作计划、日常监控情况、日常巡检情况实现下列功能：

a) 生成维修维护任务并分配；

b) 生成维护作业位置图和工器具携带清单；

c) 判断是否需要领取物料，并按需生成物料领取单；

d) 维修维护人员入廊申请及审批；

e) 在维护时间段内授予维护人员入廊权限；

f) 检测维护作业区段环境状态，维护前提前开启巡检区段照明、通风设备，维护后关闭巡检区

段照明、通风设备；

g) 记录维护工作起始结束时间、图像视频、运动轨迹等；

h) 维护作业轨迹偏离维护区域、维护时长异常时报警；

i) 辅助生成维修维护工作日志。

5.4.2 维修养护应支持形成维修维护任务表单。维修维护任务表单应包含项目名称、故障时间、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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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维修项目、故障详情、建议的修复方式等。

5.5 能耗管理

5.5.1 能耗管理应实现综合管廊运维能耗自动监测、运维能耗智能评价，以及运维能耗控制辅助决策

等功能。

5.5.2 运维能耗自动监测应对综合管廊内外温湿度、用电设施设备运行情况等数据进行自动采集，并

应满足下列要求：

a) 综合管廊内外温湿度数据采集点应包括综合管廊舱室内中部、进风井、排风井和综合管廊地

面入口；

b) 综合管廊供配电设备运行数据采集内容应包括三相电压、三相电流、有功功率、无功功率、

功率因数、总有功电度、总无功电度；

c) 综合管廊其他附属设施设备运行数据采集内容应包括设备启动时间、结束时间、设备功率等。

5.5.3 运维能耗智能评价应建立综合管廊运维能耗指标体系与模型，并自动进行用能诊断与节能分析。

运维能耗指标体系与模型宜基于综合管廊的规模、类型、运行环境等实际情况建立。

5.5.4 运维能耗控制辅助决策宜形成个性化的综合管廊运维能耗控制策略，并根据策略执行情况持续

提出改进优化建议。

6 资产管理技术要求

6.1 综合管廊数字化资产管理应包括综合管廊固定资产数字化管理和综合管廊数据资产管理等应用场

景。

6.2 综合管廊固定资产数字化管理应贯穿固定资产形成、运营、退出的全过程。

6.3 在综合管廊固定资产形成阶段，固定资产数字化管理应实现下列功能：

a) 应自动对综合管廊固定资产进行登记，包括自动生成综合管廊固定资产编码与台账等；

b) 可与财会系统对接，实现对综合管廊资产的自动转固；

c) 宜根据大中修与更新改造工程计划，自动生成固定资产采购计划并执行线上审批流程。

6.4 在综合管廊固定资产运营阶段，固定资产数字化管理应实现下列功能：

a) 应根据数字运维管理的维修记录，自动更新综合管廊固定资产台账的相关信息；

b) 宜根据数字运维管理的设施设备上线时间、故障率等数据信息，综合分析形成综合管廊固定

资产使用优化建议，包括维保提示、报废预警等；

c) 应实现对综合管廊固定资产的自动盘点；

d) 可与财会系统对接，实现对综合管廊固定资产的自动折旧。

6.5 在综合管廊固定资产退出阶段，固定资产数字化管理宜自动执行综合管廊固定资产报废的相关线

上流程，并应自动登记报废相关数据信息。

6.6 综合管廊数据资产管理应贯穿数据采集、存储、应用、废弃/销毁的全过程，并应遵循安全、合规、

可追溯、可控的原则。

6.7 综合管廊数据资产管理应基于数据确权、数据认责、数据登记开展。

6.8 综合管廊数据资产管理宜在构建相应的数据体系与数据标准的基础上，开展数据资源整合。

7 安全与应急管理技术要求

7.1 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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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安全管理应包括自动监测监控、隐患排查治理、风险评估管控等应用场景。

7.1.2 自动监测监控应能实现对以下情况的自动化监测监控、数据实时存储和智能化分析等功能：

a) 管廊本体沉降、渗水、破损、腐蚀、裂缝等隐患情况；

b) 管廊附属设施设备锈蚀、破损、松动、异响、短路、漏电、损坏等隐患情况；

c) 管廊内有毒有害气体含量、氧气浓度等环境参数情况；

d) 综合管廊内部施工现场情况；

e) 综合管廊外部安全防护范围内施工及破坏行为情况。

7.1.3 隐患排查治理应能实现对管廊本体、附属设施及入廊管线隐患的自动识别和严重程度评估，并

能基于隐患治理模型自动生成治理计划及治理方案。

7.1.4 风险评估管控应能实现综合管廊风险的定期评估、动态更新及风险地图的自动绘制，并能自动

生成风险防控措施建议。

7.2 应急管理

7.2.1 应急管理应包括突发事件预警预报、应急预案管理、应急物资管理、应急指挥调度和应急演练

支持等应用场景。

7.2.2 突发事件预警预报应能实现对各类突发事件的自动预警和多途径预报，以及综合管廊附属设施

系统的远程应急联动，并能及时通知相关单位。

7.2.3 应急预案管理应将综合管廊综合预案、专项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集成到统一管理平台，实现应

急预案数字化管理，并支持应急预案的自动优化。

7.2.4 应急物资管理应能实现应急物资的可视化管理和常态化监控，并实现对应急物资的科学配置及

应急阶段的调用决策支持。

7.2.5 应急指挥调度应能实现突发事件发生后应急撤离路线自动生成及人员逃生导航，并支持通过通

信系统、视频监控系统等开展远程应急指挥调度。

7.2.6 应急演练支持应能基于综合管廊数字化应急预案、综合管廊环境及设施可视化呈现技术装备等，

实现数字化、可视化应急演练支持。

8 数字化应用技术要求

8.1 信息技术应用要求

8.1.1 综合管廊应采用物联网技术构建综合管廊物联感知网络，实现监控与报警系统设备的现场互联、

边缘计算及控制、数据上传及处理。物联感知网络宜采用无线或有线无线相结合的传输方式。

8.1.2 综合管廊应采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对综合管廊基础数据、业务数据及其他相关数据进

行高效处理、有效管理、实时分析和决策应用。

8.1.3 综合管廊宜采用目标检测、对象识别、行为识别、对象追踪等机器视觉技术进行实时监控，实

现综合管廊本体、附属设施及入廊管线隐患的自动识别、位置判读等。

8.1.4 综合管廊宜采用知识图谱、大语言模型等技术，对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历史数据、经验数据、

应急预案进行知识积累、规则推演及知识库构建，依托统一管理平台或智慧运营管理系统实现综合管廊

运维及安全应急知识交互式问答。

8.2 融合技术应用要求

8.2.1 综合管廊应采用智能巡检技术，提高巡检效率、减少巡检人工投入。

8.2.2 综合管廊本体、入廊管线、附属设施等对象的运维管理宜采用移动巡检终端、人员定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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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采用巡检机器人、穿戴式 AR/MR 装备。

8.2.3 综合管廊应采用融合通信技术，实现电话呼叫、集群对讲、视频通话、分级广播、数据调度等

业务，为指挥调度、应急通信、协同管理提供多媒体通信能力。

9 对接要求

9.1 一般规定

9.1.1 综合管廊数字化在与城市管理大数据平台和管线单位信息化平台数据交换中，应实现城市综合

管廊数据的对外共享，并可实现城市管理、管线单位运维管理和安全应急过程中的外部数据接入。

9.1.2 综合管廊数字化应参照 GB/T 22239、DB11/T 1918 的要求，配备完善的信息安全保障措施。

9.2 对外共享的数据要求

9.2.1 综合管廊数字化对外共享的综合管廊基础数据包括管廊本体数据、附属设施数据和入廊管线数

据，其中：

a) 管廊本体数据应包括主体结构和附属结构的数据；

b) 附属设施数据应包括消防系统、通风系统、供电系统、照明系统、监控与报警系统、排水系

统、标识系统等附属设施的数据；

c) 入廊管线数据应涵盖规划入廊管线信息、入廊管线基础特征信息、入廊管线权属及关键时间

节点信息。

9.2.2 综合管廊数字化对外共享的综合管廊业务数据包括监控报警数据、日常维护管理数据、安全管

理数据和应急管理数据，其中：

a) 监控报警数据宜包括综合管廊附属设施设备、廊内环境、安防、廊体结构、安全控制区、入

廊管线的监测监控数据、报警数据，以及系统实测触发、系统分析触发、人工触发的报警信

息数据；

b) 日常维护管理数据宜包括运维组织机构人员、运维任务、入廊管理、运维能耗、大中修与更

新改造工程、档案管理等数据；

c) 安全管理数据宜包括风险源数据、安全隐患数据、安全培训数据、监控值守数据、入廊登记

数据等；

d) 应急管理数据宜包括应急预案、应急演练、应急资源管理和应急事件处置、应急指挥等数据。

9.2.3 综合管廊数字化对外共享的数据内容应符合 DB11/T 2210 的要求。

9.3 外部接入的数据要求

9.3.1 综合管廊从外部接入的数据，应包括城市管理中与本管廊相关的电力、燃气、供热、排水、通

信等市政管线的运维管理和安全应急数据，以及其他城市管理运行监测和安全应急数据。

9.3.2 综合管廊接入的市政管线运维管理和安全应急数据宜包含：管线基本信息、权属单位信息、管

线运行监测信息、预警信息、巡检数据、隐患信息、突发事件信息等。

9.3.3 综合管廊接入的其他城市管理运行监测和安全应急数据宜包含：城市运行监测发布信息、气象

地震灾害信息、安全管理和应急指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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