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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设目标

通过物联网技术的应用，深度融合信息化和城乡化发展，实现城市资源共享，

提高城市治理水平，增强城市的创新力和竞争力，为市民提供更加智能、高效、

便捷、安全的生活服务。辅助领导分析、研判和决策，为智慧城市行业应用提供

数据支撑服务，为物联网领域行业提供技术支持。

全域感知：提供核心终端接入能力并规范化、标准化感知数据，支持直接接

入、网关接入、系统接入等多种接入方式，制定全域物联感知数据统一标准，沉

淀行业产品物模型，助力客户实现全域物联感知终端统一接入、设备统一管理。

运营可视：提供数据运营、态势感知、协同指挥、决策分析等运营可视功能，

支持省、市、区多级平台协同联动，构建上下贯通的物联设备资源统筹管理体系。

数字集成：聚焦存量系统快速对接，提供系统接入、数据集成、API 集成、

消息集成、可视化编排等能力，南向打通各个应用孤岛，北向可灵活选择对接设

备管理模块、数字孪生模块、数据治理模块、其他第三方目的地等，助力实现数

据汇通。

数据治理：主要实现数据主题和应用的信息资源库，基于信息资源库加工数

据进行多维分析，面向物联感知数据分析需求建立多维数据分析模型，支撑上层

应用需求。

运维监控：旨在提供与物联网业务深度融合的自动化运维能力，提供平台的

全生命周期运维数据服务，全面掌握平台运行数据实时告警、维护提醒，帮助用

户建立运维管理体系，为平台资源设施生命周期保驾护航。

应用开放：开放内部能力，提升平台粘性，聚焦交通、市政、水利等重点行

业领域应用建设，推进泛城市场景行业应用预集成，通过应用体现物联感知平台

价值。

2.建设原则

（1）标准规范原则

系统建设在业务、功能、安全、网络等各方面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物联行

业标准规范。同时，在系统建设上应采用国际、国内信息技术成熟的、先进的技

术标准，要遵循软件工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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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协同联动原则

按照省市协同推进的工作机制，一体化联合推进物联网中台和物联网服务平

台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业务互联互通和协同共享，实现全地区、全业务、

全流程的互联互通，提升各单位业务协同效率。

（3）兼容创新原则

系统设计应采用业界成熟的先进技术，创新服务和管理模式，将科学的管理

理念和先进的技术手段紧密结合，把握城市建设物联网服务事业的发展方向，使

系统符合标准、便于扩展、敏捷接入、易于开放和保障安全。

（4）开放共享原则

应用系统建设应采用开放式系统架构，满足系统对接衔接、数据共享交换的

需求。

（5）安全可靠原则

按照信息安全管理相关要求，做好系统的业务办理权限和信息访问权限划分，

加强系统操作日志管理，实现可追溯、可复查。制定系统应急预案，提高应急处

置能力，防范单点故障对各关联系统的影响，确保各系统的运行安全和信息安全。

2.建设范围

本项目建设范围建将更好地服务于全市临沂市市政管理服务中心、临沂市交

通运输局、临沂市水利局、中共临沂市委机关事务管理办公室、临沂市城管局、

临沂市民政局、临沂市公安局、临沂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市政部门、企事业单

位，将与政府和行业部门更好地进行服务。

3.建设内容

软件部分

序

号

建

设

内

容

系

统

名

称

功能名称 主要功能参数

1

物

联

中

台

数

据

汇

聚

与

管

系统导览

以地理信息为底，展示整个平台的设备位置，数据等信息，提供系统

的整体概览和导航功能，用户可以通过系统导览了解系统的各个模块

和功能，并快速访问所需的功能页面。

产品管理

管理和配置物联网设备的产品信息，创建、编辑和删除设备产品，包

括设备类型、功能属性、报警规则等，并进行产品的版本管理和批量

操作，可对产品进行认证、物模型和告警配置等操作。



第 3 页

理

协议管理

管理物联网设备与中台之间的通信协议，可以配置设备所使用的通信

协议，包括数据传输协议、数据格式等，并进行协议的升级和维护该

功能包括搜索协议、协议列表、新增协议、修改、删除、导出等操作。

设备管理

管理物联网设备的注册、绑定和状态监测等，可以查看和管理设备的

基本信息、在线状态、固件版本等，并进行设备的批量操作和故障排

查，支持增删改查、绑定和导出，填写设备信息添加设备，可标记设

备定位信息，支持增删改查、导出并建立设备编码标准。

网络组件

可以配置物联网设备与云平台之间的网络连接，包括网络协议、接入

点等，并进行网络的监控和故障排查包括证书管理、组件管理、区域

管理、监控设备。

实时数据

采集、存储和展示设备上传的实时和历史数据，可以查看设备的实时

数据、历史数据，并进行数据的查询、筛选和导出。支持数亿级的数

据点，并提供精确的数据查询功；列式存储：持久层按列存储和压缩，

按特定列的排序、分组和扫描；支持搜索索引：为字符串创建倒排索

引实现搜索与过滤；流批摄取：适配多种连接器和流处理(Kafka、

HDFS、AWS S3 等)，支持开箱即用。针对时间进行优化的分区：自动

基于时间的分区，对基于时间的查询；生产环境下每秒摄取百万事件，

数据提供亚秒级的查询。

数据管理
数据包含日志管理、告警记录管理、设备数据管理等功能，可实现对

数据的增删改查和导出

功能中心
定时任务，针对任务列表实现搜索、刷新、查看任务状态、支持增删

改查；数据推送，推送列表支持增删改查。

系统管理

用于管理和配置系统的单位管理、用户管理、权限管理、日志管理、

角色管理、菜单管理、字典管理等，创建和管理系统的用户账号和权

限，查看系统的日志和操作记录，保证系统的安全和稳定运行。

2

物

联

数

据

治

理

元数据管

理

智慧城市物联网平台在应用中，元数据与数据目录密切相关，良好的

元数据管理是目录管理的有效基础和前台。元数据的范围包括数据结

构、数据词典、字段维度、程序映射逻辑、数据生命周期等。元数据

管理包括元数据定义、存储、查询、维护、检查和分析应用。

资源目录

资源目录的主要功能是釆用元数据对信息资源特征进行描述，形成统

一规范的目录内容，通过对目录内容的有效组织和管理，形成目录信

息库，为信息资源的汇聚、共享以及对应用的支撑提供信息资源的发

现定位服务。遵循统一的标准规范组织管理所有政务信息资源，并通

过目录系统基于目录信息库，向用户提供目录内容查询检索服务。通

过目录系统建设推进，对各个业务部门信息资源进行编目及动态管

理，便于全面掌握各部门整体信息资源状况。资源目录系统由目录管

理及资源管理构成。

资源服务

系统中的各种数据资源或功能服务，包括设备数据、传感器数据等，

提供业务功能的服务，通过资源服务，用户可以方便地访问和利用物

联网系统中的各种数据和功能，人工或者自动初始化的资源，自动会

生成一个标准服务，并提供共享调用。

资源调用

对于完全共享的信息资源以及审核备案通过的信息资源，可以查看该

资源的服务，调用服务实现资源的使用，调用相应的资源服务来获取

所需的数据，完成特定的业务功能，基于自己的需求和权限，选择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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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资源服务进行调用，并获取返回的数据或结果。

资源申请

审核

对于非完全共享的信息资源，如需要使用其信息资源，需要进行申请，

管理人员进行审核备案。提出申请，申请部门填写申请函、承诺书、

保密协议，并将电子扫描件平台内上传，提出正式申请。审核备案，

管理人员针对申请部门共享需求的合理性、实用性、可操作性及上传

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电子材料系统自动完成电子备案。

所有对资源的申请记录，审核记录都保存并显示在资源中。

资源目录

关联

维护资源的分类名称，实现资源与目录自动关联，将资源显示到资源

目录，集中管理和展示各种资源服务的平台，用户可以通过资源目录

查找、浏览和选择所需的资源服，资源目录关联功能可以将资源服务

与相应的资源目录进行关联，能够更方便地在资源目录中查找和选择

资源服务。

资源订阅

管理

主要是对资源的订阅、收到的资源需求和提出的资源需求进行管理，

对相关资源进行订阅管理，能够了解相关资源的信息，并可取消订阅，

查看其他部门提出的资源订阅信息，包含资源订阅的部门、时间、订

阅资源需求等相关信息。

数据质量

管理

数据质量管理主要包含对数据完整性、准确性、鲜活性、权威性进行

分析和管理，并对数据进行跟踪、处理和解决，实现对数据质量的全

程管理，提高数据的质量。

数据使用

评估

对数据及应用使用情况进行评估，并据此数据存储、处理、应用进行

优化，应用使用次数、分发给外部系统接口数据、采集外部系统数据、

外部应用调用次数等。

数据稽查

管理

根据预先配置的规则、算法和质量检查度量，对数据的准确性、合理

性等多角度的检查，以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对于稽核结果，进

行统计分析，形成结果报告，为以后的数据中心建设、实施和维护的

改进打下坚实的基础。

3

数

据

运

营

资源管理
平台资源主要包括产品、设备、系统、应用等，运营人员通过资源管

理可对平台全量产品、设备、系统、应用信息进行查看和管理。

物模型管

理

物模型管理提供标准物模型模版库和标准功能点管理，平台以列表形

式直观展示相关物模型基本信息，包括物模型名称、添加时间、最近

更新时间、属性功能点、服务功能点、事件功能点、状态，支持用户

添加、启停、编辑、复制、删除物模型。

行业场景

管理

平台运营人员对产品所属的行业场景进行管理，根据业务场景进行行

业的划分，支持增删改查等操作，设定行业场景后，普通用户在进行

产品创建时，需要选择关联产品所属行业。在领导驾驶舱及运营管理

中支持行业维度相关统计分析。

供应商管

理

平台运营人员对设备所属的供应商进行管理维护，设备在接入平台时

需要选择录入供应商信息，展示供应商名称、接入产品数、接入设备

数等相关信息。

多级平台

管理

多级平台功能，多个物联网平台之间可进行级联，级联后下级平台数

据可以自动或手动的方式同步至上级平台，包括产品、设备、物模型、

行业场景、组织机构等基础数据，上级平台可对下级平台数据进行统

览，并在领导驾驶舱中对多级平台数据进行分析查看。

警告管理 针对物联网平台业务的多项指标进行监控管理，包括设备健康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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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设备事件告警、数据推送告警，支持运营管理人员自定义不同类

型、不同级别、不同条件等适用于多种场景的告警规则和事件，实时

监控平台的关键指标健康度，及时预警潜在的问题，发现异常后自动

告警，并可通过告警列表通知到相关人员。

4

数

据

应

用

多数据源
对接平台内置数据、第三方数据库、Excel 静态文件多种数据源，接

入信息资源开放平台的设备可通过开关旋钮组件控制。

可视化组

件

支持基础图表、特殊组件、行业组件（智慧城市、智慧工业等）、组

合组件等，提供更多的图表配置样式，用户可进行充分的自定义；提

供物联网行业可视化模板，满足智慧城市、工业互联网、智慧社区等

多种场景使用。

适配多端

自动适配多种分辨率的屏幕，满足多种场景使用。特别针对拼接大屏

端的展示做了分辨率优化，能够适配非常规的拼接分辨率。创建的可

视化应用能够发布分享，轻松简单生成的 URL 链接可作为对外数据业

务展示的窗口，其他用户可公开访问到应用，支持 PC、手机等设备端

展示。

数据过滤

支持 JavaScript 语句直接进行快速过滤筛选或逻辑加工。支持基于

MySQL 5.X 和 MySQL 8.X 数据库，实现可视化拖拽建立数据表关联、

过滤条件，实现数据建模，更快速打通大屏与数据库。

数字孪生
使用支持 3D 项目，可通过 3D 组件快速完成场景搭建，并支持 2D/3D

组件互调，实现 2D/3D 场景融合。

应用场景

可灵活应用于智慧电力、表计集抄、智慧交通、智慧农业、智能穿戴、

智慧水务、智慧消防、智慧工业、智慧城市以及智能家居等多种物联

网应用行业，丰富的行业模板与行业组件可轻松应对多种复杂场景，

帮助非专业的开发人员通过图形化的界面轻松搭建专业水准的可视

化孪生应用。

5

综

合

服

务

平

台

信

息

资

源

服

务

应用集成

应用集成包含政务物联信息服务平台和行业信息服务平台，其中政务

物联信息服务平台主要针对政府部门用户使用，打通政务物联各部门

的数据共享渠道，以大数据提升政府治理能力。行业信息服务平台面

向物联网行业，助力行业的信息互通，产业共促。

授权管理

授权管理为所有接入平台门户的用户提供应用授权服务，根据定义的

授权规则控制用户对业务应用的访问。集成到门户的第三方应用系统

的用户授权，在通过统一身份认证之后，仍由各业务系统自身完成。

资源目录

信息资源服务平台需调用资源目录系统接口，按照资源的编目，分类

逐级展现平台沉淀的各类资源目录，提供用户进行浏览、查询和检索

功能，资源目录需展现资源的基本描述信息，包含资源来源、资源属

性、资源周期、资源关联应用等。

资源申请

审批

信息资源服务平台需实现资源申请与审批的功能，允许用户提出资源

具体数据的查询及使用的申请，资源提供部门可以进行审批，审批通

过后，用户可以查询资源具体数据、及资源关联的访问接口；系统提

供数据下载的功能，支 TXT/CSV/PDF 等格式， PDF 文件需支持数字水

印保护。

资源统计 对信息资源的分类、部门、数量等进行综合统计。

交换统计
提供交换统计分析的业务功能，交换统计主要包括：总体情况、数据

提供情况、数据获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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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预警

对于数据交换状态、质量等进行数据预警，当监测到的数据达到或超

过预定的阈值或条件时，触发预警机制，通常通过自动化的方式进行

判断和处理。

决策分析

服务
利用大数据分析系统建立的模型实现数据各类分析并进行展示。

6

信

息

资

源

开

放

全域感知

主要针对企业、公众用户使用，提供核心终端接入能力并规范化、标

准化感知数据，支持直接接入、网关接入、系统接入等多种接入方式，

制定全域物联感知数据统一标准，沉淀行业产品物模型，助力客户实

现全域物联感知终端统一接入、设备统一管理。

数字集成

数据集成提供数据库集成、消息中间件集成、物联网平台数据集成等

能力，以及数据缓存、抽取、变形等处理能力，打通各个业务系统孤

岛，实现系统数据接入，全量数据互联互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运维监控

功能上分为四个部分：状态管理模块，告警管理模块，日志管理模块，

和统计分析模块；可对用户，设备，API，硬件资源等多个维度进行

细粒度地监控从而了解平台整体运行状态，可查询各个业务服务的日

志进行问题排查，可按需配置平台的告警规则并查询平台告警，可以

对平台进行整体运维把控。

数据中心

实现数据主题和应用的信息资源库，基于信息资源库加工数据进行多

维分析，面向物联感知数据分析需求建立多维数据分析模型，支撑上

层应用需求。该功能提供一个统一的数据管理和分析平台，方便用户

对数据进行整合、加工和分析，实现更深入、准确和全面的数据洞察。

通过数据治理系统，用户可以更好地理解和利用数据，优化业务决策，

提升业务效率。。

应用开放

支持设备资源和 API 接口的权限管理和展示。通过该应用开放系统，

用户可以在设备资源和API接口两个资源池中查看和管理应用可申请

的设备权限和内外部 API 权限，以列表形式呈现。同时，应用开放系

统还提供权限的审核和审批机制，确保权限的合理使用和安全性。通

过统一管理和展示设备和 API 权限，应用开放系统可以提高权限的可

视化和透明度，加强对权限的管理和控制，提升应用的安全性和稳定

性。

门户开放

提供集中管理和展示各种 API 接口的平台，开发者在门户中查找和浏

览可用的 API 接口，并获取相关的文档和说明，发者需要在 API 门户

中注册和获得相应的认证凭证，以获得访问 API 接口的权限，认证通

常采用 OAuth 等标准的身份验证机制，确保 API 接口的安全性和可控

性；注册认证后，开发者可过 API 门户获取 API 接口的访问地址和访

问密钥，并使用相应的开发工具进行 API 的调用和访问；API 门户通

常提供一些使用示例和代码库。

7

统

一

认

证

管

理

统一用户

管理

实现部门、用户、部门用户关系的管理，实现独立单位管理机制，独

立单位管理员可以管理自己单位的部门、用户等相关信息。通过这些

功能，统一用户管理系统可以实现对用户身份的准确识别和认证，对

用户权限的精细管理，对用户信息的集中管理和维护，以及对用户行

为的监控和审计，从而确保系统的安全性和合规性，提升用户体验和

管理效率。

统一应用 统一的应用管理提供第三方应用系统注册，统一应用管理组件中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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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的应用、模块，可以上架到应用仓库，从而挂接到各系统，终端用户

可以按需所取，从应用仓库中下载所需应用。

统一服务

管理

提供包括 API 注册、发布、调用和监控管理等。通过该功能可以方便

地注册和发布各种 API，实现不同应用之间的调用和交互。同时，统

一服务管理系统还可以提供安全的访问控制和权限管理，确保只有授

权的应用可以调用特定的 API，通过监控和管理 API 的使用情况，统

一服务管理系统可以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提升API的性能和稳定性。

统一消息

服务

多种不同的通信渠道和消息格式进行整合，并通过统一的接口或平台

进行管理和交互的一种技术和服务。将电子邮件、短信、即时通讯等

多种通信方式整合到一个统一的平台上，使用户可以方便地通过一个

界面或应用程序管理和发送各种类型的消息。

统一日志

服务

基于成熟稳定的日志管理工具，ELK（Elasticsearch，Logstash 和

Kibana），以实现可靠的日志收集、存储和分析。该工具提供了一个

高效的方式来收集来自不同来源的日志数据，并将其存储在一个中央

位置，以供快速查询和分析。

8

大

数

据

研

判

决

策

领导驾驶

舱

从物联-全域感知、数联-数据治理、级联-多级平台等维度管理分析

平台数据，以图表形式实时呈现感知平台真实情况，提供城市治理数

据支撑，为领导者决策保驾护航。

物联全域

感知

多维度分析平台（含下级平台）数据，统计项包括设备在离线情况，

涉及机构、投标人、行业、设备类型情况，数据量、接口量、告警量

等情况。支持以地图形式直观展示设备位置分布，提供设备告警趋势

图，设备接入趋势图，行业分类占比图，设备类型分布图等全方位统

计。

数联数据

整理

支持的统计项包括：资源目录总量、数据总量、接口调用总次数、涉

及机构数、行业数、数据源总量、元数据总量等，提供数据采集量趋

势图、接口调用数据量趋势图、数据采集量排行榜、接口调用数据量

排行榜。

级联多级

平台

提供多级平台级联拓扑图，直观展示上下级平台关联关系。提供下级

平台设备数量、设备类型、系统数分布图；提供设备趋势图、行业类

型占比图、接入协议占比图、联网方式占比图、设备类型占比图等统

计。

9

核

心

资

源

规

划

信

息

资

源

规

划

信息资源

规划

管理工作中所收集、整理、加工、传递和利用的一切信息具有社会性、

可证性、可信性、时效性等特征，这些信息是行政管理工作预测的前

提、决策的基础、科学管理的纽带，也是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公共服

务能力的基础；源规划采用逐步规划，需求导向为思路，结合应用需

求，以市、局为单位逐步梳理。 对所有信息资源进行科学的分析和

归类，建立统一、完善、标准的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体系。

10
数据中心

建设

交换信息库是政务部门为实现信息交换而建立的中间存储信息库，通

过交换信息库将对外交换的数据与业务系统分离，保证了业务系统的

独立性及安全性。交换信息库中包括提供和接收的交换信息以及为实

现交换进行管理的信息，如交换日志、交换配置等。

11

业

务

对

平台对接

服务

调研对接各区、县及市直单位，提供现有已建物联系统的接入服务，

如智慧排水防涝平台、环卫监管平台等已建平台的接入服务（数量限

制 30 套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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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服

务
12

设备对接

服务

提供对不同厂家、不同设备类型、不同接入方式的设备接入服务接入

服务，如车载定位设备、视频监控设备、门禁设备等（数量限制在 100

类以内），对于相同厂家、相同设备类型、相同设备接入方式的已对

接设备类型增加新设备接入不再加收费用

硬件部分

序

号

设

备

名

称

设

备

名

称

主要性能参数
单

位

数

量

1

数

据

显

示

设

备

数

据

显

示

设

备

屏幕尺寸不小于 85 英寸；分辨不低于 3840×2160；连接方式：USB、

无线；接口支持：HDMI、USB;支持手写触摸；带音响；整机支持蓝

牙 Bluetooth 5.2 标准，固件版本号 HCI11.20/LMP11.20；Wi-Fi

制式支持 IEEE 802.11 a/b/g/n/ac/ax；支持版本 Wi-Fi6。

台 2

2

数

据

调

试

设

备

数

据

调

试

设

备

分辨率不低于 1920 × 1200，161 ppi；处理器基准频率不小

1.7GHz；处理器加速频率不低于 4.4GHz,支持 HDM 接口，内存不低

于 16G，存储不低于 512G。

台 2

3

移

动

监

管

终

端

移

动

监

管

终

端

国产操作系统；支持 IP v6；CPU 不少 8核；屏刷率不低于 120H 在 ；

支持 wifi;内存不小于 128G。
台 20

4

移

动

测

试

终

端

移

动

测

试

终

端

国产操作系统；支持 IP v6；屏幕尺寸不小于 11 英寸 ；支持 wifi;

内存不小于 128G。
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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