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XX古城保护利用信息管理系统二期项目需求说明 

一、建设背景 

略。 

二、建设目标 

通过 XX古城保护利用信息管理系统二期的建立，在原有平台基础上，创新治理方式，以推

动*府治理和民生改善为导向，做好*府治理决策、社会公共服务、公共安全保障等场景应用；进

一步落实多跨协同，深化数据共享工作，加快转变传统数据应用方式，充分利用现有数据平台，

打破部门和地区壁垒，实现数字资源整合，为已建和新建系统提供运行支撑环境，破解各系统数

据不兼容难题，实现各部门的数据共享交换和信息公共服务全覆盖、分领域和一站式服务；推动

规范性建设形成理论成果和制度创新。 

三、建设内容 

建设内容如下清单所示: 

系统名称 模块名称 子模块名称 数量 

  
古城全城实景三维更新采集 1 

 

数据资源体 
项目建设地块实景三维更新采集 1 

XX古城保 
地下空间、人防通道、轨道交通三维模型采集 1  

系建设 
宗教活动场所室内三维实景建设 1   

护利用信  
 

进一步夯实数据底座 1  

息系统二 
 

古城地下管网管控应用 1  

期 
应用系统 古城智治综合集成展示应用 1  

 
开发 XX区宗教活动场所标准化治理应用场景 1 

  

闲置房屋管理应用 1 

  

未来社区 CIM应用 1 



系统对接 1 

云资源建设 XX市电子政务云平台资源申请 1 

安全服务建设 

云安全服务 1 

数据库安全管控 1 

数据库防火墙 1 

数据脱敏系统 1 

数据库透明加密 1 

安全管理中心 1 

暗数据发现及分类服务 1 

数据安全服务人员驻场 1 

硬件建设 本地网络升级 1 
 

1、数据资源体系建设，即重要地下数据资源建设与既有数据更新。建设古城范围内实景三

维模型，包括对古城全域每年 1 次，两年共 2次的全覆盖实景三维更新采集以及对项目建设地块

每年 11 次，两年共 22 次的织补式更新；对地下空间、人防通道、轨道交通和指定 2 处（XX寺

和 XX基督教堂）宗教活动场所进行实景扫描，建设室内三维实景；同时，基于 XX省一体化数字

资源系统（IRS）及一期数据等平台，新增或接入并展示数据（数据包括但不限于 AED、古桥和

古建实时监测数据、街道四个综治平台的数据等）；建设地下管网专题数据库、古城智治专题数

据库、宗教活动场所标准化治理应用专题数据库、闲置房屋管理专题数据库、未来社区专题数据

库等应用专题数据库，夯实数据底座。 

2、应用系统开发，即应用场景开发。基于数字挛生、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

进一步建设 XX古城保护利用信息管理系统，打造古城地下管网管控应用、古城智治综合集成展

示应用、XX区宗教活动场所标准化治理应用场景、闲置房屋管理应用、未来社区 CIM应用等多个

场景应用，为古城的保护传承、有机更新、社会治理、民生服务等提供分析依据和辅助支撑。具

体建设内容如下： 

系统名称 子系统名称 功能名称 功能要求 数量 
 



系统名称 子系统名称 功能名称 功能要求 数量 

XX古城保护

利用信息管

理系统二期 

古城地下管网

管控应用 

地下管网三维呈

现 

综合集成各单位地下管线，构建管网仿

真三维模型，实现地下空间、管线一体化

三维呈现。 

1 

管线单位业务集

成 

实现管线施工业务管理数字化，支持其

他管线单位及部门意见征询。 

1 

地下管网应急机

制 

即实现第三方施工监管功能，支持管线

风险区域定义和数据查看，支持生成报

警及工单，形成管线事故的全流程跟进。 

1 

地下管网能力评

估 

依据测绘数据与普查数据的对比，动态

静态展示地下管网准确率。 

1 

地下管网实时监

测 

实现区域内实时调取视频监控，协助监

管。 

1 

地下管网建设项

目集成 

支持涉管项目填报，借助项目范围划定、

新增管线预设等功能为审批者提供直观

的建设效果，在审批过程中支持申请单

位查看项目地相关管线分布，降低错挖

误挖率；支持施工交底的资料、放线验线

单和测绘信息收录；支持规划、年度计划

录入，可根据需求进行去重、统计分析等

统筹管理。 

1 

古城智治综 

合集成展示 

应用 

古城保护利用 

综合集成界面 

优化一期界面，实现古城内应用集成，

打造驾驶舱展现数据。 

1 

数据填报平台 

支持系统平台各类数据的填报及更新，

实现数据独立自主采集，建立对应安全

机制明确责任边界。 

1 

数据传输 支持系统各类数据与各相关应用实 1 
 



系统名称 子系统名称 功能名称 功能要求 数量 

   

时传输及统计。 
 

重点项目建设 
支持重点项目建设全貌详情展示，一手

掌握项目进度、建设情况等内容。 

1 

宗教活动场所

标准化治理应

用场景 

应用管理端 
支持宗教活动场所可视化、查询统计及

标准化管理等。 

1 

大屏驾驶舱 实现对数据的大屏展示。 1 

移动智治端 
支持业务人员对宗教活动场所巡查、审

批、日常管理等操作。 

1 

宗教活动场所数

据管理系统 

支撑宗教活动场所标准化治理应用场景

的三端业务数据管理及权限控制等。 

1 

闲置房屋管理

应用 

闲置招商资源建

设 

实现对古城闲置房屋资源的填报，并实

现闲置资源数据库做到数据自动更新。 

1 

闲置房屋资源 

云招商地图 

在实景三维地图上，为每个房屋资源建

立档案，清晰直观地展示闲置招商资源

的分类及分布，掌握闲置招商资源详细

内容。 

1 

招商引资辅助应

用 

依托闲置资源数据库，根据招商需求匹

配闲置资源，并进行推介。 

1 

产业引导政策 

梳理汇总古城内产业引导政策并录入至

系统，建立政策目录，提供政策查询、政

策条件自动匹配等功能。 

1 

评估体系建立 建立评估体系并进行展示。 1 

未来社区 

ClM应用 

X分钟生活圈 

构建 

建立社区内设施科学判断体系与 X分钟

生活圈定义，划定标准生活圈，并根据判

断方案、建筑属性等来确定该 

1 

 



系统名称 子系统名称 功能名称 功能要求 数量 

   

区域内是否缺少相应设施等。 
 

场景应用搭建 

搭建邻里、教育、健康、创业、建筑、低

碳、服务、治理、交通 9 个场景基本框

架，并基于 BlM模型进行深化。 

1 

系统对接 / 
实现现有系统与各有业务对接需求子系

统的对接（不少于 4 个）。 

1 

3、安全服务建设，即安全保障完善。通过对敏感数据进行梳理、分类分级，有针对性地进

行安全防护，实现对数据的加密处理,保障数据的隐私性和保密性,实现对整体数据安全态势进

行监测管控等，具体内容包括云安全服务与数据安全服务。 

（1）云安全服务建设内容如下，用于系统（包含一期、二期）的部分政务云资源的安全防

护，此内容需向政务云服务商申请租赁使用，期限为一年： 

云安全服务应用 数量 

1.服务器安全加固（EDR） 12 台 ECS 

2.云 WAF应用防火墙 2 台 ECS 

3.数据库审计 2 台 ECS 

4.日志审计 10 台 ECS 

5.漏洞扫描 12 台 ECS 

（2）数据安全服务建设内容如下：  

数据库安全管控、数据库防火墙、数据脱敏系统、数据库透明加密、安全管 

理中心、暗数据发现及分类分级服务、数据安全服务人员驻场。 

4、硬件设施建设。升级线下场所连接市政务网的网络环境，升级交换机设备。 

5、云资源建设。依据 XX古城保护利用信息管理系统建设需求，申请租赁政务云资源，此内

容需向政务云服务商申请租赁使用，租赁期限一年。要求云资源包含内容如下所示： 

服务器用途 

1.GIS服务器 

2 .数据库服务器 

3 .实景数据服务器 



4 .古城保护数据服务器 

5 .应用服务器 

6 .缓存服务器 

供应商自行拟写云资源服务器申请的规格及数量，要求能够满足本系统的日常工作需求。 

四、技术要求 

4.1 数据资源体系建设技术要求 

4.1.1 古城全域实景三维更新采集、项目建设地块实景三维更新采集 

4.1.1.1 测绘范围 

古城全域实景三维更新采集作业普查区为 XX古城区域，XX古城是指 XX建城以来各个时期

不断演进形成的历史城区，其范围为 XX市 XX区环城河外侧河沿以内的区域。调绘区面积约为

9.09 平方公里。因实际航飞采集会外扩一定范围，单次采集面积约 10 平方公里。2 年总采集约

20 平方公里。 

项目建设地块实景三维更新采集作业普查区为 XX古城内建设项目所在地块,包括但不限于

各类施工场地，采购人可在不超过约定面积的情况下适当调整航飞范围。单次采集面积约 0.5 平

方公里，2年总采集约 11 平方公里。 

4.1.1.2 坐标系统 

1）平面坐标系：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2）高程基准：1985 国家高程基准（二期）。 

4.1.1.3 作业方式 

按照测绘技术规范，制订古城测绘以及建库规程，采用全野外数字化测量、 

数据调查、遥感测量、数字测图等多种技术方法进行综合作业。 

4.1.1.4 扫描要求 

4.L1.4.1 无人机航空摄影 



4.1.1.4.1.1 组织保障 

为保障项目顺利实施，中标服务单位应为本项目配备至少四个飞行组，四架工业级无人机，

每个飞行组至少 1 名飞行员，飞行员须具备中国 AOPA民用无人机驾驶员合格证，并为飞行组配

备相应的维护、管理人员。 

4.1.1.4.1.2 航空摄影质量控制 

航线重叠度：为保证项目成果质量要求，无人机航空摄影像片旁向重叠度为 70%-80%,航向

重叠度为 75%-85%,投标单位应采取必要的控制措施和检查手段保障影像重叠度。 

影像质量：影像应清晰，层次分明，颜色饱和，色调均匀，反差适中，不偏色，能辨别出地

面上最暗处的影像细节，不得有色斑，线阵丢失以及曝光过度等情况。 

4.1.1.4.1.3 安全保障 

中标服务单位必须采用必要的措施保障项目实施中无人机航摄期间的第三者安全，需同时购

买机身险和第三者责任险。 

4.1.1.4.1.4 航片规格 

航片成果格式为*.jpg 。 

4.1.1.4.2三维模型制作 

4.1.1.4.2.1 实景三维模型精度要求 

一般区域城市实景三维地图的影像地面分辨率应当优于 0.03 米，实景三维地图建筑顶部、

道路铺装等特征点相对邻近控制点的平面位置中误差应当小于土 0.15 米，高程中误差应当小于

±0.15 米，阴影、摄影死角、隐蔽等特殊困难地区可放宽 50%。 

4.1.1.4.2.2 实景三维地图模型质量要求 

D实景模型要求结构、纹理完整。 

2）模型表面纹理颜色均匀，明暗合理。 

3）建筑物模型数据不应出现大面积露面、镂空、黑洞等现象，保证模型的完整性。 

4）不存在各种不明悬浮物。 

5）水面必须通过压平处理，保证水面没有破洞。 

4.1.1.4.2.3 与已有数据融合的质量要求 



与已建成的一期三维实景模型数据应当无缝拼接，拼接后的模型色调一致,反差适中。 

4.1.1.4.2.4 数据格式要求 

实景三维模型以三角格网为几何框架，以表面纹理为框架表面的贴图影像,成果格式为

*.p3m
0
 

4.1.2地下空间、人防通道、轨道交通三维模型采集（地下空间、人防通道、轨道交通统称地下

空间） 

4.1.2.1 地下空间实景扫描 

4.1.2.1.1 作业范围 

对古城范围内无可参照的设计或竣工图纸的地下空间约 14.5 万平方米进行实景扫描。费用

根据中标单价按实际采集面积结算。 

4.1.2.1.2 技术要求 

采用前沿 SLAM扫描技术进行作业。 

4.1.2.1.3 数据点云精度要求 

地下空间设施地物点相对邻近控制点的平面位置和高程中误差应不大于下 

表要求: 

地下空间设施地物点相对邻近控制点的平面位置和高程中误差表  

特征点类型 平面中误差 高程中误差 

地下空间设施地物点 0.2m 0.15m 

注：二层及以下设施和隐蔽点的高程和平面位置中误差可放宽 0.5 倍。 

本项目地下空间范围线、功能分区范围线和出入口范围线若不可测得、数据来源为参考资料，则对

地 下 空 间 范 围 线 、 功 能 分 区 范 围 线 和 出 入 口 范 围 线 精 度 不 作 要 求 。  

4.1.2.2 地下空间建模 

4.1.2.2.1 作业范围 



对古城范围内有可参照的设计或竣工图纸的地下空间建设地下空间模型，建设面积约 90 万

平方米。对古城范围内无可参照的设计或竣工图纸的地下空间的扫描成果（即上述 4.1.2.1 所述

扫描成果）进行地下空间建模，建模面积约 14.5 万平方米。地下空间建模面积总计约 104.5 万

平方米。费用根据中标单价按实际采集面积结算。 

4.1.2.2.2 数据要求 

（1）模型文件创建 

应按要求建立并提交项目 BIM模型，每个地下空间以独立项目文件的形式进行数据制作。 

（2）软件版本及格式 

采用 AutodeskRevit2020 版本。 

（3）单位和坐标 

项目单位为毫米；使用相对标高，±0.000 即为坐标原点 Z轴坐标点；正确建立项目基点。 

（4）数据建设要求 

模型外轮廓应根据图纸或实景扫描数据进行建模； 

应建立底板、墙柱、楼梯坡道、门窗构件和内部设施，对地下空间顶板不做具体要求； 

模型的命名须清晰明了； 

模型构件需分楼层建立，并加入楼层信息。（例如：不得出现一根柱子从底层到顶层贯通的

建模方式） 

4.1.3宗教活动场所室内三维实景建设 

4.1.3.1作业范围 

对古城内指定 2 处宗教活动场所（XX寺和 XX基督教堂）总面积约 5502.4 平方米的室内实

景进行室内实景扫描。 

4.1.3.2数据要求 

（1）全景图。全景图要求采样间隔：室内不大于 3 米，室外不大于 5 米； 

（2）激光点云。要求点云密度为 5mm,要有大地坐标。点云的几何精度要求室内 5cm,室外

IOcm
o
 



3）点云不出现分层、扫描中的移动目标造成的噪声要剔除。 

4. 1.3.3 建模质量 

要求空间尺寸准确、纹理真实，各类要素表达完整。 

成果形式 

1）要求形成三维数字地图，同时具备高精度点云与全景影像成果。全景影像应能与点云在

系统中相融合。 

2）具备在线服务能力，数据成果应能够按照标准服务格式进行网络发布对外提供，能准确

表达室内地物空间对象和对象特征。 

4.1.4进一步夯实数据底座 

4.1.4.1 数据库建设 

建设系统可用的专题数据库，包括地下管网专题数据库（按照《XX省城市地下市政基础设

施数据库建设规范》的数据标准）、古城智治专题数据库、宗教活动场所标准化治理应用专题数据

库、闲置房屋管理专题数据库、未来社区专题数据库等，采购人有权根据项目实施实际情况进行调

整。 

1）数据库设计应当合理、先进，具备足够扩展性。 

2）具备支撑海量数据存储和调度能力。 

4.1.4.2 夯实数据底座 

根据采购人和应用场景需要，基于 XX省一体化数字资源系统（IRS）及一期数据等平台，

新增或接入并展示各类数据，包括但不限于：AED、古桥和古建实时监测数据、街道四个综治平台

的数据等。 

4.2应用系统开发建设技术要求 

4.2.1 平台建设基础要求： 

（1）在古城一期平台基础上开发，做到互相叠加、兼容； 



2）基于 B/S 构架开发，支持 WEBGL和 HTML5,支持跨平台浏览和应用，客户端通过浏览

器使用，无需额外安装本地程序或者浏览插件，操作简便，兼容性强； 

（3）能够承载海量实景三维模型数据的流畅展示； 

（4）支持地上地下三维空间一体化流畅展示； 

（5）支持地下人防空间、市政地下管网、轨道交通等融合展示； 

（6）完善古城一期平台展示效果，支持无人机扫描倾斜模型与精细化扫描在三维实景地图

上的切换。 

古城地下管网管控应用 

按照《XX省城市地下市政基础设施数据库建设规范》的数据标准，构建古城地下管网管控

应用，主要包括： 

4.2.2.1 地下管网三维呈现 

D构建管网仿真三维模型：集成燃气、供水、排水、电力、通信管线，包含管线的材质、管

径、埋深等基础信息，构建管网仿真三维模型，实现地下管网矢量化、三维化，做到三维展示。 

2）管线清册：建立管线清册，支持对各管线进行添加、编辑和删除，在三维地图上呈现管

线清册。 

3）三维管线标注：支持对三维管线基础信息进行自定义标注，还可对标注进行管理控制其

显示与否。 

4）应用驾驶舱：打造应用驾驶舱，对系统内所有录入数据、业务数据及分析数据等进行综

合集成并动态展示。 

4.2.2.2 管线单位业务集成 

1）地下管线施工业务集成：实现管线施工业务管理数字化，创建录入界面，支持对涉管申

请、施工图等各种资料进行录入，支持管线资料快速查询和查看。 

2）征询集成：a 构建征询发起页面，申请单位通过征询系统便捷记录涉管项目信息；b. 打

造征询审批流，打造审批后台，根据各部门权限与工作流程，提供审批进度查看、审批通过、审

批退回、审批意见等机制；c. 通过消息推送提醒，便于及时对征询意见进行处理。 



 

即实现第三方施工监管功能，支持管线风险区域定义和数据查看，支持生成报警及工单，形

成管线事故的全流程跟进。 

1）风险区域自定义及展示：支持自定义管线风险区域，实景地图展示古城内文保单位点周

围风险区域。 

2）应急信息获取及展示：后台自动匹配项目地及风险区域，在实景地图上展示进入管线风

险区域的项目地,且支持风险自动预警。 

3）重大事项上报:支持预警信息生成工单，并提供重大事项上报入口。 

4）后台管理：打造地下管网管控应用后台管理系统，包括权限管理、规划管理、年度计划

管理、管线保护区域管理、工单管理、警报管理、项目管理等， 

实现管线事故的全流程跟进。 

1.1.1.1 地下管网能力评估 

构建数学模型：支持后台根据不断迭代更新收集的测绘数据，与普查版数据进行对比，判断

管径、埋深、坐标规程等参数，形成地下管网普查版数据的动态、静态准确率实时查看。 

1.1.1.5 地下管网实时监测 

1）在实景地图上支持视频监控，有利于对地下管线的实时监测。 

2）使用层级结构展现摄像头设备。 

1.1.1.6 地下管网建设项目集成 

D项目数据更新:支持项目测绘资料上传，实现后台自动更新、存储相关数据，并在三维地图

上进行呈现。 

2、统计分析集成:根据系统产生业务数据自动生成各类管网建设项目分析报表。 

3）年度计划及规划录入界面构建：打造地下管线规划及年度计划数据维护界面，支持相关

文字录入及图片数据归档。 

4）年度计划及规划类数据分析：利用归档数据，借助后台数学模型，对年度计划及规划类

数据开展数据分析。 

4.2.3 古城智治综合集成展示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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