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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2022年第二批安 

徽省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皖市监函〔2022〕550号)的 

要求，编制组经广泛的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国家 

和行业相关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共分9章，主要内容有：1.总则；2.术语；3.基本规 

定；4.组织体系；5.日常监测；6.分析研判；7.预警响应；8.系统 

维护；9.运营管理。

本标准由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归口管理，委托清华大  

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负责具体内容的解释。在执行过程中， 

请各单位注意总结经验，积累资料，如发现需要修改或补充之处， 

请将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地址：安  

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习友路5999号，邮政编码：230601)。

主编单位：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 

合肥市城乡建设局

合肥市应急管理局

参编单位：合肥市城市生命线工程安全运行监测中心 

合肥泽众城市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市市政工程管理处

合肥市公路管理服务中心 

合肥市排水管理办公室

合肥市地下管网建设管理办公室 

合肥市燃气管理处

合肥工业大学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芜湖市市政工程管理处

滁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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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规范城市生命线工程安全运行监测运营，提高城市 

生命线工程安全运行水平，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维 

护社会安全稳定，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城市生命线工程的安全运行监测运营。

1.0.3 本标准宜与《城市生命线工程安全运行监测技术标准》 

DB34/T 4021配套使用。

1.0.4 城市生命线工程安全运行监测运营应将日常监测的及 

时性、分析研判的准确性、预警响应的协同性、系统维护的高效 

性、运营管理的科学性等有机结合，采用先进适宜的技术及管 

理措施，构建满足城市生命线工程安全运行要求的综合防控体 

系。

1.0.5  城市生命线工程安全运行监测运营除应符合本标准的 

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和行业现行有关标准和规范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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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监测运营 monitoring  and  operation
对城市生命线工程安全运行监测系统开展的日常监测、分 

析研判、预警响应、系统维护、运营管理等活动。

2.0.2  监测运营组织体系  organization system of monitoring 

and  operation
开展城市生命线工程安全运行监测运营工作的各级组织， 

以相互配合、协同联动等形式所形成的有机整体。

2.0.3     城市生命线工程安全运行监测系统  safety   operation 
monitoring  system of urban lifeline engineering

由前端感知层、网络传输层和相应的管理平台组成，实现 

城市生命线工程安全运行状态实时监测、系统自动报警、风险 

预警发布和设备管理等功能的系统，城市生命线工程安全运行 

监测系统简称“监测系统”。

2.0.4  运行监测单位  operation and monitoring unit

提供城市生命线工程安全运行监测服务，承担系统值守、 

分析研判、风险预警、辅助决策等任务的单位。

2.0.5     运维单位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unit
保障城市生命线工程安全运行监测系统稳定可靠运行的 

单位。

2.0.6     权属单位 ownership   unit

城市生命线工程的所有权或授权运营管理的单位。 

2.0.7     报警 alarm
相关指标数值达到监测系统中设定阈值时产生的警示信 

号的过程。

2.0.8     预警 early-warning
通过对报警信息进行科学分析，确定可能发生、即将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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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正在发生的风险事件，并针对性地提前或及时发出风险警示 

的过程。预警级别按照风险事件可能造成的后果严重性，从高 

到低分为一级预警、二级预警、三级预警。

2.0.9     预警事件 early-warning   event
可能发生、即将发生或正在发生的风险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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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城市生命线工程安全运行监测运营工作应按照“全面 

监测、专业运维、联动处置、属地管理、行业指导”的原则开展。

3.0.2 城市生命线工程安全运行监测运营过程中应采用机器  

智能与人工判断相结合的方式对监测系统报警信息和异常监  

测数据进行分析研判，并根据城市生命线工程实时运行状况， 

结合附近危险源、防护目标、人流交通等现场实际情况，确定或  

调整风险预警级别。

3.0.3     预警响应流程和响应时效性指标应根据城市生命线工 

程各领域预警分级情况分别制定，发布的预警信息和响应过程 

应在监测系统内实现闭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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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组织体系

4.1 一般规定

4.1.1     城市生命线工程安全运行监测运营工作应建立监测运 

营组织体系，明确监测运营过程中各单位工作职责。

4.1.2     组织体系中各单位应建立稳定有效的信息交流渠道和 

数据共享机制。

4.1.3  组织体系中各单位应建立风险预警响应工作机制，按 

照不同风险预警级别开展处置工作。

4.2 组织架构

4.2.1 城市生命线工程安全运行监测运营组织体系由城市生命 

线安全主管机构、行业主管部门、运行监测单位、运维单位和权属 

单位等单位组成。监测运营组织体系和工作内容应符合图4.2.1 

的规定。

图4.2.1 监测运营组织体系

应急调度

城市生命线安全主管机构
响应反馈

战略咨询  
/决策支持

业务指导/数据支持

运行监测单位
信息咨询/决策支持

运维信息     运维保障

运维单位

定期汇报

监督管理

运营信息/处置反馈

信息咨询/技术保障

应急调度

响应反馈
行 

业 

主 

管 

部 

门

政策指导  
/管理调度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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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城市生命线安全主管机构承担组织、协调、指挥城市生 

命线工程监测预警响应等工作。

4.2.3 行业主管部门承担城市生命线工程安全运行监测系统 

监管、组织协调权属单位、市直相关部门做好预警响应及应急 

处置等工作。

4.2.4 运行监测单位承担城市生命线工程安全运行监测工 

作，对监测系统实行24小时不间断值守，动态分析监测数据并 

进行各类信息预警分级，及时推送各类预警信息至权属单位及 

相关部门，全流程跟踪处置反馈信息，必要时提供辅助决策支持。

4.2.5 运维单位承担城市生命线工程安全运行监测系统的运 

维保障工作。

4.2.6     权属单位承担城市生命线工程安全运行监测的预警信 

息复核排查、预警处置及反馈工作。

4.2.7 运行监测单位、运维单位和权属单位应接受行业主管 

部门的监督和考核，并根据考核结果，对照考核需求，制定改进 

计划和方案并组织实施。

4.3 运行监测单位

4.3.1      应设置监测值守、数据分析等主要岗位。

4.3.2     应制定完善的监测运行方案，明确工作内容、工作流 

程、目标。

4.3.3      宜建立健全业务培训、日常管理、安全管理等制度，并 

对各项制度实施过程进行记录。

4.4 运维单位

4.4.1 应设置前端设备运维、应用系统运维、数据运维等主要 

岗位。

4.4.2     应制定完善的监测系统运维方案，保障运维对象可靠 

运行。

4.4.3     宜建立规范的巡检巡查、运维配套设施管理、运维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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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安全作业培训等运维管理制度，建立并管理运维台账资 

料等。

4.5 权属单位

4.5.1     应设置安全巡查、抢险维修等岗位。

4.5.2     应制定完善的风险管理方案，明确隐患排查、预警复 
核、事件处置反馈流程和措施等。

4.5.3     宜建立风险分级管控制度，针对不同级别风险预警开 

展相应抢险维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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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日常监测

5.1 一般规定

5.1.1 日常监测应对监测系统发出的报警信息、人工巡查发 

现的异常信息、公众反馈的风险信息等进行分析。

5.1.2     运行监测单位日常监测应符合以下规定：

1  根据城市生命线工程规模、日常监测工作内容等配备 

监测值守人员和数据分析人员；

2  设置满足不少于2人的办公区域，具体人员配备和办 

公区域面积大小根据监测规模和监测分析需求调整；

3  数据分析人员及监测值守人员按要求统一佩戴工作牌；

4 数据分析人员及监测值守人员具备数据分析技术和安 

全监测相关专业知识。

5.1.3     运维单位日常运维应符合以下规定：

1  根据城市生命线规模、运维巡检要求等配备运维人员；

2  实施运维岗位责任制度，建立技术档案和运维台账；

3  结合运维工作内容配备运维工具及劳保用品，并做好 

安全保护措施。

5.1.4     权属单位日常监测应符合以下规定：

1  根据日常运行工作要求配备管理人员及值班人员；

2 实施24小时值班制度，满足联动机制的响应要求；

3  配备固定办公场所及相应的数字化通讯手段。

5.2 报警响应

5.2.1     城市生命线工程安全运行报警响应工作应由运行监测 

单位、权属单位及运维单位共同配合进行，监测报警响应工作 

应符合以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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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

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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