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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２０２０年第二批安

徽省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皖市监函〔２０２０〕３４１号）的

要求，编制组经过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国内

外先进标准及研究成果，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本

标准。

本标准的主要内容包括：１．总则；２．术语；３．基本规定；

４．综合调适交付；５．智慧运维对象；６．智慧运维管理；７．智慧运

维平台；８．智慧运维提升。

本标准由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归口管理，由安徽

省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

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安徽省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合肥市蜀山区皖水路和石莲北路交口安泰股份数字服

务产业园１号楼，邮政编码：２３００３１，邮箱：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ａｎｔａｉｉｂ．

ｃｏｍ），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主 编 单 位：安徽省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建筑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参 编 单 位：合肥工业大学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省建筑科学研究设计院

万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讯飞智元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智慧城市（合肥）标准化研究院有限公司

主要编写人员：张　萍　谢天舒　何　亮　谢　军　孟　磊

夏晓波　汪　军　万　力　章维扬　耿　虎

邢　杰　姚　康　陈慧丽　赵　磊　查思怡

周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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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０．１　为规范我省园区及建筑智慧运维工作，提高园区及建

筑的运行效率和管理质量，制定本标准。

１．０．２　本标准适用于我省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园区及建筑的

智慧运维建设，以及对既有的园区及建筑运维体系的升级改造。

１．０．３　新建园区及建筑的智慧运维建设应与智能化系统工程

同步规划、设计、施工、验收、交付和运营。

１．０．４　园区及建筑智慧运维应以提升运维管理的智慧化水

平，增强园区及建筑的运维能力、减少和预防事故发生、延长设

备使用寿命、提供建筑节能降碳的支撑、完善建筑设备的全生

命周期管理为目标，应具有适用性、开放性、安全性、可维护性

和可扩展性。

１．０．５　园区及建筑智慧运维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现

行国家、行业及地方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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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　语

２．０．１　园区　ｐａｒｋ

　　政府统一规划指定具有多栋建筑的管理区域。

２．０．２　智慧运维　ｓｍａｒ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基于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对园区

及建筑内各类运维对象提供与其相适应的运维服务，使得不同

类型用户对运维的需求得到及时、准确响应的一种运维方式。

２．０．３　智慧运维管理平台　ｓｍａｒ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为辅助智慧运维高效运行而建立的信息化平台。可提供

智慧运维过程中的数据管理、设备监控、参数报警、流程自动运

行、数字化绩效考核等管理能力。

２．０．４　数据融合层　ｄａｔａｆｕｓｉｏｎｌａｙｅｒ

　　能够实现运维过程中的设备运行参数、人员行为、工作流

程等不同类型的数据统一处理、传输、存储、交换和管理，并提

供数据服务和应用支撑的信息设施。

２．０．５　综合调适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ｉｎｇ

　　以能力、质量为导向，对于交付的系统进行适应性调整的

过程。通过综合调适，使整个系统的各个单元和模块，在达到

设计指标的条件下具有更加适应于实际应用场景的状态。

２．０．６　智能网关　ｓｍａｒｔｇａｔｅｗａｙ

　　在采用不同体系结构或协议的网络之间进行互通时，用于

提供协议智能化转换、路由择优化选择、数据敏捷性交换等网

络兼容功能的智能设施设备。

２．０．７　数据清洗　ｄａｔａｃｌｅａｎｉｎｇ

　　对数据进行重新审查和校验的过程。包括检查数据一致

性，处理无效值和缺失值等。目的在于删除重复数据、纠正数

据中存在的错误，保证数据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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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８　软件即服务（ＳａａＳ）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ａｓａｓｅｒｖｉｃｅ

　　由用户根据实际需求，通过网络向软件平台定购所需的应

用软件服务，并按定购的服务数量和使用时长，支付费用的一

种软件应用模式。

２．０．９　ＭＱＴＴ协议　ＭＱＴＴ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Ｍｅｓｓａｇｅｑｕｅｕｉｎｇｔｅｌｅｍｅｔｒｙ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消息队列遥测传

输）是基于发布／订阅范式的物联网传输协议。应用于设备信

息采集、工业控制等场景。

２．０．１０　知识管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通过对于工作中相关知识获得、创造、分享、整合、记录、存

取、更新和创新等过程，对知识、知识创造过程和知识的应用进

行规划和管理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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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本规定

３．０．１　建筑面积１００，０００ｍ
２ 及以上的园区，单体建筑面积

２０，０００ｍ２及以上的公共建筑的运维，宜采用智慧运维方式。

３．０．２　智慧运维建设包括运维管理及其管理平台。

３．０．３　智慧运维管理包括综合调适交付、智慧运维管理两个

部分。智慧运维管理包括园区及建筑的设备、运维人员、运维

作业流程和运维绩效考核等要素。智慧运维管理流程应采用

数字化方式。

３．０．４　智慧运维管理应涵盖建筑设备基础信息管理、运行在

线监控、日常运行维护、智慧化应用和既有系统的改造提升部

分，并应配套建设智慧运维平台。

３．０．５　智慧运维平台应实现建筑信息的可视化管理，宜在园

区地理与建筑数据空间模型上综合显示设备及人员等信息，实

施园区及建筑的运维管理操作。

３．０．６　智慧运维平台宜采取软件即服务（ＳａａＳ）模式。

３．０．７　智慧运维平台应实现园区及建筑基础网络的互联互

通，接入平台的建筑设备应具备标准通信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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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综合调适交付

４．１　一般规定

４．１．１　智慧运维在实施之前，应对建筑设备进行综合调适。

４．１．２　综合调适范围宜包含所有建筑设备，特殊工程项目可

有选择地开展单项系统调适。

４．１．３　智慧运维交付运行时，应提交建筑设备的运行维护手

册、综合调适的全过程资料和调适报告。

４．２　综合调适过程

４．２．１　综合调适宜根据建筑设备的复杂程度，组建调适团队，

明确组织架构和各方职责，制定综合调适计划。

４．２．２　实施综合调适前，应对现场调适条件和建设质量进行

查验，主要包括建筑设备的完整性、功能性和可操作性等。

４．２．３　单类设备和单个功能模块初始调试应在试运行阶段，确

保所有功能设置正确，运行指标应基本符合设计和运行指标要求。

４．２．４　综合调适应在单个功能模块调试后进行，确保系统各

环节间的协同运行，整体运行性能达到设计要求。

４．３　交付与资料移交

４．３．１　综合调适过程中，应分阶段正式交付建筑设备的功能

模块与资料。

４．３．２　建筑设备在交付使用时，相关运行维护手册、综合调适

的全过程资料和调适报告，应由调适团队组织编制，并对运维

人员、管理人员进行相关培训。

４．３．３　综合调适完成后，应移交成卷的纸质或电子文件，具体

要求见本标准附录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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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智慧运维对象

５．１　一般规定

５．１．１　智慧运维对象应包括实体对象、虚拟对象。

５．１．２　智慧运维应能通过信息化方式对运维对象的静态信息

和动态信息进行采集、传输、存储、管理、使用和维护。

５．１．３　当运维对象的动态数据无法自动获取时，应增加人工

录入数据方式。

５．２　实体对象

５．２．１　实体对象应包括园区及建筑空间、建筑设备、运维和管

理人员、运维工具及备品备件等。

５．２．２　实体对象的基本信息宜通过管理平台采用数字化身份

进行标识和管理。数字化身份标识包括条形码、二维码和射频

识别（ＲＦＩＤ）等。

５．２．３　实体对象信息包括设计、竣工资料、类型特征、技术指

标、供应商、采购供应、技术文档和安装与运维等。

５．２．４　园区及建筑空间应分为室外空间和室内空间。室内空

间应包含楼层和房间信息，室外空间应包含道路、停车区、绿化

等信息。基本管理信息要求见本标准附录Ｃ。

５．２．５　建筑设备包括给排水设备、暖通与空调设备、照明设

备、供能与电力设备、智能化设备、通信与信息化设备、垃圾处

理与清运设备和特殊设备等。基本管理信息要求见本标准附

录Ｄ。

５．２．６　运维人员和运维管理人员的基本信息管理应与岗位标

准进行关联，并通过定位、生物识别、一卡通等信息化对运维人

员的工作过程进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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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７　运维工具的管理应包括对责任人、使用方法、维修保养

记录、校准记录等信息，记录的信息还应符合本标准附录Ｄ的

规定。

５．２．８　运维过程中需要使用的备品备件等材料信息的管理应

包括存放位置、种类规格、出入库策略、保存和安装指导文件

等，基本管理信息还应符合本标准附录Ｅ的规定。

５．３　虚拟对象

５．３．１　虚拟对象应包括园区及建筑的人员组织、数字化运维

流程、空间地理信息、设备运行动态数据、运维过程数据、共有

知识产权、统一门户和共享数据等。

５．３．２　人员组织的基本信息包括编码、名称、组织描述、工作

内容、工作责任等。基本管理信息要求见本标准附录Ｆ。

５．３．３　数字化运维流程包括规章制度、巡检流程、报修流程、

维修流程和应急处理流程等。数字化运维流程要求见本标准

附录Ｇ。

５．３．４　智慧运维宜将园区及建筑的设备和人员在空间地理信

息的基础上进行叠加管理。

５．３．５　智慧运维应对建筑设备运行过程中的动态数据进行监

测，包括设备管理状态、运行主要工况等。

５．３．６　智慧运维应统一管理运维相关的设备动态数据的限制

条件。

５．３．７　智慧运维应记录运维的全过程数据并生成运维绩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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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智慧运维管理

６．１　一般规定

６．１．１　智慧运维管理应包括运维对象基础信息、数字化运维

流程、日常运维和管控、绩效评估与优化四个阶段。

６．１．２　已建成的园区或既有建筑在运维实施运维智慧化改造

之前，应对原有运维系统进行诊断和评估。

６．１．３　智慧运维宜建立统一的园区及建筑运维中心。

６．２　运维对象基础信息

６．２．１　智慧运维管理对象基础信息的管理内容，应符合本标

准第５．２节、第５．３节的规定。

６．２．２　智慧运维宜配备专职人员，集中统一管理运维过程中

的各项技术文件资料。

６．２．３　智慧运维归档的技术文件资料，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的规定。

６．３　数字化运维流程

６．３．１　运维流程应具备计算机自动处理的数字化属性。

６．３．２　数字化运维流程应有确定的数字化启动条件。

６．３．３　数字化运维流程应具有明确的结束条件和数字化评价

结果。

６．３．４　数字化运维流程中的节点、文档、表单，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信息技术工作流中间件参考模型和接口功能要求》ＧＢ／

Ｔ３２３９３的规定。

６．４　日常运维和管控

６．４．１　监测设备在线运行数据应完成以下工作：

８



　　１　实时监测建筑环境参数、建筑设备运行数据、建筑能源

消耗量，存储或记录所有过程数据；

　　２　监测到设备运行故障或告警，应明确其分类与等级，并

能初步判断故障的原因，通知责任人并启动相应的处理流程；

　　３　在线监测并采集现场作业人员的行为，对行为人的操

作做出分析评判；

　　４　记录设备日常操作过程、设备运行数据和故障处理过

程，形成统计报表；

　　５　对设备运行和报警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置、对运行趋势

进行分析，实现事前预警、事中处置与事后分析。

６．４．２　运维流程应完成以下工作：

　　１　按照约定条件启动巡检、维修、维护等流程；

　　２　提供园区及建筑中全员报修的一站式处理服务流程；

　　３　故障排除或维修结束后，应根据数据监测结果验证运

维成效；

　　４　根据业务流程，实施业务督办；

　　５　按本标准附录Ｊ的规定生成运维报告。

６．４．３　运维设备应定期校准、保养，并做相应的记录。

６．５　绩效评估与优化

６．５．１　应根据管理对象运行情况进行统计、分析、诊断与评

估，生成相应报告。

６．５．２　宜按照以下规定定期对建筑设备进行分析：

　　１　设备无故障运行时间和运行时长分析；

　　２　故障频次和故障类别分析；

　　３　数据通信与数据接口稳定性分析；

　　４　故障原因与设备品牌、型号的关联分析；

　　５　故障原因与环境因素的关联分析；

　　６　重复故障的原因分析；

　　７　按本标准附录Ｋ的规定生成故障处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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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３　宜对运维中使用的软件系统进行兼容性、可靠性、安全

性和有效性分析，并符合下列规定：

　　１　兼容性分析包括系统兼容性、设备兼容性、数据兼容性等；

　　２　可靠性分析包括无故障运行时间、系统恢复时间等；

　　３　安全性分析包括服务器安全、传输安全、数据库安全、

网络安全等；

　　４　有效性分析包括应用服务的完整度、数据服务的准确

度和稳定度等。

６．５．４　应根据分析结果，完成设备或软件的运行健康程度评价。

６．５．５　宜根据工况、环境、系统运行情况等因素，按照以下方

式优化运维，提升设备的运行效率和有效性：

　　１　逐步增加和优化自动化联动策略；

　　２　按照实际情况调整运维和设备管理人员权限；

　　３　调整数据的分类展示内容，美化和重组展示界面；

　　４　调整运行参数，提升安全、节能、减排的成效。

６．５．６　具有下列情况时，建筑设备应进行改造：

　　１　设备能耗过高，有降低能耗的方法；

　　２　设备使用需求变更；

　　３　设备原有功能缺失；

　　４　设备存在安全隐患；

　　５　存在维护维修无法解决的问题；

　　６　设备维护费用高于设备更换费用；

　　７　设备故障频次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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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智慧运维平台

７．１　一般规定

７．１．１　智慧运维应建立支撑智慧运维的智慧运维平台，并满

足数据共享、事件快速响应处置和系统运行安全可控等要求。

７．１．２　智慧运维宜利用既有管理平台中可利用的硬件、软件

和数据资源，满足智慧运维平台的体系架构和技术要求。

７．１．３　智慧运维平台应具备管理对象的基础信息管理、建筑

设备运行监控、数字化运维流程运行、知识库管理等功能。能

够实现管理对象的自动定位、信息自动统计查询、关联信息相

互共享等功能。

７．１．４　智慧运维平台应能够通过自动采集数据和人工录入信

息两种方式，实现管理对象的实时运行监测。

７．１．５　智慧运维平台应具有完备的安全管理机制。

７．１．６　智慧运维平台应具备灾难恢复机制。

７．１．７　智慧运维平台应能满足桌面显示器、大屏、移动端显示

设备的使用要求。

７．１．８　智慧运维平台应具备二次开发的数据共享接口。

７．１．９　智慧运维应定期检查平台及数据库的运行环境和存储

状况，及时对运行环境进行清理和服务重置，确保平台安全稳

定运行。

７．２　平台架构

７．２．１　智慧运维平台架构应包括数据感知层、网络传输层、数

据融合层和智慧应用层，架构图见本标准附录Ａ。

７．２．２　数据感知层由前端监测设备、前端通信链路和智能网

关组成，应符合以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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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前端通信链路传输可采用有线或无线方式；

　　２　智能网关应具备支持数字化接口的建筑设备、传感器

等数据接入、传输和控制的功能，采用通用的工业／行业标准协

议或接口开发包实现数据接入；

　　３　智能网关宜具备本地存储和断点续传功能，网关内采

集的数据存储时间不应少于３０天；

　　４　智能网关宜带有边缘计算功能，宜具备操作日志保存

和管理功能。日志严禁修改、人为删除，保存时间不宜少于６

个月；

　　５　智能网关应具备自诊断和自恢复的功能；

　　６　智能网关外壳防护等级宜不低于ＩＰ５４，并应满足工业

级温湿度环境和电磁兼容性要求。在盐雾环境下，智能网关应

具有耐盐雾腐蚀的功能。

７．２．３　网络传输层应包括智能网关到数据融合层的宽带信息

传输网络，并符合以下规定：

　　１　可通过互联网、局域网等多种组网模式；

　　２　宜采用专网，数据传输速率不小于１０ＭＢｙｔｅ／Ｓｅｃ，丢包

率应低于１％；

　　３　有线网络不能覆盖时，应采用 ＷＩＦＩ／４Ｇ／５Ｇ等无线网

络进行数据传输。

７．２．４　数据融合层应包括数据接收、数据清洗、数据存取、开

发支撑四个模块，并符合以下规定：

　　１　数据接收模块应提供统一的数据接口协议，接收来自智

能网关发送的数据，宜采用 ＭＱＴＴ协议，并提供数据订阅服务；

　　２　数据清洗模块应具备检查数据一致性，处理无效值和

缺失值等功能；

　　３　数据存取模块应具备存取所有运维管理对象静态和动

态数据的功能；

　　４　数据存取模块应保存运维过程数据，保存时长不得低

于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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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数据存取模块应具备支持多种数据共享的方式；

　　６　开发支撑模块应提供应用开发所需要的公共软件模块。

７．３　平台功能

７．３．１　智慧运维平台应符合以下规定：

　　１　管理运维管理对象的静态、动态信息；

　　２　为用户按照工作内容分配使用权限；

　　３　管理年度运维计划和运维方案，并通过多种方式提醒

运维人员执行；

　　４　具备一站式服务能力，提供园区及建筑所有人员的在

线报修、在线报警、人员调配、启动流程等功能；

　　５　具备以不同的维度进行数据统计、分析、验证和判断的

功能；

　　６　具备设备能耗采集、统计和分析功能，并能核算建筑碳

排放信息；

　　７　自动通知运维人员进行定期巡检和设备保养，自动生

成运维记录；

　　８　应对传感器、建筑设备的运行状态和数据进行在线监

测，通过设定上下限阈值、偏离系数、持续时间、时段、季节性因

素和气候条件等要素，判断参数值是否正常，并及时进行异常

报警；

　　９　对现场感知的数据进行清洗、校正，当出现数据存在长

时不变、短时跃迁变化等异常情况时，应能及时通知运维人员

复核确认；

　　１０　定期自动对建筑设备的运行情况进行检测记录，通知

运维人员进行调校和清理；

　　１１　定期对通信链路状况进行检查，异常时应能及时告警；

　　１２　应支持将故障信息通过移动端推送给相关运维人员

的功能，联动处置流程，同步完成绩效考核。

７．３．２　智慧运维平台应具有运行恢复机制，内部应用或服务

３１



发生宕机，可自动切换备用系统或恢复系统配置。

７．３．３　智慧运维平台应具备系统异常处理机制。

７．４　安全管理

７．４．１　智慧运维平台安全管理应根据需求划分安全域。

７．４．２　智慧运维平台宜根据安全等级配置防火墙、入侵检测、

入侵防御、行为管理和日志审计等安全设备，服务器应安装防

病毒软件。

７．４．３　智慧运维平台宜采用专用的网络隔离装置实现管理对

象的运行数据安全。

７．４．４　智慧运维平台应采用传输数据加密算法保证网络数据

传输的安全。

７．４．５　智慧运维平台应通过安全扫描、安全加固和安全补丁

等措施加强操作系统和数据库的安全性。

７．４．６　智慧运维平台的应用功能安全，应符合以下规定：

　　１　用户角色、权限应采用分级管理模式；

　　２　用户可采取多种方式登录平台；

　　３　应提供对文件和数据的访问控制机制；

　　４　应支持输入检查、数据上传下载控制和防越权等；

　　５　宜提供日志审计、应用数据稽核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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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智慧运维提升

８．１　一般规定

８．１．１　智慧运维平台宜具有智慧运维提升的应用功能，包括

服务提升、效率提升、辅助决策、知识管理等。

８．１．２　智慧运维平台宜基于地理信息系统（ＧＩＳ），提供运维人

员定位、设备定位、活动轨迹等管理内容。

８．１．３　智慧运维平台宜采用建筑信息模型（ＢＩＭ）和三维（３Ｄ）

等技术，实现智慧运维的可视化交互。

８．２　服务提升

８．２．１　智慧运维服务提升应包括事故预防和故障预警等功

能。

８．２．２　事故预防和故障预警，应满足以下要求：

　　１　具备应急预案管理功能；

　　２　结合地理信息系统（ＧＩＳ），实现建筑设备位置标注；

　　３　应急资源宜在地图上展现和查询；

　　４　基于ＡＩ技术，分析和判断事故影响范围；

　　５　通过电脑终端和移动设备终端上报突发事件；

　　６　对建筑设备运行的历史数据进行分析，实现设备故障

预测和状态检修；

　　７　支持阈值超标预警，可视化展示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对

事件进行定位；

　　８　支持基于地理信息系统（ＧＩＳ）规划故障维修、应急处理

路径的功能；

　　９　应能及时发现和预测所监控设备的供给故障，联动相

关设备，根据预案组织抢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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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　效率提升

８．３．１　智慧运维效率提升包括运维要素联动、服务订阅、公共

信息平台互联互通等功能。

８．３．２　宜具备联动逻辑配置工具，提供设备状态、参数与地理

信息系统（ＧＩＳ）和工单系统的联动，实现自动故障定位和工单

流程的联动。

８．３．３　可通过园区及建筑和设备的数字化模型完成可视化联动。

８．３．４　宜在平台中进行运维服务的配置和编排，提供设备维

护模块的在线订阅和信息推送服务。

８．３．５　宜提供面向园区及建筑的公共信息服务，可对接智慧

城市（社区）的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在线办理相关的各项业务。

８．３．６　宜设置门户网站，共享和发布运维公共信息，提供各项

运维相关的应用功能，可通过移动终端交互。

８．４　辅助决策

８．４．１　智慧运维辅助决策包括智慧运维的相关指标数据进行

深度挖掘的功能。

８．４．２　宜实现管理对象实时数据、历史数据、检修记录等数据

的关联，辅助实现设备的全寿命周期管理。

８．４．３　宜提供融合数据的全文检索功能。

８．４．４　宜提供基于人工智能（ＡＩ）技术的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

化数据的相互转换能力。

８．４．５　应通过事件类别形成基于预案和流程的跨部门协调联

动机制。

８．４．６　应能通过运维流程的执行成效，辅助运维部门和人员

绩效考核工作。

８．４．７　宜通过对用能和环境参数的监测，辅助园区及建筑的

节能减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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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８　可对运维辅助决策的成效进行评估、反馈、跟踪，并形

成储备知识。

８．５　知识管理

８．５．１　智慧运维知识管理应包括知识总结、知识分享、知识库

管理、培训管理功能。

８．５．２　应采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对于历史记录的运维过程和设

备状态进行统计、归纳和总结，形成针对性运维知识。

８．５．３　宜通过人工智能（ＡＩ）技术，智能收集、整理、挖掘、推荐

融合数据中隐性知识，提升知识最大化的能力。

８．５．４　知识点应具备数字化指标，并能在运维过程中不断修正。

８．５．５　应依据用户的权限和相关知识产权的约束分享知识内容。

８．５．６　应提供多设备同步、多人协作方式实现知识的在线分享。

８．５．７　应制定相关管理制度，进行知识生命周期管理。

８．５．８　应建立知识库管理系统，并具备以下功能：

　　１　实现维护运维服务相关的知识存储和共享；

　　２　实现多种文档的综合处理；

　　３　实现知识版本管理；

　　４　提供现场作业流程指引文件。

８．５．９　宜采用虚拟现实（ＶＲ）／增强现实（ＡＲ）技术提升知识培

训的沉浸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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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Ａ　智慧运维平台架构

图Ａ　智慧运维平台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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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Ｂ　综合调适应交付的资料清单

表Ｂ　综合调适应交付的资料清单

序号 资 料 名 称

１ 运维对象详细说明文件

２ 设备系统合格证、技术资料、维护资料、明细表和台账

３ 设备和系统安装图纸

４ 主要运维材料台账及放置位置

５ 设备运维工具设备清单和校检记录

６ 隐蔽部位内容检查验收记录和必要的图像资料

７ 综合调适全过程工作记录

８ 设备的安装位置

９ 相关应用软件的运行环境、版本号和使用维护说明

１０ 设备变更记录

１１ 设备安全检测报告

１２ 综合调适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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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Ｇ　数字化运维流程

图Ｇ　数字化运维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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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１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

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１）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２）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３）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４）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２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

……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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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１　《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等级划分准则》ＧＢ１７８５９

　　２　《基础地理信息标准数据基本规定》ＧＢ２１１３９

　　３　《数据中心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１７４

　　４　《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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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　《视频显示系统工程技术标准》ＧＢ５０４６４

　　９　《建筑电气与智能化通用规范》ＧＢ５５０２４

　　１０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与代码》ＧＢ／Ｔ１３９２３

　　１１　《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ＧＢ／Ｔ２２２３９

　　１２　《信息安全技术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实施指南》

ＧＢ／Ｔ２５０５８

　　１３　《信息安全技术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测评过程指

南》ＧＢ／Ｔ２８４４９

　　１４　《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ＧＢ／Ｔ３０４２８．１～７

　　１５　《通信传输线路共建共享技术标准》ＧＢ／Ｔ５１２１７

　　１６　《建筑信息模型施工应用标准》ＧＢ／Ｔ５１２３５

　　１７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工程技术规范》ＪＧＪ／Ｔ３３４

　　１８　《绿色建筑运行维护技术规范》ＪＧＪ／Ｔ３９１

　　１９　《建筑智能化系统运行维护技术规范》ＪＧＪ／Ｔ４１７

　　２０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技术要求》ＧＡ／Ｔ３６７

　　２１　《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定级指南》

ＧＡ／Ｔ１３８９

　　２２　《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第２部

分：云计算安全扩展要求》ＧＡ／Ｔ１３９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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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　《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第３部

分：移动互联安全扩展要求》ＧＡ／Ｔ１３９０．３

　　２４　《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第５部

分：工业控制系统安全扩展要求》ＧＡ／Ｔ１３９０．５

　　２５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基本规定》ＣＨ／Ｔ９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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