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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徽 省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公　告

第２号

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批准发布

“可交互空中成像技术规范”等

１０３项地方标准的公告

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批准“可交互空中成像技术规

范”等１０３项安徽省地方标准，现予以公布。

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２０２３年３月１日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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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皖市监函〔２０２０〕３４１号）《关

于下达２０２０年第二批安徽省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的

要求，编制组经过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

国家和行业现行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制完成。

本标准共分十四个章节，主要技术内容是：１．总则；２．术

语；３．基本规定；４．信息设施系统；５．公共安全系统；６．建筑设

备管理系统；７．校园机房；８．支撑平台；９．智慧环境；１０．智慧教

学；１１．智慧管理；１２．智慧服务；１３．智慧安全；１４．信息安全。

本标准由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归口管理，由讯飞智元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和合肥工业大学设计院（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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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讯飞智元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地址：合肥市望江西路６６６号科

大讯飞，邮编：２３００８８）。

主 编 单 位：讯飞智元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工业大学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参 编 单 位：安徽省建筑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安徽省建筑科学研究设计院

合肥工业大学

合肥市第一中学

合肥市第六中学

合肥市第八中学

合肥市安居苑小学

合肥市西园新村小学

安徽省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５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编写人员：张友国　万　力　胡少云　孟　磊　程效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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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０．１　为落实国家及我省教育新基建的相关政策，规范我省

中小学校园智慧化设计，做到安全可靠、经济合理、技术先进、

节约能源、维护管理方便，制定本标准。

１．０．２　本标准适用于我省新建、扩建及改建的各类中小学校

园智慧化设计。

１．０．３　中小学校园智慧化设计应以物联网为基础，利用云计

算存储各类基础数据，并对教育信息化应用实施有效的整合和

管理，集成各类应用服务系统，实现校园的智慧环境、智慧教

学、智慧管理、智慧服务和智慧安全。

１．０．４　中小学校园智慧化设计应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在各类

感知系统上构建统一的标准化教育大数据融合平台，以实现各

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和数据共享，提升校园教学及管理的智慧

化水平和能力。

１．０．５　中小学校园智慧化设计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

国家和行业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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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　语

２．０．１　智慧校园　ｓｍａｒｔｃａｍｐｕｓ

　　物理空间和信息空间有机衔接，使任何人、任何时间、任何

地点都能便捷的获取资源和服务的校园。

２．０．２　智慧教学　ｓｍａｒｔ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集智能化感知、智能化控制、智能化管理、智能化互动反

馈、智能化数据分析、智能化视窗等功能于一体的用以支持教

学、科研活动的教学应用系统。

２．０．３　智慧环境　ｓｍａｒｔ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集智能化感知、智能化控制、智能化管理、智能化互动反

馈、智能化数据分析、智能化视窗等功能于一体的用以支持教

学、科研活动的现实空间环境或虚拟空间环境。

２．０．４　智慧管理　ｓｍａｒ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集智能化感知、智能化控制、智能化管理、智能化互动反

馈、智能化数据分析、智能化视窗等功能于一体的用于实现校

园信息管理的系统。

２．０．５　智慧安全　ｓｍａｒｔｓａｆｔｙ

　　集智能化感知、智能化控制、智能化管理、智能化互动反

馈、智能化数据分析、智能化视窗等功能于一体的用于实现校

园安全信息化的系统。

２．０．６　智慧服务　ｓｍａｒｔｓｅｒｖｉｃｅ

　　集智能化感知、智能化控制、智能化管理、智能化互动反

馈、智能化数据分析、智能化视窗等功能于一体的用于实现校

园服务信息化的系统。

２．０．７　微课　ｍｉｃｒｏｌｅｃｔｕｒｅ

　　按照课程标准和教学实践要求，以视频为主要载体，围绕

某个知识点或教学环节组织起来的呈现碎片化学习内容、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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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扩展素材的一种新型教学资源。

２．０．８　教育大数据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ｂｉｇｄａｔａ

　　大数据的一个子集，特指教育领域的大数据，是整个教育

活动过程中所产生的、根据教育需要采集到的，一切用于教育

发展并可创造巨大潜在价值的数据集合。

２．０．９　创新实验室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ｌａｂ

　　为开展中小学生科学素养培育而开设的实验室，是中小学

生科技创新教育的主要场所，开设科学教育课程，开展课外科

普活动。

２．０．１０　未来教室　ｆｕｔｕｒｅ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以先进的科学技术为基础，并将其应用于课堂教学中，以

人为本，个性化的、积极互动的、数字化的、不受地域与时间限

制的新型教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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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本规定

３．０．１　中小学校园智慧化设计应根据校园内不同建筑的功能

需求、基础条件和应用方式进行智慧场景的结构化模块式组

合。

３．０．２　中小学校园智慧化总体架构宜采用云计算架构进行部

署，包括基础设施层、支撑平台层、应用平台层、应用终端（信息

门户）和信息安全等。中小学校园智慧化总体架构宜符合图

３．０．２的规定。

３．０．３　中小学校园智慧化总体架构应根据建筑功能、使用、管

理和维护需求配置相应的能力支撑平台和应用，应以场景关联

的思维方式开展创新应用，并具备兼容性和扩展性。

３．０．４　基础设施层宜包括信息设施系统、公共安全系统、机房

工程、建筑设备管理系统。

３．０．５　支撑平台层宜包括大数据平台、物联网平台、人工智能

平台、基础支撑平台。

３．０．６　应用平台宜包括智慧教学、智慧环境、智慧管理、智慧

安全和智慧服务等。

３．０．７　应用终端宜包括用户和接入访问。

３．０．８　中小学校园智慧化的设计应与学校的类别相适应。设

计等级配置应符合以下要求：

　　１　普通高中、完全中学、十二年一贯制学校宜不低于先进型。

　　２　城镇小学、中心小学、初级中学、九年一贯制学校宜不

低于提高型。

　　３　教学点宜不低于基础型。

３．０．９　中小学校园智慧化建设宜按设计等级进行相应的配

置，并符合本标准附录Ａ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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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０．２　中小学校园智慧化总体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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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信息设施系统

４．１　一般规定

４．１．１　信息设施系统宜包括布线系统、信息网络系统、公共广

播系统、会议系统、信息发布系统、有线电视系统、室内移动通

信信号覆盖系统等。

４．１．２　信息设施系统各子系统应满足支撑平台数据接口标准

并实现数据融合互通。

４．２　布线系统

４．２．１　布线系统应满足建筑物内语音、数据、图像和多媒体等

信息传输的需求。

４．２．２　布线系统应根据建筑等级、设施的分布情况及管理模

式进行规划设计，系统应具备灵活性、适应性、可扩展性和可管

理性。

４．２．３　建筑群主干光纤宜符合以下规定：

　　１　宜采用１２芯以上轻铠单模光缆；

　　２　宜设置备份主干光纤链路和介质；

　　３　教室、宿舍、办公室等场所宜采用光纤入楼层的方式。

４．２．４　双绞线宜采用６类及以上等级的布线系统，宜具有对

ＩＰ电话、网络摄像机、无线 ＡＰ、数据采集终端等设备进行以太

网供电的功能。

４．２．５　布线系统信息点位数量配置宜不小于表４．２．５的要求。

４．２．６　中小学校园的布线系统宜采用电子配线设备对信息点

或配线设备进行智能化的管理和维护。

４．２．７　布线系统的设计除应符合以上要求，尚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３１１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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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２．５　信息点位数量配置

区域位置

点位数量 （单位：个）

校园网

信息点

语音网

信息点

视频监控

预留

信息点

无线网

信息点

其他设备

接入预留

信息点

广播预留

信息点

教　室 ４（２）／间 － １／间 １／间 － １／间

办公室 ４（１）／间 ２／间 － １／间 － －

会议室 ２（１）／间 １／间 － １／间 － －

报告厅、学
生活动中心

４（２）／间 － ４／间 １／３００ｍ２ ４／间 －

校园及建筑

主要出入口
－ － ２／处 １／处 ２／处 １／处

食　堂 － － 按需设置１／３００ｍ２ － －

　注：其中（　）内数字是光纤信息插座数量。

４．３　信息网络系统

４．３．１　信息网络系统宜设置校园网和设备网，其中校园网应

按照校园有线和无线进行配置。

４．３．２　信息网络系统出口带宽应符合以下要求：

　　１　教学点出口带宽应不低于２００Ｍｂｐｓ；

　　２　乡村学校班均出口带宽应不低于５Ｍｂｐｓ；

　　３　城镇学校班均出口带宽应不低于１０Ｍｂｐｓ；

　　４　宜接入外部公共信息网和教育信息专网。

４．３．３　信息网络系统安全隔离与接入，应符合以下要求：

　　１　采用虚拟专网技术，实现校园各业务系统安全隔离与

接入；

　　２　采用用户认证技术，实现用户安全接入和隔离；

　　３　采用自动终端识别方式，实现设备的安全接入管控。

４．３．４　校园无线网宜采用信号全覆盖方式设计，点位设备类

型配置宜符合表４．３．４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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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３．４　校园无线网点位设备类型配置

区　域　位　置 点位设备类型

宿舍用房等低密度用户区域 面板型ＡＰ

大开间办公室、会议室、厅堂、教室等室内公共区域 放装型（普通）ＡＰ

图书馆、教学楼、礼堂、报告厅、多功能厅等区域 放装型（高密）ＡＰ

道路、风雨操场等室外环境 室外型ＡＰ

４．４　公共广播系统

４．４．１　公共广播系统包括校园广播、考务广播，校园广播宜具

有紧急广播功能。

４．４．２　校园广播信号宜通过双绞线、光缆等介质传输。考务

广播信号应通过有线广播线缆传输。

４．４．３　校园广播系统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公共广播系统工

程技术标准》ＧＢ／Ｔ５０５２６中一级业务广播的应备功能要求。

４．４．４　校园广播分区宜符合下列规定：

　　１　校园广播与消防应急广播合用时，分区应与消防分区

相兼容；

　　２　教学楼宜按楼层分区，场馆、公共活动区域可按功能块

分区。

４．４．５　校园广播系统点位设备类型配置宜符合表４．４．５的要求。

表４．４．５　校园广播系统点位设备类型配置

区域位置 点位设备类型

室内吊顶公共区域 吸顶式广播扬声器

室内无吊顶公共区域 壁挂式广播扬声器

室外操场 号角式广播扬声器

室外其他公共区域 防水音柱式广播扬声器

４．４．６　校园广播系统宜具备作为考务广播备份的功能。

４．４．７　校园广播系统机房宜独立设置管理间，并具备授权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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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功能，可在宿舍管理员房间、校长室、年级主任办公室等处设

置分控中心。

４．４．８　考务广播系统建设应符合现行《国家教育考试标准化

考点规范》和《国家教育考试网上巡查系统视频标准技术规范》

ＪＹ／ＴＫＳＪＳ２０１７１的相关规定。

４．５　会议系统

４．５．１　会议系统应满足学校日常会议中显示、发言、扩声、视

频会议及设备管理等功能需求。

４．５．２　会议系统宜配置会议预约管理系统，并与校务管理平

台、信息发布及导引系统联动。

４．５．３　校园会议系统宜根据会议室的规模及数量配置远程视

频会议系统。

４．５．４　校园会议系统宜具有自动听写、自动生成会议记录、自

动翻译等功能。

４．５．５　会议系统的设计除应符合以上要求外，尚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电子会议系统工程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７９９、《厅堂扩声

系统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３７１、《视频显示系统工程技术规范》ＧＢ

５０４６４和《会议电视会场系统工程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６３５等的相

关规定。

４．６　信息发布系统

４．６．１　中小学校园的信息发布系统应包括信息导引及发布系

统、时钟系统。

４．６．２　信息导引及发布系统应由显示单元、传输单元和控制

中心组成。

４．６．３　信息导引及发布系统显示单元应设置在校园公共区

域，具有向师生、家长及业务管理者提供信息公告显示、标识导

引、多媒体信息发布的功能，显示单元点位设备类型配置应符合

表４．６．３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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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６．３　显示单元点位设备类型配置

区　域　位　置 点位设备类型

校园的主出入口、室外操场 室外全彩信息发布屏

各单体楼的电梯厅、食堂就餐区 液晶显示屏

行政办公楼、教学楼、体育场馆、图书馆的
主出入口门厅处

室内全彩信息发布屏

宿舍楼、食堂、图书馆的门厅 查询一体机

４．６．４　信息导引及发布系统宜采用数字化、网络化技术形式

组网。

４．６．５　信息导引及发布系统控制中心宜具备远程管理功能，

应实现远程控制显示单元开关机，并应支持同时控制多台显示

单元，监控实时发布内容。

４．６．６　信息导引及发布系统宜与有线电视系统互联，并与校

园智慧管理对接。

４．６．７　时钟系统母钟一级时间同步设备宜能同时接收不少于

两种以上的标准时钟信号。当优先接收的一种信号发生故障

时，可自动接收其他信号并自动校时。

４．６．８　教室、实验室、报告厅、体育馆等场所宜设置子钟显示

设备，当采用指针式时钟时，子钟直径选择可参照现行国家标

准《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ＧＢ５１３４８的相关规定。

４．６．９　时钟系统应能对各类应用系统提供授时服务。

４．７　有线电视系统

４．７．１　有线电视系统由节目源、传输、用户接收终端组成。

４．７．２　有线电视系统宜采用光纤到户（ＦＴＴＨ）方式建设双向

网络系统。

４．７．３　有线电视系统宜采用互联网协议电视（ＩＰＴＶ）方式，可

通过校园信息网络系统承载。

４．７．４　有线电视系统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有线电视网络工

程设计标准》ＧＢ／Ｔ５０２００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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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　室内移动通信信号覆盖系统

４．８．１　移动通信信号覆盖系统应满足多家电信业务经营者平

等接入的要求，遵循共建共享的原则统筹考虑建设方案，并应

预留设备间和安装条件。

４．８．２　室内移动通信信号覆盖系统应通过室内与室外基站相

结合的方式，无线覆盖的接通率应满足在覆盖区域内９５％的位

置，并满足在９９％的时间内移动用户能接入网络。

４．８．３　系统设备的设计选型宜与建筑外观协调一致。

４．８．４　室内天馈线分布系统宜采用电信业务经营者多频段信

号合路设备集约化设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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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公共安全系统

５．１　一般规定

５．１．１　公共安全系统包括入侵报警系统、视频安防监控系统、

出入口控制系统、电子巡查系统、求助报警系统等。

５．１．２　公共安全系统各子系统应满足支撑平台数据接口标

准，实现数据融合互通。

５．２　入侵报警系统

５．２．１　入侵报警系统应由前端设备、传输部分、控制管理部分

构成。

５．２．２　入侵报警系统布点设计宜符合下列规定：

　　１　学校围墙应设置周界入侵报警装置，宜采用张力式电

子围栏；

　　２　安防监控室、门卫室、学生宿舍值班室、医务室、危险品

储存室、实验室和财务室等宜设置紧急报警装置；

　　３　重要设备间、仓库宜设置入侵报警装置；

　　４　教学楼的屋顶面出入口应设置入侵报警装置和门禁。

５．２．３　入侵报警系统传输部分的设计宜符合下列规定：

　　１　传输方式宜采用有线传输为主、无线传输为辅的传输

方式；

　　２　防区较少，且报警控制设备与各探测器之间的距离不

大于１００ｍ的场所，宜选用分线制模式；

　　３　防区数量较多，且报警控制设备与所有探测器之间的

连线总长度不大于１５００ｍ的场所，宜选用总线制模式。

５．２．４　入侵报警系统控制管理部分应设置在安防监控中心，

具有声光报警提示，并预留上一级报警联动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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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５　入侵报警系统设防、撤防、报警、处警、故障等信息的存

储时间不应小于９０天。

５．２．６　入侵报警系统宜与视频安防监控系统联动。

５．２．７　入侵报警系统的设计除应符合以上要求，尚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安全防范工程通用规范》ＧＢ５５０２９、《入侵报警系

统工程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３９４、《中小学、幼儿园安全技术防范系

统要求》ＧＢ／Ｔ２９３１５的相关规定。

５．３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

５．３．１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包括前端设备、传输设备、存储设备

和管理平台四部分。

５．３．２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前端设备点位类型配置应符合表

５．３．２的规定：

表５．３．２　前端设备点位类型配置

区 域 位 置 点位设备类型

学校大门外一定区域、校园内主要道路、室外活动
区（操场等）、大型室内场馆（体育馆、图书馆等）

红外球形摄像机

教学区域主要出入口、大型室内场馆出入口、学生
宿舍区主要出入口、学生就餐区域、食堂操作间
和储藏室及其出入口、财务室、实验室、计算机教
室等功能教室

红外半球摄像机

学校大门口、学校园区周界、学生宿舍区周界、教
学区域主要走廊及通道、学生宿舍楼走廊及通道、

办公区域主要走廊及通道等

红外固定枪式

摄像机

校内建筑物至高点 高空全景摄像机

５．３．３　视频图像信息保存期限不应少于９０天。

５．３．４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宜在校园门卫室设置分控中心。

５．３．５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管理平台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安

全防范视频监控联网系统信息传输、交换、控制技术要求》ＧＢ／

Ｔ２８１８１的相关规定。

５．３．６　视频图像釆集系统和报警系统应接入公安机关监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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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平台或预留接口。

５．３．７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用于考场视频巡查时应符合国家教

育考试网上巡查系统视频相关标准的要求。

５．３．８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安全

防范工程通用规范》ＧＢ５５０２９、《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工程设计规

范》ＧＢ５０３９５、《安全防范工程技术标准》ＧＢ５０３４８、《中小学、幼

儿园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要求》ＧＢ／Ｔ２９３１５的相关规定。

５．４　出入口控制系统

５．４．１　出入口控制系统应具备对人员、车辆进出管理的功能。

５．４．２　出入口控制系统由识读设备、执行部分、控制部分、传

输部分、管理平台组成。

５．４．３　出入口控制系统前端识读和执行装置设计应符合下列

规定：

　　１　学生宿舍、图书馆出入口以及校园主出入口、地下车库

电梯厅出入口宜设置人行道闸，并应具备防疫检测功能；

　　２　在财务室、功能教室、安防监控室、重要设备用房等区

域宜设置电子门锁；

　　３　危险物品存放处、实验器材库、建筑顶层、地下车库人

行出入口等危险区域出入口应设置电子门锁；

　　４　校园主出入口、停车场（库）出入口应设置车辆道闸，车

辆认证方式宜采用车牌识别技术。

５．４．４　出入口控制系统传输部分宜符合下列规定：

　　１　识读设备与控制部分之间的通信信号线宜采用多芯屏

蔽双绞线；

　　２　门磁开关及出门按钮与控制器之间的通信信号线，线

芯截面积不宜小于０．５ｍｍ２；

　　３　执行部分与控制部分之间的绝缘导线，线芯截面积不

宜小于０．７５ｍｍ２；

　　４　控制部分与管理平台的数据通信宜承载在设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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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５　出入口控制系统应实现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联动。

５．４．６　出入口控制系统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安全防

范工程通用规范》ＧＢ５５０２９、《出入口控制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３９６、《安全防范工程技术规范》ＧＢ５０３４８、《中小学、幼儿

园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要求》ＧＢ／Ｔ２９３１５的相关规定。

５．５　电子巡查系统

５．５．１　电子巡查系统前端巡查点应设置在校园建筑主要出入

口、楼梯前室、电梯前室、停车库（场）、学生宿舍、医务室、危险

品储存室、实验室和财务室等重点防范场所或部位。

５．５．２　电子巡查系统应具有对巡查人、巡查路线、巡查时间、

报警事件等进行记录存储的功能，电子巡查系统存储时间应不

小于９０天。

５．５．３　电子巡查系统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安全防范

工程通用规范》ＧＢ５５０２９、《安全防范工程技术规范》ＧＢ５０３４８、

行业标准《电子巡查系统技术要求》ＧＡ／Ｔ６４４的相关规定。

５．６　求助报警系统

５．６．１　求助报警系统宜由前端报警设备、报警控制器（主机）、

管理中心组成。

５．６．２　前端报警设备应设置在门卫室、财务室、校长室、心理

咨询室、学生宿舍和操场等重要区域，宜具备一键视频语音报

警功能。在无障碍卫生间应设置紧急报警按钮。

５．６．３　室外报警设备的防护等级应不低于ＩＰ６５等级。

５．６．４　管理中心应具备通过客户端软件实现一键拨打接警中

心电话或１１０报警电话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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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

６．１　一般规定

６．１．１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宜包括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建筑能

效监管系统。

６．１．２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应根据中小学建筑的规模、功能需

求及智慧场景应用要求进行配置。

６．１．３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各子系统应符合支撑平台数据接口

标准要求，实现数据融合互通。

６．２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６．２．１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宜实现对建筑内的空调、通风、电

力、动力、给水排水、照明等系统的监控。

６．２．２　图书馆、室内体育馆、食堂等人员相对集中的场所采用

中央空调方式时，宜对空调机组、新风机组、风机盘管进行监控。

６．２．３　宜对教室、宿舍、实验室等场所采用变制冷剂流量多联

式（ＶＲＶ）空调系统、新风换气设备或分体空调等进行监控。

６．２．４　停车库风机应能根据室内一氧化碳浓度自动启停，食

堂厨房内风机应能根据燃气泄漏报警装置自动启停并发出报

警信号。

６．２．５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宜具有对宿舍、教学楼、图书馆等场

所的重要用电、用水设备进行监控，应对室内、公区照明的运行

参数及开／关状态进行监控。

６．２．６　现场控制器、各类输入输出点的数量应预留不小于

１０％余量。

６．２．７　学校礼堂、多功能厅及阶梯教室等场所室内风机，宜能

根据室内二氧化碳浓度自动启停并发出报警信号。

６１



６．３　建筑能效监管系统

６．３．１　建筑能效监管系统宜采用分类和分项计量方式对校园

的能耗进行实时的在线监测和动态分析。

６．３．２　建筑能效监管系统宜采用网络型或总线型的系统架

构，可根据前端数据采集器的数量及位置分布进行系统架构设

计，网络型系统宜承载于设备网。

６．３．３　建筑能效监管系统的监管对象应包括电量、水耗量、燃

气量等，并具备计量、统计和分析的功能。

６．３．４　可在生能源宜纳入建筑能效监管系统监管范围。

６．３．５　建筑能效监管系统宜与建筑设备监控系统互为关联和

共享。

６．３．６　建筑能效监管系统宜配置接入城市级或上一级建筑能

效监管平台的通信接口。

６．３．７　中小学校园建筑应合理选择空调系统的节能运行策

略，并应与校园运行管理制度相结合，根据校园建筑的使用功

能实现分区、分时控制。

６．３．８　建筑能效监管系统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绿色建筑评

价标准》ＧＢ／Ｔ５０３７８、《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

则》ＧＢ１７１６７和《绿色校园评价标准》ＧＢ／Ｔ５１３５６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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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校园机房

７．０．１　校园机房宜包括信息接入机房、信息网络机房、安防监

控中心、公共广播机房、考务机房、多媒体教学总控室等。

７．０．２　校园智慧化应用系统宜采用教育公有云方式部署，减

小信息网络机房的建设规模。

７．０．３　校园机房设计宜按使用功能和管理职能分类集中设置

机房。

７．０．４　信息网络机房宜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数据中心设计规

范》ＧＢ５０１７４中Ｃ级数据中心建设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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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支撑平台

８．０．１　支撑平台应采用结构化模块式设计，各模块应根据智

慧应用的需求进行综合配置。

８．０．２　大数据平台宜包括数据集成、数据资产管理、数据治

理、数据安全等功能，实现异构数据存储互通，为教育大数据提

供数据挖掘能力。

８．０．３　大数据平台宜采用分布式存储架构，宜具备高可用、高

并发、可拓展等性能。

８．０．４　物联网平台宜集成空间位置、楼宇控制、设备运行、环

境资源等多种信息，支持多种协议接口，实现基础设施层各系

统设备的接入和管控。

８．０．５　人工智能平台宜为基础设施、智慧教学、智慧环境、智

慧管理、智慧安全、智慧服务提供语音、图像、文本以及自然语

言处理等技术能力。

８．０．６　基础平台宜具备统一消息管理、统一日志管理、统一运

行监测等功能，为设备、业务数据采集和教育大数据融合提供

支撑。

８．０．７　支撑平台宜提供校园数据共享、分析和优化管理服务，

支持多种业务系统的接入、集成与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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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智慧环境

９．１　一般规定

９．１．１　智慧环境应根据校园需求，基于支撑平台层提供教学、

生活、管理智慧化环境。

９．１．２　智慧环境宜包括校园多媒体教室、校园电视台、智慧图

书馆、创新实验室、未来教室、智慧杆系统、教学录播系统、校园

物联网系统等。

９．２　校园多媒体教室

９．２．１　校园多媒体教室宜包括视频显示系统、音频扩声系统、

设备控制系统、智能班牌系统等。

９．２．２　视频显示系统应满足互动式教学需求。

９．２．３　移动扩声配置不低于每教师１只麦克风。

９．２．４　设备控制系统应实现对中控主机及连接的多媒体设备

进行控制和管理，宜对教室中电教设备运行、故障状态进行实

时监控管理。

９．２．５　智能班牌系统宜具备校园信息发布、走班考勤、请假管

理、智能排课、课表查询等功能，宜支持通过移动端查看及管理。

９．２．６　智能班牌系统宜与大数据平台对接人员信息、卡片信

息、人脸信息，实现利用智能卡及人脸完成上课考勤。

９．２．７　智能班牌系统宜与校园文化、建筑风格相融合，安装高

度宜符合下列要求：

　　１　中学校园智能班牌设备底端距地安装高度宜不高于１．４ｍ；

　　２　小学校园智能班牌设备底端距地安装高度宜不高于１．２ｍ。

９．２．８　校园智慧化设计宜设置多媒体教学总控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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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３　校园电视台

９．３．１　校园电视台宜配置演播室、导播间、灯光系统，可与录

播教室合用。

９．３．２　校园电视台宜具备现场直播、节目录制、虚拟节目制

作、视频后期制作、录音、音频后期制作等功能。

９．３．３　校园电视台宜配置数字化摄录、釆集、编辑、播出系统，

可通过多媒体教学显示设备，实现校内直播功能。

９．３．４　校园电视台场景设施设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电视

演播室场景设施设计标准》ＧＹ／Ｔ５０９４的相关规定。

９．３．５　校园电视台场景设施的声学标准、措施及设计应符合

现行行业标准《广播电视录（播）音室、演播室声学设计规范》

ＧＹ／Ｔ５０８６的相关规定。

９．４　智慧图书馆

９．４．１　智慧图书馆宜由图书馆业务终端、图书馆管理平台组成。

９．４．２　图书馆业务终端宜具备自助借还书、办证、图书查阅、

图书防盗、信息发布及信息查询等功能，宜设置在入口大厅、阅

览室等处。

９．４．３　图书馆管理平台宜具备图书流通管理、设备管理、联机

公共目录检索管理功能。

９．４．４　图书馆管理平台宜支持资源共享与大数据整合分析，

统计分析维度宜包含到馆人数、图书借阅量、热门借阅图书、借

阅学习时长等。

９．４．５　图书馆管理平台宜包含电子图书馆，提供电子图书资

源，宜与上级图书馆、校际图书馆、校内资源管理平台的数据互

联互通。

９．５　创新实验室

９．５．１　创新实验室宜包括人工智能教学、３Ｄ创意设计、创意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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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三模一电、手工创作、无人机／车、ＶＲ／ＡＲ／ＭＲ、微视频、电

视专题等。

９．５．２　创新实验室宜配置具有特色的校本课程体系。

９．５．３　创新实验室宜具备学校特色的校园创客空间。

９．６　未来教室

９．６．１　未来教室宜包括校园多媒体教室的所有设备设施及应

用系统、数字图像采集系统、大数据分析系统、智能感知设备、

虚拟现实设备设施及应用系统。

９．６．２　未来教室宜具备完善的媒体处理能力、听说读写的学

习功能、数字教材的呈现功能、练习与测验的交互作答功能等。

９．６．３　未来教室宜能自动记录课堂内教师和学生的所有教与

学行为数据，并上传至大数据教学与分析系统。

９．６．４　未来教室宜利用全息三维投影、ＶＲ／ＡＲ／ＭＲ或可穿戴

设备等进行教学。

９．７　智慧杆系统

９．７．１　智慧杆系统宜包含智能照明、５Ｇ微基站、安防监控、

ＬＥＤ信息发布、音频广播、环境监测和一键报警等功能模块，并

宜符合下列规定：

　　１　融合校园各类业务资源，实现针对各类人、事、物全方

位检测；

　　２　支持校园各类重大信息传播，信息内容宜包含视频展

示、视频采集、天气状况、空气质量监测信息发布、校园道路指引；

　　３　与支撑平台互联互通，实现数据共享和协同管理。

９．７．２　智慧杆系统应符合现行地方标准《城市智慧杆综合系

统技术标准》ＤＢ３４／Ｔ３９４８的相关规定。

９．８　教学录播系统

９．８．１　教学录播系统宜由视频采集设备、音频采集设备、录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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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平台、录播资源平台组成。

９．８．２　教学录播系统宜具有对音频、视频和计算机信号录制、

直播、点播的功能。

９．８．３　教学录播系统宜具有对教室内各种制式信号进行采

集、编码、传输、混合、存储的能力。

９．８．４　视频采集设备宜具备自动跟踪功能，录像画质应不低

于１０８０Ｐ。

９．８．５　录播控制平台宜支持手／自动控制摄像机云台和焦距，

导播切换，在线编辑等功能。

９．８．６　录播资源平台宜支持对录播资源进行发布、管理、点

播、后期编辑。

９．８．７　录播资源平台应能与资源管理服务系统实现资源共享。

９．９　校园物联网系统

９．９．１　校园物联网系统宜在校园网络的基础上实现智能化识

别、定位、跟踪和管理。

９．９．２　校园物联网系统具体功能宜符合如下要求：

　　１　以传感技术实现温度采集、空气质量监测；

　　２　以射频识别、蓝牙等技术，实现学校资产的智能化管理；

　　３　以智能定位技术，定位分析教师和学生的行为轨迹；

　　４　教室、实验室等教学场所宜配置智能灯光管理系统，宜

具备对灯具的调光、调色、场景切换等智能管理功能，收集并监

测灯具工作状态及照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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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智慧教学

１０．１　一般规定

１０．１．１　智慧教学宜运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

技术支持智慧教与学的新型学习环境，提供课前、课中、课后的

智慧教学全过程应用。

１０．１．２　智慧教学宜包括德育教育系统、智慧课堂系统、体育健

康监测系统。宜具备美育教育、劳育教育、教学与分析和微课

等功能。

１０．１．３　美育教育宜包含课程设置、教学安排、教室管理、课程

资源、考核评测等功能。

１０．１．４　劳育教育宜具有过程性评价和结果性评价功能。

１０．１．５　教学与分析系统宜具有智能组卷、数据采集、数据分析

功能。

１０．１．６　微课系统宜具备微课录制与编辑、结构化处理和微课

学习功能。

１０．２　德育教育系统

１０．２．１　德育教育系统宜采用信息发布系统、电子班牌系统展

示德育教育内容。

１０．２．２　德育教育系统资源类型宜包含文本资源、图片资源、视

频资源、教学互动资源等。

１０．２．３　德育教育系统宜具备内容审核监督机制和功能。

１０．２．４　德育教育系统宜设置在线交流、网上咨询答疑等交互

式栏目。

１０．３　智慧课堂系统

１０．３．１　智慧课堂系统宜包括课程资源服务、备课与教学、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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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情数据、教室物联平台、移动教学终端及教学应用、智

慧课堂基础服务、全过程动态评价与作业管理等。

１０．３．２　智慧课堂系统宜基于校园有线、无线网络环境，实现智

慧课堂的运算、存储、网络收发。

１０．３．３　课程资源服务宜提供电子课本、体系化教学资源、校本

资源库以及个人资源库等资源，宜具备资源管理功能。

１０．３．４　备课与教学宜具备备课、电子课本教学、课件教学、电

子白板、录课、精准讲评、学科教学、理化生虚拟实验、互动教学

与报告、教案及素材评价管理功能。

１０．３．５　作业管理宜具备同步课时练习、校本练习、个性化作

业、听说练习和朗读作业等功能。

１０．３．６　学情数据宜能采集备课、课堂教学、练习与考试等教学

全场景数据并进行智能分析。

１０．３．７　教室物联平台宜作为智慧课堂系统的数据入口、通讯

入口和服务入口，并提供数据上传和存储功能。

１０．３．８　移动学习终端及学习应用宜具备资源获取与共享、教

学互动、教学任务布置、作业批改、教学数据统计与分析、学习

工具、交互工具、作业与动态评价工具等应用功能。

１０．３．９　智慧课堂基础服务宜具备在线教学、在线课程教学设

计、线上选课、教学与互动、教学过程数据的在线存储与分析功

能。

１０．３．１０　全过程动态评价与作业管理宜记录教学互动过程评测

数据，可提供学生个性化学习方案。

１０．４　体育健康监测系统

１０．４．１　体育健康监测系统宜包括运动数据采集设备、基站反

馈设备、智慧体育教学系统。

１０．４．２　运动数据采集设备宜包括智能穿戴设备、训练设备、视

频采集设备，应实时精准获取学生的课堂运动数据，视频采集

设备应具备运动行为识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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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４．３　基站反馈设备应能为体育健康监测系统与设备提供通

讯支撑。

１０．４．４　智慧体育教学系统宜具备课程记录、数据统计、学生体

质档案、学生健康分析报告、基础管理等功能。

１０．４．５　智慧体育教学系统宜具备自动生成学生健康分析报告

功能，报告内容宜包含运动改善计划、营养改善处方、视力保护

建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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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智慧管理

１１．１　一般规定

１１．１．１　智慧管理应建立服务于学校全流程管理的综合应用系

统，提升校园管理水平。

１１．１．２　智慧管理宜包括校园信息门户基础系统、可视化管理

平台、智慧防疫系统、物业管理系统，宜具备校务管理、教务管

理、教师专业发展、学生综合素质评价、资源管理服务功能。

１１．１．３　校务管理宜具备行政管理、人事管理、财务管理和资产

管理功能。

１１．１．４　教务管理应具备班级设置、学籍管理、排课管理、考务

管理、选课管理等功能。

１１．１．５　教师专业发展宜具备教师集体／个人研修、教师评价和

考核管理功能。

１１．１．６　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宜具备考核设置、学生素质报告生

成、班主任评语管理、成绩管理、奖惩管理、德育评价、体育评

价、美育评价和劳育评价等功能。

１１．１．７　资源管理服务宜具备校本教案、校本微课、校本课件和

校本题库管理功能。

１１．２　校园信息门户基础系统

１１．２．１　校园信息门户基础系统宜具备单点登录服务、综合信

息门户服务、统一用户管理和个性化工作桌面等功能。

１１．２．２　校园信息门户基础系统应为各类应用系统提供集成与

数据交换标准接口。

１１．２．３　校园信息门户基础系统应与上一级区域平台互联互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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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３　可视化管理平台

１１．３．１　可视化管理平台宜包括校园全局可视化、教室管理可

视化、宿舍管理可视化、食堂管理可视化、安防管理可视化、能

耗管理可视化、机房管理可视化等内容。

１１．３．２　可视化管理平台宜根据不同业务需要，展示信息设施

系统、公共安全系统、机房工程、建筑设备管理系统等相关系统

数据。

１１．３．３　校园全局可视化宜实现校区场景、楼宇外观的可视化。

１１．３．４　教室管理可视化宜能展示教室分布、教室功能、多媒体

教学设备运行情况、教室容量等信息。

１１．３．５　宿舍管理可视化宜能展示宿舍空间分布、展示宿舍公

共区域实况监控，支持查看宿舍人员出入详细信息，具备陌生

人闯入报警等功能。

１１．３．６　食堂管理可视化宜能展示食堂不同区域空间分布、用

餐实况、展示消费及用餐数据。

１１．３．７　安防管理可视化宜能展示公共安全系统各设备部署位

置、运行状态，具备远程控制、实时监控、查看告警事件等功能。

１１．３．８　能耗管理可视化宜具备各区域能耗数据展示、不同设

备阈值告警功能。

１１．３．９　机房管理可视化宜能展示机柜剩余空间、各区域环境

监测信息、机房设备运行情况。

１１．４　智慧防疫系统

１１．４．１　智慧防疫系统宜包括疫情防控监测点、疫情防控移动

客户端、疫情防控平台。

１１．４．２　疫情防控监测点宜配置测温装置和出入口控制设备。

１１．４．３　疫情防控监测点宜能监测体温、确认身份、核验健康状

态，联动控制通行权限。

１１．４．４　疫情防控移动客户端可上报个人健康状况、每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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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迹数据，并同步系统测温数据。

１１．４．５　疫情防控平台宜采用云平台部署，应能统一收集、监

测、分析、显示相关疫情数据，并应存储人员出入、测温数据。

１１．４．６　智慧防疫系统宜支持上报数据至当地疫情监控平台。

１１．５　物业管理系统

１１．５．１　物业管理系统应具有对中小学校园建筑的物业经营、

运行维护进行管理的功能。

１１．５．２　物业管理系统应满足中小学物业管理需求，并应通过

支撑平台，实现各类系统信息资源的共享。

１１．５．３　物业管理系统应具备实用性、可靠性和高效性，并应具

有信息采集、存储及综合处理的功能。

１１．５．４　物业管理系统采用的通信协议和接口应符合国家现行

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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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智慧服务

１２．１　一般规定

１２．１．１　智慧服务应提供舒适、便捷、安全和健康的学校生活服

务。

１２．１．２　智慧服务宜包括校园一卡通应用、智慧宿管、家校互通

服务和智慧食堂系统。

１２．２　校园一卡通应用

１２．２．１　校园一卡通应用宜具有考勤管理、消费管理、用水管

理、用电管理、图书借阅和电子储物等功能。

１２．２．２　校园一卡通应用宜与校园多媒体教室系统对接人员卡

片基本信息。

１２．２．３　考勤管理应支持按角色考勤、进出校门考勤，宜支持向

教师、家长推送学生考勤数据。

１２．２．４　考勤管理宜具备请假信息自动推送、审核等功能。

１２．２．５　消费管理应支持移动端充值、查询、挂失等功能，支持

多种支付方式，预留与第三方系统对接接口。

１２．２．６　用水管理宜覆盖开水房、淋浴间、直饮水等水控应用场

所。

１２．２．７　用电管理宜具备远程抄表、集中控制、用电安全管理等

功能。

１２．２．８　电子储物柜可设置在教室或走廊。

１２．２．９　校园一卡通应用宜与选课系统数据对接。

１２．２．１０　校园一卡通应用应与社会保障卡、电子社保卡对接，宜

实现身份识别、资金发放和缴费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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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３　智慧宿管

１２．３．１　智慧宿管宜包括智慧宿舍、智慧作息、智慧洗涤。

１２．３．２　智慧宿舍宜具备基础信息管理、宿舍信息管理、入住管

理、退宿管理、日常操作管理等功能。

１２．３．３　智慧作息宜支持自助请假、教师审批、抄送家长等功

能，系统应详细记录并统计学生请假情况。

１２．３．４　智慧作息宜支持与宿舍管理系统、教务排课系统对接。

１２．３．５　智慧洗涤宜与校园一卡通应用对接消费数据。

１２．４　家校互通服务

１２．４．１　家校互通服务宜具备学校与家长互动交流、学生在校

信息反馈功能。

１２．４．２　家校互通服务可支持校园一卡通应用与亲情电话对

接。

１２．４．３　家校互通服务宜具备教师与家长的直接沟通功能，为

家长提供家庭教育指导。

１２．４．４　家校互通服务宜具有家长来访预约功能，可与智慧防

疫系统对接。

１２．５　智慧食堂系统

１２．５．１　设有食堂的中小学校园宜设置智慧食堂系统。

１２．５．２　智慧食堂系统宜包括管理软件、结算台、餐盘等。

１２．５．３　智慧食堂系统宜符合下列规定：

　　１　包含人员管理、设备管理、菜品管理、记录查询等功能

模块；

　　２　餐盘具备读卡消费功能；

　　３　采用“自选餐品、自动结算、快速付费”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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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智慧安全

１３．１　安全应用

１３．１．１　安全应用宜配置技防设施及系统，具有视频、音频、图

像数据结构化处理及分析功能。

１３．１．２　安全应用宜具有主动式安全隐患识别和风险评估预测

功能。

１３．１．３　安全应用应与公共安全系统对接，实现系统联动。

１３．１．４　安全应用应集成公共安全系统，实现统一用户认证和

权限管理。

１３．１．５　安全应用宜包括智能告警、事件回溯、智慧通行和行为

识别功能。

１３．１．６　智能告警宜联动公共安全系统，可实现黑名单闯入、非

法入侵、人员离岗等告警实时上报。

１３．１．７　事件回溯宜显示人员活动历史轨迹。

１３．１．８　智慧通行宜根据校园管理应用场景的需要，调整出入

口控制系统授权策略。

１３．１．９　行为识别宜具备识别入侵、停留聚集等功能，对人车活

动轨迹进行分析及预测，并具有异常情况预警功能。

１３．１．１０　安全应用应与实体防范、人力防范相结合，并具备校园

日常安全管理的功能。

１３．１．１１　安全应用应符合国家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规定。

１３．２　应急响应

１３．２．１　应急响应应满足防灾、防疫及重点事件的应急指挥和

紧急调度的需求。

１３．２．２　应急响应中心宜包括视频显示系统、音频扩声系统、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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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控制系统。

１３．２．３　应急响应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子会议系统工程设

计规范》ＧＢ５０７９９、《厅堂扩声系统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３７１、《视频

显示系统工程技术规范》ＧＢ５０４６４和《会议电视会场系统工程

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６３５等的相关规定。

１３．３　明厨亮灶

１３．３．１　设有食堂的中小学校园宜设置明厨亮灶。

１３．３．２　明厨亮灶应在食堂后厨关键部位配置视频监控设备。

１３．３．３　明厨亮灶应在学校食堂就餐区域配置显示设备，展示

食品加工、制作等关键过程。

１３．３．４　明厨亮灶应预留上传至上一级管理平台的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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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信息安全

１４．１　一般规定

１４．１．１　信息安全规划设计应覆盖智慧校园总体框架的所有层

面。

１４．１．２　信息安全应由安全管理、安全技术、安全运维组成。

１４．１．３　安全管理设计应包括人员管理、安全管理、密钥管理、

权限管理等方面内容。

１４．１．４　安全技术设计应包括物理安全、网络安全、主机安全、

应用安全和数据安全等。

１４．１．５　安全运维设计应包括管理制度、事件管理、安全审计等。

１４．２　安全管理

１４．２．１　安全管理应采取有效技术措施，保证各信息系统数据

的准确、完整和可靠。

１４．２．２　安全管理宜对重要数据进行备份、容灾和审计保护。

１４．２．３　安全管理应保障信息数据的规范使用，防止学校数据

和个人信息的泄露、丢失和篡改。

１４．２．４　安全管理应设计适合学校实际需求的网络安全制度及

管理体系，制定网络安全应急预案，明确应急处理流程和权限，

提高网络安全应急处置能力。

１４．３　安全技术

１４．３．１　安全技术应设计有效的防护措施，可包括安全技术规

划、网络安全设计、服务安全设计，内容涵盖安全硬件、安全软

件、安全策略、安全管理、物理安全等。

１４．３．２　安全技术规划应由校方自主合理确定安全保护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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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经主管部门审批，应按照该级别的要求，与智慧化其他子系

统同步展开信息安全设计。

１４．３．３　网络安全设计应支撑业务应用的基础设施、网络系统、

网络设备的安全。

１４．３．４　网络安全设计应根据网络安全等级保护要求设计安全

设备。宜配置防火墙、入侵检测系统、防病毒系统、漏洞扫描系

统、上网行为管理系统、身份认证系统、日志审计系统和 ＷＥＢ

应用防火墙等网络安全设备。

１４．３．５　网络安全设计的信息网络系统安全防护应支持ＩＰｖ６扩

展与升级。

１４．３．６　中小学校园智慧化的信息安全规划设计时的参照标准

不宜低于《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定级指南》ＧＢ／Ｔ

２２２４０规定的二级标准。

１４．３．７　安全技术应符合《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等级划分

准则》ＧＢ１７８５９等国家网络安全等级保护的相关规定。

１４．４　安全运维

１４．４．１　中小学校园智慧化宜根据应用运行维护的需求配置安

全运维，可包括安全运维策略、安全运维组织、安全运维规程和

安全运维支撑系统。

１４．４．２　安全运维策略和组织宜与智慧校园基础设施和业务应

用系统相适应。

１４．４．３　安全运维规程的设计宜包括资产管理、日志管理、访问

控制、密码管理、漏洞管理、备份、安全事件管理、安全事件应急

响应等。

１４．４．４　安全运维支撑系统宜设置校园统一运维管理平台，平

台可实现以下功能：

　　１　对校园关键设备、平台工况及运行状态实时呈现；

　　２　应具备节点或服务故障告警功能，并支持通过短信或

移动应用程序等形式实时向管理人员推送告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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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可对校园相关资产进行管理；

　　４　宜采用通用协议并开放接口，支持与主流设备和系统

的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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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Ａ　中小学校园智慧化

等级配置要求

表Ａ　中小学校园智慧化系统配置要求

类别 设　计　内　容 基础型 提高型 先进型

基础

设施

布线系统 ● ● ●

信息网络系统 ● ● ●

公共广播系统 ● ● ●

会议系统 ⊙ ● ●

信息发布系统 ⊙ ● ●

有线电视系统 ⊙ ● ●

室内移动通信信号覆盖系统 ⊙ ● ●

入侵报警系统 ● ● ●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 ● ● ●

出入口控制系统 ⊙ ● ●

电子巡查系统 ⊙ ● ●

求助报警系统 ⊙ ● ●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 ● ●

建筑能效监管系统 ⊙ ● ●

校园机房 ● ● ●

支撑

平台

大数据平台 ⊙ ● ●

人工智能平台 ⊙ ⊙ ●

基础支撑平台 ⊙ ● ●

物联网平台 ● ● ●

智慧

环境

校园多媒体教室 ⊙ ● ●

校园电视台 ⊙ ⊙ ●

智慧图书馆 ○ ⊙ ⊙

创新实验室 ⊙ ⊙ ●

未来教室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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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Ａ

类别 设计内容 基础型 提高型 先进型

智慧

环境

智慧杆系统 ○ ⊙ ⊙

教学录播系统 ⊙ ● ●

校园物联网系统 ○ ⊙ ⊙

智慧

教学

德育教育系统 ⊙ ● ●

智慧课堂系统 ● ● ●

体育健康监测系统 ⊙ ⊙ ●

美育教育系统 ○ ⊙ ⊙

劳育教育系统 ○ ⊙ ⊙

教学与分析系统 ○ ⊙ ⊙

微课系统 ○ ⊙ ⊙

智慧

管理

校园信息门户基础系统 ⊙ ● ●

可视化管理平台 ○ ⊙ ⊙

智慧防疫系统 ⊙ ⊙ ⊙

物业管理系统 ⊙ ● ●

校务管理系统 ⊙ ● ●

教务管理系统 ⊙ ● ●

教师专业发展系统 ⊙ ● ●

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系统 ⊙ ● ●

资源管理服务系统 ⊙ ⊙ ⊙

智慧

服务

校园一卡通应用 ⊙ ● ●

智慧宿管 ○ ⊙ ⊙

家校互通服务 ○ ⊙ ⊙

智慧食堂系统 ○ ⊙ ⊙

智慧

安全

安全应用 ○ ⊙ ●

应急响应 ○ ⊙ ⊙

明厨亮灶 ⊙ ● ●

　注： ● 需配置；⊙ 宜配置；○ 可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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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１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于要求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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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ＧＢ１７１６７

　　２　《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等级划分准则》ＧＢ１７８５９

　　３　《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定级指南》

ＧＢ／Ｔ２２２４０

　　４　《信息技术 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 第２部分：网络安全设

计和实现指南》ＧＢ／Ｔ２５０６８．２

　　５　《安全防范视频监控联网系统信息传输、交换、控制技

术要求》ＧＢ／Ｔ２８１８１

　　６　《中小学、幼儿园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要求》ＧＢ／Ｔ２９３１５

　　７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产品和服务安全通用要求》

ＧＢ／Ｔ３９２７６

　　８　《数据中心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１７４

　　９　《有线电视网络工程设计标准》ＧＢ／Ｔ５０２００

　　１０　《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３１１

　　１１　《智能建筑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３１４

　　１２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标准》ＧＢ５０３４８

　　１３　《厅堂扩声系统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３７１

　　１４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ＧＢ／Ｔ５０３７８

　　１５　《入侵报警系统工程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３９４

　　１６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工程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３９５

　　１７　《出入口控制系统工程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３９６

　　１８　《视频显示系统工程技术规范》ＧＢ５０４６４

　　１９　《公共广播系统工程技术标准》ＧＢ／Ｔ５０５２６

　　２０　《会议电视会场系统工程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６３５

　　２１　《电子会议系统工程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７９９

　　２２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ＧＢ５１３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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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　《绿色校园评价标准》ＧＢ／Ｔ５１３５６

　　２４　《建筑电气与智能化通用规范》ＧＢ５５０２４

　　２５　《安全防范工程通用规范》ＧＢ５５０２９

　　２６　《电子巡查系统技术要求》ＧＡ／Ｔ６４４

　　２７　《电视演播室场景设施设计标准》ＧＹ／Ｔ５０９４

　　２８　《广播电视录（播）音室、演播室声学设计规范》

ＧＹ／Ｔ５０８６

　　２９　《城市智慧杆综合系统技术标准》ＤＢ３４／Ｔ３９４８

　　３０　《国家教育考试网上巡查系统视频标准技术规范》

ＪＹ／ＴＫＳＪＳ２０１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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