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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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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至中国中建设计研究院（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15号中建大厦B座，邮编：10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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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推动建设系统信息化应用，加强景观行业智慧化发展，满足“全民健身”

时代健康运动环境对智慧化景观的需求，特编制体育赛事场馆周边景观智慧系统

设计指南。 

1.0.2 本标准适用于体育赛事场馆周边新建/扩建或改建的景观智慧系统设计。 

1.0.3 体育赛事场馆周边的景观智慧系统设计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

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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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体育赛事场馆  stadium and sports hall 

是体育场和体育馆的总称。 

2.0.2 体育场  stadium 

具有可供体育比赛和其他表演用的宽敞的室外场地，同时为大量观众提供座

席的建筑物。 

2.0.3 体育馆  sports hall 

配备有专门设备而能够进行球类、室内田径、冰上运动、体操（技巧）、武术、

拳击、击剑、举重、摔跤、柔道等单项或多项室内竞技比赛和训练的体育建筑，主

要由比赛和联系场地、看台和辅助用房及设施组成，体育馆根据比赛场地的功能可

分为综合体育馆和专项体育馆。 

2.0.4 景观  landscape 

可引起良好视觉感受的景象。 

2.0.5 智慧景观  smart landscape 

以景观为载体，综合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空间地理信

息 GIS 等数字技术，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的综合服务平台，实现景观智慧化

服务与管理。 

2.0.6 景观信息模型  landscape information model（LIM） 
创建并利用数字化模型对景观项目的设计、建造和运营全过程进行管理优化

的过程、方法和技术。 

2.0.7 公共基础数据库  public basic database 
围绕人口、法人、宏观经济、地理空间信息、建筑物等城市基础数据资源建立

的公共数据资源库。 

2.0.8 云计算  cloud computing 

一种基于互联网的、大众参与的计算模式，其计算资源（计算能力、储存能力、

交互能力）是动态、可伸缩且被虚拟化的，以服务的方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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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 本 规 定 

3.0.1 整体系统设计应以新时代居民体育活动需求为基本导向。 

3.0.2 智慧运维管控系统应支持各子系统之间的衔接，并应支持数据共享应用，

宜与智慧城市等其他软件系统具有兼容性和数据交换功能。 

3.0.3 智慧运维管控系统交付使用前应通过软件测评和安全测评，不宜低于信息

系统安全等级保护二级标准要求。 

3.0.4 子系统设计应充分体现景观环境的系统性、发展性、文化性和美观性原则。 

3.0.5 体育赛事场馆周边景观智慧系统应利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5G、BIM、

GIS、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为体育赛事场馆周边景观提供完整的信息化服务、管理

及规划建设，以提高管理的人性化、精细化和智能化，提升整体服务与管理水平，

打造安全、高效、人性化的智慧城市公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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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 体 设 计 

4.1  总架构设计 

4.1.1 系统宜由设备监控（数据采集）层、数据端口层、网络服务层和终端显示层

组成； 

4.1.2 子系统应包括体育类景观智慧系统、基础设施智慧系统、运营管理智慧系

统及安全防范系统； 

4.1.3 系统宜包含 LIM 模型，所有子系统宜与 LIM 模型进行联动交互，实现数字

孪生，从而服务 CIM（城市信息模型）基础平台建设； 

4.1.4 系统应对体育赛事场馆周边景观游人智慧健身、智慧游览、互动体验的环

境、安全及人员状态实施跟踪反馈，并对管理人员运营管理设备的使用情况及能耗

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4.2  设备监控（数据采集）层设计 

4.2.1 应实现体育赛事场馆周边景观、互动设施信息的收集； 

4.2.2 宜包括环境监测（温湿度、风速、PM2.5、噪音等）、视频感知（人脸识别、

人流量监测、入侵检测、异常行为、人体识别等）、能源监测（用水、用电、照明

等）、互动设施（智慧步道、智能导览等）运行状态监测等终端数据采集。 

4.3  数据端口层设计 

4.3.1 应打造按需融合的数据中心； 

4.3.2 宜包括接口协议、云数据库、数据储存、三维模型数据、GIS 地理信息、运

行数据、管理数据等。 

4.4  网络服务层设计 

4.4.1 应构建安全可靠的网络服务环境，保障系统数据安全； 

4.4.2 宜包括云服务器、计算机终端、网络通讯系统（交换机、转换器）等。 

4.5  终端显示层设计 

4.5.1 应是整个智慧运维系统面向不同终端应用表达的部分； 

4.5.2 宜包括运维管理工作站、信息化集成平台、监控指挥中心、显示屏幕、移动

终端等。 

4.6  LIM 模型设计 

4.6.1 模型应包含体育场馆、周边绿化、景观小品、道路及相应设施设备模型； 

4.6.2 体育场馆模型几何表达精度宜为 G2（宜包含体育场馆外轮廓及外幕墙、体

育场馆内部结构、机电专业不做要求），信息深度宜为 N1/N2； 

4.6.3 周边绿化乔木、灌木模型可仅做效果展示，几何表达精度宜为 G2，信息深

度宜为 N3/N4； 

4.6.4 景观小品、道路、设施设备应按实际数量搭建，几何表达精度宜为 G2/G3,

信息深度宜为 N3/N4。几何表达精度和信息深度参考国家标准《建筑信息模型设计

交付标准》GB/T51301-2018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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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 施工图交付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可直接采用符合几何精度和信息深度的施工交付 LIM模型； 

2 如无施工交付 LIM模型，新建模型宜参照以上要求另行建模。 

4.7  系统数据 

4.7.1 数据应能实现共享，为 CIM 系统提供可访问接口，同时应具备共享其他系

统数据接口条件，其他系统如需共享系统数据需审批通过； 

4.7.2 子系统数据应实现互通； 

4.7.3 应与体育场馆内游客数据实现互通； 

4.7.4 数据接口及协议标准应符合表 4.7.4的规定； 

表 4.7.4 数据接口及协议标准 

系统名称 接口标准 协议 标准 

给排水系统 基于 RJ45 的 TCP/IP网络接口 OPC 

智能照明系统 基于 RJ45 的 TCP/IP网络接口 OPC 

供配电系统 基于 RJ45 的 TCP/IP网络接口 OPC、ModBUS 

视频监控系统 
基于 RJ45的 TCP/IP网络接口、

RS485 串口 
SDK、RS485-协议 

门禁系统 
基于 RJ45的 TCP/IP或者 UDP/IP

网络接口 
OPC、SDK 

能耗管理系统 基于 RJ45 的 TCP/IP网络接口 OPC、SDK、ODBC 

电子巡更系统 基于 RJ45 的 TCP/IP网络接口 OPC、SDK 

 

4.7.5 数据共享过程应实行过程安全监控，并符合保密要求，实行不同层级权限

管理； 

4.7.6 数据应与 BIM 模型具有关联关系，即可从模型中查看数据或通过数据找到

对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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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子系统设计 

5.1  体育设施智慧系统 

5.1.1 全民健身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全民健身系统设计应以场馆周边目标人群的运动健身需求为导向，突出体

育场馆周边居民的健身需求； 

2 应综合考虑体育场馆周边特性、人群需求、场地条件、应用场景等进行智慧

化整体系统设计； 

3 户外体育设施应起到引导目标人群进行健身运动的作用，吸引更多的目标

人群参与其中； 

4 宜增加全民健身运动的参与性、趣味性、科技感； 

5 可考虑文化元素的融合，彰显文化自信与地域特色； 

6 应记录用户运动健身数据，利用智能算法为用户运动信息进行建模，提供

健康运动及健康指导建议。 

5.1.2 专业体育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专业体育系统设计应以场馆专业体育运动需求为导向，突出主体场馆的功

能； 

2 应确保设备功能的先进性与使用的安全性； 

3 宜围绕体育场馆的类型，综合考虑场馆特性、运动类型的个性，结合专项性

需求，对场景进行智慧化整体系统设计； 

4 其中的专业体育运动设施应兼顾专业性、便捷性与准确性，为专业运动员、

运动爱好者、赛事活动等提供专业智慧支撑； 

5 设计应兼顾专业体育的个性与智慧化应用设备的特性，结合专业体育的各

项数据指标，通过智慧化应用设备记录体育运动数据，形成数据分析模块，满足多

层次数据运用需求； 

6 系统宜涵盖专业体育记录智慧设施、专业体育服务智慧设施等模块，例如

智慧田径运动设备、智慧球类运动设备、智慧冰雪运动设备等。 

5.2  基础配套设施智慧系统 

5.2.1 智慧照明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采用 5G、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设定分区域、分组、分时段的智慧

照明策略； 

2 可开发智慧照明管理平台，设置节假日、赛事活动、日常照明模式，兼顾降

低能耗与有人体验； 

3 可配置感应照明设备； 

4 宜增加对耗电量实时监测及历史数据查询分析模块，对照明故障进行实时

告警； 

5 宜包括智能照明控制设备、智慧灯杆等。 

5.2.2 智慧卫生保洁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以保障场馆周边环境卫生为基础目标； 

2 宜采用 AI语音交互、智能感应、物联网等技术，设置智慧化卫生保洁应用，

配置智慧卫生间与智能垃圾桶； 

3 可搭建智慧卫生保洁平台，对园区卫生保洁情况进行实时监测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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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智慧休憩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兼顾景观的休憩功能与智慧化应用，针对使用人群的新需求，突出休憩

设施的互动功能与痛点服务； 

2 宜设置 AI语音交互、智能无线充电、手机充电、无线 wifi、信息咨询、智

慧售卖等模块，为游客提供一个智慧化休憩服务体验空间。 

5.2.4 智慧广播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设置智能广播硬件设施与智慧广播管理平台； 

2 可设置分区域、分组、分设备播放背景音乐及业务广播内容； 

3 可与智慧安防模块联动，对异常行为、危险行为实时告警，实时智能提醒； 

4 应增加紧急广播模块，提高应急事件相应速度，降低园区安全风险。 

5.3  运营管理智慧系统 

5.3.1 智慧景观养护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针对体育场馆周边的园林绿化景观情况，采用 5G、物联网、智能感应、

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 

2 宜涵盖智慧灌溉、智能气象监测、智能生物检测、智能土壤监测、智能病虫

害监测等应用模块，保障场馆周边园林绿化景观的科学、可持续、健康养护。 

5.3.2 智慧交通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以体育场馆周边目标人群的交通需求为基本导向，突出便捷性、安全性、

实用性； 

2 宜涵盖方便目标人群使用的智慧停车系统、智慧立体停车场、移动端 APP、

小程序等，结合城市公共交通讯息，为使用人群规划园路给出建议线路； 

3 体育赛事场馆周边应提供更多的灵活利用空间的可能，可采用网上预约活

动举办，规范化活动所需交通相关设备阈值，提前规划应急路线等方式，提出智慧

化出行方式，智慧引导游客； 

4 交通标识导向应智慧化、国际化，可采用多语言、通用图标等形式； 

5 周边景观场景中的部分道路可与智慧跑道结合，并通过标识指示的方式呈

现； 

6 可根据场馆周边服务，增加智慧清扫车、智慧无人售货车等应用设备，满足

目标人群的多元化需求。 

5.3.3 智慧服务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兼顾观赏性与实用性，突出设施的智慧化互动参与功能； 

2 应针对智慧化服务使用人群，综合考虑国内外目标人群需求、空间场景、智

慧应用等因素进行配置，宜包涵盖多语言文字标识、语音播报，通用通标、盲文等； 

3 应结合智慧化应用场景，运用 AR、5G、人工智能、语音交互、人脸识别、

物联网等技术； 

4 宜涵盖智能导览、智慧储物、智慧驿站、智能无人购物、智能机器人等应用

模块，为目标人群提供多元智慧服务； 

5 可设置 AI语音导览、人脸识别储物柜、智能机器人、无人售货机、智慧引

导等。 

5.3.4 数据管理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针对体育场馆周边智慧运动设备、智慧服务设备、智慧管理设备的数据，宜

搭建数据综合管理平台； 

2 可通过智能设备的数据采集系统，对场馆周边各项数据进行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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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利用智能算法建立数据分析模型，以数据分析作为园区管理决策支撑。 

5.3.5 运维管理平台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以体育场馆周边运维管理需求为导向，建立智慧化运维管理平台，配置

综合智慧管控系统和数据中心，形成景观智慧大脑； 

2 应统一对所有智慧化要素进行标准化集约管理，统筹景观智慧化的综合服

务系统，兼顾景观生态性，实现全面全时服务所有使用人群； 

3 智慧运维管理平台可划分为项目级、区域级、政府级，配合不同维度的需求

进行数据模型、模块的设计； 

4 面向管理者的智能运维管理云端，宜增加手机端、平板端、PC 端、外部展

示端等多个系统平台。 

5.4  安全防范智慧系统 

5.4.1 信息安全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以保障体育场馆周边智能设备、智慧管理系统的信息安全为目标； 

2 宜配置信息安全保护系统，配置安全防火墙，划定信息敏感范围； 

3 对于场馆主编采集的人脸数据、身份数据等应进行严格保护，并制定严格

的安全信息推送机制。 

5.4.2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以体育场馆周边的安全防范需求为导向； 

2 宜采用人工智能、5G、物联网、智能识别等技术，设置自动报警、视频监控、

电子巡检、安全检查、应急响应等应用模块； 

3 可配置 AI智能安防摄像头、智能紧急求助设备、电子巡检设备、安全检查

设备等智能硬件设备，为体育场馆周边提供完备的安全防范机制。 

5.4.3 安全防范综合管理平台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以保障体育场馆周边安全防范需求为导向，搭建安全防范综合管理平台； 

2 应将场馆周边 AI 智能摄像头等安全防范硬件设备，与安防管理平台联通，

宜设置实时告警、实时安防视频分析、人群聚集分析、越界警告、落水警告等功能

模块； 

3 可联动调度，实时与联动巡更保安人员，可为公安系统进行调用，为体育场

馆周边安全防范提供一体化综合管理平台。 

5.5  子系统配置建议 

5.5.1 考体育建筑分级应参考现行行业标准《体育建筑设计规范》JCJ31 的规定，

不同等级体育建筑周边景观智慧系统配置可参考表 5.5.1的规定。 

表 5.5.1 子系统配置选项建议 

子系统项目 
丙级体

育建筑 

乙级体

育建筑 

甲级体

育建筑 

特级体

育建筑 

体育设施智

慧系统 

全民健身系统 ● ● ● ● 

专业体育系统 △ ○ ● ● 

基础设施智

慧系统 

智慧照明系统 △ ● ● ● 

智慧卫生保洁系统 △ △ ● ● 

智慧休憩系统 ○ ○ ● ● 

智慧广播系统 ○ ● ● ● 

运营管理智 智慧景观养护系统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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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系统 智慧交通系统 ● ● ● ● 

智慧服务系统 ○ ● ● ● 

数据管理系统 △ ○ ● ● 

运维管理平台 △ ○ ● ● 

安全防范智

慧系统 

信息安全系统 △ ● ● ●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 △ ○ ● ● 

安全防范综合管理平台 △ △ ● ● 

注：“●”表示应配置，“○”表示宜配置，“△”表示可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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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系统补充建议 

6.0.1 智慧系统设计接口应实现标准化、统一化，方便项目管理和使用，为未来接

入智慧城市提供基础。 

6.0.2 可对标建筑信息模型（BIM）设计软件，考虑开发并统一景观智慧系统设计

软件。 

6.0.3 对于主体场馆为智慧建筑的周边景观智慧系统，设计宜与智慧建筑设计同

步进行，并对必要数据共享管理。 

6.0.4 体育场馆周边景观智慧系统设计应为模块化设计，增强设计普适性。 

6.0.5 系统设计的落地环节可根据场景实际需求进行个性化提升改造，增强场景

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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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南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导则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

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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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或“应

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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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建筑信息模型设计交付标准》GBT 51301-2018 

2《体育建筑设计规范》JCJ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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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体育赛事场馆周边景观智慧系统设计指南》T/CABEE -JH2021025 经中国建筑节能协会

2021 年 X 月 XX 日以第 X 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标准可以填补景观智慧化方面标准研究的空白，并为体育景观的智慧化起到了一个方

向性指导作用，可以作为未来体育景观的智慧化系统发展研究的基础。其主要内容涵盖体育赛

事场馆周边景观智慧系统的顶层总体设计、子系统设计、子系统配置建议等。 

为了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

条文规定，《体育赛事场馆周边景观智慧系统设计指南》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标

准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但是，条文

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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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近年来“智慧”已经成为一个在景观项目中被广泛提及运用的设计概念，智

慧型景观也是现在景观发展的趋势，但通过查证相关资料，目前我国并没有针对景

观智慧化系统设计的指导性标准。依托北京 2022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举办，基于

“全民健身”背景，结合智慧化设计流程，本标准针对体育赛事场馆附属景观的智

慧化设计进行研究，并起草制定本指南，用以规范体育赛事场馆周边景观智慧系统

设计，并为今后有关人员对智慧景观系统设计提供参考。 

1.0.2 本标准主要针对体育赛事场馆周边的景观园区的设计，不包括场馆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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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4 景观信息模型在本标准中区别于建筑信息模型，是城市信息模型的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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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 体 设 计 

4.1  总架构设计 

4.1.1 本条对体育场馆周边景观智慧系统的顶层架构中的四个层级做出规定，但

每个层级涵盖的内容可根据实际需求增减调整。 

4.1.2 本条将子系统归纳为四个部分，在实际设计中，可包括但不限于本条的四

个子系统类别。 

4.6  LIM 模型设计 

4.6.1 本条对系统设计过程中应该包含的内容做出规定，但 LIM 模型可根据实际

需求增加内容，不限于本条中提及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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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子系统设计 

子系统指的是体育赛事场馆周边景观智慧系统总体构架中位于顶层系统之下

的分支内容，与顶层系统中的部分层级直接相关，设计师对于子系统的设计涉及多

个方面，要求对相关专业领域充分了解和掌握。 

5.1  体育设施智慧系统 

5.1.1 本条中全民健身系统包含所有非专业体育的休闲、健身、锻炼等体育设施。 

5.3  运营管理智慧系统 

5.3.1 本条与景观园区中传统景观部分的呈现效果直接相关，智慧的养护系统可

帮助打造更优质的景观园区，并节省传统景观养护中需要耗费的人力物力。 

5.3.2 本标准中智慧交通系统包含具有交通导向功能的标识指示系统及与交通相

关的智慧服务车等设备。 

5.3.4 数据管理系统应以保证数据的安全性为基础。 

5.5  子系统配置建议 

5.5.1 并非所有子系统都应该呈现在每一个体育赛事场馆周边的景观智慧系统中，

在实际落地实施中，子系统应当根据体育场馆类型或等级、周边景观园区大小及条

件等因地制宜的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