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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本文件由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宁夏智信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宁夏大学前沿

交叉学院、宁夏回族自治区标准化研究院、宁夏文化和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青铜峡市黄河大峡

谷旅游有限公司、宁夏知行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磊、熊胜跃、胡春生、陈亮、王香瑜、张祖响、张志勇、孙昌博、刘志

林、王鹏、李昀霏、亢海峰、陈文静、陈佳璟、李楠、李昊、叶琦、赵兴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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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全面贯彻落实《“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中关于“推进智慧旅游发展”的规划任务以及

《关于深化“互联网+旅游”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关于“制定出台智慧旅游景区建设

指南和相关要求”，有效推动旅游景区综合应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及5G、北斗系统、

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新技术，提高旅游服务的便利度和安全性，增强旅游产品的体验性和互动性，

加强旅游预约平台建设，推进在线预约预订、分时段预约游览、流量监测监控、科学引导分流、非

接触式服务、智能导游导览等服务，高质量打造一批智慧旅游景区。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统筹相关

部门针对智慧旅游景区建设编制了《智慧旅游景区建设指南》地方标准，旨在完善景区智慧管理、

智慧服务、智慧营销等功能，提高景区接待服务质量和综合管理水平，创新旅游管理，增强旅游景

区竞争力，提升旅游服务，改善旅游体验，激发旅游消费潜力，引导自治区智慧旅游景区建设有序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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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旅游景区建设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智慧旅游景区建设的基础设施、智慧管理、智慧服务、智慧营销、运行维护、新

技术应用、安全保障及实施保障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指导、规范宁夏回族自治区A级旅游景区的智慧旅游建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GB/T 16571—2012 博物馆和文物保护单位安全防范系统要求

GB/T 18973—2022 旅游厕所质量要求与评定

GB/T 22239—2019 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B/T 34678—2017 智慧城市技术参考模型

GB 50348—2018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标准(附条文说明)

GD/J 089—2018 应急广播大喇叭系统技术规范

LB/T 019—2013 旅游目的地信息分类与描述

LB/T 034—2014 景区最大承载量核定导则

3 术语和定义

以下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智慧旅游 smart tourism

运用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信息通信技术，感测、分析、整合旅游产业活动中的各项

关键信息，对企业管理、公共服务和旅游者出游等各种需求作出的智能响应和解决方案。

3.2

智慧景区 smart scenic area

具有较为完备的智慧旅游基础设施，主动、及时感知旅游资源、旅游经济、旅游活动、旅游者

等各方面信息，结合景区区域环境、资源特色、业务流程与实际服务需要，实现智慧管理、服务、

营销及其集成应用的景区。

3.3

智慧管理 smart management

利用物联网、传感网等技术，动态感知景区资源、环境、人员、设施设备等各方面状态信息，

及时掌握景区运营状况，以业务系统为支撑，实现景区人员管理、业务管理、设施管理、部门管理

的高效化与智能化。

3.4

智慧服务 smart service

采用位置服务、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综合分析游客需求与服务资源信息，为游客

提供全过程、全方位、主动式、人性化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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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智慧营销 smart marketing

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信息技术，及时、准确掌握市场需求及其变化，开展多渠道、线

上线下融合、精准的直销和分销活动。

3.6

集成应用 integrated application

通过整合景区不同信息化系统的功能和数据，实现景区管理、服务和营销的业务协同和综合应

用。

4 总体架构

4.1 总体架构图

智慧旅游景区总体架构见图1。

图1 智慧旅游景区总体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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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基本描述

根据图1，对智慧旅游景区总体架构描述如下：

a) 在横向层面，智慧旅游景区总体架构由基础设施、智慧管理、智慧服务、智慧营销、新技

术应用五个要素组成；

b) 在纵向层面，包括安全保障体系和技术规范体系两个方面的支撑体系；

c) 横向层次要素的上层对其下层具有依赖、互相补充关系，横向层次要素分别描述如下：

d) 纵向支撑体系对于横向层次要素具有约束关系。

4.3 横向支撑体系

横向层次要素分别描述如下：

a) 基础设施层：以旅游景区为主体，面向旅游景区内部核心业务、机房、网络监控、通信、

数据库、终端、智能化设施的规划设计，主要包括物联感知设备、网络通信设备、基础数据库、应

用终端、安全防护等基础设施。

b) 智慧管理、智慧服务、智慧营销、新技术应用层：在基础设施层等的基础上建立起具体的

智慧旅游景区应建的各种应用和服务。

4.4 纵向支撑体系

a) 智慧旅游景区安全保障：包括智慧旅游景区相关安全机制、安全平台等。

b) 智慧旅游景区实施保障：包括成立信息化部门、制定智慧旅游景区规划方案、设立专家咨

询委员会、建立专项资金、引进智慧旅游人才等。

5 基础设施

5.1 物联感知设备

5.1.1 应建设物联感知系统，包括但不限于环境感知设备、安全感知设备、图像感知设备、身份

感知设备、位置感知设备、设施感知设备，且符合 GB/T 34678—2017 的要求。

5.1.2 可实现对智慧景区各个单元的全面感知和识别、以及信息的获取和采集。

5.2 网络通信设备

5.2.1 应接入互联网、电信网、广播电视网等外网。应建设满足景区内部指挥调度、视频监控、

应急管理等需求的内部局域网。

5.2.2 可保障景区主要出入口、游客中心、各主要景点、游步道等游客主要聚集区域具有 4G以上

的通信信号和无线网络覆盖。

5.3 基础数据库

5.3.1 可实现管理、服务、营销、运行维护信息数据的存储与融合。

5.3.2 支持灵活、快速的业务部署、管理决策服务。

5.3.3 可向上级主管部门开放数据接口。

5.3.4 具有权威性、海量性和价值性的特点。

5.4 应用终端

5.4.1 能够接入和利用物联感知层、网络通信层、基础数据库所提供的资源和服务。

5.4.2 能面向景区管理者和相关主管部门，提供景区综合管理、产品运行、销售、服务、评价等

分析、决策和处理功能。

5.4.3 能面向游客提供智慧化服务。

5.5 安全防护

5.5.1 景区根据各自需要，保持自身的基础设施满足 GB/T 22239—2019不同级别的安全保护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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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文物保护单位的安全防范系统还应满足 GB/T 16571—2012 的相关要求。

6 智慧管理

6.1 指挥调度中心

6.1.1 设施设备

宜建有指挥调度中心，配备大屏、调度台、电脑、会议系统、视频对讲和覆盖全景区的IP智能

广播系统等电子设施设备。其中，IP智能广播系统应满足GD/J 089—2018的相关要求。

6.1.2 电子地图

宜配有GIS电子地图，实现对景区的地形地貌、旅游交通的实时监测，及时发送相关指令信息，

实现基于地理位置的实时动态管理。能够直观反映景区内各区域游客分布热力。

6.1.3 动态监测

可接入客流、车船、重要人员、环境、气象、防火、防盗、危险区域侵入、紧急求助等信息数据。

当遇警情或预测数据超出安全范围时，指挥中心能实时发出声光报警。同时，报警信息可分级分层

推送至相关工作人员。

6.1.4 事故处理

宜配置电话、视频等对讲设备，并可与外场工作人员进行音视频连线，实现现场远程可视化处

理事故。

6.1.5 办公自动化

6.1.5.1 宜建设景区 OA、财务管理、资产管理等日常办公系统，提供多种会议的智能筹办，对工

作人员的信息进行实时调整，实现日常事务的在线处理，提高办公效率、规范管理行为。

6.1.5.2 办公自动化系统可提供各级领导对业务人员的业务办理进展和结果进行网络化查询和督

办，确保业务办理进度，提高工作效率。

6.1.6 安全应急管理

宜制定各类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并定期演练，并采取信息化管理手段，实现实时联动，快速反应。

指挥调度中心能根据安全风险的类型和级别，自动弹出相对应的应急预案，并向相关人员推送。

6.1.7 安全事故案例库

宜将本景区和其他类似景区发生的有关安全事故建立电子案例库，收录相关事故的起因过程、

应急处置、善后处理、事故损失及经验教训等信息，供相关安全人员学习和参考。

6.1.8 外部接口

指挥调度中心的通讯设备、数据系统等可与文化旅游、消防、公安等上级主管部门指挥中心互

联互通。

6.2 安全防范管理

6.2.1 视频监控

宜配备视频监控系统，实现对核心景点、客流密集地、危险区域等场所的视频高清监控。

6.2.2 防火监控

宜在游览场馆、办公区域、户外森林及其他游客密集地部署防火监测系统。可合理选择智能图

像识别、红外识别和烟感等技术器件，可智能发现景区内异常热源并实现自动报警、推送信息，室

内应能启动自动灭火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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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安全巡防

可智能安排或提醒相关人员监测、维护景区安全设施设备，保障安全设施设备的有效性能。可

定时、定路线、定点位的开展防火、治安等巡查工作，可对防火、治安巡逻人员进行有效的监督与

考核。

6.2.4 入侵警报系统

6.2.4.1 宜在景区重点区域、办公区域等重要场所部署入侵警报系统且满足 GB 50348—2018 的

相关要求。根据现场需要，可合理选择红外、微波、振动、玻璃破碎、压力、声感、超声波等技术

器件，能及时发现人员侵入，自动报警、推送信息，并触发警灯和警铃。

6.2.4.2 入侵警报信息实时接入景区和上级部门、公安部门的指挥调度中心及景区安全监控室，

报警信息可实时推送到相关人员手机。

6.3 客流管理

可实时采集和分析电子票务、门禁系统、通信运营商信令、人流量监测设备、停车场管理、智

能 WIFI 等多渠道的数据，对景区各主要景点、关键部位的客流进行实时统计监测，并以热力图形

式在景区电子地图上呈现，实现管理指挥可视化。

6.4 游客洞察

6.4.1 游客来源

可通过票务实名制或通信运营商信令数据、WIFI、OTA、停车场等系统和渠道，获取游客归属

地信息，并对客源地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为景区的宣传推广、市场营销布局和营销考核提供数据支

撑。

6.4.2 游客画像

可通过票务实名制或通信运营商信令数据、景区自有商业游客消费数据、WIFI、OTA、停车场

等渠道获取到的游客信息数据，对游客性别结构、年龄分布、消费能力、行为习惯等数据进行多维

度统计分析，绘制游客画像、揭示游客特征，为景区的客群定位、商业业态优化和市场营销提供决

策辅助。

6.4.3 游客预测

可根据游客性别结构、年龄分布、消费能力和行为习惯等数据，对市场需求做精准分析，针对

性地制定景区营销和竞争策略。

6.4.4 游客评价

可通过自助触控设备、门户网站等多种渠道，采集游客满意度评价信息，接入 OTA 相关游客

评价数据，可通过网络爬虫等技术手段自动检索获取全网游客评价信息，可从价格、服务、环境、

满意度等多方面，对游客评价进行统计分析，为景区的管理、服务提升提供方向和依据。

6.4.5 网络舆情

对微信、微博、抖音等互联网平台上景区相关的舆情信息进行动态监控与预警，做好舆情管控

工作。

6.5 景区资源管理

6.5.1 资源保护

运用现代化科学管理手段对景区内水质、空气、气象、生物资源、森林病虫害、文物资源等景

观资源进行信息化监测、记录、记载、保护、保存、修缮、维护等。

6.5.2 环境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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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1 可对景区内的路面、广场、森林、河流、湖泊的废弃物、漂浮物等实时监测，并将监测结

果回传到景区指挥中心，指挥中心可实现智能下达清洁任务。

6.5.2.2 宜配置机械化环卫设施、路面清扫车、清洁机器人，实现景区环境智能化治理。

6.5.3 景区景点

宜对自有景区、景点，以及同一目的地或周边合作景区景点的信息化管理。管理的内容可包括

但不限于：景区景点基本信息、关键部门联系人、票务信息、行政及市场监管动态（包含投诉、差评、

行政执法和处罚信息等）、相关舆情及游客评价信息、景区评级等信息的管理。

6.5.4 周边商户

宜对周边商户进行信息化管理，商户包括景区自营商户和非自营商户。管理的内容可包括但不限于：

商户基本信息、负责人、联系人、主营产品、行政及市场监管动态、相关舆情及游客评价信息、信

用评级信息等。

6.5.5 合作旅行社

宜对构建合作关系的旅行社进行信息化管理，包括组团社和辖区内地接社。管理内容可包括但

不限于：旅行社基本信息、经营资质、负责人、联系人、产品信息、行政及市场监管动态、相关舆情及游客

评价信息、旅行社信用评级信息等。

6.5.6 旅游产品

6.5.6.1 宜对旅游产品进行信息化管理。对合作旅行社、OTA 及周边商户的主要旅游产品进行台账

管理和跟踪调查动态管理，便于优化旅游环境，维护稳定、诚信的旅游市场和竞争环境。

6.5.6.2 可纳入管理的旅游产品类型可包括但不限于：景区、景点、演艺票务，车船、索道票、

各优惠票种，旅游交通、停车场服务、导游服务、酒店住宿、餐饮主菜和团餐，主要特产等。

6.5.6.3 可纳入产品管理的内容应包括：供应商（商家）、类别、品名、物价局定价、实际（淡

旺季）售价、渠道分销价、游客评价等。

6.5.7 从业人员

6.5.7.1 宜对相关从业人员进行信息化管理，对从业人员台账进行动态管理。对景区内部主要岗

位、关键岗位人员宜实施当前地理位置和运动路径的管理，以实现对相关人员及时联络与指挥调度，

规范从业人员执业行为。注：从业人员包含景区内负责人、安全员、司机、导游等主要和关键岗位

人员；合作旅行社的导游、司机、负责人、联系人；周边住宿、餐饮、娱乐、特产等商户的安全员、

负责人、联系人等。

6.5.7.2 管理的内容可包含但不限于：单位、职务、从业资格及年审信息、联系方式、相关投诉

和监管动态、游客评价信息等。

6.5.8 旅游车船

6.5.8.1 宜对旅游车船及站点实施信息化管理，智能分析各站点游客并调度运营车船，包含但不

限于景区内运行的观光车、大巴、电瓶车、游船及索道等各类交通工具。

6.5.8.2 车载监控摄像机能监控到司乘人员服务情况、车辆、船舶行驶情况和车（船）内游客情

况并通过高速无线网络向指挥中心回传视频，实现对景区车辆、船舶超速和脱离运营路线的报警，

实现对车辆、船舶行驶轨迹和行驶状态的记录和回放。

6.5.9 旅游停车场

6.5.9.1 宜对全景区旅游停车场进行信息化管理，规范辖区内停车场的服务和管理，实现计费透

明、出入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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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9.2 停车场宜具备基于电子地图的旅游停车场可视化管理功能，可实时采集各旅游停车场的

动态信息，连续、有效地统计数据，在地图上动态呈现旅游停车场位置、规模和停车位占用、车位

超限预警等信息。

6.5.9.3 可实现对全景区旅游停车场运营的实时、动态监管，配合相关人员适时开展车辆分流、

引导等指挥调度工作，并为景区旅游停车场的规划布局和建设决策提供数据支持。

6.5.10 旅游厕所

可对景区内旅游厕所实施基于电子地图的“一张图”可视化管理，可在地图上以图形化形式显示旅游

厕所的分布情况、蹲位占用及人流、环境卫生及保洁信息，并对人流超限、紧急求助等预警信息实

时显示和推送，可智能监测景区旅游厕所的管理，设施与服务满足 GB/T 18973—2022的相关要求。

6.6 票务购销

6.6.1 售票

6.6.1.1 宜在售票窗口显眼位置提供售票二维码，便于游客在窗口扫码购票。

6.6.1.2 宜在游客中心配备足够数量、满足需要的自助售取票机，实现无人售取票。游客可通过

售取票机自助购票，在线预订的游客也可通过售取票机自助取票。

6.6.1.3 宜开设互联网在线购票功能，游客可通过电脑、智能手机等设备，在景区官方门户及各

主要 OTA 渠道预订景区门票、观光车票、船票、索道票和其他景区产品票务，并可实现在线支付。

景区可通过在线预订、分时预约系统控制客流量。

6.6.2 验证核销

6.6.2.1 宜在入口处配备验票闸机对门票进行快速验证，为已购票游客开启通道放行。

6.6.2.2 宜配备手持验票终端设备，供人流高峰、闸机故障、紧急断电时应急备用。

6.6.2.3 验票设备可对条形码、二维码、纸质门票、IC 卡门票或年卡年票、线上产品卡券等多种

方式进行验证。

6.6.2.4 宜支持二代身份证识别和验证，实现无票刷身份证入园；有条件的景区可通过人脸、指

纹比对，实现游客验证，也可凭线上付款码，实现入园即购票。

6.7 经营分析管理

6.7.1 销售情况分析

可对各类产品和服务的销售进行综合统计分析。系统能根据时间段、产品类别、销售渠道等多

种维度自动统计、绘制图形，能自定义项目进行相关销售数据的分析，并能导出数据报表和分析结果。

6.7.2 游客团散分析

可通过电子票务、旅游分销、旅行社报团等系统数据，分别对接待散客和旅行社组团的数量、

比例和发展趋势进行分析，为营销工作的评价和规划提供依据。

6.7.3 区域营销分析

可根据游客画像、游客来源、游客评价等游客洞察大数据，对景区各区域市场的来客数、旅游人次、旅游收入、

产品比例、游客性别比、游客年龄段等营销情况进行统计分析，为区域市场的营销战略优化、推广

策略制订和营销人员绩效考核提供数据支持。

7 智慧服务

7.1 信息服务

7.1.1 多媒体信息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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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在游客中心内外、主干道、主要景点、游客广场和游客休息区等区域设立多媒体信息大屏幕，用于向游

客发布景区门票政策、营销信息、宣传视频、安全宣传、客流情况、指挥调度、应急通知、天气预

报和投诉方式等资讯信息。

7.1.2 触控终端

宜在游客中心、主要景点或其他有需要的场所设立多媒体触控终端，向游客提供自助信息查询

服务。

7.1.3 智能推送

可智能获取进入区域的手机信号，并以手机短信、手机APP或其他智能方式向游客的手机推送

相关旅游服务信息。

7.1.4 IP 智能广播

宜配置IP智能广播系统，可播放背景音乐、景区营销活动、客流动态以及应急广播等信息，可用于指挥

调度。可对各扬声器分类、分群、分区管理，灵活地向指定扬声器传送音频或口播通知。

7.1.5 咨询服务

宜设有旅游咨询服务中心，为线上、线下、电话咨询的游客提供信息咨询解答和投诉受理服务。

有条件的景区宜为特殊人群提供预约服务。

7.2 官方门户服务

7.2.1 宜建有景区的官方门户系统，能支持多平台、多样化的媒介形式，包含但不限于：PC 端网

站、移动端网站、公众号、生活号和景区 APP 等。

7.2.2 官方门户的各媒介渠道应统一规划、统一后台管理，能承载各项信息和交互服务功能，实

现一部手机游景区。

7.2.3 官方门户系统可向游客提供资讯信息、咨询投诉、旅游线路推荐和行程规划、景区推介产

品与服务、语音导览、交通导航、7 日内气象预报及客流预测、票务及产品预订支付、评论留言等

服务。

7.2.4 官方门户内容应保证真实可靠、常态更新。景区官方门户宜有不少于中英等两种语言版本。

7.3 停车服务

7.3.1 宜在自助触控终端、官方门户（含 PC 端及移动端）发布基于电子地图的停车场位置信息，

并动态显示车位占用情况，能为游客提供手机交通导航和车位预约服务。

7.3.2 游客车辆到达停车场后，停车场系统通过高清识别摄像机记录车辆号牌，快速开启道闸入

场、提供车位指引，游客车辆出场可通过手机移动支付实现无感支付。

7.3.3 游客取车时，景区客户端软件可为游客提供步行导航，为游客提供智能取车服务。

7.4 公共交通服务

在景区内公共交通站点（车站或码头）宜配置显示屏，或可通过手机移动端为游客提供车船交

通服务信息，如最近车船数量、预计到达时间等信息。

7.5 旅游厕所服务

7.5.1 宜在自助触控终端、官方门户（含 PC 端及移动端）发布基于电子地图的旅游厕所位置信息，

并将景区主要公厕的蹲位占用、等待人数等信息实时公布。

7.5.2 可向游客智能推送距离游客位置最近的旅游厕所，并提供驾车、步行等导航服务。

7.6 导览服务

7.6.1 可通过自助触控终端和官方门户（含 PC 端及移动端）向游客提供基于地理位置的导航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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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2 向游客提供的导览服务功能包括但不限于：景区景点自动语音导览及讲解、全景虚拟游览、

周边景点和商户、周边的公交站、停车场、公厕、加油站、ATM 等公共服务设施以及智能行程规划

等。

7.7 共享服务

宜配备共享电子导览机、共享充电宝、共享雨伞、共享储物柜等共享服务设施，支持游客采用

在线支付的方式支付共享服务费用，使游客便捷使用景区共享服务设施设备。

7.8 智慧体验

7.8.1 VR 游览服务

建设VR虚拟体验系统，向游客展示景区的景观、历史和文化，游客可在PC端和移动端进行虚拟

游览，增强游客体验。

7.8.2 AR 导览服务

可将AR技术应用于景区的导航导览、景点讲解和文物介绍等游客导览服务以及线上营销等活动

中，以提升游客体验感，提高传播效果。

7.8.3 高清视频直播服务

可在重要观景点设立高清视频摄像头，并通过互联网门户向全球网络用户进行直播。直播过程

可与网友进行文字和视音频互动，增强用户体验。高清视频直播可支持5G网络。

7.8.4 声光电交互服务

可利用声光电技术建设沉浸式游客体验中心，对景区的景观、场馆、资源进行展览展示的辅助，

并实现互动交互服务，以提升观赏性、增强体验感。

8 智慧营销

8.1 产品包装

8.1.1 宜整合周边旅游产品，将票务、食宿、特产、导游、车辆、卡券、线路等产品进行包装和

组合，以美图美文对产品进行描述，赋予产品文化、内涵和故事。

8.1.2 在产品整合包装中，应考虑提升景区旅游人次、消费增长的需要，可规划设计联票、年卡

和度假、线路类旅游产品，以提高游客的旅游频次。

8.2 渠道建设

在运营过程中，可根据产品的属性选择适当的平台开展渠道的销售工作。营销渠道包含但不限

于以下渠道：

a) 官方门户、景区APP等自媒体渠道和全民营销渠道；

b) 自治区、市、县级及景区的“一部手机游”平台；

c) 各类OTA、大V和本地新媒体等。

8.3 电子商务

宜建有旅游电子商务平台，该平台应配置标准化API接口，能与景区官方门户、各旅游分销平

台、景区电子票务系统及手机短信系统实现信息共享和互联互通。实现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功能：

a) 游客可通过平台实现景区内的吃、住、行、游、购、娱等产品的预订、在线支付、在线评

价等；

b) 景区可通过平台实现产品管理，订单管理，以及产品销售和游客评价数据汇总和智能分析；

c) 景区线上交易额占经营收入比重宜达到20%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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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旅游分销

宜建有旅游分销平台，且配置标准化API接口，能与各OTA系统进行信息交换，可与景区电子票

务系统、酒店客房管理系统、车船票务验证系统等供应商经营系统接驳。实现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功

能：

a) 游客向吃、住、行、游、购、娱等供应商展示移动端或手持终端的相关信息（如二维码或

相关订单凭据），即可实现便捷消费与核销；

b) 景区通过平台可实现产品库管理、分销商管理、授信管理、统计结算管理等功能。

8.5 创新营销

8.5.1 宜构建创新营销平台，为创新营销工作提供技术和平台支撑。便于开展基于移动互联网技

术和思维的创新营销，包含但不限于活动营销、卡券营销、积分营销、会员营销等营销方式。

8.5.2 创新营销平台应配置标准化 API 接口，以便与景区官方门户、电商平台、分销平台及跨界

合作单位的会员、积分系统快速对接、互联互通。

8.5.3 宜建有对创新营销带来的访问量、用户数和销售情况、转化率等效果评估的统计分析，实

现多维度的查询统计和图形化分析，为创新营销的优化提供数据支持。

8.6 文旅融合

8.6.1 宜提炼景区的文化元素，开发系列文化创意产品，传播景区历史文化，提升游客旅游的感

知和体验，促进景区文化品牌传播。

8.6.2 可对传播内容进行文化创意包装，采用美图美文、视频影像和创意动图等形式，对景区景

点、旅游线路和产品详情进行描述包装。

8.6.3 可通过对热点及新奇事件进行文化创意和包装设计，制造网络爆点，吸引用户关注，从而

推动景区品牌传播。

9 运行维护

9.1 概述

宜对智慧景区的运行维护进行整体策划，提供必要的资源支持，实施运行维护项目管理，对运

行维护过程、结果进行监督、测量、分析和评审，并实施改进。

9.2 策划

对运行维护项目应有策划且满足以下要求：

a) 根据景区的定位和能力，策划运行维护对象的内容和要求，并形成运行维护目录；

b) 明确专职运行维护团队、流程、目标，对人员、资源、技术和过程进行规划，建立相适应

的运行维护管理标准体系。

9.3 实施

在实施运行维护管理过程中，宜满足以下要求：

a) 制定满足整体策划的实施计划，并按计划实施；

b) 建设运行维护中心，能够监管物联感知、网络通信、计算存储、数据服务、智慧运用等各

层次硬件设备、控制系统、应用程序的运行状况，并能够及时响应。

9.4 检查

宜对运行维护管理过程和实施结果进行监控、测量、分析和评审，以符合运行维护的要求和质

量目标，宜满足以下要求：

a) 定期评审运行维护过程及相关管理体系，以确保运行维护能力的适宜性和有效性；

b) 定期调查各相关方满意度，并对运行维护能力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c) 定期检查运行维护目录各项指标达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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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改进

宜以业务目标为导向，以游客需求为驱动，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修改和优化运行维护管理计

划和规程，改进运行维护过程中的不足，以持续提升运行维护能力。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建立运行维护能力管理改进机制；

b) 对不符合策划要求的行为及未达成的指标进行调查分析，及时调整和改进相关运行维护工

作。

10 新技术应用

景区在智慧化建设中运用推广包含但不限于5G、物联网、人工智能、北斗卫星导航、VR 和AR 等

新技术。开发适配5G网络的AR/VR沉浸式内容、4K/8K视频等应用。打造AR/VR业务支撑平台和云化

内容聚合分发平台，推动与5G结合的社交、演播观影、电子竞技、数字艺术产品。发展线上数字化

体验产品，培育云旅游、云直播、云展览、线上演播等新业态，推广定制、体验、智能、互动等文

化和旅游消费新模式，打造沉浸式文化和旅游体验新场景。

11 安全保障

安全保障既包括信息系统安全稳定运行，也包括智慧景区所依托的物理设施、环境的安全平稳

运行。支持对信息访问者进行身份识别和接入位置识别，并根据统一的安全策略对信息访问者的访

问要求进行控制；可根据信息资源的价值大小、 用户访问权限的大小和信息系统重要程度进行区

别；可保障有关物理设施和环境的物理安全，通过有效、集中的监控系统，实现对有关资源的集中

管理和监控；具备核心数据的安全保护能力以及核心业务的高可用性。在出现本地误操作、系统故

障、机房故障、自然灾害等场景下导致数据丢失后，仍然能够通过本地或异地备份系统进行数据恢

复。 按 GB/T 22239 开展等级保护定级备案，并完成相关整改工作，保障景区信息系统稳定运行，

无重大信息安全事故发生。

12 实施保障

12.1 宜成立专门的智慧景区建设领导小组和景区信息化管理部门，负责监督和推进不同阶段智慧

景区建设。

12.2 宜编制智慧旅游景区规划方案，该规划包含但不限于总体框架、建设目标、建设周期、建设

内容、实施计划等内容。

12.3 宜设立智慧景区专家咨询委员会，为智慧景区建设提供决策咨询。

12.4 宜建立智慧景区建设专项引导资金、运维资金长效投入机制。

12.5 宜有计划地进行智慧景区信息化人才培养和引进，定期开展景区管理人员、业务人员的信息

化培训工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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