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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核电智慧工地实践—概述

项目已实现：可将物联网传感器、监控摄像头、第三方系统施工数据ETL采集为基础层；以基于倾斜摄影模型的GIS为

展现层，以PBS分解结构中的子项/厂房为基本单位，在其上分层展示将施工过程管理的各项要素（安全网格状态、隐

患状态、实时监控画面等）。



漳州核电智慧工地实践—应用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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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2022年底前完成智慧
工地二期系统平台建设。



一期项目亮点--三维平台的一体化集成展示

WEB GIS平台集成所有枪球
联动监控的位姿信息及云台控
制接口，全景模式下实现一点
即视的监控效果

集成监控平台对所有枪球联动
摄像头组对，实现枪机画面中
感兴趣目标一点即视监视效果



集成监控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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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联动摄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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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枪机画面
目 标 手 动 /
自动追视。

一期项目亮点--三维平台的一体化集成监控



2021年1月，漳州核电1、2号机组智慧工地一期系统试运行。漳州
智慧工地创新采用了三维建模、倾斜摄影、枪球联动坐标定位、AI
视觉分析等技术，实现施工现场全景感知，区域管理网格和三维模型
下的一点即视、违章识别、隐患分析等功能，使整个施工工地能得到
有效管控。

智慧工地（二阶段）已启动。基于一阶段建成的平台架构，开展
与中核集团公司智慧工地标准对标，结合漳州大数据平台数据分
析挖掘优势，进一步深挖工程施工管理各类业务数据价值，落实
工程施工安全质量精细化管控。目前，漳州核电项目参建方在漳
州能源公司带领下，正紧密实施先进智慧工地应用建设。
主要4家参建方在项目共落地16个核心应用项目。

漳州核电智慧工地实践—后续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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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方向：分阶段持续推进，
实施工分析报告中列出“关键
项”内容。

漳州能源智慧工地匹配度
需改进方向：确保体系文件得到落
实； 牵头实施智慧工地、统筹协
调各相关方有序共享网络和智能感
知设备设施。

漳州能源智慧工地匹配度
实旗操作流程基本满足要求，后续
需要根据技术和管理要求，做好实
施操作的有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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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漳州核电1、2号机组智慧工地一期系统试运行。其后，漳州能源IT部门与业务部门一道，从信息安全与统一物联网平台接入
角度出发，开始了数据接口与规范方面的探索。

尝试利用运营商物联网平台
作为统一传感器数据入口，
利用其提供的通用物联网数
据接入引擎实现高度灵活的
基于物模型的传感器接入，
目前已完成GB28181监控设
备物模型接入、门禁闸机物
模型、环境传感器、烟感消
防物模型接入。

漳州核电智慧工地实践—数据与接口方面的研究

2021年，漳州启动了《核电施
工大数据平台分析与应用试点示
范项目暨“智慧华龙”大数据平
台建设》工信部试点示范项目建
设，并结合智慧工地方面业务经
验，积极参与中核集团施工大数
据的元数据与数据治理标准的编
制工作。

2021年，漳州启动了《低功耗
室外室内接力定位终端及定位解
算平台开发》科研项目，对室内
外融合定位解决方案进行了自主
研发，2022年已实现对外销售
转化。漳州业主掌握了人员定位
所有核心技术。

2022年，漳州核电创新工作室
也将环境、临边洞口、振动传感
器纳入自主研发工作范围，借此
实现对相关产品技术的掌握并结
合自身需求提供更好的需求贴合
产品，并进一步实践漳州核电统
一传感器接入规范的技术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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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框架

数据治理应围绕数据标准，
数据质量、数据安全，开展
数据管理体系的治理，评估
数据管理的现状和能力以及
管理成熟度；指导数据治理
方案的实施，监督数据治理
的绩效并持续改进。

施工数据的利用贯穿核电设
计、建造、运营各个阶段，
考虑到施工数据的多元性和
异构性特点，按照结构化特
征、业务归属、产生来源、
产生频度等纬度对施工数据
进行大类划分，对各类数据
制定标类准数据规范。

①数据分类

智慧工地平台应提供一种计
算框架，在此执行转换应用
并保护数据安全性，为数据
提供者、数据消费者、平台
管理者提供接口，支持各方
的数据IO需求。主要包括管
理者接口，提供者接口以及
消费者接口。

②数据接口 ③数据治理



总体框架-数据分类



总体框架-接口要求



总体框架-数据治理

数据标准体系包含编码规则、数据标
准及数据字典三个部分组成。数据标
准体系的建设将在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的基础上，结合核工业特色，随着业
务需求的挖掘和不断完善，最终形成
一套完整的智慧工地数据标准体系。

数据质量目标应被制定，建立数据质
量管理体系并持续优化，以满足数据
应用需求。

应建立数据安全管理体系，实施数据
安全管控，持续改进数据安全管理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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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保证方案

智慧工地数据与接口规范应
由各方发挥其专长进行明确
分工，传感器数据宜由厂商
参与编制，业务数据宜由业
主与总包、监理主导编制，
数据治理方面宜由各技术支
持单位参与编制，接口要求
宜由平台商（集成商）参与
编制，从而发挥各家专长，
形成高质量的标准草案。

智慧工地标准的编制起到了
行业引领的导向作用，能够
引导厂商、集成商、总包方
、建安单位、监理、业主在
施工数据领域凝聚共识，统
一标准，专注业务，提高效
率，因此，编制标准的选择
紧密结合国家对于核电工程
质量管理提升的需要，参照
国家信息技术相关国家标准
、各集团智慧工地企业标准
，结合各家核电集团智慧工
地运行经验进行编制。

做好顶层设计

数据与接口规范要真正指导
各家业主单位智慧工地的数
据与接口落地奉行，需要广
泛征求行业厂商、集成商、
建设单位、施工方的意见，
并充分吸纳与动员各参编单
位贡献力量，本规范拟动员
主要设备厂商、集成商、业
主单位共同参与编制。

依靠组织，充分动员 发挥专长，各司其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