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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NVR2.0是面向中国核电数字核电领域三维应用的轻量化和和精细化两大三维可视化标准技术平台。

本精细化三维平台核心功能如下所列：

一.智慧工地相关工作业绩-三维平台RinVR

场景配置工具

• 包含场景管
理和场景编
辑两部分

• 主要实现场
景变换、属
性编辑、场
景树管理等
操作，同时
实现将编辑
内容的创建、
保存和读取。

流程配置工具

• 实现工艺流
程或计划的
编辑、推演，
实现流程动
画的编辑功
能

• 流程配置从
流程节点树、
Pert图、甘
特图等维度
对计划和工
艺流程进行
描述。

模型转换工具

• 负责将不同
来源的工业
设计模型、
建筑模型以
及机械模型
等转换为统
一的、轻量
化的模型格
式。包括直
接转换工具
和插件转换
工具。

模型基础操作

• 模型选择-包
括单选、框
选、选择集
等操作；视
觉操作-包括
透明、变色、
隐藏、线框
模式等操作；
剖切、测量、
人物漫游等
场景。

场景元素

• 可视化平台
构造场景的
基础单元，
主要包含：
基本体-包括
线、面、体
等基本体元
素、3D标签、
3D 面板；、
粒子系统、
相机等观察
场景。

仿真分析工具

• 提供必要的
仿真分析工
具集，主要
提供空间分
析、路径分
析、剂量分
析等功能。



项目亮点：

l 结合现场已有的设计文件和施工文件建立管线基础数据库，实

现二维数据符号化，包括厂区路网、建筑物、管线（沟、廊）

及其附件（如阀门、窨井等）

l 采用自主化平台对管线对象进行三维可视化展示和GIS分析

开挖分析

智能排管

一.智慧工地相关工作业绩-地下管线



项目亮点

• 全厂级数字化模型重建与轻量化处理

• 安全风险、隐患可视化管理

• 工单、状态报告可视化管理

• 辐射防护信息可视化管理

• 消防、应急对象可视化管理

一.智慧工地相关工作业绩-可视化生产管理平台



项目亮点：

• 采用二维纹理映射技术展示管件检测点状态分布

• 实现二回路管道测厚数据动态变化的三维可视化

呈现和统计分析
壁厚减薄速率计算

线性拟合

一.智慧工地相关工作业绩-管道三维可视化管理系统



项目亮点：

轻量化终端，网页快速访问，空间查询分析高效

一.智慧工地相关工作业绩-核岛设备定位



二、标准编制背景

2020年，国家能源局与生态环境部，发布《关于
加强核电工程建设质量管理的通知》中明确提出：

深入研究推广信息化、智能化、大数据、区块
链等新技术在核电工程建设管理中的应用，统筹建
设共享高效的信息管理平台和“智慧工地”，提高
建设项目管理信息化、智能化水平，更好保障工程
质量。

并对智慧工地提出三点具体要求：
（一） 建立现场人员识别和定位系统
（二）提高工程管理信息化水平
（三）加强重要环节和重点部位监控



规范智慧工
地运维的基
本信息

规范智慧工地各
领域运维要求

实现智慧化
的运维管理
和监测

三、标准编制主要目标

总体目标：利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对建设工程全生命周期的人员、设备、
进度、安全、质量、材料物资、场地环境和施工过程等进行集中处理，科学决
策，实现智慧化的运维管理和监测，达到智慧运维的目标。



四、标准主要章节

总体要求

智慧工地运维要求

运维基本信息

数据的运维要求

平台及网络基础设施运维要求

信息安全管理要求



五、标准主要内容-5.1总体要求

本节内容：确定智慧工地运维的相关原则，符合的相关标准和规范、运维的管理要求、
功能更新和优化要求

p一般要求

ü智慧工地运维的相关原则，符合的相关标准和规范。

智慧工地运维应满足核电集团、核电公司、业主方 、

总包方 、施工方、监理方等主体对智慧工地管理平

台的使用 

p运维的管理要求

ü智慧工地平台整体运维要求、日常管理要求，现场

实施和接入要求

p功能更新和优化要求

ü收集来自各参建方的反馈意见，分析和研发更具智

慧化的新功能，不断丰富智慧工地的应用场景



五、标准主要内容-5.2智慧工地运维的要求

本节内容：明确各参加方在智慧工地运维
中的职责，实现智慧工地信息的采集、更
新、维护、监测。

p业主方职责：

ü  人员管理

ü 机械/设备/设施管理

ü  施工环境管理

ü 安全管理

ü 应急管理

ü 视频监控

ü 工单管理

p总包方职责：

ü 人员定位、人员体征监测

ü 培训管理

ü 重点区域监控

ü 特种机械智能管理

ü 环境监测

ü 实验室管理

ü 高风险作业视频监控

实现数字化智能化工地运维

p施工方职责：

ü 人员管理

ü 机械管理

ü 物料管理

ü 质量管理

ü 安全管理

ü 视频监控

ü 绿色施工

ü 智能监测

ü BIM 可视化

p监理方职责：

ü 人员管理

ü 施工设备管理

ü 危大工程管理

ü 现场消点管理

ü 现场作业审批

ü 隐患排查治理



五、标准主要内容-5.3运维基本信息要求（1）

本节内容：确定智慧工地的基本运维信息，主要包括平台管理、工程动态、人员、设备、工程监
督、安全、质量等

p平台管理：

ü组织角色管理、系统公告、应用中心、产品中

心、菜单管理、项目菜单权限、安防监控日志、

登录日志

p工程动态：

ü项目进度、工程形象展示、工程信息、人员情

况、设备情况、安全质量管理情况、视频监控、

项目大事记

p人员管理：

ü人员基本信息管理、人员实名制采集管理、人

员闸机通过限管理、黑名单管理、安全培训、

特种作业资格、人员考勤



五、标准主要内容-5.3运维基本信息要求（2）

p视频监控：

ü全景监控、全场监控、周界管理、云台控制、

无人机接入、AI摄像机/AI视频分析、历史视频

查看

p机械管理：

ü塔式起重机管理、施工升降机管理、操作人员

管理、卸料平台管理、其他设备管理

p安全质量管理：

ü安全巡检、安全风险清单、远程隐患排查、隐

患整改、危大工程、危险源识别、临边洞口防

护监测、高支模监测、深基坑监测、烟感消防、

质量检查、事件记录、质量问题整改、质量问

题关闭



五、标准主要内容-5.3运维基本信息要求（3）

p工艺工法知识管理：

ü定义、过程、方案、路线、规程、工序管理、工材

料消耗、验证、

p试验室管理：

ü试验人员信息、劳动保护监测、设备安全管理、设

备定期维护和保养监测、危化品的存放、环境管理

的监测、废水、废气、废渣管理、试验检测报告管

理、试验检测台账管理、试验档案管理、样品管理、

试验室的质量管理、实验室人员的培训

p应急管理：

ü应急组织机构及职责、应急预案处置原则、防火措

施、防中毒措施、施工安全重点作业项目防范措施、

应急处置流程、应急救援联络电话、应急场所、应

急路线、应急指挥系统、应急监测系统



五、标准主要内容-5.3运维基本信息要求（4）

p培训管理：

ü培训的组织与管理、讲师的知识和技能管理、培训人员

信息管理、培训方案、培训计划管理、培训教材管理、

培训场所与实验室管理、培训工具与器材、培训记录

p环境监测：

ü扬尘噪音监测设备、降尘喷淋设备、车辆未冲洗抓拍

p扩展应用：

ü人员定位、人员轨迹、智能手环、车辆管理、智慧水电、

视频智能分析、项目大事记、VR全景、BIM可视化、放

射源管理、全场广播、数据统计、报警管理、集成工单

管理、物料管理、基础数据管理

p手机APP



五、标准主要内容-5.4智慧工地数据的运维要求

本节内容：利用人工智能及大数据技术自动对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形成多纬度的指标分析内容，
包含通过智能趋势分析将结果以可视图表形式呈现，对关键问题进行预警提示等

p数据展示范围：包含但不限于：项目分布

情况、所有人员在项目的分布情况、安全

隐患统计分析、危险源、危大工程、作业

许可、报警信息等

p数据展示管理

p数据范围运维管理

p标准体系运维管理



五、标准主要内容-5.5平台及网络基础设施运维要求

本节内容：确定智慧平台运维对象，应用系统及数据的运维要求，网络、设备等基础设施运维管
理要求等

p 系统运行维护：设备运行状态、设备间网络

端口转发与路由、业务数据库和应用进程等

的日常监控和运行状态监测数据的运行维护

p 优化配置：硬件设备操作系统、业务中间件

软件、业务应用系统和数据库

p 用户管理：基本信息管理、权限管理、访问

日志

p 数据更新、数据备份

p 问题处理、问题日志

p 应用系统迁移要求

p 应用系统终止要求



五、标准主要内容-5.6信息安全管理要求

本节内容：确定智慧工地信息安全以 GB/T 22239－2019《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
要求》为基础，参考其他安全相关标准，确保终端、网 络、应用、数据等全方位安全。

p一般要求

p物理环境要求

p网络安全运维要求

p终端安全运维要求

p数据安全运维要求

p数据存储运维要求

p隐私保护要求



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智慧工地运维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化工程，是实现工程管理从在线化、数字化
到智能化的技术升级，使工地可视、可管、可控、可测，实现管理升级。

标准编制的可借鉴知识较少，系统设计复杂，需要参与智慧工地工作的各协
作配套单位协同完成。

建议如下：
1、加强协会成员单位之间信息共享、沟通；
2、各标准编制单位之间规范、术语、系统、平台应该统一；
3、加强后续标准编制的集中审查，相互借鉴；
4、研究推广信息化、智能化、大数据、区块链等新技术在核电工程建设管

理中的应用，协会可组织开展相关软性课题研究；
5、协会可集中行业优势力量，统筹建设共享高效的信息管理平台和“智慧

工地运维”平台，更好服务在建工程安全质量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