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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物联网三层架构模型 



图2物联网技术体系框架 

图3 全国的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物联网技术应用管理体系框图 

   一、物联网技术及其标准化进程 

   物联网是利用条码、射频识别、传感器、全球定位系统、激光扫描器等各种信息传感设备，按约定协议，将物与网连接，实现信息管理的

一种网络。物联网由感知层、网络层、应用层构成（如图1）。感知层承担信息的采集，网络层承担信息的传输，应用层完成信息的分析处理和

决策。 

   物联网是一个新概念，但并不是一个新技术。它是现代信息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出现的一种聚合性应用与技术提升，是将各种感知技

术、现代网络技术和人工智能与自动化技术聚合与集成应用，使人与物智慧对话，实现了人与物、物与物的融合，使人类对客观世界具有更透彻

的感知能力，更全面的认识能力，更智慧的处理能力。 

   物联网发展的关键在于应用，而标准的缺失正是制约物联网应用的瓶颈。物联网建设和发展必须坚持标准先行，才能真正地实现互联互

通，做到信息共享和服务共享。 

      2010年初，工信部电子标签标准工作组、全国信标委传感器网络标准工作组、全国智标委、全国工业过程测量和控制标委会等16家相关标准

化组织倡议成立了“中国物联网标准联合工作组”。 

  《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颁布后，2010年11月9日，国家标准委和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准成立了国家物联网基础

标准工作组；2011年3月成立了物联网系统结构、物联网标识和物联网信息安全三个标准项目组。国家物联网基础标准工作组和项目组的成立为

下一步启动环保行业、智能家居、智能城市、智能交通、农林业五个试点领域的应用工作组奠定了基础。 

   基础标准工作组和标准项目组为应用标准工作组提供共性标准，提供共享产品标准。通过逐步分离物联网应用的共性技术特点和应用特殊

要求，在共性分析基础上定义模块化标准，从而实现以“共性平台＋应用子集”与“基础支撑标准＋应用领域标准”的方式构建的物联网标准技

术体系。标准和应用相互支持，相辅相成，示范工程和标准化共同推进。 

   物联网技术体系框架如图2所示。其中，基础平台标准主要是针对不同传感网应用的共性特征和技术要求，建立系列标准化功能模块和条

目。行业应用是基于共性平台标准再选取不同标准功能模块进行组合，结合该领域原有的标准体系，最终形成完整的系统解决方案。 

     二、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物联网技术应用管理体系 

   文物藏品是人类历史文化的宝贵遗产，它在历史见证、传承、再现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是文博单位收藏、陈列、研究、展出的物

质基础。我国有数量众多的文物保护单位和馆藏文物，现今博物馆、展览馆、美术馆已成为对外展示地方经济、历史文化的重要窗口之一。但是

文物保护的形势仍十分严峻，一些地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淡薄，重申报、重开发，轻保护、轻管理的现象比较普遍；少数地方对世界文化遗



产进行超负荷利用和破坏性开发，存在商业化、人工化和城镇化倾向，使世界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受到损害。其中，既有来自人为的毁坏

也有自然的作用。在人为因素中，包括负有保护责任的政府和科技界的失误与力量不足。特别是科学监控和安全防范措施的严重滞后，缺乏科学

有效的监控体系，使非法交易诱发的盗掘古墓葬、盗窃乃至抢劫田野石刻、佛教造像等活动屡禁不止，造成不可移动遗产被破坏和肢解，可移动

的各类器物或流失海外或被个人非法占有，使国家蒙受巨大损失。如何提高文物保护的技术含量，提高文物保护的质量，加强对这些具有极大价

值的文物的保护，是摆在各级文物部门面前的重要而迫切的任务。各文博单位，特别是既承担着重要国保单位保护管理，又有可移动文物的单

位，除了要进一步贯彻实施《文物系统博物馆风险等级和安全防护级别的规定》和《文物系统博物馆安全防范工程设计规范》外，应把人防、物

防、技防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是做好文博安全工作的可靠保证。文物保护对其的技术要求也越来越高，在这样一种客观实际情况下，物联网技

术与文物保护的有机结合，就有了广泛的市场空间和前景。 

   为了更好地建设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物联网，必须尽快完善全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网络体系的基础设施，搭建全国世界文化遗产基础信息网

络，建立世界文化遗产管理动态信息和预警系统，提高预防风险的等级以及能力，形成以预防为主的保护模式。而做到这一切的基础是建设完善

的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物联网技术应用管理体系。针对物联网技术要素和我国文物保护管理现状，按照顶层设计的原则从文化遗产保护对象体系、

风险评估体系、技术支撑体系、法规标准体系、认证评估体系和服务产品体系等若干方面着手建立全国的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物联网技术应用管理

体系。见图3。 

   其中，①保护对象体系：针对分布广泛的文化遗产的分类、统计和管理，建设翔实的文化遗产信息数据库；②风险评估体系：从文物所处

的环境、文物的材质特点、保护的可实施性等入手针对不同的文化遗产建立风险评估机制；③技术支撑体系：结合先进的计算技术、现代自组网

及无线通信技术，实现对文物保存环境参数的实时监测、自动采集、环境监测的实时化、网络化及智能化的科学监控和安全防范等支撑技术和标

准；④法规标准体系：制定面向基层文物保管单位倾斜的各项政策，以及日常文物保养工作的配套政策，开展相关技术标准和工作规范的专门研

究和编制；⑤认证评估体系：依据各项相关规定和技术标准，对文物保护设备、系统、管理等方面开展综合评估与认证；⑥服务产品体系：建立

健全文物保护的配套服务产品标准。 

三、建议 

  1）标准是物联网规模发展的前提，物联网应用在不同行业时，面临最急迫的问题就是统一技术标准和体系，在文物保护领域也是如此。为

了可以切实地将物联网技术应用到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建议在文物保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下成立物联网应用分委会，与已成立的国家基础标准工

作组相互配合，成为物联网的典型行业应用。通过该分委会，将文物保护中涉及的物联网相关技术与应用的标准化工作统一归口管理，紧紧围绕

物联网产业与应用发展需求，协调一致、整合资源，共同开展物联网技术的研究，建立健全文物保护领域的物联网标准体系，同时积极参与相关

国际标准的制定，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物联网产业协调发展大局，满足国家信息产业总体发展战略要求。 

  2）与国家发改委等中央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部门安排的物联网应用示范项目相衔接，选择一批具有文化遗产保护物联网应用特点的关键技

术进行攻关和示范推广应用，以适应中国地域辽阔、文化遗产种类繁多、所处环境差异较大、存在问题不同、保护对策不同、保护任务艰巨宏大

的实际，调动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调动各行业、各部门保护文化遗产的积极性。 

  3）发挥研究院所和高校等国家级科研机构引领作用，通过任务、编制、经费等各种政策支持，加强共性技术和行业应用基础平台建设。包

括标准体系研究和关键标准研制、标准测试验证平台和博物馆物联网应用服务平台建设等，充分发挥科研机构在科技创新中的关键作用。 

  4）在文化遗产保护系统各单位专家和科技力量基础上，充分调动全国与物联网产业链和技术链相关的测量控制、网络通信、计算机应用、

管理科学等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的人才、技术。依靠重大课题项目和工程化示范，培养中国文化遗产研究和保护的专家队伍。 

 (2011年7月15日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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