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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技术将带来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的新时代

宋新潮 

    物联网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将新一代IT技术充分运用在各行各业之中，通过物与物、人与物之间的沟通连接，实现人类社会与物理系统的整合。目

前，在城市管理、智能交通、公共安全、智能家居、远程医疗、工业监控、绿色农业和环境监测等行业，物联网技术应用己发挥了显著的作用。物联网在文化遗产的保护

研究、展示和价值传播等方面有着广阔的应用空间，它也将引领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走进新时代。 

一、充分认识物联网技术对文化遗产事业发展的重要意义 

    进人21世纪后，信息技术革命对人们的工作模式和生活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信息技术的发展得到了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自1999年物联网的概念被正式提出后，日

本、韩国、欧盟、美国等先后启动了U-Japan, U-Korea, 欧盟I2010、美国“智慧地球”战略。2009 年，温家宝总理从调结构、促增长、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度提出了

“感知中国”战略，强调“要着力突破传感网、物联网关键技术，……使信息网络产业成为推动产业升级迈向信息社会的发动机”。目前，物联网技术己经被列人我国战

性新兴产业的核心突破领域，物联网的研发应用不仅是新兴产业培育的重要内容，而且对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促进经济循环发展，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转

升级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随着研究和探索的不断深人，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对于物联网的迫切需求己经显现出来。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 

    一是在国家需求层面。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也是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党的十七大从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高度，提出了兴起文化建设的新高潮，推动

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文化遗产保护是加强文化建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的重要方面，以物联网为代表的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让我们以一个更为前瞻的视野去思

考文化遗产保护，将文化遗产保护放在文化传统的继承、弘扬和发展，以及促进文化多样性和跨文化交流对话的更高层面予以战略部署。 

    二是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当前，文化遗产面临着各种危机和风险，稀有性和濒危性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例如风沙、环境污染引发的文物自然风化、腐蚀，洪水、地震

等地质灾害所带来的灾难性破坏，巨大的经济利益所刺激的盗掘、盗窃、走私等违法犯罪活动，以及不科学的人为干预等，时刻威胁着文化遗产的健康和安全。物联网的

用，将为文物本体、病害以及风险的监测与控制提供重要技术支持，为解决文化遗产保护领域长期以来的基础性工作薄弱、基础研究乏力、技术攻关缺乏科学数据支持等

多间题提供支撑。 

    三是在解决发展与保护的矛盾方面。由于一些地区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忽视了文物的重要价值，未能统筹考虑经济发展与文物保护的关系，拆毁文物、拆真造假的情

时有发生。此外，伴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一些开放的文物旅游点和规模较大博物馆的观众数量成倍增长，给文物保护和博物馆的运行管理带来

巨大的挑战。在这一背景下，一些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地或博物馆开始探索物联网技术在文物保护、游客安全与服务等方面的应用，以缓解观众流量对文物保护造成的巨大

压力，并从中发现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四是在提升管理能力方面。目前，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从业人员远远不能满足承担的任务需求。文物系统人员规模较小，特别是高素质的技术人员匮乏，再加之行业

基础条件设施设备落后，许多保护和管理工作难以有效实施。另一方面，保护对象千差万别、种类繁多也对管理工作提出了巨大的挑战。物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推广将实现

化遗产的管理从经验式、粗放式的管理向科学化、精细化的管理转变，全面提升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的能力和水平。 

    二、物联网技术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初步应用 

    文化遗产保护与其他行业相同，也是经过了先有物联网的应用、后有物联网的概念这一发展历程。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起，信息技术、传感技术便被引入到博物馆领

域。最初的应用大多集中在安防、消防、门禁系统等方面，后来从室内逐步延伸到野外文物保护方面，如利用传感技术来防范盗墓犯罪活动等。近年来，物联网技术的应

又进一步拓展到文物的调查、展示和遗址再现等多个领域。例如，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中国馆能够成功展出的秦桶博物馆的一号铜车马，就是源于利用物联网技术对

区环境进行了远程实时监控，为文物安全保驾护航。在实践的同时，有关物联网应用的科研探索也不断发展深入，特别是文物保护领域与相关专业技术机构开展的科研合

作，如敦煌研究院与浙江大学在洞窟微环境监测、远程无线传输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近两年来，物联网在感知层、传输层、应用层以及系统解决方案等方面取得了多项进展，应用领域越来越广。为了统筹指导和规划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物联网的发展，

2009年起，国家文物局进行了系列部署，在战略规划层面组织开展了“基于泛在网络理念的文化遗产保护信息化建设研究”；在需求分析方面，先后启动了“基于风险管理

理论的世界文化遗产监测可行性研究”和“文物建筑健康评测可行性研究”；在应用试点方面，分别在敦煌莫高窟和秦始皇兵马桶博物馆组织开展了物联网技术在世界文化

遗产地保护与管理中的应用研究，从多学科、多角度探索了物联网技术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中的应用前景。 

    为进一步推动物联网技术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发展和应用，国家文物局2011年3月在江苏无锡组织召开了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物联网建设座谈会。来自不同领域的18位

家，从不同的视角对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物联网建设予以了分析和解读，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的各种需求，展示了物联网发展的历程、物联网的应用前

景，并对物联网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建设机制提出了宝贵意见和建议。通过讨论，与会专家交流了经验，探讨了政产学研用的工作模式，共同为“十二五”期间文化遗产

保护领域的物联网建设建言献策。 

    不难预测，随着物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应用的不断扩展，其发展潜力将会被进一步挖掘；同时，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也将为物联网的发展提供更多的

业落地支撑，为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三、稳步推进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物联网建设工作 

    物联网技术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大有作为，前期的基础和巨大的需求为物联网的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我们必须进一步提高认识，明确发展思路，抓住发展机遇，才

能不失时机地稳步推进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物联网的建设工作。对此，我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进一步加强规划设计。物联网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应用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文化遗产的保护、价值挖掘与传播，博物馆、遗址的公众服务，文物、游客、硬

件设施的管理等方方面面，需要我们进行全面系统和深人细致地调查、研究与思考，要加强顶层设计，抓紧制定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物联网建设规划，为物联网建设工作有

序、高效实施提供指导和保障。 

    第二，大力加强集成创新和科技攻关。要系统梳理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物联网技术需求，对于符合行业特点、能够直接移植或稍加完善后即可应用的技术，可尽快采

用，并逐步建立应用体系；对于行业亟须但尚没有成熟适宜技术的，要根据需求、技术、文物特点凝练重点科研项目，积极争取相关部门的支持，组织集成创新和科技攻

关，实现技术上的重大突破。 

    第三，加快推进标准规划体系建设。法规、标准的建设必须放在优先位置，以防止因规范的不统一而造成的一系列问题。耍尽快成立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物联网标准工作

组，并与国家物联网标准联合工作组对接，研究制订相关技术标准与法规，为物联网的全面建设奠定扎实基础。 

    第四，积极开展试点示范工作。在不断完善规划、顶层设计的同时，根据整体需求，开展应用体系的建设，在较为成熟的领域和共性内容方面先行先试，例如风险管

理、文物保存环境的监测、安防消防、数字博物馆等。并通过试点工作，不断完善物联网的技术体系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