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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信息通信领域规划思路探析
杜鹏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限公司保定分公司，河北　保定　071000）

摘　要：信息通信基础设施是支撑智慧城市各项工程建设、管理、运营及维护的基础泛在设施，是构建数字城市的重要
基础设施。能否做好信息通信领域的规划，直接影响能否打造快速、有效的城市智能服务和智能运行体系。通过科学合理的
信息通信规划全面推动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相关领域的深度融合。智慧城市是整合城市运行核心系统的
各项关键信息,实现城市的智慧式管理和运营,从而为政府、企业、居民以及社会组织提供更高效的服务,促进城市的高效、智能
和可持续发展。多行业、多部门协同将信息通信基础设施纳入城市规划体系，与交通、电力、市政管线、环境配套等专项规划
进行充分衔接，信息通信规划是建设智慧城市的必要过程，同时也是促进其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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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智慧城市是整合城市运行核心系统的各项关键信息，实

现城市的智慧式管理和运营，从而为企业、居民等提供更高的

服务，促进城市的高效、智能和可持续发展[1]。多行业、多部门协

同将信息通信基础设施纳入城市规划体系，与交通、电力、市政

管线、环境配套等专项规划进行充分衔接，信息通信规划是建设

智慧城市的必要过程，同时也是促进其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1　智慧城市信息通信规划的指导理念 
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深化

信息化与城市发展的融合应用为主线，按照规划区域协调融

合、绿色智能、宜居宜业的定位要求，建设“高速、泛在、融

合、安全、智能”的智能基础设施，打造全球领先的信息基础

设施品质和能级，满足用户对“大带宽、低时延、广连接、智能

化”的发展需求，使信息通信成为智慧城市创新发展、高效运

行的重要基石[2]。 

2　智慧应用在信息通信领域的需求分析 
智慧城市智慧应用建设需求主要包括城市治理、社区生

活、产业服务、公共服务等方面。 
(1) 城市治理：具体包括市政、交通、应急响应、城市管理

等方面的信息化建设需求。(2) 社区生活：具体包括居家服务、

社区生活、社区养老等方面的信息化建设需求。(3) 产业服务：

具体包括物流、创新创业等方面的信息化建设需求。(4) 公共

服务：具体包括政务、医疗、文化教育、无人驾驶等方面的信

息化建设需求。

智慧应用规划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 从规划建设角度考虑，将着重研究对于城市空间与公

共设施有一定要求的智慧应用，比如智慧市政、智慧交通、无

人驾驶、智慧物流、智慧能源等。 (2) 从与上级平台或其他区

域的互联互通角度考虑，部分智慧应用有专网建设需求，比如

智慧政务、智慧教育、智慧医疗等。 (3) 对于其他以软件功能

为主的智慧应用，需要充分考虑其对于规划区域内数据中心以

及边缘计算等资源的需求[3]。

3　信息通信领域专项规划原则 
3.1　承接总规，韧性留白 

以总体规划为指导，近中远期结合，以近中期规划为重

点，对规划区域信息通信基础设施未来发展进行规划，同时加

强与其他专项规划的衔接，统筹建设，为未来规划区域发展的

不确定性留有弹性空间与调整余地。 
3.2　瞄准未来，创新示范 

基于未来城市发展的预设，以创新驱动为发展基点，坚持

理念、制度、技术、产业创新，优化传统建设模式，统筹考虑

信息通信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和资源预留，将规划区域打造

成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典范，突出绿色低碳、循环利用、智能

创新技术在基础设施中的应用，集中推进城市智能基础设施系

统，引领智慧城市发展，形成示范带动效应。 
3.3　以人为本，注重实效 

传承礼序营城、灵动自然的传统理念，突出为民、便民、

惠民服务，推动创新城市管理和公共服务方式，向城市居民提

供广覆盖、多层次、差异化、高质量的公共服务，避免重复建

设、轻实效。 
3.4　因地制宜，确保实施 

应根据规划区域定位、空间规划布局，以规划区域长期发

展需求为基础，处理好近期建设成本、远期经济和社会效益的

关系，切实推进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合理布局和同步建设，建设

规模和技术选择适度超前，确保智慧城市有序发展[4]。 
3.5　集约共建，绿色节能 

应遵循集约化原则，加强行业间合作，充分开放市政设施

和公共设施等资源用于信息通信设施建设，实现区域内信息

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坚持绿色发展，采用适宜的节能环保技

术，融入绿色节能理念，与城市景观、自然资源相辅相成、和

谐共生，确保可持续发展（详见表1）。 

4　智慧城市信息通信领域的规划目标 
应基于智慧城市逻辑分层框架，重点关注平台设施、信息

通信网络等对基础设施层的要求[5]。 结合城市开发要求，与规

划区域的地下地上城市空间相结合，提出如图1所示的物理分

层框架，即以块数据和边缘计算为中心，构建覆盖地下地上各

类智慧应用场景的感知设施和网络设施，形成与城市空间融合

共生的智慧化数字网格单元（详见图1）。

图1　智慧化数字网格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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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基于上述总体框架，以全域立体安全感知、泛在智能网络

互通、城市中枢数据大脑承载全景智慧应用服务为目标，全力

打造共享、融合、绿色、智能和有温度的信息通信基础设施，

推进前沿信息技术与城市建设、社会治理、经济发展、居民生

活深度结合，构建人、机、物三元融合的“城市智能生命体”。 
统一规划、统一协调、统一推进，实现智慧城市规划发展

“一张图”，同时结合区域信息化建设特点，分级管理，积极探

索创新规划模式，深化共建共享，重点推动实现通信设施与市

政设施的高度融合，最终建立全面整合、共享的长效规划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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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设备的运行调试要点解析
低压电气安装操作往往会体现出一定的系统性和复杂性，

需要各项工序的协调配合，同时还需要利用大量的作业技术，为

了保证整个工程会取得良好的应用效果，我们一定要对所使用

的运行技术设备进行科学合理的调试，通过有效的调试，能够更

好地发现低压系统工程存在的不足，然后能够采取有效的技术

进行解决，保证运行设备都能够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和产值。

3　结论
当前建筑内部的电气低压工程要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此项项目的有效发挥，能够让建筑工程质量得到进一步的保

障。所以说我们有科学合理的把控要点内容，根据实际情况作

出全面的分析与运用，让整体安装变得更加的快捷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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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集约建设模式建议

分类 专业划分 信息通信设施 建设模式建议

公用通信设施

移动通信网络

宏基站
将宏基站建设同步融入到城市建筑设计中，实现“一站一设计”；不同系统

制式主设备、天面由运营商自建，配套设施统一建设、集约共享

微基站
开放市政灯杆、井盖、垃圾站、公交车站等市政设施，将微基站与市政设施

融合建设

室内分布系统 统一建设、集约共享

公益 WLAN WLAN AP
政府引导，由运营商或专业第三方公司统一建设；AP 可结合灯杆等市政设

施融合建设

信息通信管线

光缆及交接箱
建设“一张光缆网”，承载公用通信、有线电视、信息化专网、以及智能城

市的各项智慧应用

信息通信管道

结合市政综合管廊 \ 浅埋沟同步建设，其他道路上的直埋管道、引入管道、

小区配线管道、智慧灯杆 / 合杆配套管道等统一建设、集约共享，满足各类

业务的光缆敷设需求

用户驻地网 驻地网内管道、光纤、设备间等 开发企业统一建设一张驻地网，满足多家电信运营企业共享使用的需求

信息通信机房 / 网络

DC 机房
汇聚机房、接入机房、小区机房

设备空间各家相互独立，机房电源、空调、消防等配套设施统一建设、多家

共享，满足信息通信网络转发、边缘计算等需求

数据中心
由运营商或专业第三方数据中心企业建设，满足城市大脑、智能城市的计算、

存储等需求

广播电视网络
有线电视 小区入户随用户驻地网集约化建设

NGB-W 随移动通信宏基站集约共址建设

智慧感知设施
交通、能源、市政、

物流等
视频监控、定位等各类感知设施 结合具体应用场景，与市政设施融合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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