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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基础设施公共安全监测通用技术规范》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我国城市基础设施规模巨大、类型多样，分布集中，一

旦发生风险事件，易引发次生衍生事故，造成较大的人员伤

亡、经济损失及恶劣的社会影响。 

2015 年，安徽省合肥市依托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

院（简称“清华合肥院”）率先在全国启动城市生命线安全

工程建设，运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手段，搭建城市

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平台，实现对城市基础设施的全面监

测、动态体检、早期预警和高效应对，形成城市生命线安全

工程“合肥模式”。在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的指导下，清华合肥院牵头编制省地方标准《城市生

命线工程安全运行监测技术标准》，指导“合肥模式”向全

省推广，并取得显著成效。 

2021 年 9 月 24 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在安徽省合肥

市召开城市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工作现场推进会，总结交流推

广城市安全工作经验做法。2023 年 5 月 11 日，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在安徽省合肥市召开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

工程现场会，提出在深入推进试点和总结推广可复制经验基

础上，全面启动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为推进城市

生命线业务在全国范围推广应用，需从国家层面制定标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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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设计、建设、运行、维护等工作。 

2023年 12月 28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达了 2023

年第四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国标委发〔2023〕63 号），

国家标准《城市基础设施公共安全监测通用技术规范》正式

立项，计划号为 20232467-T-469。该项标准由全国公共安全

基础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351）提出并归口，由清华

合肥院牵头，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

究总院有限公司、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等单位参与

研制。 

2.制定背景 

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升，城市规模持续扩大，根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 年城镇化率已达到 65.22%。城镇

化加快导致城市功能结构日趋复杂，生产生活空间高度关

联，各类承灾体暴露度、集中度、脆弱性大幅增加，安全风

险不断增大，燃气爆炸、桥梁垮塌、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

城市基础设施安全事故频发。同时，随着人口大量流动、产

业高度集聚，城市基础设施安全风险呈现新的特征：灾害耦

合、事故连锁、风险叠加、损失放大等，需要对城市基础设

施公共安全进行监测，跨部门、多行业开展系统性、综合性

风险联动防控。 

在标准方面，目前的城市基础设施安全监测标准主要针

对单类基础设施，且多为行业和地方标准，不足以指导全国

开展综合性的风险防控工作，亟需制定国家标准规范指导各

地城市基础设施安全运行监测工作，提升风险的全面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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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预警和联动响应能力。 

3.起草过程 

（1）资料收集。2022 年 1 月－6 月，调研国内外城市

基础设施安全监测相关领域的法律、法规、标准及研究文献，

并针对城市基础设施安全监测的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深入

剖析，形成推荐性国家标准项目建议书及标准草案。 

（2）立项论证。2022 年 7 月 9 日，全国公共安全基础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委员和专家对标准草案进行立项研

讨，同意通过立项评审；2022 年 7 月中旬完成标准草案修改，

提交国标委立项。 

（3）立项评估。2023 年 2 月 17 日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国家标准技术审评中心组织召开推荐性国家标准立项

评估会，对标准草案进行了立项评估。 

（4）标准立项。2023 年 12 月 28 日，国家标准化管理

委员会下达该推荐性国家标准制订计划。 

（5）编制启动。2024 年 2 月 2 日，在北京召开了标准

编制启动会，会上专家组针对标准草案的框架结构及相关内

容展开深入研讨，提出改进意见。 

（6）征求意见。2024 年 7 月 21 日，在北京召开了标准

征求意见会，专家针对标准具体内容进行了研讨并提出了意

见建议。会后，起草组结合专家意见进行了修改，形成了征

求意见稿，开始征求意见。 

二、国家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确定依据 

1.标准编制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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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编制过程中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一是标准的编制符合 GB/T 1.1 的规定。 

二是坚持相关标准唯一性原则。涉及到国家、行业已有

相关标准的一律遵循并引用。未涉及部分则根据实际情况，

在符合国家标准一致性的基础上进行编制。 

2.主要内容与确定依据 

标准主要分为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总

体要求、监测对象分类、监测流程和方法、监测网络建设、

工程数据库建设、监测系统建设、运行监测中心建设、监测

预警与联动响应、持续改进，总共 12 章，并包含 1 个规范

性附录，具体包括： 

（1）范围 

规定了城市基础设施公共安全监测的内容及适用范围。 

（2）术语和定义 

提出了“城市基础设施、城市基础设施公共安全监测、

重要场所、风险评估、工程数据库、报警、预警”七项术语

及定义。 

（3）总体要求 

提出了城市基础设施公共安全监测的总体性要求。 

（4）监测对象分类 

城市基础设施公共安全监测对象分为城市基础设施监

测对象、重要场所监测对象、其他监测对象 3 类。 

（5）监测流程和方法 

城市基础设施公共安全监测流程包括风险评估、监测网



5 

络建设、工程数据库建设、监测系统建设、运行监测中心建

设、监测预警与联动响应、持续改进等。本章同时对风险评

估、风险监测分析方法进行了规定。 

（6）监测网络建设 

监测网络建设包括监测布点、监测指标和监测设备的确

定。 

（7）工程数据库建设 

城市基础设施工程数据库应全面覆盖城市基础设施生

命周期内的各类数据，包含城市基础设施数据、国土空间地

理数据、社会资源数据、物联感知数据等。 

（8）监测系统建设 

监测系统由监测感知层、网络传输层、数据服务层、应

用系统层和前端展示层构成。 

（9）运行监测中心建设 

运行监测中心应具备与经营规模和防范风险相适应的

物理场所和人员配备。 

（10）监测预警与联动响应 

监测预警与联动响应工作流程包括数据预处理、监测报

警、预警分析和预警响应等。 

（11）持续改进 

对城市基础设施公共安全监测的监测流程和方法进行

总结优化，提高风险评估的精准性、监测网络的拓展性、工

程数据库的完整性、监测系统的安全性及监测预警的时效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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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附录 

通过技术研究、市场调研、专家研讨等方式提出了城市

基础设施公共安全监测对象及监测指标要求。 

三、预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1.经济效益 

标准可以指导城市基础设施公共安全监测工作，通过实

时监测和早期预警，能够及早发现并处置风险，避免事故发

生或降低事故的后果严重性，大大降低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

和财产损失。 

2.社会效益 

通过及时预警和处理风险，能够有效保护居民的生命、

财产安全，能够提高居民的生活舒适度和满意度，同时增强

公众对城市管理的信任度，提高社会的稳定性。 

3.生态效益 

城市基础设施公共安全监测、预警，避免或降低了因城

市基础设施事故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另外可以优化

城市基础设施管理，支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四、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 

关于城市基础设施运行监测技术的相关标准规范，国际

标准不多，基本聚焦在基础设施的信息化建设和管理方面，

例如 ISO 发布的《安全与韧性 应急管理 危险性设施监测指

南》（ISO 22326:2018）、《信息技术 智慧城市数字化平台参

考架构 数据与服务》（ISO/IEC 24039:2022）、《智慧城市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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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 数据交换与共享指南》（ISO 37156:2020）等。英国

标准学会发布的《监控和报警接收中心》（BS EN 50518:2019）

也仅在监测和警报接收中心建设的技术要求方面做了规定。 

国内标准多为针对地下管网和桥梁等单类基础设施日

常行业管理需要的监测技术或监测系统方面的规定，如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行业标准《城镇供热直埋热水管道泄漏

监测系统技术规程》（CJJ/T 254-2016），对城镇供热直埋热

水保温管道泄漏监测系统的设计、施工、调试、验收、运行

与维护进行了规定；交通运输部发布的行业标准《公路桥梁

结构安全监测系统技术规程》（JT/T 1037-2016），对公路桥

梁结构安全监测数据的采集、传输、处理与管理、分析与安

全预警及评估等进行了规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和质量监督

检验检疫总局联合发布的国家标准《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监测

技术规范》（GB 50911-2013），对城市轨道交通新建、改建、

扩建工程及工程运行维护的监测工作进行了规定。另外，各

省市也出台了城市基础设施相关监测规范，如北京市出台了

《地下管线数据库建设标准》（DB11/T 1452-2017），重庆市

出台了《地下管线信息系统技术规范》（DB50/T 849-2018），

上海市出台了《城市供水管网运行安全风险监测技术规范》

（DB31/T 1333-2021），湖北省出台了《湖北省城镇地下管

线信息系统技术规范》（DB42/T 1159-2016）和《桥梁结构

健康信息化监测技术规范》（DB42/T 1951-2023），广东省出

台 了 《 城 镇 排 水 管 网 动 态 监 测 技 术 规 程 》（ DBJ/T 

15-198-2020）等。以上规范多为对单类基础设施监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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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建设和管理方面的规定，对城市基础设施公共安全监

测的综合性通用技术缺少相关规范说明。安徽省在全国率先

开展了城市基础设施安全运行监测工程应用，2021 年 9 月发

布实施安徽省地方标准《城市生命线工程安全运行监测技术

标准》（DB34/T 4021-2021），规范监测技术指标、管理流程

和监测系统运维准则，指导全省各地市城市基础设施安全监

测的工程设计、建设、运行、维护、管理等工作。但从全国

层面来看，缺乏关于城市基础设施公共安全监测技术的相关

国家标准，指导全国城市基础设施安全运行监测的工程建

设、预警联动、监测系统运行维护管理等。 

五、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起草情况，以及引用或采用国际国

外标准情况 

未采用国际国外标准，国际国外标准主要聚焦在基础设

施的信息化建设和管理方面，在城市基础设施公共安全监测

技术方面很少。 

六、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有关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相关标准无抵触，

是对国家相关标准的有效补充。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重大分歧意见。标准起草组与多家单位及专家经过多

次研讨，积极采纳了所提出的修改建议，最终形成征求意见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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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 

九、实施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组织住建部门进行标准宣贯。 

十、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