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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物联网与智慧城市关键技术及示范”重点 

专项 2019 年度定向项目申报指南 

（节选） 

 

为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提出的任务，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启动实施“物联网与智慧城

市关键技术及示范”重点专项。根据本重点专项实施方案的部署，

现发布 2019 年度定向项目申报指南。 

本重点专项总体目标是：围绕网络强国战略与社会经济转型

需求，重点突破智慧城市“感—联—知—用—融”的基础理论与

关键技术，基于自主研发技术和产品构建物联网与智慧城市一体

化服务系统，在京津冀、珠三角、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等典型

城市（群）开展集成创新与融合服务的示范应用，支撑具有中国

城市特色的国家新型智慧城市分级分类示范建设，提升城市治理

能力和公共服务水平，推动我国成为智慧城市技术创新与产业应

用的全球引领者。推动物联网与智慧城市规模化发展和“三融五

跨”共享，形成完善产业生态链，使我国物联网与智慧城市技术

研究、标准规范与产业应用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申报项目由相关地方部门推荐，每个推荐渠道针对单个研究

任务限推荐 1 个项目，配套经费与专项经费比例不低于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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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研究任务要求以项目为单元整体组织申报，项目须覆盖所

申报指南方向二级标题（例如：1.1）下的所有研究内容并实现对

应的研究目标。项目实施周期不超过 3 年。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

过 5 个，参与单位总数不超过 10 个。项目设 1 名项目负责人，项

目中每个课题设 1 名课题负责人。 

1.面向不同类型城市的重大场景应用示范 

1.1 城市地面基础设施智能监测与运行保障关键技术研究与

示范（应用示范类） 

研究内容：研究城市路桥隧、交通枢纽、公众活动区域、社

区与养老机构等地面关键公共基础设施运行体征监测与辨识技术

和失效性脆弱性理论；研究关键公共基础设施大规模运行全面智

能感知技术和多维度、多元感知数据耦合技术，建立基础设施信

息库；开展城市关键公共基础设施状态规律的态势监测、风险预

测、认知反演的深度建模和解析，研究设施运行预警预报模型及

多目标智能决策技术；研究城市运行健康状态评测评价、环境监

测预警与评测评价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技术和综合评估评价体

系；构建城市关键公共基础设施运行态势预测、智能调度、快速

响应、迅速恢复的综合监测和安全管控技术体系与平台，并开展

应用示范，辅助设施智慧运维与应急防控。 

考核指标：在示范的典型城市形成路桥隧、交通枢纽、公众

活动区域、社区与养老机构等地面关键公共基础设施全面感知和

一体化防控的能力，具体包括：构建关键公共基础设施物联网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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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设备指纹库，实现物联网基础设施设备小时级无打扰清查，漏

洞扫描覆盖率大于 90%；构建基础设施千万级动态信息库，实现

不同粒度精准辨识，辨识准确率大于 90%；在示范城市构建城市

级设施运行综合监测和安全管控技术体系及平台，城市关键公共

基础设施运行监测和管控覆盖率达到 90%以上。 

1.2 面向城市群的区域生态环境智能感知技术与系统示范（应

用示范类） 

研究内容：结合地面物联网智能监测设备、公共环境数据、

卫星遥感、气象建模等地球大数据，研究区域生态环境多参数的

点—线—面感知数据的多源异构数据融合同化技术，实现高时空

精度的区域环境感知；研究多种人工智能算法与生态环境动力学

相结合的生态环境数据分析技术，实现区域典型生态环境现象与

事件的智能认知与归因，以及生态环境时空变化趋势分析、生态

环境污染精准归因与溯源、生态环境向好指数评估等；研究生态

环境数据的在线融合计算、服务组合、负载均衡与性能优化技术，

研制区域生态环境在线融合智能感知系统，实现生态环境监测网

络的构建；生成高时空分辨率的大气、水、土壤等区域生态环境

数据产品，开展区域生态环境感知与认知的应用示范。 

考核指标：支持 20 种以上生态环境参数的高密度智能监测；

构建监测数据智能质控技术体系和智能数据审核体系，确保监测

数据的准确性；卫星观测数据需包括可见光、近红外、远红外、

紫外等波段观测；建立一体化的物联网在线平台，实现按需自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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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选取不同污染参数、气象数据、卫星遥感数据等进行数据融合、

时空重建及按需自动组合人工智能分析；基于高密度监测数据，

利用混合资料同化技术，建立高精度反演模型；多源数据参数融

合的相对误差小于 15%；多源融合的生态环境参数模拟精度比传

统模型模拟精度提升 10%；生成 20 种以上高时空分辨率的气象、

大气、水、土壤等生态环境参数产品，其中三维数据产品种类大

于 10 种；示范区域内，数据精度最高分辨率≤1 米；重点大气环

境参数产品时间分辨率≤1 小时；多源数据融合感知服务系统能够

实现在线处理与服务，系统响应时间小于 5 分钟；在“资源节约、

环境友好”两型社会建设试验区开展应用示范，示范区域人口不少

于 1000 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