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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关注，逐渐从文化
遗产本体，延伸到遗产所在地周边环境；从
静态的保护延伸到动态的监测管理。

我国丰富多样的历史文化遗产，对其开展精
细化管理的需求迫切。

“城市修补”推动人居环境文化特色语境下
的“人”与“遗产”再思考，如何让历史文
化遗产能够融入城市日常生活中，是其传承
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

新一代信息技术带来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
发展的新机遇。

背景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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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数据基础

建立详细记录历史文化遗产特征、历史、年
代、空间位置等信息的文字、图片、图像等
资料。

协同管理平台

根据历史文化资源位置，合理引导人口、产
业、城镇、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生态环境、
社会管理等方面的发展方向与布局重点。

遗产监测手段

对遗产本体的保存状况、核心区和缓冲区内
的自然、人为变化、周边地区开发对文物本
体的影响、游客承载量等进行日常监测。

公众沟通渠道

建立公众和舆论监督机制，介绍文化遗产和保
护知识，大力宣传保护文化遗产的先进典型，
及时曝光破坏文化遗产的违反行为事件。

信息技术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信息整合 智慧决策

利用多源数据支撑历史文化

遗产管理与运营的科学决策

多方参与
构建多方参与的历史文化
遗产保护与利用发展模式

有效整合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与发展各类相关数据与信息

信息化支撑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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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管理 动态监测

遗产状态监测

遗产周边环境监测

历史街区运营监测

……

智慧决策

规划实施评估

运营现状评估

文物保护预警

……

公众服务

遗产多媒体展示

遗产公众监督上报

遗产知识普及教育

……

遗产档案记录

专项规划查询

多部门协同管理

……

需求分析



产品框架

国际/国家/政府机构

地方运营机构

公众

信息管理

动态监测

智慧决策

公众服务

综合要素信息管理系统

互联网监测系统

物联网实时监测系统

空间信息展示系统

核心指标决策支持系统

部门业务流程管理系统

信息共享服务系统

公众参与系统



清华同衡技术创新中心的相关实践

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运营平台

历史文化保护区智能监测与管理系统研究与示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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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历程

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公众参与系统



清华同衡技术创新中心实践历程

2010

大河村史前遗址多层次考
古信息的记录和综合管理

2011

再现圆明园
-文化遗产数字化展示与体验

2014

2013

故宫萃赏楼古建精品的高精
度记录、展示和虚拟修复

历史文化名城、名村名镇调研系统

2015

中国文化遗产地图

武汉记忆地图

2016

信息管理 智慧决策 公众参与动态监测

济南明府城历史文化名城监测监管平台

圆明园西洋楼遗址动态监测

三台历史文化街区数字化综合管理平台

历史文化名街发展评价体系研究
——大数据支持下的十项活力指标

2017

历史文化保护区智能监测与
管理系统研究与示范项目

南京高淳老街及其周边地区
保护与利用提升概念性规划

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运营平台



实践案例一：中国传统村落档案管理与项目监管系统



填报用户
（如村级联系人）

管理用户
（如全国传统村落管理部门）

其他用户
（如公众、政府管理部门）

档案数据填报
页面

村落档案数据
填报

档案数据库

审核
页面

备案

公众

其他政府
管理部门

……

不合格

合格

我国传统村落分布图

实践案例一：中国传统村落档案管理与项目监管系统



传统村落档案管理与项目监管系统

项目管理 项目监管 数据统计 日志管理 标准规范 动态新闻公告 用户管理

建立项目

修改项目

上报项目

项目查询

项目审核

项目进展动态

……

……

按行政区统计

按进展统计

……

项目修改日志

项目审核日志

……

实践案例一：中国传统村落档案管理与项目监管系统



实践案例二：历史文化保护区智能监测与管理系统研究与示范项目

原
始
数
据

共享服务平台

优
化
方
案

城市数据
实验室

政府决策者

应用系统

政
策
建
议

问
题

创新应用方案 新应用系统数据分析处理智慧产业

为政府提供基于科学数据研

究与分析的政策建议

对不同数据组合进行实

验，为创新应用系统提

供思路

对现有应用系统进行数据监

控，及时修正错误，优化功能

为有需求的产业提供

相关技术和专业支持

优化政府治理

实现商业应用



实践案例二：历史文化保护区智能监测与管理系统研究与示范项目

City-grid实景布设照片City-grid 监测数据类型



实践案例二：历史文化保护区智能监测与管理系统研究与示范项目

City-grid 数据可视化平台



实践案例二：历史文化保护区智能监测与管理系统研究与示范项目

工作日与休息日人流分布 街区职住

周边地铁站点客流来源地与目的地 共享单车骑行来源地与目的地



实践案例三：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公众参与系统

武汉记忆地图 深圳负面清单/建筑地图 乌镇公众参与与协商平台 中国历史文化遗产



实践案例三：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公众参与系统

“武汉记忆地图”界面示意



实践案例三：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公众参与系统

“中国文化遗产”界面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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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信息技术对历史文化遗产精细化运营的作用

信息技术可以为历史文化遗产的精细化运营提供，工作数据基础、协同管理平台、遗

产监测手段以及公众参与渠道。

 信息技术支撑下的历史文化遗产精细化运营工作框架

精细化运营工作框架包括：向各级政府、地方运营机构以及公众，提供基于数据的咨询

服务与信息系统综合解决方案，并进行历史文化遗产的信息管理、动态监测、智慧决策

以及公众服务等具体系统建设。

 信息技术重塑“人”与“遗产”关系

信息技术通过物联网感知、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采集等手段，对历史文化遗产及其所在

环境的实时监测、历史环境中人的活动行为记录、历史文化遗产的生动展示以及公众参

与式的遗产保护监督，为重塑“人”与“遗产”的关系提供了契机。



未来展望

数字化管理

物联网监测

大数据决策

虚拟现实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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