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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目的

为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全面推进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意见》精神和《上

海市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发展“十四五”规划》、《上海市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行动方案(2020-2022 年)》相关工作要求，引导本市物联感知基础设施规范化建

设和运维，检验物联感知基础设施建设成效，特编制《新型城域物联感知基础设

施综合测评导则》（以下简称“测评导则”）。

1.2适用范围

本导则可为城市数字化转型涉及的物联基础设施部署、物联应用场景建设和

物联服务能力水平提供规范、系统的测评方法。

1.3符合性说明

上海市新型城域物联感知基础设施的测试、评估评价除应符合本导则外，还

应符合现行国家、行业和上海市相关标准和法律法规的规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GB 50137-2011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

GB 50180-2018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

GB 50513-2009 《城市水系规划规范》

GB 51286-2018 《城市道路工程技术规范》

GB/T 33356-2016《新型智慧城市评价指标》

GB/T 33474-2016《物联网 参考体系结构》

GB/T 36468-2018《物联网 系统评价指标体系编制通则》

GB/T 36620-2018《面向智慧城市的物联网技术应用指南》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

《新型城域物联感知基础设施建设导则》22版

3 测评体系架构

本导则围绕新型城域物联感知基础设施建设及应用效果，通过“完整性”、

“可用性”、“准确性”、“创新性”进行测评（简称：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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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总体架构

3.1评价指标

新型城域物联感知基础设施评价指标通过对现场测评后数据加权、量化、综

合评估结果，反映新型城域物联感知基础设施建设成果及应用效果。

3.2空间标识库

空间标识库将空间由大至小逐层分级，每级匹配相应的末端应用场景，并通

过物联感知终端与应用场景链接，形成空间与应用场景，相互映射逐层标识集合。

空间标识库使应用场景汇聚至经济、生活、治理应用领域，通过应用场景与终端

的对应关系形成终端个性化标识。空间标识库（范例）参见附录 1。

3.3体系说明

测评工作对新型城域物联感知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果（感知终端、数据与算法、

平台）进行测试、评估，通过完整性、可用性、准确性、创新性四个能力来表述

测评结果，进行加权量化，用以表述测评区域的应用领域的数字化水平。

测评分为：能力测评类（客观测试、检查、复核等）和成效评估类（访谈应

用方等）两类。



3

3.3.1 感知终端

感知终端测评主要是对现场部署、系统提供的服务类别、能力等方面进行验

证或检查，测评涉及 11项 18个子项，具体内容要求见 4.1章节。

图 3-2“感知终端”测评架构图

3.3.2 数据与算法

数据与算法测评主要对数据规范、流转过程、系统存储等方面的能力进行验

证；测评涉及 8项 13个测评子项，具体内容要求见 4.2章节。

图 3-3“数据与算法” 测评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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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平台

平台测评主要对管理平台为核心的各类软/硬件、云等工具（设备）的服务

能力评测，体现平台的智能化水平。测评涉及 7项 10个子项，具体内容要求见

4.3章节。

图 3-4“平台部分”测评架构图

4 测评内容

4.1感知终端部分

4.1.1 完整性

现场检查物联感知终端在场景中的安装情况是否符合《新型城域物联感知基

础设施建设导则》（简称建设导则）或设计文件要求。

4.1.1.1部署完整性

序号 测试项 测评要求说明

G1-C1-1 终端部署完整性

参照结合《建设导则》或设计文件的相关

要求，对物联感知终端的安装数量进行测试、

检查，对比后得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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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测试项 测评要求说明

G1-C1-1 终端部署完整性

参照结合《建设导则》或设计文件的相关

要求，对物联感知终端的安装数量进行测试、

检查，对比后得出结果。

G1-C1-2 套件部署完整性

参照结合《建设导则》或设计文件的相关

要求，对物联感知终端套件的安装数量进行测

试、检查，对比后得出结果。

1) 终端部署完整性

项目：终端部署完整性 编号：G1-C1-1

测试目的：

检查场景应用中终端部署情况满足《建设导则》或设计文件的要求。

预设条件：

物联感知终端已安装、调试完成。

测试流程：

通过检查、统计，对于涉及终端使用的应用场景，进行终端归类，并与导

则或设计文件进行比较。

类别：测试类

计分方式：符合要求的场景数/建设场景类别总数量×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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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套件部署完整性：

项目：套件部署完整性 编号：G1-C1-2

测试目的：

场景应用中套件使用情况与《建设导则》或设计文件中要求的差异。

预设条件：

物联感知终端套件已安装完成。

测试流程：

通过检查、统计，对于涉及套件使用的应用场景，进行套件归类，并与导

则进行比较。

类别：测试类

计分方式：符合要求的场景数/建设场景类别总数量×100%。

4.1.1.2业务能力完整性

序号 测试项 测评要求说明

G1-C2-1 业务功能完整性

参照结合《建设导则》或设计文件的相关

要求，对物联感知终端功能的数量进行测试、

检查，对比后得出结果。

G1-C2-2 业务逻辑完整性

参照结合《建设导则》或设计文件的相关

要求，对物联感知终端的业务逻辑进行测试、

检查，对比后得出结果。

1) 业务功能完整性

项目：业务功能完整性 编号：G1-C2-1

测试目的：

测试感知终端实现功能的完整程度。

预设条件：

物联感知终端已安装完成。

测试流程：

测试感知终端的各项功能，是否符合《建设导则》或设计文件要求。

类别：测试类

计分方式：符合要求的终端（套件）数量/总建设场景类别数量×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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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逻辑完整性：

项目：业务逻辑完整性 编号：G1-C2-2

测试目的：

测试物联感知终端业务逻辑是否符合《建设导则》或设计文件中的规定。

预设条件：

1. 物联感知终端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2. 物联感知终端处于异常工作状态。

测试流程：

物联感知终端处于正常工作状态下：

1. 现场确认物联感知终端状态数据；

2. 管理平台解读终端信息，并展示相关处置信息；

3. 展示处置信息与预设算法模型综合判定后处置信息比较确认是否一致；

与导则中内容是否一致。

物联感知终端处于异常工作状态下：

1. 核查平台数据中，对于感知终端出现异常工作情况下，管理平台解读终

端信息，并展示相应处置信息；

2. 展示处置信息与预设算法模型综合判定后处置信息比较确认是否一致，

与导则中内容是否一致。

类别：测试类

计分方式：符合要求的终端（套件）数量/总建设场景类别数量×100%。

4.1.2 可用性

4.1.2.1终端合规性

现场检查物联感知终端是否符合《建设导则》或设计文件要求。

序号 测试项 测评要求说明

G2-C1-1 终端资质合规性

参照结合《建设导则》或设计文件的相关

要求，对物联感知终端是否具有相应的资质

（检测报告、型号核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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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终端部署合规性 编号：G2-C1-1

测试目的：

物联感知终端资质符合《建设导则》或设计文件中的要求。

预设条件：

物联感知终端已安装完成。

测试流程：

核查复核物联感知终端的资质文件。

类别：测试类

计分方式：符合要求的终端类型数/总建设终端类型数×100%。

4.1.2.2部署合规性

现场检查物联感知终端在场景中的安装情况是否符合《建设导则》或设计文

件要求。

序号 测试项 测评要求说明

G2-C2-1 终端部署合规性

参照结合《建设导则》或设计文件的相关

要求，对物联感知终端安装质量进行测试、检

查，对比后得出结果。

G2-C2-2 套件部署合规性

参照结合《建设导则》或设计文件的相关

要求，对物联感知终端套件安装质量进行测

试、检查，对比后得出结果。

G2-C2-3 部署环境合规性

参照结合《建设导则》或设计文件的相关

要求，对物联感知终端部署的网络环境（无线

/有线）进行测试、检查，得出结果。

1) 终端部署合规性

项目：终端部署合规性 编号：G2-C2-1

测试目的：

物联感知终端在场景中的安装情况符合《建设导则》或设计文件中的要求。

预设条件：

物联感知终端已安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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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流程：

观察物联感知终端的安装位置、安装的方式、牢固状况，有无负面安装等。

类别：测试类

计分方式：符合要求的终端（套件）数量/总建设场景类别数量×100%。

2) 套件部署合规性

项目：套件部署合规性 编号：G2-C2-2

测试目的：

物联感知终端场景网络环境符合《建设导则》或设计文件中的要求，有无

功能缺项。

预设条件：

物联感知终端已安装完成。

测试流程：

观察物联感知终端的安装位置、安装的方式、牢固状况，有无负面安装或

功能缺项等。

类别：测试类

计分方式：符合要求的终端（套件）数量/总建设场景类别数量×100%。

3) 部署环境合规性

项目：部署环境合规性 编号：G2-C2-3

测试目的：

物联感知终端在场景中的安装情况符合《建设导则》或设计文件中的要求。

预设条件：

物联感知终端已安装完成。

测试流程：

测试物联感知终端安装空间的无线或有线环境的技术参数。

类别：测试类

计分方式：符合要求的环境点/总建测试数×100%。

4.1.2.3感知能力

序号 测试项 测评要求说明

G2-C3-1 感知成功率 触发物联感知终端，管理平台能够成功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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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测试项 测评要求说明

取感知信息。测量系统成功获取感知信息的概

率。

G2-C3-2 控制成功率

管理平台下发指令，物联感知终端能够成

功控制执行终端。测量物联感知终端能够成功

控制执行终端的概率。

1) 感知成功率

项目：感知成功率 编号：G2-C3-1

测试目的：

测试物联网系统成功获取感知信息的能力。

预设条件：

物联感知终端已安装完成。

测试流程：

测试、评估平台系统能否成功获取指定终端感知的信息。

类别：测试类

计分方式：感知成功终端数量/终端总数量×100%。

2) 控制成功率

项目：控制成功率 编号：G2-C3-2

测试目的：

物联网系统成功控制执行终端。

预设条件：

物联感知终端已安装完成。

测试流程：

测试、评估管理平台系统能否成功控制执行终端（下发指令，检查、记录

犯规信息）。

类别：测试类

计分方式：管理平台系统能够成功控制感知终端数/总测试数量×100%。

4.1.2.4在线能力

序号 测试项 测评要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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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测试项 测评要求说明

G2-C4-1 终端在线率

感知终端成功接入管理平台的比例。统计

感知终端的在线数量与系统所有终端数量的比

值。

G2-C4-2 能耗/功耗状态

在系统和终端在正常工作条件下，能读取

终端电池或能耗的数值或持续工作时间，符合

《建设导则》或设计文件中性能部分对电池状

态表述的要求。

1) 终端上线率

项目：终端在线率 编号：G2-C4-1

测试目的：

测试、评估感知终端成功接入平台的比例。

预设条件：

物联感知终端已安装完成。

测试流程：

检查管理平台过去周期内收到的上报数据的终端总数量。

类别：测试类

计分方式：感知终端在线数量/感知终端总数量×100%。

2) 能耗/功耗状态

项目：能耗/功耗状态 编号：G2-C4-2

测试目的：

测试物联感知终端能耗/功耗状态是否符合《建设导则》或设计文件中感知

终端性能部分的要求。

预设条件：

物联感知终端已安装完成且正常工作。

测试流程：

测试终端持续工作时长、能耗、唤醒时间等信息，并将其与《建设导则》

或设计文件要求进行比较。

类别：测试类

计分方式：感知终端符合数量/感知终端总数量×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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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5安全防护

序号 测试项 测评要求说明

G2-C5-1 物理安全防护

检查物联感知终端的物理安全防护能力。

现场取测试或根据建设方提供相关的第三方报

告判定，是否保障物联感知基础设施的基本安

全要求。

G2-C5-2 网络和通信安全

检查物联感知终端的网络和通信的安全。

现场测试或根据建设方提供相关的第三方报告

判定，保障物联感知基础设施的基本安全要求。

1) 物理安全防护

项目：物理安全防护 编号：G2-C5-1

测试目的：

检查物联感知终端物理安全防护情况与《建设导则》或设计文件中要求的

差异。

预设条件：

物联感知终端已安装完成且正常工作。

测试流程：

要求物理安全防护应至少包括物理位置选择、防盗窃、防破坏、防雷击、

防火、防水和防潮、防静电、温湿度控制、电力供应、电磁防护等内容。

类别：测试类

计分方式：符合要求的数量/总数量×100%。

2) 网络和通信安全

项目：网络和通信安全 编号：G2-C5-1

测试目的：

物联感知终端网络和通信安全防护情况与《建设导则》或设计文件中要求

的差异。

预设条件：

物联系统已安装完成且正常工作。

测试流程：

要求网络和通信安全防护应至少包括网络架构、通信传输、边界防护、访

问控制、入侵防范、恶意代码防范、安全审计的内容。

类别：测试类

计分方式：符合要求数/总的检查项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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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准确性

序号 测试项 测评要求说明

G3-C1-1 感知精确度

检查物联感知终端感知的精度符合《建设导

则》或设计文件中的要求。可通过现场测试、由建

设方提供相关的第三方报告，检查、复核、摘录报

告内容，物联感知基础设施产生的数据精度、测量

精度。

4.1.3.1感知精确度

项目：感知精确度 编号：G3-C1-1

测试目的：

感知终端感知信息与真实信息之间的接近程度，接近程度越高，精确度越

高。

预设条件：

物联感知终端已安装完成。

测试流程：

将感知数据上传值与真实值进行比较。

类别：测试类

计分方式：能够准确感知终端数/总数×100%。

4.1.3.2控制精度

序号 测试项 测评要求说明

G3-C2-1 系统控制能力

物联感知终端能够在指定的时间内执行管理

平台下发的命令，如时间较准等功能，保障物联感

知基础设施的时间精度、控制精度（对神经元的控

制力）。

项目：系统控制能力 编号：G3-C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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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目的：

测试感知终端能否在指定的时间内执行操作、提供功能服务。

预设条件：

物联感知终端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测试流程：

检查、测试物联感知终端（套件）应能接受、处理平台指令或者响应要求。

类别：测试类

计分方式：能执行平台下发命令的物联感知终端数/总数×100%。

4.1.4 创新性

4.1.4.1感知终端创新

序号 测试项 测评要求说明

G4-C1-1 感知终端创新
场景应用中使用了新的物联感知终端，并得到

管理方的认可。

项目：感知终端创新 编号：G4-C1-1

测试目的：

衡量物联感知终端设计与使用是否具有创新性。

预设条件：

物联感知终端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测试流程：

考核感知终端在设计及使用上是否具有创新性，例如：感知终端应用创新、

多模一体融合等。

类别：评估类

计分方式：管理方评定，可以多人多轮评价，取均值。

4.1.4.2应用场景的创新

序号 测试项 测评要求说明

G4-C2-1 应用场景的创新 物联感知终端在新应用场景上创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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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应用场景创新 编号：G4-C2-1

测试目的：

衡量物联感知终端应用场景是否具有创新性。

预设条件：

物联感知终端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测试流程：

感知终端是否能够创新使用。

类别：评估类

计分方式：管理方评定，可以多人多轮评价，取均值。

4.2数据与算法部分

4.2.1 完整性

4.2.1.1数据格式完整性

序号 测试项 测评要求说明

S1-C1-1 终端发送数据验证

物联感知终端发送的数据关键字段符合

导则要求。

参照结合《建设导则》或设计文件的相

关要求，对物联感知终端套件发送的数据格

式进行测试、检查，对比后得出结果。

S1-C1-2 终端接收数据验证

参照结合《建设导则》或设计文件的相

关要求，对物联感知终端套件接收的数据关

键字段进行测试、检查，对比后得出结果。

1） 终端发送数据验证

项目：终端发送数据验证 编号：S1-C1-1

测试目的：

物联感知终端发送数据是否符合《建设导则》或设计文件中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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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设条件：

1. 物联感知终端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2. 物联感知终端向管理平台侧（控制端）发送心跳、感知测量值、物联感

知终端编码等信息；上报信息能被控制端正确解读。

测试流程：

1. 将物联感知终端进入正常工作状态；

2. 通过触发向管理平台侧（控制端）发送心跳、感知测量值、故障、物联

感知终端编码等信息；

3. 记录相关数据，判断发送数据是否完整。

类别：测试类

计分方式：符合要求数/总的检查项数×100%。

2） 终端接收数据验证

项目：终端接收数据验证 编号：S1-C1-2

测试目的：

物联感知终端接收数据是否符合《建设导则》或设计文件中的要求。

预设条件：

1. 物联感知终端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2. 根据控制端的指令，完成远程重启、远程告警解除、时间校准等功能；

下发信息能被物联感知终端正确解读。

测试流程：

1. 将物联感知终端进入正常工作状态；

2. 能根据控制端的指令，完成远程重启、远程告警解除、时间校准等动作；

平台记录终端反馈数据是否完整，并确认。

类别：测试类

计分方式：符合要求数/总的检查项数×100%。

4.2.1.2分析算法完整性

序号 测试项 测评要求说明

S1-C2-1 算法逻辑符合率

参照结合《建设导则》或设计文件的相关

要求，对场景算法逻辑进行测试、检查，对比

后得出结果。

S1-C2-2 算法能力符合率

参照结合《建设导则》或设计文件的相关

要求，对场景算法数量进行检查，对比后得出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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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算法逻辑符合率

项目：算法逻辑符合率 编号：S1-C2-1

测试目的：

测试算法类型符合情况。

预设条件：

物联感知终端处于正常工作状态且算法能够运行。

测试流程：

测试算法类型符合数与《建设导则》或设计文件中的要求的算法类型数量

的比值。

类别：测试类

计分方式：算法类型符合数/《建设导则》或设计文件要求的算法类型数量

×100%。

2）算法能力符合率

项目：算法能力符合率 编号：S1-C2-1

测试目的：

测试算法能力的符合率。

预设条件：

物联感知终端处于正常工作状态且算法能够成功编译。

测试流程：

测试算法达成预期的数量，含功能/数量/结果达标的数量与《建设导则》或

设计文件中要求的算法总数量的比值。

类别：测试类

计分方式：算法数量/《建设导则》或设计文件要求的算法数量×100%。

4.2.1.3数据安全

序号 测试项 测评要求说明

S1-C3-1 数据防护能力

参照结合《建设导则》或设计文件的相关要

求，对数据防护能力进行测试、检查，对比后得

出结果。

S1-C3-2 数据保密性

参照结合《建设导则》或设计文件的相关要

求，对数据保密能力进行测试、检查，对比后得

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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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据防护能力

防止数据被非法授权篡改，或者篡改后能及时发现的特性。物联网系统应该

对发送的数据进行完整性保护，同时应该对接收的数据进行完整性验证。

项目：数据防护能力 编号：S1-C3-1

测试目的：

物联感知终端上传的数据完整性认证。

预设条件：

物联感知终端处于正常工作状态且能成功上传感知数据。

测试流程：

1. 物联感知终端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2. 管理平台侧（控制端）读取物联感知终端上传的数据内容；

3. 对接收的数据进行完整性认证，查验数据是否被非法篡改。

类别：测试类

计分方式：评价数据的完整性保护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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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据保密性

防止数据被非法授权访问的特性，可通过数据加密实现，物联网系统应该对

重要敏感数据进行加密。

项目：数据保密性 编号：S1-C3-2

测试目的：

物联感知终端上传的数据保密性认证。

预设条件：

物联感知终端处于正常工作状态且能成功上传感知数据。

测试流程：

1. 物联感知终端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2. 管理平台侧（控制端）读取物联感知终端上传的数据内容；

3. 查验数据是否有加密保护。

类别：测试类

计分方式：评估数据的保密、保护的能力。

4.2.2 可用性

4.2.2.1数据格式规范性

序号 测试项 测评要求说明

S2-C1-1 数据格式规范性

参照结合《建设导则》或设计文件的相

关要求，对数据格式进行测试、检查，对比

后得出结果。

数据的格式符合或满足《建设导则》附

录 1或设计文件中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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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数据格式规范性 编号：S2-C1-1

测试目的：

物联感知终端上传的数据格式符合《建设导则》或设计文件中的要求。

预设条件：

物联感知终端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测试流程：

1. 物联感知终端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2. 管理平台侧（控制端）读取物联感知终端上传的数据内容；上报信息与

标准数据格式（《建设导则》附录 1）或设计文件对比，并确认结果。

类别：测试类

计分方式：符合数量/检查的总数量×100%。

4.2.2.2算法对接完成率

序号 测试项 测评要求说明

S2-C2-1 算法对接完成率

参照结合《建设导则》或设计文件的相关

要求，对数据、算法共享能力进行测试、检查，

对比后得出结果。

项目：算法对接完成率 编号：S2-C2-1

测试目的：

平台算法能够成功编译、使用对接历史数据。

预设条件：

管理或数据平台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测试流程：

1. 在平台上，将验证数据集合作为输入数据集，导入待测算法；

2. 测试待测算法能否成功输出；

3. 管理方对以上要求的使用效果认同度。

类别：评估类

计分方式：管理方评定，可以多人多轮评价，取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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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准确性

4.2.3.1数据内容准确性

序号 测试项 测评要求说明

S3-C1-1 数据上传准确性

参照结合《建设导则》或设计文件的相关

要求，对数据上传能力进行测试、检查，对比

后得出结果。

S3-C1-2 数据流通准确性

参照结合《建设导则》或设计文件的相关

要求，对数据能力能力进行测试、检查，对比

后得出结果。

S3-C1-3 数据存储准确性

参照结合《建设导则》或设计文件的相关

要求，对数据存储能力进行测试、检查，对比

后得出结果。

1）数据上传准确率

项目：数据上传准确率 编号：S3-C1-1

测试目的：

物联感知终端数据上传过程符合《建设导则》或设计文件中的要求。

预设条件：

物联感知终端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测试流程：

1. 物联感知终端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2. 在管理平台侧（控制端）读取物联感知终端上传的数据内容；

3. 管理平台和联接网关应具备上传数据验证的能力，可在数据上报的起

始、过程或完成后对上报数据的消息封装格式、消息类型、交互方向是

否正确或合规进行验证。

类别：测试类

计分方式：符合数量/检查的总数量×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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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据流通准确率

项目：数据流通准确率 编号：S3-C1-2

测试目的：

物联感知终端数据在流通过程中具有准确性，符合《建设导则》或设计文

件中的要求。

预设条件：

物联感知终端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测试流程：

1. 物联感知终端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2. 读取数据流通后的数据内容；管理平台应具备流通数据验证的能力，对

数据流通元数据、流通日志元素是否正确或合规进行验证。

类别：测试类

计分方式：符合数量/检查的总数量×100%。

3）数据存储准确率

项目：数据存储准确率 编号：S3-C1-3

测试目的：

物联感知终端数据在存储过程中符合《建设导则》或设计文件中的要求。

预设条件：

物联感知终端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测试流程：

1. 物联感知终端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2. 读取数据存储后的数据内容规进行验证。

类别：测试类

计分方式：符合数量/检查的总数量×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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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2数据协议准确性

序号 测试项 测评要求说明

S3-C3-1 数据协议准确性
数据协议符合《建设导则》或设计文件要

求。

项目：数据协议准确性 编号：S3-C3-1

测试目的：

数据协议符合《建设导则》或设计文件中的要求。

预设条件：

管理平台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测试流程：

测试、检查物联感知终端与联接网关之间交互过程采取的会话协议，是否

符合《建设导则》或设计文件要求。

类别：测试类

计分方式：数据协议符合导则要求数量/抽测数据总数量×100%。

4.2.4 创新性

数据/算法是新型的生产资料，管理需求或应用需求，结合新的现实场景及

感知终端，通过数据/算法的赋能来实现。

序号 测试项 测评要求说明

S4-C1-1 算法创新
在应用场景中使用了《建设导致》外的算

法，并得到管理方的认可。

项目：算法创新 编号：S4-C1-1

测试目的：

衡量算法在应用场景中是否具有创新性。

预设条件：

物联感知终端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测试流程：

考核算法应用场景中实施情况，例如：多终端联合预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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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评估类

计分方式：管理方评定，可以多人多轮评价，取均值。

4.3平台部分

4.3.1 完整性

4.3.1.1平台功能完整性

序号 测试项 测评要求说明

P1-C1-1 平台功能完整性

参照结合《建设导则》或设计文件的相关

要求，对管理平台功能进行测试、检查，对比

后得出结果。

项目：平台功能完整性 编号：P1-C1-1

测试目的：

测试管理平台功能是否符合《建设导则》或设计文件中的要求。

预设条件：

管理平台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测试流程：

1. 测试管理平台是否具有对终端提供功能体现、终端管理、互联测试、能

力测试、行为测试、接口能力测试等功能；

2. 从日期、时间、数据精度、电池电量、工作状态等方面对平台体现的终

端信息进行验证，平台能正确显示终端的各种信息完整性。

类别：测试类

计分方式：功能达标或符合数/功能总数×100%。

4.3.2 可用性

4.3.2.1服务可用性

序号 测试项 测评要求说明

P2-C1-1 应用服务完成率

参照结合《建设导则》或设计文件的相关

要求，对应用服务功能进行测试、检查，对比

后得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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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测试项 测评要求说明

P2-C1-2 应用服务接入率

参照结合《建设导则》或设计文件的相关

要求，对应用服务接入情况进行测试、检查，

对比后得出结果。

1）物联应用服务完成率

项目：物联应用服务完成率 编号：P2-C1-1

测试目的：测试管理平台应用管理服务完成的数量。

预设条件：管理平台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测试流程：

统计管理平台提供的物联应用服务数量。

类别：测试类

计分方式：管理平台提供的物联应用服务数量/预期的应用服务数量×100%。

2）应用服务接入率

项目：服务接入率 编号：P2-C1-2

测试目的：测试管理平台应用服务完成的数量。

预设条件：管理平台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测试流程：

统计管理平台提供的应用服务功能数量，将其与设计要求的应用服务数量

进行比较。

类别：测试类

计分方式：平台提供的应用服务数量/预期提供的服务数量×100%。

4.3.2.2运维管控

序号 测试项 测评要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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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测试项 测评要求说明

P2-C2-1 运维管理体系

测评管理平台基础运维能力。参照结合《建

设导则》或设计文件的相关要求，对管理平台

基础运维能力进行检查，对比后得出结果。可

分为基础运维、资源层运维和云平台运维等。

项目：运维管理体系 编号：P2-C2-1

测试目的：

考核系统基础管理能力、运行管理能力和维护管理能力。

预设条件：

管理平台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测试流程：

1. 测评管理平台是否对变更或接入物联网的设备进行审核和管理等要素；

2. 测评管理平台是否对非法接入设备进行告警处理等要素；

3. 评估管理平台的基础运维能力；

4. 评估运行管理能力；

5. 评估维护管理能力。（

类别：测试类

计分方式：测评组对平台运维管理体系管理能力给予评分。

4.3.2.3平台安全防护

序号 测试项 测评要求说明

P2-C3-1 平台安全防护

平台具有安全防护能力。参照结合《建设

导则》或设计文件的相关要求，对云平台安全

防护能力进行检查，对比后得出结果。检查管

理平台是否具有安全保障体系，管理平台的安

全保障体系应实现数据安全、系统安全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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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平台安全防护 编号：P2-C3-1

测试目的：

测试管理平台对信息安全的保护能力。

预设条件：

管理平台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1. 平台设置有安全保护机制；

2. 安全管理系统正常工作；

3. 通过授权对平台进行安全访问。

测试流程：

1. 安全管理系统是否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2. 软件通过验证用户名和密码的方式来防止非法使用；

3. 软件具有密码保护策略，包括密码不得明码显示，密码修改需要确认；

4. 软件提供了安全保密等级功能，不同类型的用户可具有不同的权限。

类别：测试类

计分方式：测评组对资源管理系统的基础管理能力给予评分。

4.3.3 准确性

4.3.3.1平台呈现准确性

序号 测试项 测评要求说明

P3-C1-1 平台功能准确性

参照结合《建设导则》或设计文件的相

关要求，对平台功能实现情况进行检查，对

比后得出结果。

项目：平台呈现准确性 编号：P3-C1-1

测试目的：

管理平台呈现出的数据是否是真实数据。

预设条件：

管理平台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测试流程：

结合物联现场测评从日期、时间、数据精度、电池电量、工作状态等方面

对平台体现的终端信息进行验证，平台能正确显示终端的各种信息。

类别：测试类

计分方式：真实呈现数/总呈现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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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2平台功能准确性

序号 测试项 测评要求说明

P3-C2-1 平台呈现准确性

平台呈现的数据内容准确性。参照结合《建设

导则》或设计文件的相关要求，对平台呈现情

况进行检查，对比后得出结果。

项目：平台功能准确性 编号：P3-C2-1

测试目的：

验证管理平台应具备的功能。

预设条件：

管理平台完成部署工作，处于正常工作态。

测试流程：

1. 具体业务规则的功能测试：验证系统功能是否符合具体的业务规则与模

型的要求，验证系统的功能实现是否正确。依据需求规格说明书、设计

文档、用户手册测试；

2. 通用软件功能测试：功能分解、等价类划分、边界值分析方法等常用的

软件测试方法对系统各项功能开展测试。此类方法以需求规格说明书、

设计文档、用户手册为依据，按照测试粒度从小到大设计测试。在此基

础上，进行测试系统的健壮性、防误操作能力、数据有效性检查等。

类别：测试类

计分方式：测评组对资源管理系统的基础管理能力给予评分。

4.3.4 创新性

4.3.4.1服务智能化创新

序号 测试项 测评要求说明

P4-C2-1 服务智能化创新

评估管理平台提供的服务是否具有创新

性，能否主动、高效、安全、绿色地超出用

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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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服务智能化创新 编号：P4-C2-1

测试目的：

评估管理平台提供的服务是否具有创新性。

预设条件：

管理平台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测试流程：

测试管理平台提供的服务是否能够主动、高效、安全、绿色地超出用户需

求。

类别：评估类

计分方式：测评工作组、管理方对资源管理系统的基础管理能力给予评分。

5 评估评价体系

评估评价指标体系借鉴专家赋权、层次分析（AHP）法、模糊综合评价法等

评估模型，合理反映建设成果及能力水平。

评估评价感知终端、数据与算法、平台部分内容，由空间场景向经济、生活、

治理领域“数字化水平”归类，依据权重体系赋权，得到“新型城域物联感知基

础设施数字化水平”服务综合能力水平值。

5.1评估评价对象

“场景”是评估评价的对象，形成与终端的关联，产生现场的各类测评结果，

结合应用场景按应用服务种类的类型进行集合，汇聚、统计，最后与“数字化水

平”进行对接。具体参照 3.2空间库说明。

5.2评估评价体系架构

“新型城域物联感知基础设施数字化水平”服务综合能力汇聚统计见表 4-1，

单项评估见表 4-2。

验收类测评采用百分制，由感知终端/场景侧开始测评工作，涵盖全部的建

设内容，测评工作内容可依据《建设导则》或依据项目设计文件中的描述及要求，

权重设计需要测评小组与管理方商易确定，以便测评要素贴近、突出建设区域的

建设重点及特色项。

表 4-1 “物联应用数字化水平” 评估权重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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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权重 三级目录 权重

新型城域物联感

知基础设施数字

化水平

经济数字化 %

感知终端部分 %

数据与算法部分 %

平台部分 %

生活数字化 %

感知终端部分 %

数据与算法部分 %

平台部分 %

治理数字化 %

感知终端部分 %

数据与算法部分 %

平台部分 %

表 4-2 “物联应用数字化水平”单项评估权重表

三级目录 四级目录 权重 序号 测试项 权重

感知终端

完整性 %

G1-C1-1 终端部署完整性 %

G1-C1-2 套件部署完整性 %

G1-C2-1 业务功能完整性 %

G1-C2-2 业务逻辑完整性 %

可用性 %

G2-C1-1 终端资质合规性 %

G2-C2-1 终端部署合规性 %

G2-C2-2 套件部署合规性 %

G2-C2-3 部署环境合规性

G2-C3-1 感知成功率 %

G2-C3-2 控制成功率 %

G2-C4-1 终端在线率 %

G2-C4-2 能耗/功耗状态

G2-C5-1 物理安全防护 %

G2-C5-2 网络和通信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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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目录 四级目录 权重 序号 测试项 权重

准确性 %
G3-C1-1 感知精确度 %

G3-C2-1 控制能力 %

创新性 %
G4-C1-1 终端创新性 %

G4-C2-1 应用场景的创新 %

数据与算法

完整性 %

S1-C1-1 终端发送数据验证 %

S1-C1-2 终端接收数据验证 %

S1-C2-1 算法逻辑符合率 %

S1-C2-2 算法能力符合率 %

S1-C3-1 数据防护能力 %

S1-C3-2 数据保密性 %

可用性 %
S2-C1-1 数据格式的规范性 %

S2-C2-1 算法对接完成率 %

准确性 %

S3-C1-1 数据上传准确性 %

S3-C1-2 数据流通准确性 %

S3-C1-3 数据存储准确性 %

S3-C3-1 数据协议准确性 %

创新性 % S4-C1-1 算法创新 %

平台

完整性 %

P1-C1-1 平台功能完整性 %

P2-C1-1 应用服务完成率 %

P2-C1-2 应用服务接入率 %

可用性 %

P2-C2-1 管理平台自身基础运维 %

P2-C2-2 资源层基础运维 %

P2-C2-3 云平台基础运维 %

P2-C3-1 平台安全防护 %

准确性 % P3-C2-1 平台功能准确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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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目录 四级目录 权重 序号 测试项 权重

P3-C1-1 平台呈现准确性 %

创新性 % P4-C2-1 服务智能化水平 %

5.3数字化水平分值计算

新型城域物联感知基础设施应用数字化水平评估采用对数函数，按建设场景

数量及部署数量确定基准起评分，再与每个测评项目的测试、评估、评价得分累

计得总分。

1) 综合起评分

∑综合起评分=建设场景起评分+建设规模起评分

2) 建设场景起评分

建设场景起评分=10 × log 规模总量
20

建设场景数量 场景起评分

5 5.37

10 7.69

20 10.00

50 13.06

100 15.37

150 16.7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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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设规模起评分

建设规模起评分=log 规模总量
2

建设规模数量 场景起评分

5 2.32

100 6.64

500 8.97

1000 9.97

5000 12.29

10000 13.29

…… ……

4) 数字化水平得分

数字化水平得分=综合起评分+“经济、生活、治理”数字化水平分×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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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空间标识库（范例）

空间

(一级)

空间

(二级)

空间

(三级)
场景 终端

小区

出入口
卡口

出入口闸机管理 门禁物联感知终端

无障碍辅助

远距离感应卡

门禁物联感知终端

自动开闭门器

视频监控 摄像机

人脸识别 人脸识别摄像机

车牌识别 车辆识别摄像机

...... ...... ......

小区道路

道路

照明探测
无线调光灯管（含控制器）

红外感应器物联感知终端

无障碍辅助

远距离感应卡

门禁物联感知终端

自动开闭门器

视频监控 摄像机

地面停车区 停车管理 停车地磁物联感知终端

垃圾箱（房）
满箱预警 垃圾满溢监测物联感知终端

火灾预警 可燃气体探测物联感知终端

消防栓 水压监测 水压探测物联感知终端

消防通道 违章占道 摄像机

窨井盖 位移告警 窨井盖探测物联感知终端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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