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团体标准

《智慧化工园区支撑平台建设规范》送审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背景

在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化工园区工作委员会的指导下，国家标准

GB/T 39218-2020《智慧化工园区建设指南》的发布为各地化工园区智慧化建设

相关工作的开展提供了重要依据。

园区信息化建设是一项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的系统性工程，智慧化工园

区建设可以有效推动化工园区绿色、低碳、循环和高质量发展，数据能够汇聚、

基于数据产生智能，实现持续的数字化运营。在一些园区已逐步建立起安全生产

管理系统、环境管理系统、应急管理系统、封闭化管理系统等业务系统，这些业

务系统建设时间不一，建设标准不一，建设效果良莠不齐，信息化建设逐渐呈碎

片化发展，极易造成业务部门之间、业务系统之间形成数据和业务壁垒。手握大

量信息化系统和数据，却无法互联互通，数据交换靠单向集成或线下传递，系统

同质化建设，支撑性功能重复搭建的情况比较普遍。

因此，在智慧化工园区的建设过程中，需要考虑构建一个一体化的支撑性平

台，提供连接、集成和一系列业务支撑能力；同时，已经存在和未来新建的业务

系统，也将通过该平台能力，将数据和业务流程运行在平台之上，不再有应用的

孤岛，为园区管理一盘棋，业务建设一体化打下坚实基础。

2.任务来源及起草人

2022 年 1 月，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将《智慧化工园区支撑平台建设

指南》列入至年度团体标准项目计划，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标准化工作

委员会归口。

2022 年 3 月《智慧化工园区支撑平台建设指南》组建标准编制组，开展标

准编制工作：



参加单位 主要工作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

会化工园区工作委员会
负责标准编制工作的总体把关、组织协调。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负责标准大纲编制、总体技术架构、系统安全章节

编写，提供信息基础资源、通用支撑平台和应用支

撑服务章节的编制思路，以及全文统稿等工作。

正元地理信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负责通用支撑平台章节编写，提供总体技术架构编

制思路。

浙江航天恒嘉数据科技有

限公司

负责应用支撑服务章节编写，提供总体技术架构编

制思路。

国家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

区(连云港徐圩新区)
负责建设原则节编写，提供园区智慧化建设经验。

漳州古雷港经济开发区智

慧办
负责物联网平台章节编写。

江西工研院 负责运行维护章节编写。

泰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负责信息基础资源章节编写。

3.主要工作过程

（1）2022 年 1-3 月，收集制定标准所需的国家有关政策文件、法律法规以

及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地理信息、视频监控管理、融合通信等相关技术标

准。

（2）2022 年 4 月 13 日，项目组召开标准启动会，围绕标准的定位、技术

架构目录大纲等方面展开讨论。标准定位方面，在“建设原则”章节应充分考虑

管委会的诉求，与《智慧化工园区大数据中心建设指南》及当前在编标准的关系。

技术架构方面，做好分层处理，确定每个层级的功能及相互关系。确定标准大纲，

并做标准章节分工。

（3）2022 年 5-7 月，根据编制分工进行各章节内容的编制，并进行统稿。

（4）2022 年 7 月 20 日，针对第一轮合稿讨论，进一步明确通用支撑平台、

应用支撑服务、集成平台的定义。针对数据集成、物联网基础服务、视频监控管

理、视频监控系统管理、人工智能算法服务、融合通信平台、位置定位服务等章

节中的条款进一步讨论，明确其功能以及行文方式，使其更适应化工行业的要求。

（5）2022 年 8 月，根据合稿讨论的问题进行修改，形成第二轮标准文稿。



（6）2022 年 8 月 25 日，针对《智慧化工园区支撑平台建设指南》与《智

慧化工园区大数据中心建设指南》及在编的 5个业务应用类标准的衔接关系进行

讨论。《智慧化工园区支撑平台建设指南》包含大数据平台模块，对其建设要求

指向《智慧化工园区大数据中心建设指南》标准；5个应用类标准的架构图中，

支撑平台模块可以不再展开描述，指向《智慧化工园区支撑平台建设指南》标准。

支撑平台标准要对这几个应用标准里关于支撑平台的描述进行提炼，纳入本标准

中，供应用类标准引用，并形成第三轮标准文稿。

（7）2022 年 10 月 9 日，联合 5 个应用标准的主笔单位，讨论大数据中心

和支撑平台两个标准之间的关系，并对标准内容条款进行逐条讨论，进一步明确

两个标准之间的关系以及内容边界、与业务应用类标准的衔接关系。《智慧化工

园区支撑平台建设指南》的内容是对支撑平台对象提出具体的建设要求，更符合

GBT 20001.5-2017《标准编写规则 第 5 部分：规范标准》的标准制定规则，经

标准编制组全体讨论，一致同意将标准名称改为《智慧化工园区支撑平台建设规

范》。

（8）2022 年 11 月-12 月，本标准在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官网进行公

示，共收到 19 条征求意见。

（9）2023 年 2 月针对征求意见进行修改，形成送审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和依据

1.编制原则

（1）原则性：标准的编制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标准法实施细则》、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的

结构和起草规则》及相关法规的要求进行。

（2）适用性：根据我国化工园区发展的实际情况，结合我国现行法律、法

规及相关政策要求，制定适用性强的智慧化工园区支撑平台的技术架构、通用支

撑平台、应用支撑服务等。

（3）先进性：本标准依托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

息技术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发展，采用了统一的技术架构，按照一套信息基础设施、

一个支撑平台、多个应用的总体架构建设，为实现业务全贯通、数据全融合、化



工园区持续运营、高效运维、安全保障提供指导，填补了国内关于智慧化工园区

支撑技术标准的空白。

2.主要内容

1）明确标本标准的范围，规定智慧化工园区支撑平台的建设原则、总体技

术架构、信息基础资源、大数据平台、通用支撑平台、应用支撑服务、系统安全、

运行维护等方面的技术要求。适用于智慧化工园区支撑平台的规划设计、部署实

施和运行维护。

2）给出智慧化工园区支撑平台的技术架构，包含信息基础资源、通用支撑

平台、应用支撑服务、系统安全、运行维护等内容。

3）信息基础资源：提出智慧化工园区支撑平台采用开放、开源的主流技术，

构建物理分散、逻辑统一、灵活易扩展的计算、存储、网络资源，屏蔽底层硬件

异构性和组网的复杂性，为支撑平台和业务应用提供运行所依赖的软硬件环境。

可以灵活选择私有云、公有云、混合云、云边协同等部署形式。

4）通用支撑平台：包含集成平台、大数据平台、物联网平台、GIS 平台、

人工智能平台、视频管理平台、融合通信平台等能力，可以根据化工园区业务需

求灵活选择部署。支持在统一的技术架构下不断演进，吸纳补充新的技术模块。

5）应用支撑服务：提供统一的事件服务、位置定位服务、文件服务、消息

服务、身份认证服务、标识解析服务、开发支撑服务等能力，将通用支撑平台的

能力以服务化的形式提供出来，直接为化工园区业务应用提供支撑服务。

6）系统安全：为化工园区的网络、平台、数据、应用、终端等 IT 系统的各

个环节提供完整有效、持续稳定的安全防护能力，全面保障园区信息安全。

7）运行维护：提供完整的园区信息系统自动化运维解决方案。实现全栈监

控、集中管理，提升运维监控能力，确保园区 IT 系统稳定、可靠的运行。

3.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标准主要内容确定的依据有：《关于促进化工园区规范发展的指导意见》工

信部原[2015]433 号、《"工业互联网+安全生产"行动计划(2021-2023 年)》工信

部联信发[2020]157 号、《“工业互联网+危化安全生产”试点建设方案》应急厅



[2021]27 号、《化工园区安全风险智能化管控平台建设指南（试行）》应急厅〔2022〕

5 号、应急管理部《化工园区安全风险排查治理导则（征求意见稿）》（应急〔2019〕

78 号）、GB/T 39218-2020 《智慧化工园区建设指南》、GB/T 33474《物联网 参

考体系结构》、AII/001《工业互联网平台通用要求》等。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产业化、推广应用

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等情况

《智慧化工园区支撑平台建设规范》是立足于国内化工园区智慧化建设现状

和发展需求，提炼总结国内多个化工园区支撑平台的建设方法和实践经验的基础

上制定的。以支撑平台为统一底座建设智慧化工园区的模式，可以最大限度的发

挥数据和业务打通的优势，是数字化、智慧化建设的基本特征。

从技术层面看，提供物联网平台、地理信息系统平台、大数据平台、视频管

理平台、融合通信平台、数据集成平台等基础支撑性平台，为智慧化工园区的建

设构建可拓展的园区上层应用支撑底座。

从业务层面看，规范了应用支撑服务，支撑数据挖掘和数据治理，提升数据

价值。不仅在智慧化工园区建设项目中使用，同样也可以通过服务的方式共享给

第三方应用，优化业务水平。

从安全层面看，智慧化工园区支撑平台落实国家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等级 3

级，确保信息和生产安全。

基于支撑平台，化工园区提供智慧安监、应急、环保、能源管理、园区封闭、

智慧物流、公共服务、公用工程和移动应用等诸多化工园区专业应用，为化工园

区日常管理提供有效抓手，将原来无法看到的数据及时呈现，将原来靠临检、抽

查式的管理，交给大数据分析和 AI 来进行，尽可能地在不干扰企业生产的情况

下，将管理 7*24 小时下沉到企业，有效发现问题和各种不安全因素，逐步提高

园区管理水平。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

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



对比情况

经检索及查询，目前没有与本标准相同或类似的国际和国家标准，本标准

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行业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 GB 50174《数据中心设计规范》、GB 50395《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工

程设计规范》、GB/T 28181《安全防范视频监控联网系统信息传输、交换、控制

技术要求》、GB/T 22239《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等标

准协调一致。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行业标准作为强制性行业标准或推荐性行业标准的建议

建议本标准草案通过审查后，作为推荐性国家标准发布。

八、贯彻行业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

过渡办法等内容）

建议标准发布后，由相关部门组织宣贯活动，使化工园区了解、使用标准，

同时反馈标准使用过程中的建议和问题，为标准的修订提供基础。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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