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niverse
Scientific Publishing

Exploration of Engineering Technology, 工程技术探索(31)2023, 5

ISSN:2737-4114(Print) 2705-1242（OnIine)

-193-

物联网技术在智慧景区建设中的应用
张 秋

福建省 南平市 353000

【摘 要】智慧景区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利用物联网技术，对景区保护管理、游客服务、旅游经营等各个方

面进行全面优化和提升。是对景区管理模式的创新和变革，通过信息化、智能化管理，实现对旅游资源的高效配置

和合理利用，最终达到降低运营成本、提高管理效率、提升服务水平的目的。本文首先对物联网技术进行简要概述，

然后分析物联网技术在智慧景区建设中的具体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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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物联网技术是一种由传感设备、数据采集处

理与控制设备组成的，以感知技术为核心，以智能分析

为手段，以协同控制为特征，实现物与物、物与人之间

互联互通。随着我国旅游经济快速增长，景区发展也进

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智慧景区建设以物联网技术为基础，

依托智慧化景区运营管理平台，不仅能够提高景区管理

效率和服务水平，同时还能有效促进旅游业的转型升级，

实现传统旅游向智慧旅游的转变。

1物联网技术在景区建设中的概述

1.1 物联网技术的定义和特点

物联网技术是指通过互联网连接和通信技术，将各

种物理设备、传感器、数据存储设备等互联互通，实现

物与物之间、物与人之间的智能化互联。物联网设备包

括射频识别（RFID）、红外感应器、全球定位系统、激

光扫描器等信息传感设备，按约定的协议，把它们连接

起来，进行信息交换和通信，可以实现智能化识别、定

位、跟踪、监控和管理。物联网主要有以下几个组成部

分：（1）感知层：感知层是物联网的最底层，包括各

种传感器、执行器、标签等物理设备。这些设备可以感

知到环境中的各种信息，例如温度、湿度、光照、压力、

声音等。（2）网络层：网络层是物联网的通信基础，

包括各种传输介质、通信协议、网关等。通过网络层，

各个物理设备可以相互通信和交换数据，形成一个统一

的网络。（3）应用层：应用层是物联网的最高层，包

括各种应用程序、云服务、数据分析等。通过应用层，

用户可以对物联网中的设备和数据进行控制、管理和分

析。（4）安全层：安全层是物联网的保障，包括各种

加密技术、认证授权、漏洞修复等。由于物联网中涉及

大量的设备和数据交换，安全问题尤为重要。

物联网技术它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1）感知能

力强。物联网技术是通过射频识别等传感器，对物体进

行信息采集和控制，具备极强的感知能力。（2）传输

距离远。物联网技术具有极强的传输能力，可以通过无

线网络传输数据，实现数据的快速采集和处理。物联网

技术将传感器安装在物体上，不仅可以提高信息传输的

安全性，同时还能有效减少信息传输的成本。（3）智

能分析能力强。物联网技术可以通过智能分析功能，实

现对物体的准确判断和定位，并利用大数据技术对物体

进行分析处理，进一步提升物体感知能力和信息处理能

力。（4）协同控制能力强。物联网技术可以实现智能

协同控制，通过多个传感器可以实现对物体的精准识别

和定位，同时还能根据物体的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智能

调节和控制。（5）应用范围广。物联网技术不受地域

限制，可以在任何物体上安装传感器，实现对物体的全

面感知，并进行信息传输和处理。

1.2 物联网技术在智慧景区建设中的意义

物联网技术在智慧景区建设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以下是物联网技术在智慧景区建设中的一些具体意义：

首先，物联网技术可以实现景区的智能化管理。通过将

传感器、监控设备等物联网设备部署在景区的各个关键

位置，可以实时监测景区的各项运营指标，如游客流量、

环境质量、设施运行状态等。这样一来，景区管理部门

可以实时了解景区的运行情况，及时作出调整和决策，

提高管理效率。其次，物联网技术可以提供更好的游客

体验。通过智能设备和传感器的应用，游客可以获得更

多的便利和个性化的服务。比如，游客可以通过手机 APP
查询景区的实时交通状况、景点的等候时间，还可以通

过智能导览设备获取详细的景点信息和导航服务。此外，

物联网技术还可以实现智能化的票务管理和排队系统，

减少游客的等候时间，提高游览效率。最后，物联网技

术可以实现景区的安全监控和应急处理。通过在景区各

个角落布置摄像头和传感器，可以实时监测景区的安全

状况，及时发现并处理各类安全问题。此外，物联网技

术还可以实现智能化的应急处理系统，如地震、火灾等

突发事件发生时，可以自动触发报警系统，并向游客发

送紧急通知，提高景区的安全性和应急响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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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智慧景区建设的概念

2.1 智慧景区建设的概念

智慧景区是指通过智能网络，对景区地理事物、自

然资源、旅游者行为、景区工作人员行迹、景区基础设

施和服务设施进行全面、透彻、及时的感知；对游客、

景区工作人员实现可视化管理；同旅游产业上下游企业

形成战略联盟；实现景区环境、社会和经济的全面、协

调和可持续发展。智慧景区建设是以物联网为基础，以

大数据为支撑，以智慧管理为核心，通过智能化手段，

对旅游资源和游客行为进行分析与决策，实现对旅游资

源和游客行为的动态监测、旅游信息的准确采集与分析

处理、旅游活动的有效控制以及景区管理的科学化和人

性化。具体来说，智慧景区建设包括 3 个层面：第一是

信息感知层，即景区的眼、耳，是指各类感知设备；第

二是信息传输层，即景区的的神经系统，以笔者从事武

夷山景区的智慧景区建设为例，通过自建骨干光缆、特

殊点位采用 WIFI、微波以及 5G 实现网络覆盖（附图一、

武夷山景区网络拓扑图）；第三是信息处理与服务层，

即景区的智慧大脑，它负责处理各类信息并提供决策支

持，构建景区智慧大脑首先要构建景区的大数据体系如：

位置数据体系、消费者数据体系、景区内容数据体系、

舆情数据体系等；其次是实现大数据可用，由数据中心

解决数据的采集、建设、分析和应用，构建各种场景下

的数据分析主题，来服务景区的生产和运营（附图二、

武夷山景区智慧大脑示意图）。

2.2 智慧景区建设的目标

智慧景区建设的目标是实现景区管理的科学化、智

能化和人性化，从而有效提升景区的管理水平，使其在

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得到持续发展。具体来说，智慧

景区建设需要达到以下几个方面的目标：第一是通过综

合信息网络平台和信息通信网络，实现对景区内的人、

物、信息等进行动态监测，并将监测结果反馈到景区运

营管理系统中；第二是通过建设智慧化管理平台和信息

处理与服务平台，实现对游客的快速识别、智能分析和

有效控制，从而使游客能够获得更好的旅游体验；第三

是通过建立健全智慧化管理体系和服务体系，使景区运

营更加科学化、智能化和人性化。

图 1 武夷山景区网络拓扑图

图 2 武夷山景区智慧大脑示意图

2.3 智慧景区建设的挑战

智慧化建设也带来了一些挑战。首先是技术挑战。

智慧化建设需要借助先进的技术手段，包括人工智能、

大数据分析等，而这些技术的应用还存在一定的风险和

不稳定性。其次是信息安全挑战。智慧化建设需要大量

的数据交互和共享，这就需要保证数据的安全性，防止

数据泄露和被黑客攻击。再次，智慧化建设还面临着管

理挑战。智慧化建设需要景区管理人员具备相应的技术

和管理能力，才能有效地运用智慧化技术提升景区的管

理效率。同时，智慧化建设也需要景区管理人员与科技

企业进行合作，共同推动智慧化建设的落地和应用。最

后，智慧化建设也带来了一些经济挑战，智慧化建设需

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包括技术研发、设备采购等，

景区需要评估投入产出比，确保智慧化建设能够为景区

带来实际的经济效益。

3物联网技术在智慧景区建设中的应用

智慧景区建设其主要包含智能监控安防系统、入园

管理系统、停车场管理系统、信息发布系统以及 GIS 系
统等。智能监控安防系统主要包括：视频采集、视频处

理和视频分析三部分，其可以实时获取景区内的环境信

息、游客数量以及实时交通等，为景区管理人员提供准

确、全面的数据信息，以便进行有效的决策和管理；入

园管理系统主要包括：游客信息采集、身份识别和门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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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验证，能够实时采集游客基本信息和旅游行为数据，

通过对游客行为数据的分析，可为景区提供精细化的数

据支持，如游客在不同时间段、不同景区的游玩行为数

据。停车场管理系统是通过 RFID 射频识别技术对停车场

的车辆信息进行采集，并通过无线网络将车辆进出停车

场的信息发送至控制中心，从而实现对停车场的实时监

控和对停车场车位、收费情况等信息的管理。信息发布

系统是一种新兴的旅游服务信息传播手段，其通过网络

将景区的即时信息、天气预报、景区最新资讯等实时发

送至游客终端，可帮助游客合理规划旅游时间。

3.1 智能监控安防系统

物联网技术在智慧景区中的智能安防系统，是指利

用物联网技术，将景区各个区域的视频监控、人脸识别、

红外测温、入侵报警等设备，进行整合，在景区数据中

心架设服务器建立基于景区 GIS 的大数据平台，通过指

挥中心监控大屏，可以实时查看各区域的情况，并可以

调用各个监控设备的视频资料，进行快速分析和处理。

3.1.1 瞭望台设置双光监控

在景区内选取合适高点建设瞭望塔安装双光监控，

每个瞭望台辐射周围约 5 公里，通过红外温感功能能快

速发现火点，实现 24 小时全天候全覆盖监控森林火情。

对视频监控扫描中发现异常如：松线虫等植物病虫害，

能够通过监控系统分析后定位出发生地点的经纬度，处

置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理，以避免灾害蔓延。

3.1.2 卡口监控

在景区进山卡口安装卡口监控，卡口监控具备人脸

识别和计数功能，对进入卡口的人员通过人脸识别分析

是否允许进出（允许进出人员白名单包括原居民、游客

以及科考报备人员，这些人员均已经在购票或报备前采

集人脸信息），对其他人员则通过喊话功能警示。加载

门禁系统的卡口监控还具备自动识别车牌号，并放行等

功能。

3.1.3 密集、危险区监控

密集区监控具备人员计数和密度分析功能，发现密

集拥堵及时传递回指挥中心，并通过喊话器提示游客；

危险区监控具备行为分析功能对闯入河道、山坡等危险

区域的游客及时提示，对于游客出现的不文明甚至违法

行为及时警示，例如：刻划留字等破坏景区文物、违法

捕鱼、盗伐森林等。

3.2 入园管控系统

3.2.1 在线预约

智慧景区建设中的入园管控系统实现对景区分时

段预约，实现进园预测、承载量控制并在高峰期及时调

控进园流量。

3.2.2 线上支付+入园信息采集

支持网上支付、移动支付等多种方式购买门票，支

持身份证、人脸识别等多种入园验证方式。游客通过一

部手机就可购买门票，游客在手机上就可以直接采集身

份证或人脸信息，无需取票。

3.2.3 身份验证

通过前端采集和后台基于深度学习的人脸算法，当

游客来到入口只需刷脸即可实现无感入园，极大程度提

升了旅游体验感。人脸识别技术不仅用在认证游客身份

的验票程序上，还用在走失游客搜救、黑导游防范等景

区管理中（附图三）。

图 3 景区人脸识别入园系统示意图

3.3 景区人流监测系统

在景区入口处设置人流监测系统，当游客数量达到

一定数值时，就会自动报警。人流监测系统的构成：系

统由信号采集与处理系统、游客行为监测管理平台、无

线通信网络组成。信号采集与处理系统：采用无线通讯

技术，在游客进入景区前，采集游客的基本信息（包括

姓名、性别、年龄、联系方式等）并存储在数据库中；

根据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对游客数量进行预

测；当游客数量达到一定数值时，系统将发出报警信号。

3.4 景区智能导览系统

在景区的游览过程中，游客经常会因为无法准确地

了解景区的详细情况而不能对景区进行充分的游览。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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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景区智能导览系统的建设可以解决游客在旅游过程

中无法准确了解景区详细信息的问题。智能导览系统是

一种新型的电子导游，它可以实时地将游客所处位置、

所处时间、所处景点、周边交通以及天气等情况信息进

行反馈，并且还可以根据游客自身需求对其进行个性化

推荐。智能导览系统是以地理信息系统为基础，通过射

频识别技术、全球定位系统以及 RFID 等相关技术，将景

区中的各类信息进行整合，并通过网络将其呈现给游客。

4结论

总之，物联网技术在智慧景区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

利用物联网技术能够实现对景区环境的实时监测和信

息采集，保证数据的实时性和准确性，便于进行智能分

析和处理。同时，物联网技术还能实现对游客需求的精

准把握，对景区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和利用，实现资源优

化配置。未来，我们乐于见到一个这样的景区——游客

可以不必与工作人员接触、不必频繁通过门禁查验门票，

对于诚信的游客可以在景区畅通无阻，无感进出。而基

于智慧景区对游客的安全保障服务更加完善，这样的景

区让人民群众体会到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必将成为

引领景区生态保护、经营管理、诚信旅游的新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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