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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智慧公园的背景

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进程，科学技术得到了飞速的发

展，相应城市数量和体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个世

纪前，全球超百万人口的城市不超过20个。而今天这个

数字已经上升到450个。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个数字

还将继续上升”——IBM白皮书《智慧的城市在中国》。

超大、特大城市逐年攀升，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我国超大城市7个，特大城市14个，相较2019年的16

个，整体增加5个。城市规模的扩大，对城市原有框架

形成了冲击，组织、商业、政务、交通、通讯、水和能

源，都需要进行系统性的优化。

基于科技的发展，IBM于2008年首次提出了“智慧

地球”这一概念，为解决城市系统性问题提出了一种全

新的解决方案；2009年，又有针对性的提出了《智慧的

城市在中国》。这一理念了切中我国城市化时代浪潮的痛

点，自此开始了智慧城市建设的浪潮。截止2018年，中

国95%的副省级城市、83%的地级城市，总计超过500

个城市均在规划或正在建设智慧城市，并在交通、医疗、

能源等领域得到了良好的进展。

智慧公园做为智慧城市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起步

较晚，相关研究较少，但发展迅猛。伴随着工业4.0的提

出，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VR、AR、MR等技术

在爆炸式发展的同时，也与智慧公园进一步深度融合，

在北京、上海、深圳、无锡、福州等城市已出现相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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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的样板，并呈现出迭代更新的状态。除各要素实现智

慧化，数据与城市实现对接之外，还从公园服务人民群

众，满足公众休息游玩的功能出发，推出智慧互动产品，

实现公众从静态观赏到动态参与的游园体验的转变。

二、智慧公园的框架构成

以现阶段的发展为基础，智慧公园系统有不同的分

类标准，为了便于后续的分析，我们选择按服务对象分

类和按产品类型分类进行介绍。

（一）按产品系统分类

分为智慧综合管理平台、智慧管理系统和智慧服务

系统。

智慧综合管理平台：相当于“智慧公园的大脑”，接

收终端传递来的各种信息数据，并加以分析处理，反馈

给相应的终端，支持管理人员进行远程控制；

智慧管理系统：以公园的管理为对象所建设的智慧

系统，如智慧生态监测、智慧管养、智慧能耗管理、智

慧照明、智慧交通、智慧安防等。部分可按原有程序进

行自动管理，另外一些需要管理人的输出指令。通过智

慧管理系统实现全域智慧化管控，可加强公园的精细化

管理，降低公园运营成本，提高运营能力，实现资源的

节能优化。

智慧服务系统：以游客为服务对象所建设的智慧系

统，如智能导览、智慧互动装置、智慧跑道、智能科普、

智能设施等。主要通过科技手段，或与传统设施结合，

或以独立产品出现，为游客提供全新的体验感，实现从

传统的观景到主动参与的转变。

（二）按产品服务属性分类

分为智慧导览系统、智慧游乐系统、智慧交通系统、

智慧水系统、智慧照明系统、智慧设施系统、智慧能源

系统。

智慧导览系统：基于公园的真实信息建立互动虚拟

场景，可实现一系列智能的公园信息查询。还可以结合

手机等移动端设备，进行AR虚拟游园导览，实现人——

机之间交互性的智慧导览。

智慧游乐系统：以景观互动设施为主。通过捕捉游

客的动作、语言、音调等信息，产生声光电水等外界环境

的变化，营造新的游乐产品，使游人深度融入游园环境。

智慧交通系统：主要体现在智能监测和无人化管理。

通过智能监测，可以实时得到道路、停车场等交通系统

的信息数据，极大的提高处置效率；同时通过智能分析，

及时发现异常状况并做出提示。无人化管理可以降低人

员成本，由粗放式经营转向集约式经营，如无人停车场、

无人巴士、巡逻机器人等。

智慧水系统：通过监测水位和水质，智能的启动给

排水设施和水质净化设施。

智慧照明系统：通过流量监测，实现在固定时间照

明的智能控制，节约能源。如22：00-7：00期间，无人

状态下，路灯照度降至正常的30%，有人流时恢复至正

常水平。

智慧设施系统：景观户外设施较为分散，主要结合

自身服务功能出发，智能化升级后，给游客不一样的感

受。例如：智能分类垃圾筒，可智能识别垃圾的类型，

并开启相应的垃圾筒；智能座凳增设了太阳能板，可转

化为电能为手机充电，并给座椅加热。

智慧能源系统：结合公园设施生产清洁能源。根据

相关文件介绍，龙湖G-PARK公园采用了整体太阳能发

电方案，除景观设施结合了太阳能薄膜材质，园区里的

道路也封装了薄膜太阳能芯片，嵌在透光路面材料内。

该公园太阳能装机共7000W，一年可以发电1万多度。

除此以外，还在局部场地安装了集电地板，通过踩踏集

电地板将动能转化为电能。

三、智慧公园的建设意义

（一）低碳节能的建设需求

为了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低碳节能的生活

生产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1997年12月，为了控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过度排放

而造成全球持续性的变暖，在日本京都召开的《联合国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上，通过了《京

都议定书》，并于2005年2月16日正式生效。2007年12

月15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通过了“巴厘岛路线图”

的决议。

我国也积极参与其中。政府先后积极推出了《节能

中长期专项规划》《关于做好建设节能型社会近期重点工

作的通知》等若干文件，多次强调要毫不松懈地加强节

能减排和生态环保工作，针对节能减排提出相应的政策

措施和行动。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第75届联

合国大会上提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

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

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智慧公园响应了这一时代号召。通过智慧灌溉系统，

可以优化传统绿化大水漫灌的浇灌方式，实现按植物种

类按需供水，最大程度节约水资源；通过流量监测，实

现在固定时间照明的智能控制，节约电力资源；同时也

可生产清洁能源，例如太阳能、风能、生物能等。

（二）智慧城市的建设需求

智慧公园作为智慧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工

业4.0的提出，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VR、AR、

MA等技术在爆炸式发展的同时，也与智慧公园进一步深

度融合，在北京、上海、深圳、无锡、福州等城市已出现

相对成熟的样板，并呈现出迭代更新的状态。除各要素实

现智慧化，数据与城市实现对接之外，还从公园服务人民

群众，满足公众休息游玩的功能出发，推出智慧互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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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实现公众从静态观赏到动态参与的游园体验的转变。

（三）塑造城市形象的需求

城市形象是城市内在特色的外在艺术表现，集中反

映出城市整体的素质、品位和文化。随着科技的发展，

其与城市的融合度越来越高，亦成为城市形象的重要组

成部分。

智慧公园作为智慧城市的一部分，对外展示智能、

科技、集约、高效的形象，传达着一个城市的建设理念；

同时智能互动设施与属地文化相结合，弘扬当地文化，

也使游客得到前所未有的新鲜感，营造网红打卡地，感

受城市的活力。

（四）提升运营能力，降低运营成本的需求

城市公园管理普遍存在着一些问题，通过智慧化管

理，一方面可以降低意外问题和故障发生的概率，提升

管理者对问题和故障处理的效率；另一方面，智慧化设

施能够通过实时的数据反馈，如土壤、空气、水传感器

上传的数据，智能地决定每个设备的开关情况，节约水

电、人员等成本损耗。——《公园无人化管理与智慧化

运营实践——龙湖G-PARK能量公园》

（五）激活公园活力的需求

传统的公园是在一定的建设指标和原则指导下，满

足游人游玩、观赏、科普等功能的城市绿地。作为城市

的绿肺和市民休闲游玩的场所，一直是城市建设的重点

之一。

然而，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是：传统公园对民

众——尤其是青少年——的吸引力正逐步降低。改革开

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着高速的发展，人们的工作生活

节奏逐步加快。随着科技的进步，这一现象被强化的同

时，也使得休闲娱乐方式多样化，游戏、短视频等新娱

乐项目占用人们的空闲时间越来越多。相对应传统公园

未有太大改进，无法获得民众的关注，导致游览量大减。

而以游客为服务对象所建设的智慧系统，如智能导

览、智慧互动装置、智慧跑道、智能科普、智能设施等，

通过科技手段，或与传统设施结合，或以独立产品出现，

为游客提供全新的体验感，实现从传统的观景到主动参

与的转变，从而激活公园活力。

四、智慧公园的建议

近几年，智慧公园的建设如火如荼，无论新建公园，

亦或成熟公园提升改造，智慧系统的建设似乎成了必需

品。的确，智慧公园的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同时

也需要较为高昂的建设费用，这无疑会给建设方带来一定

的资金压力。在长期的研究和实践中，提出以下建议：

（一）量力而行，实事求是

智慧公园的建设费用高昂，各地建设应根据自身实

际情况进行建设。例如：可根据人群密度，在人群集中

地区建设智慧公园，提高智慧服务系统的利用率，使宣

传受众最大化；根据运营方式的综合考量，选择合适的

智慧管理项目进行建设，降低运营成本。

（二）整合资源，多方共建

由于智慧公园的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能够对周边

产业形成积极的影响，所以在社会上存在潜在的资源可

利用。建设方可积极利用这一优势，由政府牵头，整合

多方资源，共同建设智慧公园，以降低建设的成本压力。

（三）分期介入，适度超前

智慧设施按产品属性分类，可分为智慧导览系统、

智慧游乐系统、智慧交通系统、智慧水系统、智慧照明

系统、智慧设施系统、智慧能源系统。各系统彼此独立，

可单独建设。为降低建设的成本压力，智慧公园可采用

分期建设的策略。

科技发展推动了智慧产品的快速更新换代，所以在

公园的建设上，可适度超前，保证未来一定时间内的不

落后。

（四）依托现，提升改造

智慧公园的建设不仅可以融于新建公园，也可凭借

原有公园为载体做提升改造，优化资源利用的同时，激

活公园活力。

海淀公园是北京市重点公园、精品公园。2018年与

百度合作，海淀公园完成人工智能（AI）改造，成为全

球了首个AI科技主题公园。智慧系统的融入不仅优化了

公园的管理，更游发了公园的活力，改造后游人如织。

五、结语

智慧公园的建设在一步步的探索中，快速的走向成

熟，走向系统化，模块化。这些优秀的项目为我们积累

了成功的经验，但不是每个项目都可以照搬照抄，具体

项目应具体分析，不应一概而论。所以，全方位多角度

看待智慧公园的建设，才能得出较为合理的结论。

参考文献：

[1]王金益，郭湧，李长霖，张洋.公园无人化管理

与智慧化运营实践——龙湖G_PARK能量公园[J].风景园

林，2021，28（1）：71-75

[2]张洋，夏舫，李长霖.智慧公园建设框架构建研

究——以北京海淀公园智慧化改造为例[J].风景园林，

2020，27（5）：78-87

[3]张洋，李长霖，吴菲.数字化技术驱动下的交互景

观实践与未来趋势[J].风景园林，2021，28（4）：99-104

[4]韩宇翃，高世敏，齐羚，王铮.可持续理念下的

交互景观设计策略与方法研究.中国园林，2020，36（12）：

47-51

[5]曾子辰.解析智慧城市理念在城市景观设计中的

运用实践.现代园艺，2021，14：128-129

[6]李广斌，王勇，袁中金.城市特色与城市形象塑

造.城市规划，2006，VOL.30NO.2：79-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