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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智慧灯杆作为物联网新型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

部分，通过深度整合城市各类资源，实现资源共享、集约和

统筹，降低城市建设成本，提升城市运维效率，为城市治理

带来多重效益，推动城市快速发展。随着我国物联网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的全面推进，智慧灯杆的产业发展步入快车道。

本期主要介绍智慧灯杆相关技术情况。 
 

本期要目 
 
 智慧灯杆功能与系统架构 
 智慧灯杆的典型应用 
 智慧灯杆标准化面临问题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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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灯杆功能与系统架构 
 

一、智慧灯杆功能 

智慧灯杆包括杆体及其搭载的感知终端（各类设备和传

感器），其物理实体如图 1 所示，是集智慧照明、信息发布、

视频监控、环境监测、通信服务、能源服务和一键求助等诸

多功能于一体的一种物联网新型基础设施。 

 

 

 

 

 

 

 

 

 

图 1  智慧灯杆示意图 

二、智慧灯杆系统构架 

智慧灯杆系统架构如图 2 所示，由感知层、网络层和应

用层组成。 

感知层主要包括各种物联网感知终端，如智慧照明模

块、信息发布模块、视频监控模块、环境监测模块、通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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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模块、能源服务模块、一键求助模块等，用于采集或发布

传感数据等。感知终端遵循统一部署和标准接口，实际部署

时可根据实际场景需求，搭载相应感知终端。 

网络层主要包括交换机、网关及服务器等通信设备，通

过有线或无线方式将感知终端获取的各种数据进行传输，根

据数据传输需要，可直接通过 4G/5G、以太网、NB-IoT 等

技术上传到服务器；也可先通过 ZigBee、LoRa 等方式上传

到边缘网关，再上传到服务器。 

应用层主要包括服务层和中间件。服务层主要作用包含

两部分：一是保证各种物联网设备的通信接入以及数据解

析，主要包含通信服务、安全认证服务、规则引擎、解析服

务、指令服务、告警服务等能力，实现设备的通信连接，以

及数据、指令的上下行操作；二是为智慧灯杆系统管理平台

提供底层通用能力，通过结合各类中间件，构建计算服务、

消息服务、基础服务、算法服务、语音服务、数据库服务等

通用能力，构建智慧灯杆行业应用场景，满足不同类型用户

的需求以及提供良好的操作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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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智慧灯杆物联网系统架构图 

 

（来源：《智慧灯杆标准化白皮书》）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信
息
中
心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大
数
据
研
究
院



   — 5 —

 

智慧灯杆的典型应用 
 

智慧灯杆以智慧照明为核心，通过搭载的各类设备和传

感器额外增加了信息发布、视频监控、环境监测、通信服务、

能源服务和一键求助等多功能于一体的一种物联网新型基

础设施，如图 3 所示。 

 

 

 

 

 

 

 

图 3  智慧灯杆的典型应用图 

一、智慧照明 

传统路灯照明的控制方式造成了能源的浪费，同时传统

人工巡检方式的运维质量与效率较低。随着物联网技术和

LED 技术的应用，通过广域网或局域网方式将照明终端与系

统平台进行连接，实现照明控制网络的精细化管理，实时监

测照明设备的运行状态，支持定时开关灯等策略，并且根据

照明需求，设定开关时间以及调光亮度值，从而减少电力消

耗，实现照明节能。同时，照明控制终端可主动上报故障并

通过平台完成派单，实现高效精准运维，以及维修过程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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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闭环，提升运维效率。 

二、环境监测 

智慧灯杆通过搭载多种环境监测传感器，实现对温度、

湿度、风速、气压、PM2.5、噪音、光照、排放、降雨、积

水等实时监测，对城市环境质量、污染物排放和环境风险的

科学预测和定向治理。 

三、视频监控 

智慧杆塔通过加载摄像头，实现对车流量、实时路况、

违章违法、市政设施、人群、停车、安防等进行监控。 

四、信息发布 

智慧灯杆塔通过挂载 LED 显示屏、电子语音远程播报等

设备，实现新闻资讯、天气预报、交通信息、商业广告、疫

情预警、灾害预警等信息发布。 

五、通信服务 

智慧杆塔通过挂载 5G 微型基站、Wi-Fi 热点等，实现

5G 和 Wi-Fi 的信号覆盖。 

六、能源服务 

智慧灯杆通过扩展充电接口对外提供新能源汽车充电、

移动终端充电、无人机充电等多种供备电服务。 

七、一键求助 

智慧杆塔通过加载紧急求助按钮，在周边环境中发生紧

急情况时，通过一键报警功能，可以迅速与警务人员或者医

护人员取得联系。 

（来源：《智慧灯杆标准化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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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灯杆标准化面临问题及建议 
 

一、面临问题 

（一）标准制定者众多，无统一归口 

智慧灯杆相关国家、行业标准的制定涉及全国安全防范

报警系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全国城

市公共设施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多

个部门，各部门制定标准的范围与角度不同，无法形成系

统全面的智慧灯杆标准体系，亟需统一的部门进行统筹与

协调。 

（二）国家标准缺失、地方标准不一 

智慧灯杆相关国家、行业标准的制定相对滞后，目前尚

未出台相应的国家、行业标准。在智慧灯杆相关的国家、地

方产业政策出台后，广东、湖南、江苏、浙江、江西、安徽、

深圳等省市的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相关部门为积极推动智慧

灯杆的实施，制定各自的地方标准，导致各地方标准不一，

造成标准的混乱，给智慧灯杆相关企业在产品的研发设计、

生产制造及推广应用都带来极大的困扰，严重阻滞了智慧灯

杆产业的发展。因此，亟需制定统一的国家、行业标准以指

导各地方智慧灯杆的建设，促进智慧灯杆产业健康有序地发

展，为未来实现跨省市、跨系统和跨平台数据互联互通奠定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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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标准化体系庞大，制定难度大 

智慧灯杆作为新一代城市的基础公共设施，集智慧照

明、环境监测、视频监控、通信服务、信息发布、能源服务

及一键求助等多功能于一体，其标准的制定涉及交通部门、

城市管理部门、城市规划部门、公安部门、气象监测部门及

通信运营商等业务单位的需求。因此，标准的制定需要从顶

层规划并充分结合具体场景业务应用，体系庞大，对标准制

定者要求很高。 

二、标准化建议 

（一）推动标准化协调工作机制的建立 

虽然智慧灯杆是物联网新型基础设施的组成部分，但是

作为照明、视频监控、环境监测、微基站等综合体，其标准

化工作涉及多个标委员，其建设关系到市政、环境、公共安

全、交通、通信及城市规划等多个政府职能和监管，统一规

划、科学统筹有助于推动城市集约化建设。标准化工作作为

智慧灯杆发展的基础支撑工作，建议以物联网分技术委员会

为核心，从管理层面统筹考虑智慧灯杆相关管理部门的需

求，从技术领域广泛吸纳相关领域标准化成果，加大产学研

用资源凝聚力度，广泛吸纳相关单位参与智慧灯杆标准化工

作，构建市政、环境、公共安全、交通、通信及城市规划等

多领域沟通协调的标准化工作机制，加强智慧灯杆标准化工

作对落地部署的支撑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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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强智慧灯杆基础共性标准研制 

当前智慧灯杆的概念不统一，存在多种多样的解决方

案，并且接口不统一、系统封闭，从而造成成本居高不下，

严重影响智慧灯杆的规模化部署应用。另一方面，智慧灯杆

涉及照明、通信、视频监控、环境监测、能源及运维等多种

细分领域。本白皮书已经对相关领域的标准进行梳理分析，

但是缺乏智慧灯杆系统化标准，导致各个组成部分兼容性

差，整体性能低，故障率高等情况，跨领域、跨专业、整体

性的智慧灯杆设计、技术、验收、测试标准亟待研制，通过

标准化手段实现接口兼容、功能组件模块化，提质增效，促

进智慧灯杆规模化发展。 

（三）加强智慧灯杆标准化人才培养 

智慧灯杆标准化工作的推进需要复合型人才的支撑，一

方面需要针对智能灯杆，培养研发、部署和运维方面专业人

才；另一方面，需要将已有的安全标准成果向物联网从业人

员推广和宣贯，将安全规范成为物联网设计和实施的先天基

因。因此，建议加强高等教育及职业教育的智慧灯杆方面专

业内容的规划和设置，在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加大对物联

网安全及标准化研究项目的支持力度，完善科研评价体系和

中青年人才培养方案，优化科研管理，促进物联网安全研

究与社会化教育的结合，激发物联网安全研究人员的创新

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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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打造智慧灯杆产业生态 

发挥智慧灯杆标准的桥梁作用，联合智慧灯杆产业链各

方力量，共同打造智慧灯杆生态。智慧灯杆功能繁多，涉及

厂商种类、数量较多，按照供应链环节分为传感器、LED 照

明及 LED 显示屏、身份识别、监测设备、可视化终端、安防

设备、新能源充电桩、基站制造及杆塔供应、智慧灯杆成品、

通信网络运维等相关企业，形成供应链上下游协同创新的局

面，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因此构建开放、合作、共赢的智慧

灯杆生态圈是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要求。未来，我国需要

从整机设备、核心芯片、安全运营服务等板块入手加快产业

布局，提升我国物联网安全产业核心竞争力。 

 

（来源：《智慧灯杆标准化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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