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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园林就是运用“互联网 +”思维和物联网、云计算、大数

据、移动互联网、信息智能终端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现

代生态园林相融合，把人与自然用智慧的方式连接起来，达到

人与自然的互感、互知、互动。智慧园林作为智慧城市的重要组

成部分，将着力塑造创新 2.0 时代智慧城市的人文生态内涵，成

为“人与自然对话的窗口”，在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中扮演更加重

要的作用。

2016 年 8 月 27 日，2016 年北京智慧园林高峰论坛在北京

林业大学举行。论坛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中国风景园林学会、

中国科技产业促进会新型智慧城市研究院共同主办，北京林业

大学信息学院、中国新型智慧城市产业联盟协办，旨在贯彻落

实“互联网 +”行动计划，探析创新 2.0 时代智慧园林的发展前

景和前沿技术以及智慧城市的生态人文内涵。来自中国工程院

的院士，中国风景园林学会、北京林业大学、北京市园林绿化局

等单位的领导，以及科技部、北京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北京

市公园管理中心、IBM 中国政府创新研究院、中兴通讯等机构

的 100 多位专家和学者出席了本次论坛。论坛由中国风景园林

学会信息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信息中心主任胡

永主持。

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智慧园林技术应用、发展前景以及智慧

城市的生态人文价值进行了深入探讨。中国工程院汪懋华院

士、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副局长高大伟、北京市城市管理行政执

法局科技信息中心主任宋刚分别做了《新一代信息科技推动智

慧园林创新发展》、《打开人与自然对话的窗口：北京智慧园林

发展》、《以山水城市营造推动创新 2.0 时代中国特色新型智慧

城市建设》的主旨报告，中国风景园林学会副理事长强健、北京

林业大学党委副书记全海、国家彩叶树种良种基地主任李迎

春、IBM 中国政府创新研究院院长李涛、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

司智慧城市首席规划师陈溪、沈阳森林疗养专家周萌等也分别

做大会发言。

中国工程院院士汪懋华在报告中指出，新一代的信息技术

正在迅速融入各种应用领域，发展智慧园林创新研究，将引领

智慧城市发展和绿色产业技术创新，带来百姓和人文环境的有

效改善。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副局长高大伟强调，园林绿化已经成为

城市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新的“公共品”，是关系每个

人切身利益的福祉，是我们生活中体验自然、贴近自然的场所，

也是教育、娱乐和社会活动的重要公共空间。智慧园林就是把

人与自然用智慧的方式连接起来，达到人与自然的互感、互知、

互动，让人们共建、共享智慧园林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对话，

充分享受到园林绿色福祉，使人们的生活环境更和谐、更宜居。

北京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科技信息中心主任宋刚强调，

创新 2.0 时代的智慧城市建设不仅要重视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

用，更要倡导未来创新性思维，考虑天人合一的历史文脉传承

和生态营造。钱学森倡导的山水城市营造将更好体现创新 2.0

的经济社会、人文与生态价值，赋予智慧城市更丰富的人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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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内涵。山水城市正是智慧园林建设的中国路径，也将给智

慧城市建设提供新视野。在以山水城市营造推动创新 2.0 时代

中国特色的智慧城市建设的征程中，中国园林艺术和传统文化

将焕发耀眼光彩，中国城市园林工作者则将在其间发挥更加重

要的作用。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副理事长强健指出，目前园林信息化还

没有形成完备的系统，孤岛信息难以很好满足社会需求。要想

打造智慧园林必须用“互联网 +”思维，跨界融合引领行业高水

平创新发展。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公园风景区、城市绿地管理、野生动植

物保护、林木病虫害防治、生态工程等 12 类核心业务数据，把

数据资源作为信息化资产来管理；建设了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虚

拟云平台；实现了北京市园林绿化资源空间分布、面积等信息

的掌端实时查询与调阅，并秉承“智慧园林 打开人与自然对话

窗口”的理念构建了三大系统、四大体系的北京智慧园林总体

框架。

三大系统由智慧园林监测、管理和服务系统构成。智慧园

林监测系统通过布设传感器、视频监控和物联网等监测设备，

结合人工智能，对可能发生的安全事件进行预警。智慧园林管

理系统主要是通过园林要素和事件的智能化识别、跟踪、分析

和管理，利用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分析、处理后，进行智慧园

林管理体系的自诊断和自调节。智慧园林服务系统主要利用移

动互联网技术，构建园林绿化人员、智慧园林系统和公众信息

交流的平台，可以监测空气质量、预报室内外微环境，向公众提

供园林科普、认建认养、个性化健康绿道动态信息和休闲娱乐

智能化分析等综合信息服务。

四大服务体系包括办公区域智慧园林、居住小区智慧园

林、公园绿地智慧园林和健康绿道智慧园林四大体系。其中，健

康绿道智慧园林体系集合了生态、文化、休闲、景观、通行于一

体的综合服务设施，通过互联网等智能化技术的应用，实现基

础设施智能化、位置感知、环境监测指标分析、园内导览、安保

在线、健康提示信息（包括个性化健康训练计划、过敏源预警信

息提示、步行路径的吸入负氧离子量评估、优化步行路径方案

等）推送等。

题、经济问题，而是涉及各行业、各层面的综合性社会问题，国

家必须从战略高度来制定相关国家政策给予指导，并成立专门

的机构来负责信息安全问题。

2、研发技术，为信息安全提供坚固屏障

信息安全保障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信息技术发展水平与

开发能力的问题，要有效地打击网络犯罪，最终还要依靠不断

发展和完善的信息安全技术。在电子商务中采用的安全技术主

要有防火墙技术、虚拟专业网络技术、防杀病毒技术、数据加密

技术、身份认证技术等。当前国际上信息安全技术研究的重点

有公开密钥基础设施和计算机犯罪取证技术。公开密钥基础设

施，是一个由计算机硬件、软件、数据库、网络、安全过程和合法

规范共同组成的基础设施。计算机犯罪取证研究主要集中在：

入侵路径跟踪、入侵行为再现、证据的保存、恢复操作系统指纹

等方面。

3、制定法律，为信息安全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

计算机网络犯罪具有隐蔽性，原有的法律难以有对这类犯

罪进行有效打击，为此需要制定与信息安全相关的法律和法

规，加大执法力度，从而为网络信息安全提供必要的法律保证。

4、加强合作，共同打击网络犯罪

随着经济发展全球化，跨国集团公司正在日益增加，犯罪

分子攻击计算机网络进行违法犯罪也具有超越地域和全球化

的趋势。他们利用网络的迅速和浏览网络内容的无国界，形成

了网络犯罪不分国界的特性，因此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网络警察

之间建立了十分密切的联系，并在一定的国际法规框架下相互

协作。

六、总结
总之，计算机网络安全是一个综合性的课题，涉及技术、管

理、使用等许多方面，既包括信息系统本身的安全问题，也有物

理的和逻辑的技术措施。我们应该结合实际环境，综合考虑安

全因素来制定具体、合理的防范措施。同时将各种技术综合起

来灵活运用，提高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以形成一个安全、高效

的网络系统。

参考文献

[1]刘远生，辛 一.计算机网络安全[M].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6 月.

[2]石 勇，卢 浩，黄继军.计算机网络教程[M].清华大学出版

社．2012 年 12 月．

[3]尹淑玲.网络技术教程[M].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 年 5 月.

[4]贾铁军.网络安全及应用[M].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年 1月．

[5]王建军，李世英.计算机网络安全问题的分析与探讨[J].

赤峰学院学报，2009 年 1 月．

作者简介

张 军，1960 年 11 月出生，北京市人，研究生学历，现任武

警北京指挥学院训练部高级工程师。

总第 335 期

2016 年 9月 15 日

Network Mobile Office窑Home Office

3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