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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智能杆  管理系统编码技术规范》解读 

 

一、制定背景 

标准是构成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基本技术要素，是规范经济和

社会发展的重要技术制度。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标准决定质量，

有什么样的标准就有什么样的质量，只有高标准才有高质

量。”  

当前，智慧城市的建设与发展迅速，作为近年来新兴的城市

公共设施， 智慧多功能杆整合城市各类基础设施与新型设施，

融合多种城市功能，并通过运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手段感测、分析、

整合城市运行系统的各项关键信息，实现城市服务与城市管理的

智慧化，是智慧城市的重要载体。近年来，随着 5G 技术的迅速

发展与新基建进程的加速，智慧多功能杆建设正在全国各地蓬勃

开展，各地纷纷出台相关建设标准，但是现阶段，智慧多功能杆

仍缺少全国范围内的统一规范，特别是在功能设计与运行管理方

面尚无相关标准。 

深圳市公安局 2009 年 5 月开发了《利用路灯杆设置报警定

位标志技术》，其主要目的是寻求缩短群众报警和定位时间的解

决办法，曾设想自行在路面上树立专门的标志杆，通过编号使其

具备定位功能。在排除了多种成本过高、施工难度较大的解决办

法后，决定借助先进的 GPS 和 GIS 技术，将全市主要街道上的路

灯杆进行统一编号，采取其 GPS 定位信息，与警用地理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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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结合。同时，还在偏僻地点利用电线杆、桥墩、墙面、柱子

等介质上按照路灯杆编码标准进行了补充编号和喷涂。报警人报

警时只需说出身边的路灯杆编号，该路灯杆的位置便立刻显示在

公安指挥中心的电子地图上，处警民警即可指挥离报警位置最近

的警力前往处警，大大缩短了接处警时间。 

利用路灯杆设置报警定位标志，这一“点子新、成本低、效

益大”的举措得到了深圳市社会各界的高度赞誉，被称为人民生

命的安全编码，被誉为探索现代城市管理与服务的“民心工程”。

某著名教授评价说：“‘路灯杆报警定位标志’是建设以人为本的

服务型政府的具体体现，是公共服务理念的提升。” 

路灯杆的编号是面向社会公开的，不但可应用于公安机关，

还可以应用于交通、城管、医疗、急救等部门，更能满足日常生

活中平常百姓应用。 

综上所述，多功能智能杆管理系统中的杆址编码采用深圳市

公安系统的编码规则，实现两个系统兼容。 

 

二、目的和意义 

“让城市更聪明一些、更智慧一些，是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前景广阔。”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为未来城

市的发展指明了道路和方向。 

智慧城市是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快速发

展背景下产生的城市发展新模式，通过“更加透彻的感知、更加深入

的计算和更加广泛的连接”，改变着物与物之间、人与物之间的联系

方式，改变着我们的生存环境，也深刻改变着人类的思维方式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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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多功能智能杆包括杆体及其搭载的感知终端（各类设备和传感

器），它是集智慧照明、视频监控、交通管理、环境监测、无线通信、

应急求助等多功能于一体的信息基础设施。多功能智能杆作为新基建

的重要组成和智慧城市建设的入口，也是未来承载 5G 基站布点的载

体，它通过深度整合城市各类资源，实现资源的共享、集约和统筹，

降低城市建设成本，提升城市运维效率，将为城市治理的快速发展带

来多重效益。 

2019 年 1 月 18 日上午，深圳市六届人大七次会议开幕，市

长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政府要督办 40 件民生实事，再次提

出了在深圳市“推行智慧交通控制系统，智慧停车和多功能智能

杆”的要求。 

深圳市多功能智能杆建设的发展目标是：到 2020 年，基本

实现多功能智能杆在全市主要干道的全覆盖。未来深圳市将投资

建设 24 万根以上的多功能智能杆，多功能智能杆的建设和管理

将为深圳智慧城市的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多功能智能杆作为物联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巨大，必须保

证科学合理，前期降低建设成本，后期尽量避免重复施工和改造。杆

体和挂载设备是多功能智能杆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多功能智能杆管

理和运维的重要因素，是企业主要技术的物质基础。为了确保多功能

智能杆管理系统财产完整，充分发挥设备资产效能，提高生产技术装

备水平和经济效益，必须严格实施多功能智能杆管理系统编码规则。 

 

三、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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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包括 7 个章节分别为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

定义、总体要求、编码原则、杆址编码规则、挂载设备编码规则

和资产使用编码规则。 

编码总体要求：多功能智能杆的杆体及各挂载设备应具有专

属且唯一的编码和标识，结合地理信息系统（GIS）进行准确定

位、识别；各类设施应增加对种类、管理单位及责任人等信息的

标识；多功能智能杆上若需要挂载或卸载警用设备，警用设备的

编码应由该设备的管理单位提供或处理。 

编码原则包括：系统性、通用性、实用性、扩展性、效率性、

成套性、可追溯、连续性。 

依据《深圳市多功能智能杆及配套设施管理办法（公开征求

意见稿）》精神，路灯杆的编号是面向社会公开的，不但应用公

安机关，还可以应用于交通、城管、医疗、急救等部门应用，更

能满足日常生活中平常百姓应用。多功能智能杆管理系统中的杆

址编码采用深圳市公安系统的编码规则，实现两个系统兼容。 

具体的编码规则如下： 

宜采用深圳市公安系统的编码规则，实现两个系统兼容。 

第一位字符和第二位字符为深圳市行政区域信息，第三位字

符和第四位字符为街道办编码，第五位字符至第七位字符为街道

办内道路信息，第八位字符至第十一位字符为多功能智能杆信息，

保证所有多功能智能杆的编码不重复不交叉。 

多功能智能杆杆址编码应具备公安报警用途，便于报警人和

接警员可读可听，编码应全部采用数字字符。 

综合技术可行性、数据库检索速度等因素，编码长度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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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字符，分为 4段。 

行政区域编码由编码字段中的第一位字符和第二位字符表示，

见表 1。后期新设区域按递增顺序编码。 

街道办编码由编码字段中的第三字符和第四位字符表示，见

表 2。后期新增的街道办按递增顺序编码。 

道路编码由编码字段中的第五位字符至第七位字符表示，根

据各街道办管辖区域内新建多功能智能杆年份顺序定义街道编码。

后续新建多功能智能杆按递增顺序编码。 

多功能智能杆杆址编码由编码字段中的第八位字符至第十一

位字符表示。 

综合考虑技术可行性、数据库检索速度等因素，编码长度为

11 位，分为 3 段。 

资产使用编码长度为 24位字符，分为 5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