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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67)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城智慧(北京)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中国城市科

学研究会、南京市国土资源信息中心、江苏省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中城智慧科技有限公司、安徽省交通

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北科维拓科技有限公司、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北京首民商

业公司有限公司、深圳巨湾科技有限公司、软通智慧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慧制科技有限公司、智慧城市

(合肥)标准化研究院有限公司、沈阳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武汉市测绘研究院、首都师范大学、深
圳市建设综合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中煤科工重庆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市政工程设计研究

院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

公司、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湖北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市政工程设

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中铁十六局集团置业投资有限公司、武大吉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中建三局智能技术有限公司、湖北

省工业建筑集团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无锡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河北省地理信息集团有限公司、四
川创数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天众达智慧城市科技有限公司、湖南省建筑设计院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建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悉地(苏州)勘察设计顾问有限公司、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中国

水利水电第十一工程局有限公司、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建新疆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山东迈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北京建工路桥集团有限公司、中铁二

十局集团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中信建设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大学建筑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中铁

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万碧玉、杨锋、姜栋、曾昱、王晶、聂明、阎毛毛、王芙蓉、毛洪强、陈正伟、陈冬梅、

郭春兰、冯可、李玲玲、章建兵、李城、马蓉、杜青峰、周落根、武文、李宁丽、刘威、彭清山、孙雅庚、王双龙、
吴伟理、王艳慧、张然、徐诗童、吕锦刚、保丽霞、王杉、简德武、范毅雄、刘洋、杨卫军、徐玉红、张亮、邵长宇、
司马晓、文江涛、董文雷、田一鸣、刘一翔、王国良、陈应、肖俊、谭东林、赵根庄、谭斌 、徐国建、夏心红、
孟焕平、捷捷、龚春林、朱荣军、王健、廖飞、李三民、陈刚、赵阳、赵国建、赵嘉雯、杨光明、刘丙宇、杨宏、
吴沂梅、文建、王华伟、汪晶、王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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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大考,也是对智慧城市建设的检验。尤其在当

前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频发背景下,如何有效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城市韧性发展面临的重大挑

战,更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长远需求。居住社区作为一定地域范围内服务居民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是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联防联控的重要基本单元。通过规范智慧城市居住社区基础设施数据的获取和报送,
可以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的效率和精准性,有利于及时控制、降低和消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危

害,保障公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为规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居住社区基础

设施数据获取和报送,切实提高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和水平,特制定本文件。需要说明的是,
鉴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复杂性、多样性和紧迫性,居住社区基础设施数据的获取和报送不是千篇一律

的,可根据各地区政府管理的实际需求进行调整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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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基础设施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居住社区基础设施数据获取和报送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居住社区基础设施数据获取和报送的基本要求、居住社区基础设

施数据的内容和特征、数据获取和报送以及个人信息保护与数据安全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居住社区基础设施数据的获取和报送,非居住社区基础设施

数据的获取和报送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37722—2019 信息技术 大数据存储与处理系统功能要求

GB/T38961—2020 个人健康信息码 参考模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publichealthemergency
突然发生的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事件。

  注:包含但不限于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

3.2
居住社区 residentialcommunity
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服务居民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注:包含但不限于人、建筑、交通、环境及其社会服务。

[来源:MZ/T053—2014,2.1,有修改]

3.3
居住社区基础设施 residentialcommunityinfrastructure
居住社区(3.2)运作与活动所必需的设施、设备和服务的系统。

  注:包括但不限于能源、水、交通、废弃物、信息通信技术(ICT)以及生活服务设施。

[来源:GB/T40758—2021,3.6.1,有修改]

3.4
个人健康信息码 personalhealthinformationcode(PHI-code)
与居民身份网络可信凭证绑定,表达用户授权他人或组织临时访问特定个人健康信息的一串数字

或字母的序列。

  注:通常使用二维条码作为其存贮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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