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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智慧全域旅游云平台设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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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中简要介绍了智慧旅游体系设计理念：信息资源高效交互、全面采集客流资源、深层挖掘游客需求、构建全域智慧

旅游新环境；探索了智慧旅游云服务的设计方法：大数据平台整体设计、景区业务模块设计、智能服务模块设计、景区运维

模块设计等，以期在旅游各环节中融合智能服务思想，提升智慧旅游构建的全面性，为游客提供优质的旅游服务，增强游客

旅游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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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briefly introduces the design concept of smart tourism system: efficient interaction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comprehensive collection of passenger flow resources, deep mining of tourists' needs, and construction of a new environment for 

global smart tourism.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esign methods of smart tourism cloud service: the overall design of big data platform, 

the business module design of scenic area, the intelligent service module design, the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module design of 

scenic area, etc., in order to integrate the idea of intelligent service in all aspects of tourism,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ness of smart 

tourism construction, provide high-quality tourism services for tourists and enhance the tourism experience of tour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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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旅游业作为服务综合性、游客与景区各类信息资源大量汇集的产业，在近年来获得了规模化发展。国内旅游行业

的发展，在景区资源挖掘、服务多元化的发展进程中，同样存在诸多运营问题，比如文化挖掘程度不足、景区秩序不

佳、政府规划效果不到位、景区基建配置不全面等，成为旅游行业发展的障碍。因此，在新时期，以大数据技术为视

角，构建智能旅游体系，发挥云平台服务作用，极具研究价值。 

1 智慧旅游体系设计理念 

1.1 信息资源高效交互 

1.1.1 智慧旅游体系规划 

在云平台作用下，能够提升旅游产业各类资源的整合效果，包括旅游资讯、产品信息、景区样貌、服务项目等，

形成旅游信息的集中平台，确定了旅游程序中任意元素的功能角色，以期组建成智慧旅游系统。在云平台中，旅游信

息数据作为信息传输的媒介，能够将各类单一、未整合的分支程序有序集成，尝试在数据感知作用下，有效关联景区

内的各项功能模块，比如娱乐、餐饮、购物广场、交通运输等，保障景区各环节中信息交流的有序性，作为智慧旅游

平台构建的关键思想
[1]
。 

1.1.2 智慧旅游体系规划实例 

比如，A 单位开发的智慧旅游平台，完成了“吃、住、行、游、购、娱”多项资源整合，增强了景区智能服务层次、

各项目营销能力，有效提升游客景区游玩体验。项目功能如下： 

（1）支持支付宝、微信双向在线支付，以小程序形式向游客展现景区服务功能。 

（2）Web 集中式游客管理模式。 

（3）系统功能涵盖票务、酒店等项目，为游客提供信息查询、服务预订等操作界面，便于游客制定游玩攻略、预

览导游规划、咨询景区服务，以增强游客智慧旅游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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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全面采集客流资源 

借助景区内的各类监控设备，比如视频监控、影像传感等，开展全景信息智慧采集，以此获取较为全面的客流资

源，比如单位时间内的客流量、游客在景区的安全情况、来访游客的整体特征、游客在景区的消费倾向等。与此同时，

在客流资源全面采集的基础上，能够进行客流资源有效划分与控制，开展精准旅游营销工作，合理保障景区内的安全

性，为景区资源深层开发、功能完善提供决策依据。 

例如，A 单位开发的智慧旅游平台，在应用层中，进行了景区各业务集中处理，分别从在线支付、票务管理等视角，

以面向对象为程序设计视角，同时具备旅游身份验证、景区监控、流量控制等功能，为景区游客资源获取奠定了坚实

基础。 

1.3 深层挖掘游客需求 

旅游服务单位，借助官方网站的服务形式，采取公众号、小程序等方式，与游客形成线上互动，尝试为游客提供

多元化景区服务。在线上互动支持下，能够增加景区与游客交流次数，在交流中形成了客户景区消费需求，为智慧旅

游数据深层挖掘奠定了基础条件。在旅游服务分支程序中，应加强游客数据信息采集，同时开展有效的分析与预测。

比如，针对游客流量、交通状况等情况，设计合理的管控方式，保障景区运作秩序的同时，增强游客景区游玩体验。 

1.4 构建全域智慧旅游新环境 

在智慧旅游程序构建设计期间，针对具有差异性表现的数据信息，应采取区别的处理方式，同时将处理完成的数

据进行集中反馈，以期为游客提供更多精准的产品服务，提升智慧旅游服务品质。在智能服务、精准信息推送的多重

作用下，尝试为游客构建全域智慧旅游新环境，最大化减少智慧服务盲区，分别从景区观光、商务活动、城市度假、

乡村采摘、文化宣传、文娱项目等视角，全面规划旅游模式，以期高效整合旅游资源，增强智慧旅游发展能效。 

2 智慧旅游云服务的设计方法 

2.1 大数据平台整体设计 

在信息环境中，大数据的特点包括：处理量大、传输高速、数据类型多样化、数据价值潜在性等。在大数据技术

作用下，能够提升数据量的处理级别，切实深层获取数据潜在价值。同时，在云计算环境中，能够集成处理各类数据，

为大数据挖掘技术提供充足可分析的数据，保障数据处理高效性。因此，借助大数据技术，充分发挥其数据分析能力，

助力智慧旅游平台运行。 

平台整体设计：云服务中心含有两个程序，分别为线上咨询、线下交流，平台设计以线上模块为主。 

 

图 1  A单位项目开发系统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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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 所示，为 A 单位项目开发系统框架图。 

2.1.1 线上平台设计 

在线上咨询程序中，引入了云服务集成数据，尝试以智能客服、人工客服等方式，为游客提供线上服务；线上平

台构建时，涵盖景区全范围的核心业务，比如业务、景点推荐、智能服务、数据分析等；同时线上服务体系中，增设

了功能可扩展的接口，保障系统开发空间的充足性。在线上全范围业务覆盖的情况下，能够保障景区资源、智能平台

的集中管理效果。 

2.1.2 线下平台设计 

线下交流程序中，采取了景区业务资源整合、程序高效集成等处理方式，尝试构建线下智能服务操作终端，分别

从监控、调度、服务等视角，完成线下资源交互、提升游客景区服务体系的运作能效
[2]
。 

2.1.3 平台框架 

（1）智能服务层，以智慧客服、人工客服两个程序为主。在智慧客服中，针对景区内简单问题，进行智能回复。

人工客服集中处理较复杂的咨询问题。 

（2）应用层。一智慧管理项目：完成平台应用管理；开展数据决策；数据分析；针对景区内的突发事故，开展应

急处理工作；景区人资管理。二智慧服务项目：景区信息的全面投放；景区活动的动态化发布；游客行程个性化设计；

旅游问题咨询。三智慧营销项目：电子票务、综合票务等。四智慧防护项目：智能防护、安全预警等。 

（3）数据处理层：一数据处理功能有：数据高效采集、数据准确处理、数据按类存储、数据精准分析。二数据库

类型包括：旅游服务单位、景区资源、旅游产品等。 

（4）智能技术层：大数据深层挖掘技术、关键词索引技术、人工智能服务、定位地图。 

2.2 景区业务模块设计 

（1）云数据：借助各类智能技术，比如云计算、物联网等，全面整合景区内的各类数据，比如娱乐餐饮、购物娱

乐等，构建顺应景区发展的数据体系。 

（2）大数据：云平台中含有多个数据体系，在数据管理作用下，能够提升数据平台功能服务的完整性，数据平台

中含有多种类型的数据库，表现为数据分析、智能学习、数据管理等功能，尝试为云计算高效运行助力。 

（3）物联网程序：采取可视化设计方式，智能处理较大量的数据，发挥物联网数据程序的服务功能，提升程序计

算效率。 

（4）资源集成平台；作为景区内各环节的资源集成中心，尝试为游客、景区管理提供资源服务。游客在平台中，

能够完成线上支付，提升旅游智能管理标准性。景区管理在此平台中，能够借助可视化传感信息、地理定位程序，合

理规划景区资源。 

2.3 智能服务模块设计 

（1）客流监控统计。借助多个智能终端，尝试动态化掌握景区客流数据，针对特定景区，开展有效的客流测评工

作。如若游客数量达到了景区人流兼容的最大值，可对后续来访游客采取分流措施，以此减少景区客流拥堵问题，保

障景区运营的有序性，维护游客观赏体验。 

（2）游客属性确定。在数据挖掘程序中，有效采集游客各类信息，确定游客属性类别，挖掘客户潜在需求，以期

为游客提供精准服务
[3]
。比如，采取智能标签形式，记录游客的消费倾向、个人喜好等信息，形成用户特征模型，对其

开展精准营销，顺应游客潜在消费需求。 

2.4 景区运维模块设计 

运维模块设计，包括景区故障问题、安全问题的检测与处理，采取巡检装置，及时记录景区内各类设施的整体情

况，分别从照明、交通设施等视角，开展运维管理，保障设施品质，提升检修效率。在智能运维体系中，能够精准判

断故障位置，以缩短检修时间，保障景区运维的智能性。 

2.5 智能票务处理程序设计 

（1）订单管理程序。此程序与旅游产品平台相互关联，结合订单情况，准确核实产品价位，以高效完成订单处理，

比如售票、验票等。 

（2）旅游产品信息宣传。此程序为游客提供信息服务，提供门票、团体票等价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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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会员管理。采取逻辑管理形式，分别从会员信息存储、类别划分等视角，提升会员管理合理性。 

票务管理程序中，含有公共服务、票务处理功能、数据交互等程序，同时关联于餐饮、娱乐等系统，保障票务收

取的准确性，为游客在景区消费游玩奠定基础条件。在票务管理程序中，应增加安全防护技术，减少资金账目受到攻

击，维护景区票务管理的安全性，保障游客交易的平稳性。与此同时，对于景区会员信息采取高级别的保密管理形式，

防止游客信息泄露问题，提升票务信息管理的智能性。 

3 结论 

综上所述，在大数据技术背景下，零盲区智慧旅游服务体系的构建，涵盖了业务、服务、运维、财务、数据管理

各项模块，以期提升游客数据的挖掘准确性，尝试完善旅游服务体系，增强智慧旅游运行能效，助力旅游行业发展。

因此，在后续智慧旅游项目运作期间，应加强数据分析人才建设，同时保障景区平台的运行平稳性，以此最大化挖掘

客户在景区的消费需求，获取较高的智慧旅游运作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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