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自然遗产地梵净山智慧分流与服务优化

项目

一、案例背景简介

梵净山红云金顶作为世界自然遗产地的核心景观，以其

陡峭的山势和壮美的自然风貌，被誉为“天空之城”。这一独

特景点不仅是梵净山的标志性名片，更吸引了全国乃至世界

范围内的游客，成为景区内的必游之地。然而，由于红云金

顶地形陡峭、场地狭小，高峰时段常因游客聚集导致排队长

度超过百米。这不仅严重影响游客的游览体验，也给景区运

营和安全管理带来了巨大挑战。

面对红云金顶排队难题，梵净山景区推出了“智慧分流

与服务优化示范工程”。通过门票预约与红云金顶登顶需求相

结合，构建了“购票选择+预约分流+动态管理”的全流程智

慧服务体系。游客可以在购票时提前决定是否登顶红云金顶，

并根据个人需求预约登顶时间段，从而实现行程合理规划，

提升整体游览体验。系统进一步利用动态分流、智能通知和

实时调控技术，帮助景区实现精准分流和高效管理，为游客

创造更加高效、公平、安全的游览环境。

本工程的成功实施标志着梵净山从传统景区管理向智慧



化、制度化、标准化管理的全面转型，成为智慧旅游的示范

案例。

二、痛点与难点分析

（一）红云金顶排队与流量集中问题严重

高峰期拥堵问题突出：梵净山年接待游客量超 180 万，

高峰期单日客流量接近 1万，其中超过 80%的游客集中在红云

金顶区域，造成长时间排队，队伍长度常达百米，为了能登

红云金顶游客上山后就开始排队，导致体验和秩序双双受损。

场地限制与安全风险：红云金顶片区的空间有限，登顶

路段陡峭狭窄，排队问题不仅影响体验，还增加了管理和安

全隐患。

（二）游客游览计划与服务体验矛盾

未合理规划导致游览焦虑：游客在未提前了解登顶安排

的情况下，面对突发长时间排队往往陷入被动，打乱既定行

程，导致等待焦虑和体验感下降。

（三）传统管理方式难以适应智慧化需求

人工调控效率低下：高峰时段景区缺乏动态分流手段和

数据支持，难以科学预测客流、精准分流和合理调控资源分

配。



安全管理难度加剧：游客集中导致管理负担增加，潜在

安全隐患进一步放大。

三、建设内容

（一）项目试点：门票预约与智慧分流一体化系统

门票预约与红云金顶选择联动

购票即决策：游客在购票环节即可选择是否登顶红云金

顶，并提前预约具体时间段，帮助其合理规划游览时间和行

程安排。

数据联动优化分流：预约数据与门票核销联动生成队列

优先编号，实现动态分流和资源分配最优化。

智慧分流与动态管理功能

优先权队列分配：结合门票核销时间、预约时段和现场

报到信息，动态生成优先权队列，确保排队的公平性与精准

性。

动态调控与资源优化：通过实时监控游客流量与现场状

态，动态调整队列容量、分配时段和流量调控策略，避免过

度拥堵。

游客服务体验优化

透明化排队信息：游客可通过小程序、信息屏和短信实

时查看排队进度、预计等待时间，并获取报到提醒，降低等



待焦虑。

提升游览自由度：游客可在等待时间内自由游览其他景

点、购物或用餐，最大化利用游览时间。

（二）项目延展：智慧分流全景区覆盖

延展至其他高流量场景

预检区分时入园：通过时间段预约分流入园游客，避免

入园高峰期的集中拥堵。

游客中心购票与服务排队：通过智能排队系统优化购票

和咨询排队体验。

景区内其他核心景点排队优化：如索道乘坐排队、热门

打卡点分流等，全面提升景区游览体验。

标准化智慧管理模式构建

构建一套覆盖“购票、登顶、其他核心景点”的全景区

智慧管理模式，为其他景区提供制度化、可复制的智慧分流

方案。

四、运行模式

（一）购票选择与提前预约

游客在购票时选择是否登顶红云金顶，并分配具体登顶

时间段。系统根据每日承载能力动态更新预约容量，确保实

时调控。



（二）门票核销与队列优先权分配

游客完成门票核销后，系统自动生成登顶优先权队列编

号，为排队顺序提供公平保障。

（三）动态队列管理与智能通知

通过动态规则引擎实时调整队列状态，结合信息屏和短

信通知游客报到时间及登顶安排，提升信息透明度与响应效

率。

（四）现场报到与分批登顶

游客按预约时间到达红云金顶现场报到点，经核销后加

入动态队列进行登顶。

五、运行情况

试运行成果

累计预约人数：688,220 人次

实际登顶核销人数：233,688 人次

排队时间缩短：平均等待时间较传统模式减少 40%以上

游客满意度：游客满意度较传统模式提升 30%以上

六、技术特点

（一）基于门票预约的动态分流系统

时间优先调度算法：结合门票核销时间和预约信息，通



过智能优先调度算法（Intelligent Priority Scheduling

Algorithm）动态生成队列顺序，确保公平高效。

动态规则引擎：采用动态规则引擎（Dynamic Rule Engine）

实时优化队列分配和优先权调整。

（二）AI 驱动的智能预测与优化调控

游客行为预测模型：结合游客行为大数据分析（Tourist

Behavior Analytics）预测客流高峰并动态调整预约容量和

队列策略。

强化学习优化算法：运用强化学习算法（Reinforcement

Learning Algorithm）持续优化分流策略，提升资源利用效

率。

（三）智慧服务终端与主动通知系统

多终端服务支持：兼容小程序、手机 App、信息屏和广播

系统，游客可随时随地获取排队动态和登顶提醒。

事件驱动架构：通过事件驱动架构（Event-driven

Architecture）实时推送排队状态、报到提醒和动态调整信

息，提升服务主动性。

（四）高并发处理与系统稳定性保障

分布式架构与负载均衡：通过分布式消息队列

（Distributed Message Queue）支持高峰期大并发访问，保



障系统稳定性和响应效率。

自动故障切换机制：结合自动故障切换（Automatic

Failover）技术，确保系统连续可靠运行。

七、创新模式

（一）制度化、标准化服务体系构建

通过门票预约、动态分流和智能通知全流程覆盖，构建

制度化、标准化管理模式，提升服务透明度和效率。

（二）主动化与智慧化服务升级

从购票到登顶的全链条服务，通过 AI和规则引擎的动态

调控实现主动式服务响应，增强智慧化应用深度。

（三）游客体验与景区效能双提升

通过提前预约与灵活分流释放游客等待时间，提高整体

游览满意度，同时缓解景区运营压力，优化资源配置。

八、实施效果

（一）游客体验优化

排队焦虑显著缓解，游客游览时间利用率提升，整体满

意度增加 30%。



（二）景区管理效能提升

精准分流与动态调控有效缓解高峰期运营压力，提升安

全性与管理效率。

（三）经济效益增长

周边商户销售额增长 15%以上，景区经济效益显著增强。

九、项目示范性

（一）智慧旅游行业标杆

项目符合国家“十四五”文旅智慧化规划，为全国景区提

供智慧分流与服务优化的标准化示范案例。

（二）高适用性与推广价值

通过制度化、标准化设计，该模式可广泛适用于各类高流

量景区、博物馆和文化遗址，推动行业智慧化转型升级。

十、经济与社会效益

（一）经济效益

景区创收：排队时间释放提升消费空间，三产收入增加

15%以上。

精准数据驱动：通过行为数据支持商业优化决策，为景

区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二）社会效益

游客满意度提升：透明化服务与主动化通知改善游览体

验，优化品牌形象。

行业示范作用：推动智慧旅游发展，形成行业内具有广

泛影响力的标杆效应。

十一、操作界面与实施效果

（一）操作界面

预约结果界面（未核销状态、已核销状态）



游客通知界面（微信通知、短信通知）

员工操作界面（叫号功能、核销功能、代预约功能）



（二）实施效果

现场展示通知



系统后台配置界面

累计服务总人次 688220 人，累计核销 233688 人次



未启用系统时游客排队场景



启动系统时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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