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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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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意本文件的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丽水市莲都区文化馆提出。

本文件由丽水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丽水市莲都区文化馆、丽水志泉标准化技术有限公司。

本文件起草人：王晓津、张世武、吴应森、陈杰、邵婧、袁青、项圆圆。

本文件属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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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文化馆建设与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数字文化馆的术语和定义、数字化建设、服务要求、安全管理、反馈评价。

本文件适用于县（市、区）级数字文化馆建设与服务，社会力量组建的数字文化馆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数字文化馆 digital cultural center

运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等处理和存储群众文化资源，提供以全民艺术普及、文艺创作、群众文化

活动、优秀文化传承等的线上数字服务平台和线下互动体验空间。

4 数字化建设

4.1 硬件设施

4.1.1 网络设施

4.1.1.1 应根据实际需要配备传输介质、交换机、路由器、光电转换、网关、防火墙、配线架、

网络机柜、UPS 电源等网络设备。

4.1.1.2 应配备有线带宽接入，数字文化馆不低于 100 M、数字文化分馆不低于 50 M。

4.1.1.3 馆内应提供无线网络全覆盖。

4.1.2 服务器

4.1.2.1 可通过购买或租用等方式，配备性能稳定、安全可靠的服务器。

4.1.2.2 根据服务器在信息系统中的重要性，可配备：

a) 承担信息系统数据的存储、管理以及应用系统运行的主服务器；

b) 承担系统中非核心功能任务处理的辅助服务器。

4.1.3 终端设备

4.1.3.1 应配备网络工作平台的计算机与输入、输出等相应设备。

4.1.3.2 有条件的可配备数字文化服务终端设备，提供数字文化信息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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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信息设备

数字文化馆应配备扫描仪、数码相机、数码摄像机等数字化信息采集、输入、输出、处理所需的设

备。

4.1.5 备份设备

应配备数字资源与系统备份设备。

4.2 软件平台

4.2.1 应根据功能需要搭建数字文化馆软件平台，要求性能稳定、安全可靠。

4.2.2 数字文化馆软件平台应与国家级、省级、市级等数字文化服务平台互联互通。

4.2.3 平台功能应具有信息发布和处理、网上咨询和预约、艺术展示和欣赏、在线阅读和学习、直播

点播和远程辅导、文化体验和交流互动、服务点单和配送、志愿服务和管理、资源上传下载和存储等功

能。

4.2.4 应根据群众文化需求变化和应用反馈，及时或定期对平台进行系统升级和扩展更新。

4.3 数字资源

4.3.1 资源类别

数字资源可包含文学、绘画、雕塑、建筑、音乐、舞蹈、戏剧、电影、曲艺等领域，可分为：

a) 文化知识类；

b) 文化技能类；

c) 文化鉴赏类；

d) 文化活动类；

e) 地域特色类。

4.3.2 资源形式

数字资源的形式包含但不限于图片、视频、音频、文字、VR 等。

注：VR，Virtual Reality的缩写，即虚拟现实技术。

4.3.3 采集加工

4.3.3.1 数字文化馆应根据当地特色文化，建设地方特色数字文化资源。

4.3.3.2 可通过购买、征集或委托代建等形式开展资源建设。

4.3.3.3 应对数字资源进行采集加工，内容包含但不限于：

a) 数据梳理、数据清洗、格式转换、数据传输、调度设置；

b) 压缩转换、视频编辑、元数据加工。

4.3.4 版权

数字资源的输入根据不同的采集方式，版权归属应符合：

a) 自建数字资源的版权归属本级数字文化馆；

b) 向社会征集的数字资源，经作者授权同意，版权可共有或归属数字文化馆所有；

c) 购买的数字资源，使用权或版权归属应在购买合同中明确。

4.4 开放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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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数字文化馆应开放数据接口。

4.4.2 数字文化馆应与国家级、省级、市级等数字文化服务平台建立数字资源共享机制；与数字图书

馆、数字博物馆等其他公共数字文化机构建立数据共享机制。

4.4.3 可与支付宝、微信等互联网运营机构建立合作共享机制。

4.5 体验空间

4.5.1 应因地制宜建设数字文化线下体验空间。

4.5.2 应突出智能化、实用性、艺术性、互动性、便利性。

4.5.3 应具有文化资源展示、数字资源浏览下载、数字体验等功能。

4.5.4 根据体验功能，采用全息投影、幻影成像、隔空触摸、绿幕抠像、人脸识别等技术。

5 服务要求

5.1 服务方式

应采用线上或线上线下融合的方式提供服务。

5.2 线上服务

5.2.1 远程预约

5.2.1.1 预约功能可包含场地预约、活动预约、培训预约、配送预约、志愿服务等。

5.2.1.2 预约功能的服务要求包含：

a) 在接收预约信息后的 24 h 内，对预约信息进行审核，并将预约结果告知预约人；

b) 资源被预约占用后应及时更新。

5.2.2 信息发布

5.2.2.1 信息发布可包含文件公告、活动预告、群文快讯等内容。也可通过主流媒体、新媒体等

媒介开展推广。

5.2.2.2 信息发布的服务要求包含：

a) 发布的各类信息应准确、及时、有效；

b) 转载的信息应符合版权要求。

5.2.3 普及宣教

5.2.3.1 普及宣教包含文化宣传和辅导培训。

5.2.3.2 普及宣教的服务要求包含：

a) 应及时在线发布文化宣传和辅导培训信息；

b) 辅导培训的课程类型、内容应广泛；

c) 培训对象应能覆盖老人、儿童、残疾人，外来务工人员等人群；

d) 线上培训直播应清晰、连贯、流畅。

5.2.4 展览展示

5.2.4.1 展览展示包含文艺鉴赏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

5.2.4.2 展览展示的服务要求包含：

a) 应在服务平台上发布种类丰富、形式多样的数字文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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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数字文化资源应及时更新。

5.2.5 咨询服务

5.2.5.1 咨询服务包含在线查询、需求表达和反馈投诉。

5.2.5.2 咨询服务要求包含：

a) 应提供网站、移动端等多种途径的咨询服务；

b) 服务平台应及时响应，属于本单位业务范围内的，应立即提供在线解答或网上回复；属于本系

统范围内的，应提供帮助查询服务，并在 2 个工作日内反馈；

c) 在收到反馈投诉后，服务平台应在 3 个工作日内予以处理并回复。

5.3 线下服务

5.3.1 应公示开放时间、免费服务项目清单。

5.3.2 应提供种类丰富的数字化体验空间，可包含视觉展厅、虚拟舞台、录播间、艺术墙、绘画互动

墙、拍照体验间、数字广场等。

5.3.3 各体验空间操作指南应清晰、简洁，可配备服务人员进行现场指导。

5.3.4 体验空间设备设施应及时维护、保养。

5.3.5 应提供整洁、舒适的场馆环境。

6 技术安全

6.1 应制定数字文化馆安全管理制度，建立安全监督机制。

6.2 网络设施、存储设备应性能稳定、安全可靠，基础软件应及时升级更新，采用多种软硬件防护技

术。

6.3 应采用数据备份与恢复技术。

6.4 数字文化资源应按分级管理并建立授权流程。

6.5 可加入政府网络等级保护系统，等级保护达到二级要求。

7 反馈评价

7.1 应建立群众意见在线反馈渠道，在每次开展文化活动后进行征求意见，每月对征求的意见进行分

析总结。

7.2 应定期进行群众满意度在线调查，可自行或委托相关机构开展。

7.3 应每年对数字文化服务质量进行分析评价，可采取自评或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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