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为进一步深化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完善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和学

生综合素质评价制度，加强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条件保障，提升教育考试信息化水

平，使理化生实验操作考试考场建设实现标准化、规范化和科学化，根据教育部

及省考试院的有关要求，切实推进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理化生实验操作考试有效实

施及考场标准化建设工作，充分保障实验操作考试的公平、公正、科学、安全。

建设实验操作教学考评综合管理平台，为初中理化生实验操作考试提供信息化管

理平台，分批分期实现互联网环境下的理化生实验操作考试的信息化管理。

志丹县教育科技体育局为深入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小学实

验教学的 意见》（教基〔2019〕16 号），按照《陕西省教育厅〈关于印 发陕西

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陕教规范 〔2017〕10 号）和《陕

西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推进陕西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物理、化学、生物学实

验操作考试考场建设〉的 通知》（陕教基一办〔2022〕6 号）要求需满足的要

求:按照延安市教育局《关于加快推进陕西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物理、化学、生

物学实验操作考试考场建设的通知》（延市教招〔2022〕25 号）文件要求，深

化教育教学改革，促进义务教育学校内涵发展和办学水平提升，引导初中学校

重视 实验教学及学生动手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在 2023 年前完成考点

（试点）考场标准化建设和调试，以满足我县今年及后期考试需求，现建设初

中学业水平考试理化生实验操作考试考场龙岗实验中学、保安中学信息化考点 2

个（考场 9 间）、吊装实验室考点 1 个（考场 3 间）。

二、建设要求

（一）安全可控和兼容性原则。

支持开放的体系结构，支持跨平台运行，兼容不同操作系统和应用环境下系

统使用要求，使用符合国家密码管理要求的密码算法、技术、产品和服务。

（二）先进性和成熟性原则。



系统建设尽可能采用成熟先进的技术、方法、软件、硬件和网络平台，确保

系统的先进性、成熟性，使系统稳定可靠。系统采用的技术和购买的软件应是成

熟度高的技术和软件，经过开发试验和市场考验，能快速投入使用。系统在满足

全局性与整体性要求的同时，能够适应未来技术发展和需求的变化，使系统能够

可持续发展。系统建设要充分利用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

IT 技术。

（三）可维护性和扩展性原则。

系统具有较强的可维护性和扩展性。采用标准化设计，严格遵循相关技术的

国际、国内标准，能方便地进行系统流程和功能的调整，以适应系统需求的变化；

系统能够方便地进行管理与维护，软硬件的升级不影响正常运作，系统功能、结

构以及数据库可方便地扩展。基于通用应用开发平台作为项目的支撑，通过组件

化、工具化、配置化的方式实现系统功能的快速搭建，能够快速响应用户的需求，

便于实现数据的共享、维护和管理。通过采用灵活的技术构架，使得系统的应用

功能、部署方式能够满足不断扩展的应用需求。随着功能及用户的增加，能够通

过系统的层次化设计和设备的模块化设计等手段，保证系统具有良好的扩展性。

同时，系统的升级要充分考虑与现有其它应用系统的数据接口问题，尽可能保证

系统有更长的生命周期。系统应具备自检、故障诊断及故障弱化功能，在出现故

障时，应能得到及时、快速的维护及故障管理等。

（四）实用性和易用性原则。

尽可能选用安装简易、携带轻便、通用、集成度高的产品。系统在设计与实

施中要“以人为本”，做到系统安装设置、使用操作、开发维护、日常管理等工

作简单易用，符合开发维护人员和各类使用者的操作习惯，减轻其日常工作量，

并能提供多种友好的用户界面及在线帮助，由此降低系统整体维护成本。采用业

界流行的操作流程和页面规范，坚持简洁风格，保持总体界面一致，菜单和按钮

等提示信息一致，界面功能排列合理，方便用户快速浏览和查找需要的内容。采

用流程化的设计思想，引导用户操作，并提供通俗易懂的各类提示。要使用方便，



上手容易，符合通用计算机界面风格和使用习惯，不需要培训或进行简单培训就

能够使用。用户界面元素的布局、文字、位置、颜色、尺寸等要以清晰、准确、

简便、美观、业界通用为原则；界面主题能定制、可变更，而不需要修改代码；

界面语言国际化；凡是较长时间操作，如传输、压缩等，都应有进度条提示。页

面支持主流操作系统、浏览器，电脑、手机登录不需要用户额外安装软件、组件、

控件或插件。

（五）标准化和开放性原则。

系统建设采用的软件平台、数据标准、开发技术应符合公认的工业标准，符

合国家、地方和行业的有关标准与规范，系统的分析、设计、实现和测试要严格

按照统一的标准规范以及通用的软件工程标准和规范，以确保系统符合国际上各

种开放标准，采用基于正确公开标准的部件和技术，优先使用业界普遍采用的主

流技术和方法，以确保最大限度的协作能力以及与第三方系统与部件集成的简便

性。系统的功能调用和数据交换接口要遵循标准化原则。系统应具备良好的共享

机制，能有效实现跨部门的数据异步交换、信息实时共享。采用标准的数据描述

语言以及标准的通信协议，适应以后的数据交换标准以及系统间互连的标准协议。

系统应提供弹性架构，提供标准化的二次开发接口，能够适应业务流程的变化；

系统应保证接口封装良好，能够为第三方开发商提供系统集成接口。

（六）安全性和保密性原则。

支持用户、角色、权限控制。支持加密数据传输。保证网络环境下数据的传

输和存储安全，防止入侵、非法访问、恶意更改毁坏，采取完备的数据保护和备

份机制。从身份验证到资源授权访问再到数据的安全性，从操作系统的安全性、

访问控制、数据的完整性以及业务层的安全机制，均要确保安全。为防止非授权

用户的非法入侵和授权用户的越权使用，系统应进行各种级别的权限控制，并具

备审计功能，自动记录访问用户信息及其访问操作过程，以备日后查询。对关键

的设备、数据和接口应该采用冗余设计，要具有故障检测、系统恢复等功能。系



统需具有较强的容灾恢复能力，同时具有实时热备份、数据备份与恢复等手段，

保证系统在突发情况下的恢复和使用。

（七）高性能和稳定性原则。

在系统设计、开发和应用时，应从系统结构、技术措施、软硬件平台、技术

服务和维护响应能力等方面综合考虑，保证系统核心平台与各模块的逻辑清晰、

业务分明，确保信息传输和数据分析快速、准确、稳定、高效，多用户并发操作

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响应速度，确保系统正常、稳定、可靠地连续运行，将系统

发生故障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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