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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站式”红色旅游服务



 作 品 介绍
 

作
品
概
述

   “沪上红图・地铁游”小程序以上海市图书馆开放专题数

据库为数据源，结合红色旅游、红色文献、革命历史人物与

革命历史事件进行关联，以乘坐上海地铁旅游的形式作为叙

事主线，对红色资源进行深入挖掘、可视化展现，开发“红

色记忆”和“红色旅游”两大功能。

      本次主要选取地铁10号线进行“试点”开发，选取“上

海图书馆站”作为初始坐标，用户可选取某站点查看周围对

应可游览红色建筑，同时在地铁站里设有“档案墙”展示各

专题档案资源。

流程：购票乘车-到达站点-线上游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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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最常用、方便的出行方式是哪种？

人们倾向选择的查询旅游攻略平台的特征有哪些？

如何选择、规划、设计出行路线？

如何查看完整的上海红色历史建筑分布地图？

参观红色历史建筑时，如何深入了解它的历史变迁？

地铁出行。

即查即用，信息全面，操作简单，作为非必需工具，最好无需下载，方便快捷。

查攻略，手机地图查询建筑之间距离、可选交通方式、所用时间以及景点周边，

利用软件查看天气情况，耗费精力时间做详细规划。

在一些小程序、app、网站检索。（信息分散）

建筑的历史和人的社会活动是密不可分的，只有联系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才能深入了解

建筑的故事。

需求分析

主 要 解决问题



设计前思考环节

保证数据资料相对完整、正确-----以上海图书馆数据库为基础

设计可提供“一站式”红色旅游服务的微信小程序

将地铁交通+红色建筑+历史文化知识进行融合

目标是为用户提供方便、快捷、省时好用的红色旅游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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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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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建设周期以及团队人力，合理安排开发时间，选取“试点”数

据，有限时间内做到”小而美“。

挖掘历史数据之间显性和隐形的关联，以可视化的方式加以呈现。



红色旅游
资源挖掘

关系获取、属性获取

知识
关联

概念设计、关系设计、
属性设计

知识抽取

知识建模

知识
图谱

建筑与人物关联

建筑与事件关联

建筑与文献关联

建筑与地图关联

人物与作品关联

建筑与地铁站关联

 作 品开发

技术工具

前端、后端开发
 微信小程序开发工具

 e-charts

UI设计
 Photoshop

 墨刀

 edraw亿图

1. 组建队伍；
2. 完成报名；
3. 选定主题。

1. 参加上图数据开发竞赛培训；
2. 完成产品原型图初步设计；
3. 完成数据内容选择，敲定设计方案。

1. 编制产品方案；
2. 初步产品总体设计及各
分项设计。

1. 完成UI设计工作；
2. 完成小程序开发。

2022年8月下旬

2022年8月底

1. 完善小程序功能；
2. 人工核对校验档案数据（准确度、关联性）；
3. 小程序试运行。

2022年7月

进
度
规
划



功能设计



功能设计-乘车导览
 

此
处
输
入
标
题

乘车导览 站点选择 站点附近建筑

购票 乘车

选择站 点

线上 游览



收录所有建筑主题页面，

用户可直接在该专题查看

相关红色旅游建筑。

功能设计-地铁档案墙

收录所有建筑关联人物的主

题页面，用户可直接在该专

题查看相关历史人物介绍。

收录了所有建筑、人物相关的红色

文献，用户可直接在该专题查看相

关文献介绍。



地铁档案墙-建筑专题
红色建筑列表（入口一） 建筑详情页

地址、经纬度、简介 历史事件轴、建筑图片轮播、
相关人物（可点击跳转）

相关作品（可点击跳转）
动态地图-建筑所在地址

乘车导览
（入口二）



地铁档案墙-人物专题

人物专题列表
（入口一）

建筑详情页相关人物
（入口二）

姓名、生卒、籍贯、
人物介绍

人物亲属关系图谱、
相关作品、数据来
源

动态关系图谱



地铁档案墙-作品专题
相关作品列表（入口一） 相关作品详情页

综
合
查
询
，
可
检
索
作
品
，

无
需
精
确
输
入
作
品
全
名

可通过专题栏目
查看相关红色作
品介绍

也可通过建筑
详情页的相关
作品跳转

红色建筑详情页（入口二）



功能设计-今日推荐

动态更新，“常用常新”每天
随机推荐红色建筑，用户可点
击查看具体页面内容

显示日期、时间以及上海
天气、温湿度



功能亮点

提供一站式红色旅游服务

 产品采用了“地铁交通+红色建筑+历史知识融合”

的整体思路，展示地铁沿边红色建筑分布情况。

 对红色建筑、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相关红色文献

做关联，利用关系图谱、时间轴等可视化方式，深

度挖掘展示红色历史资源。

 打破时间、空间限制，“足不出户”游览红色建筑、

线上学习红色历史。

 历史事件轴有助于用户“代入式”学习历史知识，

用户能够产生较强的历史代入感,实现对历史事件的

深度分析和解读,提升知识吸收效果。

“一站式”
无需切换 社交分享便利

图文结合

红色旅游

事件轴

关系
图谱

地图
导览

创新 点



 数据 使 用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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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利用

开放数据
 上海优秀历史建筑 

 上海市历史文化事件

 基础知识库（人物）

 红色文献书目数据 

 上海文化总库  

外部数据
 百度历史建筑相关图片

 百度历史人物相关图片

 百度历史人物亲属名字

 腾讯地图数据接入

 墨迹天气数据接入

 引用人物数据库中人物名字+拼音时，复杂的字统一拼音都被标为zuo。

 人物数据中存在笔名和本名、小名与本名重复作为两条数据出现的情况，如钱杏邨

（原名）和阿英（笔名为大众熟知）作为两条人物数据出现；李鸿章女儿李经璹小名

鞠藕（张爱玲祖母），但在数据库中鞠藕却作为另一位女儿的数据出现；邹韬奋女儿

小名与本名也分别作为两条人物数据出现。红色旅游建筑“邹韬奋故居”关联的人物

--韬奋（笔名）下数据为空，而人物数据库中存在邹韬奋，且数据较完善。

 丁玲故居、宋庆龄故居因存在多个地点，本产品设计按区域展示特定地址，故返回数

据时需人工核对是否为对应区域故居地址及内容。

问
题
发
现



潜在 价值

上海红色旅游资源开发与利用--讲好红色文化故事

• 创新红色旅游资源故事传播方式，给受众舒适的红色文化体验

• 有助于强化红色引领功能，激发城市新活力

• 整体开发多条地铁线路，可作为上海红色旅游“一站式”掌上小程序

• 可融入VR技术、语音播报技术，带用户体验“视听结合”的红色旅游



心 得体验

设计难度：

创意先行：选择感兴趣、熟悉的数据，代入用户视角--得出服务及利用方式。

产品设计：（工具：墨刀）现学现用，选取简单的工具，尽量设计出所想内容。

UI设计：先求雏形，再求审美

PPT设计：包装！包装！包装！简洁！直奔主题！没有废话！

开发难度：     

• 微信小程序代码包容量限制在2M，因此静态资源都应该存储在云端，例如图片等资源都应该用远程调用的方

式

• 关于自定义组件与组件复用。自己开发组件相比套用已有组件好处在于自由度更高，能设计出更理想的UI。组

件复用的好处在于可以统一小程序内不同功能页面的风格，以模块化的方式搭建页面并且开发量大幅降低并且

有利于后期维护

• 数据清洗与数据关联。本小程序的主体思想是将上图数据与地铁10号线各站点相关联，我们采用Python脚本进

行数据预处理，基于站点与建筑的经纬度差异进行筛选分类， 剔除冗余数据，补齐缺失字段。



收获建议

谢谢观看！

• 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小项目人员越少，合作得越顺畅（2次参赛对比）。

• 产品和开发矛盾？存在的，所以需要双方了解彼此工作内容，不要仅仅各司其职，创意部

分最好全员参与，才能设计出理想的内容。

• 不要拖延症，项目开始一个月，定好展现形式，了解上线流程，以免后期手忙脚乱，如：

小程序需要提前申请域名，否则比赛时无法上线，错过时间。

• 这是没有甲方要求，可以自由发挥，可以不受约束，随意利用数据海洋进行创作的机会，

所以---尽管大胆想象。

• 不要放弃，开始了就要有收尾，有了想法，即使做不到最完美的设计，可以量力而行，简

化功能。还有就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