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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2日上午，嘉陵江洪峰过境磁器口。当江
水刚在磁器口一低洼处漫过脚尖，沙坪坝区排水抢
险指挥中心就接到汛情报告，及时向周边抢险人员
发出“迎战”指令。

汛情能得到及时反馈，源于沙坪坝区在磁器口
等近20个易积水区域安装了高清视频和电子水尺
等物联网设备，一旦暴雨积水超过水平路面10厘米
以上，系统就会自动报警。

沙坪坝区在洪水中能够从容应考，与其注重“智
慧排水”系统建设密不可分。

时间回溯到几年前。彼时的沙坪坝区每逢暴
雨，一些路段就会出现二三十厘米深的积水。究其
原因，除了地势低洼外，地下管网不能顺畅“呼吸”也
是原因之一。

为此，该区与重庆大学等高校联手，共同研发地
上地下全方位、一体化的水务物联感知网，希望建立
与时间赛跑的应急处置机制，掌握城市排水防涝的
主动权。

去年初，全市首个排水管网智慧管理系统——
“沙坪坝区地下综合管网CIM（城市信息模型）平台”
（简称“地下管网CIM平台”）综合管理系统初步建成
投用，城区的排水管道堵不堵、堵点在哪里一目了然。

据介绍，该系统采用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
技术建立地下管网CIM平台，充分利用了三维可视
化、云计算和物联网技术，基于GIS地理信息系统，
在城区地图上叠加展示各类排水设施的位置、属性
信息、可运行状态，实现对管网设施的在线监控、自
动监督、远程监管和巡检维修。

具体来说，该平台建立地下管网永久性数字档
案系统，迄今已入库数据1277564条，覆盖沙坪坝
区26个下辖区域管网6339公里，将完善关联管网
重要参数、缺陷问题、内窥视频等数据，新建管线亦
可随时更新入库，实现系统数据永久存储，可应用、
可共享。

不仅如此，地下管网CIM平台按照“厂、网、河一
体”、“排水监测一张网”的思路，拟通过感知设备采集
管网规划、建设、运维过程的全生命周期数据，并融合
各项业务系统，逐步建立全域智慧管网数据体系，构
建该区管网数据三维可视化“一张图”，使用户在最短
时间内就能获取准确、可靠的管网数据信息。

6000多公里
地下管网堵不堵
在线监控一目了然

前不久，在对李家沱长江大桥196根缆索
进行的例行检测中，缆索机器人派上大用场。
这种长宽各50厘米、高1米的机器人可“攀岩走
壁”，全方位、高精度对缆索表面及病害进行检
测，哪怕一个微小的变化也无所遁形。

在有“桥梁之都”称号的重庆，修桥不容易，管
桥也不是轻松的事。要全面了解桥梁健康状况，
不仅需要缆索机器人“上天”，还要求管理人员“入
地”——钻进“桥肚子”里，第一时间检查是否有渗
水或水渍，钢构件是否有凝露、锈蚀等病害。因
为每段钢梁、每颗螺丝都不能掉以轻心，大桥的
维护人员一天忙碌下来经常手酸脖子疼。

桥梁健康监测系统的出现，为“桥梁医生”
们解决了不少烦心事。

近年来，城投路桥公司研发出“智慧路桥”
系统1.0版——桥梁结构状态监测系统，在长江
大桥复线桥、菜园坝大桥、李家沱大桥、黄花园
大桥、朝天门大桥、千厮门大桥、东水门大桥、牛
角沱嘉陵江大桥、苏家坝立交桥陆续建成投用。

不久后，以该系统为基础，该公司搭建了
“智慧路桥”系统2.0版——桥梁结构状态监测
系统云平台，通过建立统一的数据接口标准及
新的桥梁三维模型，实现了不同桥梁结构状态
监测系统多年来累积数据的集中、统一管理，为
科学养护桥梁提供决策参考。

以朝天门大桥为例，该桥安装有500多个传感
器，24小时监测桥梁位移、应力等数据，一旦出现异
常数据，系统自动报警。通过采用桥梁结构健康监
测系统与视频监控系统结合、人工巡查两种方式，
朝天门大桥管理处给桥梁安全上了“双保险”。

“耳聪目明”的不仅是朝天门大桥。为让桥
梁会“说话”、说更多“话”，城投路桥继续完善

“智慧桥梁”系统建设，建立了全国路桥管养企
业第一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依托博士后工作
站与重庆大学、重庆交通大学等高校科研机构
合作，拟打造出“智慧路桥”的更高版本。

500多个
传感器24小时
为桥梁做“体检”

8月9日，张先生到渝北两路办事，通过手机上的智
能停车App（翼停），轻轻松松就查到空余停车位。

让张先生大呼方便的翼停App，是渝北区全力打
造的“智慧停车”管理系统的一个缩影。

渝北区“智慧停车”项目的运营方——重庆路泊通
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他们已在渝北区安装路边
车位传感器3899个、监控137套、路边车位诱导屏216
套，接入固定停车场数据96套，对约2万个车位实现智
能化引导管理。

据测算，自“智慧停车”系统投用后，渝北区车位日
周转率增长至6.27次，比以前增长约两倍，车主寻找空
车位的时间平均缩短8分钟，道路通行能力大大增强。

不过，解决了找车位困难的问题，路泊通公司又遇
到新挑战：一方面，树冠下安装的视频监控系统，部分
摄像头因为树叶遮挡的原因，难以起到监控作用。另
一方面，路边停车位是开放式无人管理的，车主有可能
停车却不缴费。怎么破？一系列占道“智慧停车”系统
的“加强版”装置应运而生——

将ETC技术应用在占道停车管理上，安装在路侧
的ETC设备可以精准识别车辆停车数据，在车辆驶离
时就能通过车载ETC自动扣费，实现无感支付。目
前，渝北区双龙大道就试用了这种装置。

视频巡检车、无线贴地视频桩可以很好解决监控盲
区问题，特殊路段还可以安装智能地锁。当车辆驶入，
地锁升起，同时地锁上的摄像头对车牌信息进行自动识
别，车主缴费后，地锁下降至原先位置。

除了方便车主找车位，“智慧停车”系统还为城市
管理带来哪些便利？记者了解到，在渝北区，如果占
道停车位发生停车剐蹭事故，该系统可及时调出视
频，为警方处理提供依据；如有恶意欠费的车辆进入
停车位，管理人员的手机上会出现预警信息，提醒前
往处置；当某些路段停车位长期紧张，运营方可将这
条道路上的车位使用情况上报城管等部门，为主管部
门合理规划停车路段、筹划停车场建设提供依据。

6.27次
“智慧停车”系统
让车位日周转率提高

（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廖雪梅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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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智慧城市运行管理中心已
接入全市201个系统，重点打造25个
综合应用场景

201个

中心城区12座大桥和4个隧道
信息化管理系统接入城投路桥公司
监控指挥中心

12座

智慧城管 专治城市“疑难杂症”
数读重庆大数据智能化发展系列报道⑤

约25%
“数字管家”

提高施工管理效率

市大数据发展局打造同上一堂
课、占道及时报、后厨天眼通等2个
批次70余个“小切口、大民生”智能
化创新应用项目

70余个

重庆非科智地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
翠云片区市政道路施工采用了

“数字管家”A-CIM 系统，使得看似
繁琐的管理工作变得简单、有章可
循。【声音】

市民张先生：
以前停车是人找车位，到了目的地

找个空车位都要转十几分钟；现在是车
位等人，没到目的地，先用手机锁定停车
目标，到现场后一两分钟就能搞定。【声音】

沙坪坝区地下综合管网CIM平台工作
人员：

平时，该平台与感知设备融合，
可实时监测重点区域水质、水位、实
时影像等数据，即时发现问题；在特
殊时期，该平台与应急指挥调度系统
联动，可提供关键数据预警服务，让
指挥中心能宏观掌控全区态势，第一
时间了解现场情况，及时处理突发事
件，将洪水、内涝等灾害引起的损失
降到最低。

【声音】

城投路桥公司工作人员：
目前，城投路桥对桥隧智慧

管理综合平台进行了集中整合，
监控指挥中心接入中心城区 12
座大桥和4个隧道信息化管理系
统，初步实现了桥隧日常管理所
需的监控指挥集成化、信号信息
采集可视化、数据分析智能化、设
施技防自动化、应急通信调度效
率化。

【声音】

渝北区安装了200多块停车诱导屏，方便市民
快速停车。 （受访单位供图）

地处中心城区核心区、6条道路同时施工，交通
转换和施工管理如何才能跟得上？这是两江新区翠
云片区C区纵三路等6条市政道路建设时面临的最
大难题。

然而，自去年底开工以来，短短数月，翠云片区
市政道路项目已基本完成土方开挖及地下管网铺设
工作，部分道路开始路基平整，项目推进速度令人惊
讶。

6条道路同时施工，进度如此之快，是怎么做到
的？“这要归功于翠云片区市政道路施工采用了‘数
字管家’——A-CIM（以地区为基础的城市信息模
型）。”A-CIM系统的研发方重庆非科智地科技有
限公司负责人介绍。

“数字管家”的威力有多大？据了解，在翠云片
区市政道路施工中，诸多智慧建造“黑科技”运用，使
得项目管理效率提高约25%。比如，视频远程监控
系统，通过在项目高点、周边布置多个AI摄像头，不
仅能全方位把控项目各处施工进度、人员机械材料
情况，通过AI算法还能智能监测安全违规行为等；
无人机定期巡检，周期性对项目形象进度进行拍摄
记录，与形象进度工程费用支付直接挂钩，并在项目
施工前后进行多角度拍摄，对项目施工前后形象对
比、地形地势对比进行数据分析；设备智能采集现场
数据，通过现场安装环境监测、人员实名制监测、巡
检巡查控制点位、设备数值监测等设备，管理者足不
出户便可对现场进行管控。

来自市建筑业协会的消息称，非科智地公司在
翠云片区市政路网项目试行的这套新型管理系统，
去年12月获得重庆市建设工程BIM（建筑信息模
型）应用成果一等奖。

翠云片区为什么会有“数字管家”？据介绍，重
庆市地产集团一直致力于做大“土地整治+”产业
链，不断探索利用智能化、信息化、数字化系统提升
土地整治能力的路子。在此基础上，重庆市地产集
团及其下属渝地北部公司聚焦建造智慧城市的新技
术，加大与非科智地公司等企业合作，将BIM技术
融合到城市管理中。最终在市地产集团所负责翠云
片区近2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试点智慧化管理研究，
希望通过点（建设单个项目）—线（项目群）—面（整
个整治区域）的方式，建设集智能感知、智能响应、智
能运维为一体的A-CIM智慧城市管理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