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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场景坐标：全市首座数字
化智能化高铁站（重庆东站）

10月25日，重庆东站施工现
场，一辆满载钢材的货车缓缓驶进
称重台。材料工程师李鹏升打开
手机App操作系统，仅耗时1秒，
AI就准确识别钢筋点数，完成验
收。而传统验收模式至少需要5
分钟时间。

物料验收效率的大幅提升，
得益于承建方中铁建设集团自主
研发了实景三维交通组织决策系
统。

这个系统根据真实地形地貌
的道路建设模拟、交通组织模拟，
持续对道路进行模拟、验证、分
析、优化，实现了手机上就能完成
物流状态跟踪、进场过磅称重、退
场、统计和结算。

“重庆东站是重庆的门户和新
地标，也是全市首座数字化智能化
高铁站。”重庆铁路投资集团相关
负责人介绍，为高标准、高起点建
设东站，重庆铁路投资集团运用实
景三维仿真、可视化交底、施工模
拟、数字化施工等技术，实现了项
目高效建造、精益建造、智慧建造、
绿色建造。

据介绍，重庆东站利用BIM
协同管理技术，对施工工序进行虚
拟建造；按施工计划提前模拟重要

工序，让工人熟悉施工流程，实现
零返工目标；通过碰撞检查预判施
工中可能出现的碰撞，提前进行优
化解决。

比如，BIM技术建立了共享的
数字化信息模型，实现设计师、工
程师和施工人员三方作业实时协
同，避免了因信息断裂导致作业发
生冲突；建立的虚拟建模和模拟预
测，消除了原本编入预算中高达
40%的变更。

中铁建设集团自主研发的
“156项目管理数智建造平台”，充
分应用云计算、5G、
BIM、物联网等先
进技术手段，整
合46项智能建造
模块，全过程采
用智慧劳务、智慧物
料、智慧进度、智慧监测、
智慧调度、智慧设备、多源数据
集成，达到提质增效的管理目标。

得益于数字化建造，目前，重
庆东站项目整体施工进度超前。
来自重庆铁路投资集团的消息
称，今年前三季度，重庆东站铁路
站房及配套综合交通枢纽工程完
成年度投资任务超80%，重要节
点工程进度比计划工期提前4个
月，今年底整个重庆东站将具雏
形。

（记者 杨永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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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坐标：重庆首条无人
驾驶轨道线（24号线一期）

24号线一期是我市首条全自
动无人驾驶轨道线，也是重庆轨道
交通智慧化示范线，投入运营后将
实现全自动驾驶、场景化运营、云化
物联网等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应
用和融合，科技感、“炫酷”感十足。

据了解，24号线将首次融合应
用物联网、云平台、BIM等先进技
术，搭建重庆轨道交通工程建设安
全管理等综合平台，设有智能导向、
智能安防、智慧信息服务等各种智
慧车站场景；在重点车站，实现数字
化车控室、三维驾驶舱、乘客行为
AI分析等智慧车站场景，可有效推
动乘客高效出行、提高出行体验感。

这样一条智慧轨道线路，建设
施工用到了哪些“黑科技”？

10月25日，记者来到建设中的轨
道交通24号线一期茶涪路站时，高高
的塔吊正精准运行，调运物资。

“与普通吊塔不同，它‘长着’可
旋转的 360 度鹰眼，是全能型塔
吊。”施工方中铁二十三局24号线
一期3标项目安全总监王匡这样比
喻。

塔吊安装了360全景摄像头、
鹰眼细节摄像机，可以随时“转
身”，360度俯瞰工地各个角落，系
统能瞬间辨识人脸、倾角、高度、重
量等多项参数，不到1秒钟时间即
可捕获工地上人车物等施工目标，

“比猎鹰空中锁定兔子还快”。
王匡介绍，安装在塔吊上的监

控系统，能通过集成先进的视频分
析算法和多目标跟踪算法程序，对
进出工地、入侵、跨界的目标物进
行检测，发出报警和联动云台跟踪
信号，让安全隐患无处遁逃。特别
是在钢管和塔吊林立的工地上，塔
吊还能自动躲避以免发生碰撞。

“为推动数字化建设、打造智慧
工地，项目各标段地面施工、管理现
场、地下施工现场、隧道及掌子面均
实现了视频监控全覆盖，共安装摄
像头189个。”中铁建重庆轨道24
号线一期总承包部相关负责人说，
智慧工地系统设有视频系统以及隧
道口人车分离、环境联动监控、塔吊
监测、AI边界区域报警等系统，工
地建设情景一览无余，相关人员可
随时了解项目建设实时进展、有无
违规操作和质量安全事件发生，并
实时纠违。

（记者 杨永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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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坐标：全市首条工业化建造（装
配式）综合管廊

不久前，重庆市第一条工业化建造（装配式）
综合管廊——巴南区地下综合管廊试点工程完
工。这个项目试运行几个月以来，第一时间“诊
断”并处理近百起运行问题，涉及网络设备离线、
风阀故障、配电箱交流接触器故障等方面。

“诊断”效率为何这样高？负责该项目的重庆
龙滨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兰发建介绍，巴
南区地下综合管廊运用物联网、大数据、数字孪
生、3D建模、AI应用等技术，通过数据信息一体
化、运行监控一体化、维护管理一体化，实现了设
施设备的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为管廊可视化
管控、智慧集成、数字运维、绿色运营奠定了基础。

巴南区地下综合管廊项目起于海洋公园南
侧，止于尚文大道尾端，全长10.12公里，采用三
舱设计，电力、燃气管道均为独立舱，通信、给水
管线为综合舱，每个舱宽度2—4米不等，是名副
其实的管线“收纳神器”。

为保障“收纳神器”内各种设备的安全、高效
运行，这条综合管廊共安装了普通网络摄像仪
304台、防爆网络摄像仪120台，设备数据采集点
位多达到13000个左右，每3秒就采集一次数据。

“只要有人员进入管廊，系统就会报警，并在
大屏幕上显现入侵画面，在运行日志里留下记
录。管理人员可根据不同情形采取相应措施。如
果环境监测设备采集到的数据显示管廊内氧气浓
度偏低，会自动联动风机注入新风。”兰发建说。

目前，巴南区地下综合管廊项目正按照
“1234”模式，加快推进智慧管理平台建设，即：
建立一张网（综合管廊监控与报警系统）、两个中
心（监控中心与云数据中心）、三个平台（综合数
据服务平台、地理信息系统平台和协同管理平
台）、四个典型智慧应用（综合管廊三维集成与管
控系统、综合管廊智能运维系统、综合管廊经营
管理系统和综合管廊应急抢险系统），通过不断
完善“管线管家”功能，为“入住新家”的管线提供
更高效的运维服务。

与此同时，巴南区地下综合管廊运维人员还
采用视频轮巡、机器人巡查等多种手段开展智能
巡检，全力保障城市“地下生命线”安全。

（记者 廖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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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坐标：两江新区—
长寿快速通道项目现场

几天前，中交路桥建设有限
公司的施工人员在采集两江新区
—长寿快速通道项目（简称“江长
项目”）长寿段建设信息时，使用
无人机搭载设备，半小时就完成
了对1.6平方公里施工现场的“扫
描”。

“项目正处于建设初期，每个月
都要飞一次无人机记录施工进度。”
中交路建江长项目（长寿段）项目常
务副经理吕金明介绍，以前施工人
员察看工程进展时，需要一天甚至
数天才能完成工地信息采集。

而无人机具有飞行速度快、
不受地形地势影响的特点，不仅
能720度全景查看施工情况，还能
在拍摄图片的基础上，建立三维
场景为工地高效管理打下坚实基
础。

这只是江长项目打造“数智
工地”的一个缩影。记者了解到，
江长项目施工条件复杂，面临岩
溶、高压富水、煤窑采空区、瓦斯
气体、断层破碎带等不良地质挑
战，多达13家单位参与建设也为
项目协同管理增添了难度。

为实现项目建设全过程一体
化动态协同及信息管理，城投建设
公司组织建设以BIM（建筑信息模
型）+GIS（地理信息系统）为基础的
新型智慧管理平台。该平台自运
行以来，已集成工地现场11个摄

像头的监控数据，产生了5000多
条业务管理数据。

据悉，新型管理平台重点打
造了BIM+GIS基础平台底座、数
智决策中心、数智建管系统和云
上江长移动端四大部分15个功能
模块，为江长项目建设管理提供
全过程、全要素、全方位支撑，实
现江长建设数字化、自动化、智能
化、智慧化升维。

以数智决策中心为例，该中
心汇集施工阶段的所有数据，通
过全场景、多维度监管，实现对建
设投资、进度、质量、安全的一张
图综合把控；还将各类监测数据
与基础平台底座进行关联，接入
项目环境监测、水文监测、监控量
测、超前地质预报、瓦斯及有毒有
害气体等18个监测对象共510个
监测点位数据，实现监测数据的
统计展示和在线预警。

与此同时，数智建管中心开
发了质量管理、安全管理、进度管
理、验收管理、支付管理、档案管
理等功能，将工程建设各业务管
理场景由线下转到线上，并利用
系统自动计算、统计、预警等能
力，为管理人员提供决策辅助。
比如，计量支付管理用“数据找
人”的方式代替“人找数据”，实现
了变化数据自动变色和主动提
醒，提高数据检查和复核效率；支
付管理实现全过程电子资料留
痕，仅此一项可提高60%的审批
效率。 （记者 廖雪梅）

10月16日，
建设中的重庆东
站。

轨道交通24号线鹿角北站，第二台盾构
机正在进行吊装作业。 （本报资料图片）

日前，在两
江新区—长寿
快速通道项目
部，技术人员通
过智慧工地管
理平台查询工
程动态信息。

10 月
25日，巴南
区 地 下 综
合管廊内，
技 术 人 员
正 在 对 检
测 设 备 进
行调试。

（本版图片均由记者罗斌摄/视觉重庆）

随着数字技术在交通基
础设施及城市建设领域的推
广运用，工程数字化、精细
化、协同化和全生命周期化
成为行业发展大趋势。如
今，不仅许多工地有了“智慧
大脑”，设备也会“学习”“思
考”，管理变得更加高效。

为让读者们了解数字技
术在建设领域的神奇魅力，
本报记者特地走访了4个工
程建设项目，多维度展示数
字技术在担当工地信息“大
管家”、施工安全“保护神”及
生态管理“守护者”等方面的
情形，展现数字化助力赋能
现代化新重庆建设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