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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上海轨道交通 18 号线工程在全生命周期开展 BIM 技术应用，实现了 BIM 数据全生命期无缝
传递，在运维阶段以竣工交付数字资产为基础，轻量化共享竣工模型数据，自动化集成物联
网（IoT）数据、运维技术（OT）数据，以数据驱动运维管理标准化业务，助力轨道交通车
站运维管理数字化转型。

关键词 :  BIM, IoT, 城市轨道交通，地铁，运维

上海市轨道交通18号线一期工程是城市轨道交通路网中贯穿上海
东北部与东南部的切向线，与13条轨道交通线路形成10个换乘节
点，全长36.93公里，全部为地下线，共设车站26座，控制中心
一座。18号线聚焦数字化应用，在规划阶段就制定了全生命周期
的BIM技术应用策略，在设计阶段开展正向设计探索，实现多专
业协同精细化设计；在施工阶段利用BIM技术指导施工，打造简
约化、集成化、一体化的装修安装风格；在运维阶段，竣工模型
与车站智慧运维管理平台同步移交，利用BIM数据实现集成化应

1. 项目概述

用和管理的模式创新。

上海轨道交通18号线车站智慧运维平台以建设阶段交付的BIM
竣工模型数据为基础，搭建了三维轻量化数字化运维模型场
景，集成了运营期间各类静态、动态数据，包括设备厂商产品
模型与资料、资产信息、设备运行状态信息、视频监控、人员
定位信息等，数字化模型与车站实际运行状态相对应，初步实
现“数字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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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基于BIM + IoT的轨道交通数字孪生底座建设
（1）数字资产平台化交付

数字资产的交付，以往常采用线下审核+物理介质移交的方式，
审核效率低、数据应用难度大。本项目在建设阶段利用线上平台
进行交付审核，数据自动同步到运维平台。本项目设备产品数字
资产覆盖711类设备，文档资料数量达47583项，共计48家设备供
应商、设备监理等单位参与，减少审核工时35%以上，大大提升
工作效率和数据质量。

图1 数字资产平台化交付

（2）运维模型数据轻量化共享

通过BIM模型轻量化自动处理流程，在保证模型渲染效果同时，
保证平台访问的便捷性、流畅性、稳定性，满足作为数字孪生底
座的基本要求。本项目通过自主研发的数据处理工具，对竣工模
型进行数据检查、数据导出，在三维场景中进行实例化和材质优
化处理后轻量化发布至车站智慧运维平台项目中。18号线竣工交
付的全线车站竣工模型原文件大小共计68.6GB，轻量化处理后的
模型约35.8GB，平均轻量化率在48.8%左右。

图2 运维模型数据轻量化共享

（3）数据自动化集成技术

基于轻量化数字底座集成运维阶段各类静态、动态数据，以统一
编码为核心形成数据自动化集成技术路径，进而服务于业务应用
场景。

图3 数据集成

2. 主要创新

（4）室内定位融合技术

本项目创新性地采用蓝牙技术和超宽带技术融合定位方案，满足
不同区域的人员定位精度需求。

图4 室内定位融合

2.2数字孪生驱动车站运维标准化管理业务
将竣工移交的数字化资产通过物联网技术与设备运行状态集成，
实现设备管理、客运管理、人员管理、数据分析等4项核心应
用，已在18号线实际工作中应用，具备较高的应用成熟度。

（1）设备管理

在平台三维场景中可查询设施设备的基本信息，包括编码、名
称、规格型号、生产厂商等，进一步可查看竣工交付的精细模
型、设备文档资料等静态数据。同时在三维场景中可视化显示设
备实时运行状态和详细运行数据；对故障设备可直接发起维修工
单，自动填入设备编号、故障代码等信息，保证工单数据的结构
化。随着数据的积累，形成设施设备运行履历，可分析设施设备
健康程度。在现场通过移动端扫描二维码可同样进行查询、报
障、设备巡检等操作，大大提升一线人员工作效率。

图5 设备运行状态可视化

（2）客运管理

平台集成车站客流数据，支持查询和数据分析，可掌握站内客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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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相应开展客运组织工作。移动端可上报客运事件，通过
定位系统自动记录事件发生位置，可分析不同类型事件的高发位
置，辅助客运组织决策。

平台将台账等大量的日常工作数据电子化、结构化，可实现数据
的查询追溯、统计分析，充分发挥信息价值；另外集成视频监控
数据，做到虚实结合，更好地为车站客运服务。

（3）人员管理

集成定位系统数据，实现人员实时位置和历史轨迹的可视化查
询。结合定位对巡检工作进行标准化配置和精细化过程管理，实
时掌握巡检工作进度，并可进一步扩展到委外人员管理。

图6 巡检工作配置

（4）数据分析

平台对各类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和深度挖掘，发现异常，及时预
警，为管理决策提供支持；同时自动生成业务报表，成为考核
依据。

图7 客流统计看板

2.3制定数据交换标准，实现全业务链数据深度

融合
本项目通过制定设备供应商数据交付技术指导要求，对原有项
目级BIM交付标准进行了扩展和补充，打通制造业与BIM的数
据链。

图8 设备供应商数据交付技术指导要求

本项目与综合监控系统、视频监控系统、定位系统、OA办公系
统、运管平台等5个外部系统进行了动态数据数据对接，形成了
项目适用的标准数据接口，并逐步在其他线路进行推广,逐步升级
为企业级数据接口标准，实现全业务链数据深度融合。

2.4优化移交流程，实现数字资产与实物资产同

步移交
本项目同步推进实物资产移交和数字资产移交，两个移交流程
实现初步整合，从资产管理层面保证数字孪生的虚实数据的统
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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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站智慧运维平台实现在全线正式运营时同步上线，利用数据自动化集成和轻量化共享，
为车站运营减负增效，为将来智慧城轨、智慧城市打下基础，在城市轨道交通运维阶段具
有较高的推广应用价值。同时，通过本项目的应用和实施，为上海地铁运维阶段BIM应用
相关标准的制定积累了宝贵经验，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技术支撑，有效促进BIM技术在
城市轨道交通行业全生命期应用发展。

3. 结论与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