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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倾斜摄影技术在交通导改方案设计中的应用

范新阳

中铁一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陕西宝鸡  721000

【摘　要】使用了BIM技术对施工现场进行了建模，应用无人机对项目周边进行了航测，利用计算机技术模拟交通流辅助

交通导改方案设计，分析了多种方案的经济性和社会性，将原本7阶段的交通到该方案减少为4个阶段，缩短了交通导改方

案的制定步骤和验证时间，大大减少了城市建设对城市交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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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轨道交通工程也日

益完善，各大城市陆续上马地铁项目，为的提高城市交通

通行效率，缩短通勤时间。相比一般基础设施建设，地铁

项目工期长、投资大，特别是地铁车站经常坐落于交通主

干道，这样一来地铁车站附近的交通导改设计就显得尤为

重要。传统的交通导改设计存在灵活性不足、修改困难的

局限，与周边环境不能有机结合，应用BIM+倾斜摄影技术

提前建立环境模型，再应用计算机模拟技术获取交通流数

据，可以作为一种交通导改方案设计应用上的创新。

1  工程概况

济南城市轨道交通 6 号线 6 工区，位于济南市历下区

及历城区，线路全长 2.73km，沿大明湖东站由西向东，终

点为山东大学站；建设规模为两站两区间，即大明湖东站-

东仓站区间，东仓站，东仓站-山东大学站区间以及山东大

学站。

2  应用目标

提供一种快速有效、切实可行的交通导改设计方法，并

能根据道路交通流变化，进行快速数据获取，模拟交通流

变化，为交通导改方案提供数据支持。

3  技术路线

使用现有的BIM技术，在施工前对车站进行建模，再

应用倾斜摄影技术对周边环境生成数字模型，二者融合使

用，为交通导改提供环境数据。应用计算机模拟交通流的

变换，提出初步交通导改方案。现场实施后，利用无人机

实时观测、定期巡查，对不满足要求的地点及时修改，最

终使施工活动对交通的影响程度最小。

4  交通导改方案实施过程

4.1  地铁车站建设场地BIM建模

施工单位项目经理部成立BIM技术小组，采用Revit软件

对施工场地进行建模。根据现场道路空间和既有建筑物分

部情况，对场地内设施布置进行了优化，改变了大门开口

方向和物资堆放区域位置，使其对周边交通影响程度达到

最小。

  

4.2  倾斜摄影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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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无人机对周边状况进行了倾斜摄影测量，生成数字

地面模型。再利用融合技术，将先前生成的场地BIM模型与

倾斜摄影模型结合，形成交通导改参照模型。在参照模型

上可以清晰辨别施工场地与外界环境间的关系，为后期进

行交通导改以及临时设施布置提供可视化模型平台。

4.3  城市交通流数字模拟

应用交通工程理论，结合计算机语言，对城市道路的车

流状况进行建模，模拟结果与交警提供的既有交通数据进

行比对，循环修改相关参数，降低二者间差异，形成交通

导改模拟程序。经过反复修正，现有的交通流模拟程序可

以达到超过85%的准确程度，为后续进行交通导改方案的确

定提供了技术保障。

4.4  交通导改初步方案

根据设计要求和传统施工经验，对现场交通导改方案

提出了7级改进步骤。为了减少导改方案对城市交通的影

响，加快方案改进速度，经专家论证同意，应用计算机模

拟辅助技术，采用4次实地导改方案和3次模拟导改方案的

结合应用，其中，第1,3,6次为计算机模拟辅助导改设计第

2,4,5,7次为实地导改设计。

以东仓站为例，根据现有的BIM+倾斜摄影模型，结合施

工后交通流的预估数据，技术人员对开工后周边交通状况

进行了预估，并提出了初步交通导改方案。

对比7种交通导改方案，从交通通行状况进行分析。预

计高峰期间通行能力最大降低57%，最小52%；通过走访观

察，结合历史信息，上下班高峰基本能满足通行要求；但

遇下雨，通行能力基本下降至25%，交通压力巨大。结合经

济效益和社会影响，在专家的建议下，初选7号导改方案为

东仓车站交通导改初步方案。

对应现场实际情况，从材料成本、人工成本和社会成本

3个方面进行了对比，选择出4种经济效益较佳的施工围挡

方案。

BIM+倾斜摄影技术助力施工现场临建场布与交通导改(施工成本对比）

方案 围挡（m）
隔离栏杆
（m）

施工便道
（m2）

人工     
（工作日）

总成本   
（万元)

1 854 2892 6200 124 143.9

2 882 3058 5821 224 144.2

3 798 3462 5967 153 146.7

4 920 2400 5010 165 125.5

最后经过专家论证，选择第四项方案为东仓站交通导改

场地布置方案。

项目开工后，对周边交通流数据进行了监控，并与预估

数据进行了比对，二者间差异超过40%。分析原因如下：1 

交通流模拟程序完全基于交通工程理论，未经过现场实践

的检验；2 计算机软件建立的模型基础为正常交通道路，

与施工现场的导改道路存在一定差异；3 开工初期，市民

对建设场地的情况不甚了解，依然沿用既有交通路线，还

未形成规模化的改变。

针对模拟软件出现的与实际不符问题项目部聘请专家进

行了进一步的完善，并根据现场情况进行了相关参数的修

正。经过完善修正，模拟数据与现场数据差异降低至25%，

并随着现场交通数据的增加，二者间相似性继续提高，已

能反映出建设现场周边的真实交通状况。

4.5  方案优化

证实了初步导改方案基本实现了设计导改目标后，现场

进行了二次实地勘测和计算机模拟改进。以东仓站为例，

分别对导改段入口进行了车道优化和周边施工围挡挪移。

分别在第三次、第四次和第六次提出了较大改动，提高了

现场交通通行能力，印证了交通导改方案的改进成功。整

个建设期内，共对交通导改方案进行了7次实地和计算机模

拟改进，部分改进情况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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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部分别对7次交通导改方案进行了经济性和社会性

分析，多数情况下都有较为明显的提高，但是在第3次计算

机模拟方案实施后，现场交通通行情况出现了较为明显的

下降。分析原因，本次导改方案将入口处通行面积进行了

扩大，去掉了隔离栏，车流速度增加，但整体通行效率下

降。随后，考虑到安全和通行效率，在第4次方案中增加了

隔离栏等安全设置，通行状况随即恢复。

5  应用分析

5.1  应用效果

本次BIM+倾斜摄影+计算机技术交通导改应用效果较为

显著。将传统的完全通过现场验证改变为计算机模拟+现场

验证，在不降低导改方案效果的基础上，将传统的7次调整

方案提高到4次实地调整+3次计算机模拟。大大缩短了交通

导改方案的确定时间，提高了现场通行效率，将城市建设

对城市交通的影响减少到了最低。

应用无人机实时监测，发现交通流异常变化，采用计算

机模拟，及时获取导改方案修正参数，达到快速响应的目

标。施工期间由于天气原因，部分路段积水，形成一次规模

较大的交通拥堵情况。现场技术人员应用计算机软件的便利

性，借用场地空闲区域使用计算机仿真模拟，临时对导改方

式进行了调整，增加出1条车道和1条人行道，在入口处设置

隔离栏杆，配备临时安全引导员，及时化解了拥堵，保证了

道路畅通，缓解了城市交通压力。随后又进行了现场快速恢

复，避免临时导改方案对车站日常施工的影响。

5.2  技术风险分析

在项目交通导改期间，计算机软件建立的交通模型形式为

正常道路模型，与项目导改道路形式存在差异，导致初期的模

拟数据与现实数据差异过大，即使经过了完善和修改，也依然

存在参数过多、数据敏感的情况。特别是每个施工现场都有

自己的特殊性，如何选取对应参数是软件模拟成功与否的关

键，任何理论和方法都要通过实践来检验，积累一定量的数

据才能进行相关参数的修正，本项目应用计算机技术对导改

后的交通流进行模拟后发现部分参数对应结果存在较大的敏

感性，其准确程度是建立在大量数据之上的。随着基础数据

的增加，计算机对交通流模拟的准确程度也会大大增加，对

项目交通导改方案的辅助功能也会得到更大程度的体现。

无人机+GIS技术“交通导改方案”交通流数据采集

综上所述，只要能积累相当数量的现场数据，建立合适

的数学模型，通过不断改进计算机软件、修正参数，就能

更加完美地模拟城市轨道建设现场周边的交通流状况。

6  结束语

传统的交通导改规模较小，不形成对城市交通的大面积

影响，故没有引起大家的关注。但是随着城市更新速度的

加快和程度的提升，大规模的交通导改情况会频繁出现，

城市建设过程中系统的交通导改设计和局部方案的快速修

改就显得非常重要。应用BIM+倾斜摄影+计算机辅助技术也

会是一个很好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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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东仓站交通导改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