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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CIM的智慧园区实践应用研究

张自成*� 王� 丹

重庆信科设计有限公司��重庆��400000

摘� 要：����年在上海世博会的规划设计过程中就曾研制并应用了上海世博园区智能模型（FDPS�V� LQWHOOLJHQW�

PRGHO），这一模型后被扩展应用到城市与城区范围�与城市的规划、建设、管理结合�衍生出城市智能模型（FLW��

LQWHOOLJHQW�PRGHO��,0）的概念。�,0自提出以来�已逐步成为国内智慧城市研究的热点。智慧园区的建设已经比较普

遍，但以城市信息模型（�LW�� ,QIRUPDWLRQ�0RGHO，�,0）平台为“数字底座”的园区智慧化建设案例并不多。事实

上，�,0平台对园区的精细化管理具有重要意义。从�,0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状况入手，提出基于�,0的智慧园区整体

设计思路，并阐述了应用与发展建议。

关键词：�,0；智慧园区；实践应用

���：KWWSV���GRL�RUJ���������������������������

1引言

近几年，国内学界提出�,0��LW��,QIRUPDWLRQ�0RGHOLQJ�城市信息模型）一词的术语，目的是提供一种有效方法组

织描述城市的信息。与%,0概念相对应，�,0将作用对象从单个建筑物或项目群扩大到整个城市，是对城市各要素及

其时间、空间信息的数字化表达。�,0被广泛理解为，大场景�,6＋小场景%,0＋,27的有机综合体。%,0与�,6可以

在大范围的自然环境里提供不同尺度的建筑对象可视化，而,27可以将实时的信息流反馈到数字模型当中，使�,0平

台呈现客观世界所有的状态。从大环境来讲，�,0的技术还处于研究阶段，应用还处于摸索阶段，整体上还没有形成

成熟的路线方法、统一的标准和要求。从局部来看�,0平台在南京、厦门、广州等首批试点城市建设工作中已取得阶

段性成果。南京市广泛集成现有二三维一体化空间数据，研发实现建设项目�,0审查、不动产登记等示范应用功能，

推动城市治理向数字孪生转型。厦门重点强调%,0报建审批、施工图%,0审图，推进与�,0平台融通联动，提升建筑

行业全产业链资源配置效率。智慧园区是智慧城市小区域的缩影，可反映智慧城市的主要体系模式与发展特征，同时

具备了一定层面上不同于智慧城市的发展模式。�,0平台在智慧园区的应用，是把�,0技术具体落地到园区建设运行

中，统筹园区整体全面系统的应用，落实以数据为核心的园区数据互联互通，以园区内不同颗粒度的构件为载体，完

成“可查”“可管”“可控”“可预警”的智慧园区建设>��。

2��CIM 概述

�,0基础平台是在城市基础地理信息的基础上，建立建筑物、基础设施等三维数字模型，表达和管理城市三维空

间的基础平台，是城市规划、建设、管理、运行工作的基础性操作平台，是智慧城市的基础性、关键性和实体性信息

基础设施。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城市信息模型（�,0）基础平台技术导则》的通知，以及深圳市人民政府关

于加快智慧城市和数字政府建设的若干意见，均指出探索“数字孪生城市”。依托地理信息系统（�,6）、建筑信息

模型（%,0）、城市信息模型（�,0）等数字化手段，开展全域高精度三维城市建模，加强国土空间等数据治理，构

建可视化城市空间数字平台，链接智慧泛在的城市神经网络，提升城市可感知、可判断、快速反应的能力。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推动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推动各地加快研发适用

于政府服务和决策的信息系统，探索建立大数据辅助科学决策和市场监管的机制，完善数字化成果交付、审查和存档

管理体系。通过融合遥感信息、城市多维地理信息、建筑及地上地下设施的%,0、城市感知信息等多源信息，探索建

立表达和管理城市三维空间全要素的城市信息模型（�,0）基础平台。厦门市“多规合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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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发《厦门市推进%,0应用和�,0平台建设���������年工作方案》的通知。重庆市发布的关于统筹推进城市基础设施

物联网建设的指导意见>��指出：加快建立重庆市城市信息模型管理平台（�LW��,QIRUPDWLRQ�0RGHOLQJ，�,0平台），整

合各专业城市基础设施物联网数据，并提供共享服务，为城市建设管理决策提供支撑>��。

3��基于 CIM 的智慧园区总体框架设计

在传统智慧园区的基础上，本文所述的基于�,0的智慧园区，在整体设计中更加突出�,0的作用，以及�,0给智

慧园区建设带来的新价值。基于�,0的智慧园区整体架构可分为感知层、云网层、平台层和应用层四大部分。

图1� 补充基于CIM的智慧园区总体框架图

（�）感知层：在园区范围内布设大量的传感器、智能设施，对园区运行状态进行监测，实时感知园区的运行态

势，为园区智能化控制、智能化服务提供硬件基础支撑。

（�）云网层：由覆盖整个园区的通信网络和支撑园区智慧应用运行的云平台构成。通过光纤、�����������、园

区:L�)L、1%�,R7等共同完成园区各类信息的广泛、安全传递，通过边缘云、公有云、私有云以及混合云等建立园区

数据中心，为园区数据处理、应用系统运行提供硬件基础支撑。

（�）平台层：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南向连接和处理各类数据，北向支撑和赋能各类应用。基于�,0的智慧园

区平台层可划分为�,0平台、大数据平台、�,使能平台和统一服务平台，重点突出�,0在多源数据接入、平台基础功

能、建模与模型处理方面的作用，通过与大数据平台、�,使能平台、统一服务平台结合，共同为园区上层应用赋能。

（�）应用层：涵盖园区招商、产业、安防、能耗、资产等各个领域的综合、融合应用，相较于传统的智慧园区

架构，基于�,0的智慧园区更加突出“规—建—管”一体化应用和智能运营管理（,2�）平台，能够实现“规—建—

管”过程融合以及园区全业务融合。

4��CIM 在智慧园区的应用实践

�����构建园区全空间模型

�,0平台可打通%,0、遥感影响、倾斜摄像、高程模型、地图�街景等各类空间数据，构筑全空间一体化的园区模

型，实现微观宏观、室内室外、地上地下的无缝衔接，实现空间数据处理、模型高效构建、数据存储与管理、三维空

间数据计算与分析、多风格渲染与可视化表达等。

�����助力园区“规建管”一体化

利用�,0技术可贯穿于“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的特点，通过“一张蓝图”即可实现对园区的“全生命周期

管理”，实现不同阶段建设成果的共用共享。

在规划设计阶段，通过将总体规划、市政、交通、环保、水利、产业等各项数据全部汇聚到�,0平台上，实现空

间信息共享和规划设计分析，例如日照分析、遮挡分析，可结合地形地势、周边环境、区域内建筑等进行综合分析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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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化展现，以便更全面、更直观地发现各项规划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冲突，从而得出更加准确的分析结果，进而更好

地指导和优化规划设计方案>��。

在建设阶段，通过将项目安全、人员、进度、质量、成本等各项数据全部汇聚到�,0平台上，可实现对工程项目

的全方位掌控。例如，针对进度管控，可将计划进度、实际进度均对接到�,0模型构件上，通过构件颜色变化来区分

提前、正常和超期等不同状态，直观地了解项目进展；还可结合人员、事件等综合信息，分析项目进度滞后的原因，

给管理者提供措施制定依据和科学决策参考。

在运营阶段，通过将园区招商、产业、人员、安防、能耗等各项数据全部汇聚到�,0平台上，可实现园区状态可

视、业务可管、事件可控，助力园区精准服务与高效运营。例如，通过�,0对传感器报警进行实时定位和分析，对相

关的人员、物资进行统筹与调配，提升对事件的响应效率，加强一体化处理能力。

�����促进园区业务全融合

在目前的智慧园区建设中，多种应用系统在不同部门并存应用、互不相通的情况仍然比较普遍，这往往成为阻碍

园区智慧化建设进一步发展的原因，要解决这一问题，�,0平台可以发挥关键的作用。

以�,0平台为底座，整合与搭建上层业务系统，业务系统对空间信息的展示、浏览、分析、应用的需求由�,0平

台统一提供，将园区的人、财、物以及跨部门、跨层级、跨系统的业务组成一个有机整体，打造闭环的业务一体化整

合应用，促进园区业务全融合，进而优化园区的资源配置能力、管控能力与执行能力>��。

�����实现事件一体化处置

通过�,0平台整合事件等级、发生地点、处理进度、应急人员、应急物资、应急预案等信息，串联事件处置全人

员、全物资、全过程�可加强事件处置中的信息共享与部门协作，可更加直观、更加清晰地展示事件处置进展，提高事

件处理能力和效率。例如，室内突发事件需要对人员进行紧急疏散，可借助�,0精确的全空间位置信息，实现快速定

位并计算相对位置；结合�,0室内外一体化分析应用的功能，在室外三维地图上直接加载室内模型，结合人流分布、

出入口分布、周边环境情况，规划并显示疏散路径与处置方案，如果突发事件有对应预案，还可自动匹配处置预案，

通过预案指导和细化处置措施，更加高效地进行事件处置>��。

�����提升园区仿真决策能力

基于�,0平台进行仿真推演，可构筑园区未来预判能力，提升园区决策指挥的科学性。�,0平台空间数据接

入、处理、分析能力都非常强大，充分利用�,0平台的能力优势，接入园区海量情报数据，通过和园区实际业务单

元的数据模型、深度学习算法等相结合，可仿真推演园区发展规律与未来趋势，如在园企业成长情况仿真推演、园

区产业发展推演预测、人群集聚与疏散仿真模拟、园区交通承载与接驳能力推演分析等。仿真推演与�,0高精度还

原、精确定位、三维呈现的能力结合起来，不仅能提高效率和准确性，还能更直观、更清晰地呈现分析结果，辅助

园区决策指挥。

5��结束语

�,0平台凭借其在时空信息整合、全空间模型构建、动态可视化表达、多源技术融合等方面的优势，正在成为新

型智慧园区的“数字底座”，通过与其他平台和技术的集成应用，将推动智慧园区的转型和升级，助力智慧园区实现

数据共享、业务协同、决策智能等。�,0技术的不断发展、突破，将催生更多的业务场景和创新应用，�,0技术将为

智慧园区和智慧城市的建设提供更多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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