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被写

入 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新基

建”也被不断提及。在有关专家看

来，数字孪生城市的构建将成为“新

基建的基建”。数字孪生城市具有
精准映射的特性———能够通过空

中、地面、地下、河道等各层面的传
感器布设，实现对城市道路、桥梁、

井盖、灯杆、建筑等基础设施的全面
数字化建模; 也能充分感知和动态

监测城市运行状态，从而形成虚拟

城市，在信息维度上对实体城市进
行精准信息表达和映射。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

《数字孪生城市研究报告（2019）》指
出，数字孪生城市已成为各地政府

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的主流模式选
择，产业界也将其视为技术创新的

风向标、发展的新机遇。数字孪生
应用已在部分领域率先展开，在杭

州城市大脑运营指挥中心，从后台

系统选中城市大脑市级平台，一座

数字孪生城市便呈现在大屏之上，
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手

段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
城市精细化治理的内容大到公

共服务设施、慢行交通设施和城市
开放空间等社区改造，小到绿化景

观、城市部件等具体对象。数字孪生

城市不仅为城市综合治理持续深化
提供保障，也为城市安全管理、城市

智慧交通建设等提供信息支撑。
在全息测绘实景模型中，所有

的路灯、垃圾箱、摄像头等城市部件
的位置、大小和朝向都与实地一模

一样，所以智能化全息测绘成果也
被称为“城市家具的数字孪生”，更

有利于实现像“绣花”一样的城市精
细化管理要求。

道路可量测，实景提供多角度
观察的地理环境，真实地记录城市

面貌。因其可视、可量、可链接、可挖

掘等特点，结合计算机和网络技术，

可以为市政、交通、城管、公安、应急
等多个领域定制实景化的可分析三

维场景，打造“一网统管”的空间数
字底座。

今年 2 月，上海市发布了《关
于进一步加快智慧城市建设的若

干意见》, 计划通过智慧城市建设，
全面深化推动城市的数据共享、运

用及管理工作。其中明确，2022年
将上海建设成为全球新型智慧城

市的排头兵，引领全国智慧社会、

智慧政府发展的先行者。探索建设
数字孪生城市，数字化模拟城市全

要素生态资源，构建城市智能运行
的数字底座，无疑将进一步推动智

慧城市建设，辅助我们“规划未来”
“选择未来”，使得云端体验城市管

理和社会活动成为可能，拓展了现
实生活的维度，对于拉动数字新基

建需求，带动招商引资、工业旅游
等线上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

加入未来的城市规划要
素，可以更直观地展
示、比选城市规划方
案，甚至预演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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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河两岸三维全景影像出炉

首席记者

方翔

全程领略苏州河两岸 42 公里特
色，徜徉上海外环之内约 4000 公里
马路……这些看似不太可能短时间内
轻松完成的任务，随着上海数字孪生
城市项目的推进正逐渐变得触手可
及。通过智能化全息测绘手段绘就的
“数字上海”，将助力城市精细化管理
以及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

让规划更直观

    苏州河贯通工程年底有望基

本实现，中心城区苏州河从外白渡
桥至外环线，总长约 21公里，两侧

岸线总计 42公里，涉及黄浦、虹
口、静安、普陀、长宁、嘉定等 6个

区，以风景道串联更大区域。
上海市住建委主任黄永平近

日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苏州河贯

通工程将打造“一区一亮点”的功
能性节点，比如长宁区的华东政法

大学校区、普陀区的 M50园区、静
安区的苏河湾地区等，为沿线群众

提供更好的贯通体验。
近日，上海市测绘院首次公开

了苏州河沿线 42公里的三维动画
影像，让人们提前领略了即将贯通

的苏州河两岸风采。据上海市测绘
院基础地理信息中心副主任吴张

峰介绍，传统的城市规划都是基于
规划方案效果图比选方案，很难把

相关因素直观地展示和全盘考虑，
所以一个方案的最终确定往往要

经历反复调整。
“通过智能化全息测绘手段，

我们可以建立与现实世界一一映
射的三维立体数字孪生世界，在其

中加入未来的城市规划要素，可以

直观地展示和比选城市规划的方
案，甚至可以跨时空地预演未来，

辅助规划。”吴张峰透露，在黄浦
江、苏州河区域的城市数字孪生场

景中，实现了在三维孪生场景中
多角度、全方位、生动直观地展示

建筑设计方案，规划者可以高效

地分析不同方案与周边环境的协
调性，利用相关算法自动计算出

规划方案是否符合控规要求，综
合比较方案效果，从而选择最佳方

案，实现在数字孪生场景中规划审
批的目标。

这段时间，研究团队就在考虑
如何通过数字孪生城市技术为长

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发力。“日前，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

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19-2035
年）》规划草案已经出台，我们也做

了充分研究。在示范区中，如何将
上海三维场景与江苏和浙江的相

关区域结合起来，利用全息测绘技
术做区域城市体检，这是目前工作

的重点，这也会对于今后的示范区
规划产生非常大的作用。”

    “数字孪生”的概念由密歇根大

学的 Michael Grieves 在十多年前
首次提出，主要是指，“物理产品或

资产的虚拟复制。此复制实时更新
（或尽可能定期更新），以尽可能地

匹配其真实世界”。最早由美国国
家航空和航天局（NASA）用于镜像

仿真飞行器的真实运行活动，后来

被广泛用于大型装备制造领域。
“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张江地

区的‘数字孪生’，而上海市外环之

内约 4000公里的道路，将在今年年
底之前全部实现全息扫描采集，建

立道路的实体化、部件化模型，并融
入交通设施物联感知数据，实现城

市道路交通精细化管理。”上海市测

绘院副院长顾建祥表示，届时这些
道路三维场景也会通过一定的方式

向普通公众开放。

对于上海这样一个超大型城市
来说，交通问题往往是个痛点，而引

发交通问题的很大因素就是人们对
于马路的不熟悉，即使是“老司机”，

也未必对于上海的每一条马路都了
解。但是随着外环之内的道路、信号

灯、标志线等道路交通所有部件信

息，都在数字孪生城市中展现。未

来，你出行前，只要先到相关路口浏
览一下，不仅可以规划路线，更可以

提前了解变道、虚实线等信息。

利用道路全息扫描数据建立与

现实交通相对应的数字交通孪生
体，也将助力城市的精细化管理，特

别是可以模拟和分析预判车流量数
据和道路设施实时传感数据，进而

实时优化控制交通信号灯。基于城
市交通历史数据，可预判某个区域

未来 10分钟至一小时的交通态势，

帮助交通管理部门在交通堵点出现
前制定应急预案、提前实施交通疏

导措施，预防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
交通事故发生后，可以识别与优化

区域路况，为救护车规划最优导航
路径，对车辆到达每个路口时间实

现精准预测，从而自动调控红绿灯，
大幅缩短救护车通勤时间，同时减

少对城市正常交通的影响。
同时，利用三维建筑模型，可以

直观管理各种神经元传感器。当门
磁传感器、烟雾感应器、温湿度传感

器等室内传感器报警时，能直接定
位到对应的自然幢、楼层、户，迅速

反馈给相关部门；利用电梯传感器
分布图，不但可以分析出电梯的分

布情况，找出缺少电梯建设的小区，
还可以对电梯报警实时定位，实时

远程指挥现场人员处理电梯问题；
在历史保护建筑的日常维护和管理

中，三维场景也将发挥巨大作用，通
过比较不同时期的数据，可以发现

保护建筑的沉降等情况，而违法搭
建以及拆除的部分也将一目了然。

让城市更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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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还原城市建筑与道路，建立与
现实世界一一映射的三维立体数
字孪生世界

可视、可量、可链接、可挖掘，可
以为市政、交通、城管、公安、
应急等多领域定制实景化的
可分析三维场景，打造“一
网统管”的空间数字底座

让管理更精细

扫码看苏州河

沿线 42 公里
三维动画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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