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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很多城市都出现了道路交通拥挤的情况,而城市轨道交通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在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工程中,对施工信息化要求越来越高,施工过程中的通信传输系统是信息化建设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本

文主要对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施工中的通信传输系统建设进行了研究,阐述了城市轨道交通施工中通信传输组网方案的构思原

则,并分析了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施工中通信系统的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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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很多城市都面临着严重的交通压力,城市轨道交通

成为缓解城市交通压力的重要途径之一。城市轨道交通的应

用也越来越广泛,很多城市都在大力建设城市轨道交通。城市

轨道交通不仅可以缓解城市交通拥挤的现象,而且还可以优

化城市公共交通。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工程中的通信传输系统

作为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城市轨道

交通建设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本文主要针对城市轨道交通

工程施工中的通信传输系统建设进行了分析。 

1 城市轨道交通整体发展概况 

1.1 城市轨道交通发展概况 

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起步于1969年,尽管起步时间较晚,但

其发展却是非常迅速的,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城市轨道交通经

历了两个过程,分别是起步阶段和探索阶段。起步阶段主要指

北京地铁一期工程的建造,整个工程从设计到 终的实施经

历了 11 年的时间,为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开创了先河。探索阶

段是在第一期工程完工之后,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城市交

通压力逐渐增大,很多城市都开始结合自身的发展情况建设

城市轨道交通[1]。 

1.2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通信传输系统发展概况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通信传输系统,是在城市轨道交通建

设过程中应用并完善起来的系统。通信传输系统在城市轨道

交通中的应用主要是实现快速的信息传递,确保施工安全,

为施工信息化建设服务。例如,通信传输系统的应用能够快

速、准确的传递各种信息,实现门禁、人员定位、办公自动

化等。这些信息化项目实施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安全事故的发

生,提高施工效率。 

2 城市轨道交通施工通信传输系统建设原则 

2.1 经济合理性 

通信传输系统在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中主要起到数据的

传输作用。通信技术的发展使得通信传输系统朝着数字化、

信息化的方向发展。城市轨道交通施工建设中监控系统将取

代原来的模拟视频监控,使得城市轨道交通更加智能化、数

字化。当前是高速发展的网络时代在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建设

通信传输系统是非常有必要的,但在建设过程中需要考虑经

济合理的原则,确保用 少的资金投入获得 大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这样才能实现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的健康、持续

发展[2]。 

2.2 安全可靠性 

通信传输系统的建设还需要遵循安全可靠的原则,通信

传输组网需要合理运用传输技术,使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通信

传输系统具备自愈的功能,从而实现网络的安全运行,让通

信传输网络系统变得更加安全、可靠。 

2.3 大容量高速率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的发展也是非

常迅速的。其中涉及的数据信息也越来越多。如果通信传输

组网容量较小,在长时间的运行中将会造成大量数据信息的

“信息堵塞”,从而降低通信传输系统的效率,为此,在建设

通信传输系统时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扩大通信传统系统的容

量和速率,确保城市轨道交通的正常运营[3]。 

2.4 可扩展性 

随着技术的进步,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信息化建设也需要

进行完善创新。但如果对整个通信系统进行整改,会需要耗

费大量的时间和资金。为此,需要在城市交通轨道施工通信

传输系统建设时要坚持扩展性原则,这样在后期的发展过程

中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软件、技术、功能等个方面的扩展,

确保城市轨道交通施工通信传输系统的正常运行。 

3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施工中通信传输系统的建设分析

——以长沙地铁 6 号线轨道为例 

长沙市轨道交通 6 号线文昌阁至东屯渡地下配套工程

线路全长 7.94km,设车站 7 座,均为地下车站,其中换乘站 5

座,平均站间距 1.29km。由于换乘车站人流比较密集,施工

难度较大,且施工中采用多种施工方式相结合的手段,技术

水平要求较高,施工管理难度较大。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长沙地铁 6 号线轨道交通施工中利用通信传输系统来进行

管理。 

3.1 人员设备进出智能管理系统 

施工人员和设备是地铁隧道施工中非常重要的元素,然

而在实际施工过程中对管理人员不能及时掌握人员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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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体情况、运行轨迹等信息,给安全管理和生产调度带来

极大地不便,一旦出现紧急情况,无法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

为此,在施工过程中安装人员设备进出智能管理系统。人员

设备进出智能管理系统能够实现对人员的实时监控,系统有

轨迹回放功能,能够实时查询施工人员在施工现场的工作轨

迹。由于施工环境比较复杂,风险较高,在施工现场设置人员

进出管理系统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系统的建立可以及时将施

工人员、设备等情况反映到管理中心,让管理人员及时掌握

施工人员的作业情况。人员设备进出管理系统中经常用到的

硬件设备主要有翼闸和 LED 显示屏。 

3.2 隧道内人员定位系统 

对隧道内的施工人员进行定位可以获得人员的准确位

置,一旦发生问题,可以在第一时间到达事故现场,提高施救

效率。定位方式主要是佩戴或安装标识卡的形式,将标识卡

的信息传递到计算机系统中,随时掌握施工人员的位置和动

态。定位系统主要应用北斗导航位置服务技术,将工程中的

人员、设备、通信、数据传输等施工行为数据进行收集、分

析,并在隧道内建立工业局域网来传输位置信息,还可以进

行轨迹回放,以此获取隧道内的人员位置和信息。人员定位

系统中经常用到的通信传输设备有定位终端、隧道用光端

机、数据通讯接口。定位终端具有紧急求助、应急监控、S0S

求救、报警、轨迹记录回放等功能。 

3.3 施工设备管理 

施工设备管理涉及到盾构机管理系统、龙门吊监控管

理、施工设备管理、车辆运输管理四个方面。 

盾构机管理系统主要是通过搭建一套综合性的中心管

理平台,对多个盾构施工项目的施工信息进行自动化监控及

采集,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针对性的盾构施工关键参数分级

预警系统与专家诊断系统,进而更为合理地实现对各盾构施

工项目的施工运行参数的总结分析以及优化。这一平台可以

实现数据监控、视频监控和专家专断功能。通过这一平台可

以实现对施工现场的动态监控,对可能出现的风险问题能够

及时预警,并在 短的时间内解决。 

龙门吊是建筑施工中必不可少的运输工具,其危险系数

也是非常高的,为此要做好龙门吊的安全监控工作。龙门吊

的监控主要是利用传感技术、视频监控技术、无线数据传输

等,将监测到的数据传递到系统平台中,以便管理人员能够

及时掌握设备的安全生产情况。 

施工设备管理是施工现场管理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设备是施工的主要工具,施工设备的质量和施工进度、施工

安全息息相关。传统的施工中都是采用人工动手管理,导致

在管理中存在很大的问题,难以反应施工现场的真实情况,

影响施工效率,为此,需要建立施工现场设备信息化管理系

统,实现对施工现场设备的远程自动化管理。通过设备信息

化管理系统的建立,可以杜绝设备关键信息误报、漏报、篡

改数据等现象。施工设备管理中经常用到的通信设备有可编

程控制器、数据采集卡、倾角传感器、轴销式传感器。   

3.4 安全质量管理系统 

安全质量管理系统的功能主要有安全管理、质量管理、

教育培训、系统设置等。安全质量管理主要利用无线监控箱

来进行数据的采集和传输功能,安全工具箱则可以实现打卡

考勤、集中培训、无纸考试、自动评分等功能。通过这两个

通信硬件可以进行城市轨道交通施工中的安全质量控制。 

在长沙地铁 6 号线轨道交通施工运用视频监控、数据存

储和用户管理权限,可以进行施工项目的实时监控。长沙市

轨道交通 6 号线工程中交指挥部大屏拼接显示系统由 12 块

46 寸 LED 液晶拼接屏与 1 块 LCD 液晶显示屏组成,LED 液晶

拼接屏呈横 4 纵 3 的方式配置,用来显示施工现场人员定位

情况、施工作业情况、设备使用情况等相关的信息。在城市

轨道交通中建设通信传输系统可以实现对施工过程中的监

控,及时掌握施工的情况,一旦发现问题可以及时解决,有助

于施工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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