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申请书

项目编号 s201910536001

项目名称 基于 BIM 技术的智慧高速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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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负责人 黄豪 联系电话 15274819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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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 杨文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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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写 说 明

1、本申请书所列各项内容均须实事求是，认真填写，表达明

确严谨，简明扼要

2、申请人可以是个人，也可为创新团队，首页只填负责人。

“项目编号”一栏不填。

3、本申请书为大 16 开本（A4），左侧装订成册。可网上下载、

自行复印或加页，但格式、内容、大小均须与原件一致。

4、负责人所在学院认真审核, 经初评和答辩，签署意见后，

将申请书（一式两份）报送××××大学项目管理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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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情况

项目
名称 基于 BIM 技术的智慧高速公路施工安全隐患预警研究

所属

学科
学科一级门： 管理学 学科二级类：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申请

金额
20000 元 起止年月 2019 年 6 月 至 2020 年 12 月

负责人

姓名
黄豪 性别 男 民族 汉 出生年月 1997年 8 月

学号
20173101022
8

联系

电话
宅： 手机:15274819557

指导

教师
杨文安

联系

电话
宅： 手机:18273188163

负责人曾经参与

科研的情况

1.长沙理工大学公路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资助项目，

数字公路现代养护管理体系及信息平台构建—基于预防性视角，

2018/01-2020/12

2.湖南通盛工程有限公司永州市高速公路项目部，数字高速公路

预防性养护管理体系及信息系统设计研究，2018/09-2020/09

指导教师承担科

研课题情况

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71771031，政府投资工程项目招

投标纵向合谋行为及治理机制研究，2018/01-2021/12，在研，参加

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1371036，大型建设项目团队知

识学习的机理及制度研究，2014/01-2017/12，已结题，参加

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51178061,区间不确定需求下的

混合公路交通网络设计，2012/01-2015/12，已结题，参加

4．江西省交通运输厅科技计划项目，2011T0037，高速公路养护

市场化模式与运行机制研究，2011/01-2013/12，已结题，主持

指导教师对本项

目的支持情况

指导老师对本项目大力支持，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循序渐进地

安排学生的学习和工作，以每月的实践推进项目的进度，并细心指

导，使实践与理论相结合。

项

目

组

主

姓 名 学号 专业班级 所在学院 项目中的分工

田维伟 201731010225 工程管理 1702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BIM 高速公路模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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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成

员

王潇悦 201723060502 工程管理 1702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高速公路施工安

全隐患识别

张新然 201726060201 工程管理 1702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高速公路施工安

全预警体系构建

二、 立项依据（可加页）

（一） 项目简介

高速公路建设规模庞大、施工环境复杂，为了有效控制施工过程中的安全隐

患，实现高速公路施工“以人为本，安全施工”的基本目标。本项目基于 Citespace、

Nvivo 软件对高速公路施工过程中的不安全隐患因素进行系统挖掘，并结合 BIM 技

术建立智慧高速公路信息模型，建构出智慧高速公路施工安全隐患预警体系，而

后从安全教育、安全防护及安全应急三个层面提出实效性强、精准度高及可操作

执行的具体高速公路施工安全隐患防范对策及建议。

（二） 研究目的

1.通过 BIM 技术实现对智慧高速公路施工安全隐患的识别

通过计量分析与质性研究系统掌握智慧高速公路施工安全管理的基本现状，

应用 BIM 技术构建高速公路信息模型进行可视化模拟分析及碰撞实验检测，系统

分析施工安全隐患产生的原由、过程及机理，从根源上识别出导致高速公路施工

安全事故发生的隐患因素，加强施工过程安全管理。

2.运用 BIM 技术强化智慧高速公路施工过程中的安全实时监控及预警

通过 BIM 技术对智慧高速公路施工技术应用是否科学、施工设备操作是否合

理等进行评估，及时发现在施工过程中可能威胁工程项目以及施工人员安全的隐

患，对施工人员、施工材料、施工器械等相关因素进行实时动态分析，并将施工

过程中的最新信息及时共享到信息平台中，为项目建设管理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3.应用 BIM 技术及时处理智慧高速公路施工过程中产生的不安全隐患与突发

事件

通过 BIM 技术强大的仿真模拟与信息处理功能，融合 VR、3D 模型及 GIS 等技

术对智慧高速公路施工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不安全隐患与突发事件进行等级划

分、制定合理的预防策略，使工程中的安全隐患与突发事件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加

以解决，并使损失降低到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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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内容

高速公路施工是一个复杂系统工程，整个施工现场安全生产管理存在着诸多

不安全因素。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从业人员、周边环境、作业条件、施工技术等

都在不断变化，不安全隐患因素层出不穷，本项目聚焦于高速公路施工安全范畴，

运用质性研究（Citespace&Nvivo）挖掘高速公路施工安全隐患，且利用 BIM 技术

构建智慧高速公路施工安全预警体系，并制定具体的施工安全防范对策，旨在为

智慧高速公路施工安全管理提供科学的理论参考及实践指导。

图 1 研究内容及逻辑

1.基于 BIM 技术的智慧高速公路施工安全隐患识别分析研究

对 BIM 技术下的智慧高速公路施工安全管理现状进行系统分析，选用

Citespace 软件科学计量研究主题的重点文献资料，并结合 Nvivo 软件逐一对其进

行安全隐患因素的三级编码，全面识别出 BIM 技术下的智慧高速公路施工安全隐

患源。工程施工方案的设计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一方面要最大限度的考虑到高速

公路工程建设所在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及其特殊性状况；另一方面，在综合考虑

社会经济条件的基础上，对高速公路的建设等级、建设寿命以及运行荷载度等方

面进行有效分析，保证投入产出效应最大化。在此设计过程中，常常会出现施工

方案不科学，不注重加强高速公路建设全过程管理，工程安全管理和成本管理存

在不足，出现上述情况时往往难免会有施工安全隐患的发生。为了有效避免意外

的发生弥补传统施工设计方案的缺陷，运用 BIM 技术对施工设计方案进行预演识

别分析，使施工计划具有可视化和模拟化的性质，将施工设计方案直观、具体的

展示出来，辅助分析隐患源在模型上的寄生情况。基于 Nvivo 对安全隐患因素的

编码基础，对工程施工进行部分和阶段性研究，识别静态施工环境三维模型和动

态施工过程三维模型中的安全隐患。此外，针对工程施工重点环节和重点施工技

术等进行冲突碰撞实验分析，模拟施工细节分析，通过精确分析和数据计算，有

效识别人材机之间存在的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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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于 BIM 技术的智慧高速公路施工安全隐患预警体系研究

利用 BIM 技术完善智慧高速公路施工监测感知系统，并作为智慧高速公路施

工信息的载体，通过 Nvivo 对施工全过程信息进行要素编码分析，形成智慧高速

公路施工安全隐患指标，构建智慧高速公路施工安全隐患预警体系。在使用 BIM

技术建立的信息模型中，探究设计施工所需的监测点与感知点，确保通信区域系

统合理可靠，建立健全智慧高速公路施工信息系统。在 BIM 技术对工程项目信息

集成管理和分析的背景下，对工作点、工作线和工作面进行安全隐患评估，即对

施工人员、施工材料、施工机械等相关要素进行施工安全隐患动态分析及逐层编

码，设计人材机时空预警模型，赋予各要素指定的标准系数，根据标准系数判断

施工技术应用是否科学、施工材料使用是否达标、施工设备操作是否合理等。在

BIM 技术与智慧高速公路施工信息系统的有效配合下，利用 BIM 技术进行 4D 模型

预演检验各部分、各阶段的施工过程，实时查询进度、成本及质量完成情况，实

现在时间和三维空间上的动态定位和安全风险跟踪，并将高速公路施工过程中的

人材机和周遭的安全环境信息综合起来，进行动态施工安全隐患预判，及时发现

安全隐患和工程质量问题，有效地发布预警信息在第一时间通知到现场作业人员，

并将相应的预警评价反馈到模型界面指导工作人员施工及规避风险。基于 BIM 模

型通过信息系统进行潜在安全隐患信息储存，对施工区域危险程度、安全隐患存

在类型进行划分，使工作人员了解自己工作面存在的安全隐患，以及自身周围允

许施工的范围，对该范围内所有潜在的安全隐患进行自我预警。

3.基于 BIM 技术的智慧高速公路施工安全隐患防范对策研究

运用 BIM 可视化漫游技术和高仿真模拟技术，提出精准的高速公路施工安全

隐患防范对策。对策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三个内容：①加强安全教育培训，提高

队伍安全操作水平。通过 BIM 可视化进行公路施工动画展现和虚拟漫游，辅助管

理人员高效地进行安全交底和教育培训，使施工人员更易于接受和学习；并通过

高速公路信息模型对危险点检查，认知安全隐患进行反馈学习，提升施工人员的

安全意识与安全状态，从而提高施工的安全性。②规范落实防护措施，避免安全

事故发生。应用 BIM 技术建立高速公路施工模型，寻找施工安全防护点或防护区

域，合理设置安全防护设施，再融入“互联网＋”和“大数据”的思维模式，合

理铺设安全防护监测感知设备利用 BIM 的信息承载功能，形成人材机实时通信平

台，施工人员可以及时地接受和反馈安全信息，有利于保证自身的生命安全，避

免意外发生。③设计应急预案，使损失最小化。基于高速公路施工安全隐患预警

体系归纳分析安全隐患与突发事件并对其进行等级划分，借助 BIM 技术导入人物、

环境等相关要素进行可视化漫游，构建安全疏散演练模型和应急援救模型，使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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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管理者能够高效地组织安全疏散演练（见图 2）和最快地产生应急预案以及施工

人员达到最快的解决速度，以至于使损失达到最小化。

图 2 BIM 可视化漫游

（四） 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发展动态

BIM 的设想最早于 1975 年，由美国查克·伊士曼博士提出。他将该计算机系

统称为“Building Description System”，主要是利用新型计算机系统对建筑物

的智能模拟。美国学者罗伯特·艾什于 1986 年提出的“Building Modeling”已

经十分接近现在业内广为接受的 BIM 概念，包括三维可视化建模、施工图纸自动

化、智能参数构建、施工模拟等概念。1999 年，美国托尔曼教授提出较为完善的

BIM(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的概念。对于国外建设施工项目管理，在

2002 年经过美国欧特克公司进行创新后，BIM 可用于预测建设项目的寿命周期管

理，实现设计、施工、运维各阶段的连接，提供明确、可靠的项目数据信息。2008

年，由查克·伊士曼主编的《BIM 手册》为学术界阐述了 BIM 的概念和使用指南。

2009 年，哈佛大学柯特提出利用 BIM 与 GIS（地理信息系统）结合，实现了数字

城市的构建。2014 年，金贤珠与凯文·奥尔等用三维可视化技术结合 BIM 技术自

动生成多条虚拟的公路线型，解决了高速公路施工中规划对比线型好坏的耗时问

题。

2005 年，国内著名学者丁士昭在《建设工程信息化》一书中详细阐述了 BIM

的基本概念和建设施工应用，提倡合理运用技术提高工程项目的施展效率。2006

年，BIM 技术研究被国家科技部定为“十一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2011 年，郭

洪江提出了 BIM 信息技术在我国公路基础事业发展的新方向。清华大学土木工程

系，在该年设计并开发了基于 BIM 的 4D 参数化建模系统，此系统主要是对施工资

源的动态管理以及对成本进行实时监控，提高了工程项目成本管理能力。2014 年，

谢晓晨提出 BIM 技术与互联网、云计算、点云、无限射频、3D 打印等技术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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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使未来的智慧高速公路建设成为可能。张建平等以实际工程--邢汾高速公

路建设为研究对象，开发了“基于 BIM 的邢汾高速公路 4D 建设管理系统”，为 BIM

在高速公路项目建设中的应用提供了方法、技术、系统和应用示范，增强了高速

公路项目管理的信息化水平，提高了生产效率。

综上可知，近年来国内外以 BIM 为议题的研究团队日益增多，美国仍名列榜

首，其中代表性的学术团队当属斯坦福的 CIFE 和佐治亚理工的 Eastman 团队。我

国 BIM 技术研究启蒙较其他发达国家而言晚一些，但近年来有诸多学者纷纷开始

聚焦该研究主题。基于此，本项目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对 BIM 技术及智慧高速

公路施工安全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重点论述

1.高效构建智慧高速公路 BIM模型

高速公路的发展智慧日增，各省建设成果显著。BIM 施工技术可通过过程模拟、

技术应用和质量构建等方面将施工方案直观、具体的展现出来，具有可视化和模

拟化功能，对工程进行部分和分阶段研究分析，尤其是针对工程施工重点环节和

重点施工技术等进行分析，强化施工细节分析，通过精确分析和数据计算，评估

系统化施工方案是否科学、合理，针对施工方案中存在的问题积极改进，实现施

工方案的最优化，为保证工程施工质量奠定基础。

但智慧高速建设总体还处于初期阶段，标准规范才刚起步，行业建设、管理

经验仍然缺乏，建设模式仍需大胆突破，运营和维护等也需要加强探索。在一些

规模相对较大的建设工程项目当中，整个施工空间的局限性较大，施工方案必然

会比较复杂。为了合理应对智慧高速公路在未来建设中面临的重重考验，需要从

项目全生命周期角度出发对高效构建智慧高速公路 BIM 模型进行探索。

基于 BIM 的智慧公路全生命周期模型的设计需要多方专业人员、专业项目领

导团队成员携手合作、共同参与才能完成。从国外已有的先进的管理方法来看，

从确定设计方案起，BIM 的设计涉及面广，需要专业人员共同努力，协同合作，实

时共享资源，减少重复工作。一个完整的全生命周期施工模型对加快项目工期和

施工质量会有极大的帮助，再结合移动计算技术，让安全管理能够更具实时性，

让隐患预警更具准确性，对整个高速公路施工的安全管理将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建立的模型才真正具有指导意义。

2.准确评估现场施工安全隐患

BIM 应用对于准确评估现场施工安全隐患的作用体现在模型可视化、问题解决

和问题存档三个方面。

模型可视化关键在于多方协同合作，从而实现准确地评估现场施工安全隐患、

更灵活地运用 BIM 技术、保障项目施工安全。要做好模型可视化，相关技术人员

要提前做好数据信息的收集工作，再根据项目的具体要求，建立相应的模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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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施工现场的具体情况，完善工程项目的安全设计，并加上动态分析和测评。技

术团队再根据对整个项目信息的模拟，依据相应的模拟效果进行综合评价，在施

工前评估高速公路施工方案可行性，对于发现的问题及时提出应对措施，并进行

模拟验证，确保方案得以顺利实施。同时，还可以利用 BIM 技术识别施工现场风

险并对风险进行预控，确保高速公路现场施工秩序良好，提升安全管理水平，避

免不必要的安全事故发生，减小损失，提升高速公路工程建设效益。这样，智慧

高速公路施工体系整合了施工项目十分全面的信息，借助可视化模型，经营管理

者和研发团队可以实现在设计、建造、运营等建筑项目全生命周期当中对每个节

点进行细分，从而以可视化的形式展示相应的信息，更好地进行安全管理。

解决问题则是在具体的施工过程中，施工方可以依据模拟情况对碰撞、冲突

等情况进行相应的调整和优化，最终依据工序情况进行调整。BIM 技术可对高速公

路施工的各项操作技术、设备应用、阶段性建设效果进行可视化模拟和分析，工

程施工人员可以通过信息的直接反馈发现是否存在安全施工、质量管理和成本管

理等方面的问题。此外，BIM 技术应用在高速公路工程施工方案中，通过使用四维

模拟与建模信息有效结合在一起，能够有效降低施工中出现的重复作业现象，在

节省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保障作用。

问题存档基于可视化智慧，项目质检人员及安全员在现场发现或确认问题后，

可以通过手机拍照上传到云端，将问题分类、图文并茂详细叙述并将责任分配到

人，达到质量管理可视化的目标。施工人员可以实时收到质量安全问题提醒，按

时整改后及时上传整改结果照片及描述。同时，项目管理层也可随时随地通过网

络客户端调取信息。可视化的问题存档实现了对质量问题的存档与实时查阅，让

质量安全问题的解决流程透明化和直观化，同时也实现了对相关责任制度的完善

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有利于提高施工人员和管理人员的责任感，使问题得到

更完善的处理。

3.深层研究施工安全隐患预警

高速公路线路较长，空间跨度大，在现实中很难直接呈现。而利用 BIM 技术

可绘制二维平面设计图纸，制作高精度公路空间曲面参数，建立高速公路空间曲

面精细智慧模型。从而更好指导智慧高速公路工程施工，有利于精准统计路基土

石方数量，详细了解高速公路工程施工量，掌握桥涵结构等基本情况。同时，通

过 BIM 技术的应用，能够让高速公路施工过程变得可视化，大大便利施工方的交

流合作，有利于增进相互配合，更好开展工程施工，确保施工进度计划按时完成。

此外，利用 BIM 技术建立智慧高速公路施工模型之后，在不增加施工资源消耗的

前提下，有利于施工单位提前掌握施工难点、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采取应对措

施。进而增强施工单位对高速公路施工过程管控，有利于降低项目施工风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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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理水平，避免出现不必要损失。

在进行工程施工风险控制的时候，需重点关注施工前的风险防范，建立配套

的预防机制。在高速公路工程施工 BIM 系统中，要特别重视决策过程的风险管理，

在工程期限、质量和安全之间建立联系，以保证高速公路工程在规定的时间内安

全高效地完成。基于 BIM 技术建设项目的岩土信息管理提出了一项可以实现施工

现场隐患的自动识别、动态监测和预警提供了可行的技术参考方案。基于 BIM 和

RFID 的安全防护综合方案，基于集成技术方案，采用多层体系结构设计模式，详

细设计了集成系统的软件层次结构。地理工程师通过岩石工程勘察获取岩石工程

数据，包括场地周围土壤和岩石的物理性质、关键位置岩石数据适合哪种土木工

程设计以及病害修治的建议，作为安全防护综合方案的基础数据材料。在此基础

上，利用基于 BIM 和 RFID 的技术，对工程施工安全控制综合应用网络进行了分析

和设计。

高速公路工程建设中，利用 BIM 技术建立安全信息集成管理系统，能够对施

工安全进行追踪和记录，有利于详细掌握安全管理现状。对存在的安全隐患也可

以及时排查，同时采取预防和控制措施，消除不利影响，避免发生安全事故。进

而确保施工现场安全，有利于提升高速公路安全管理水平。

4.实际开发 BIM 安全管理系统

BIM 安全管理系统面向的主要是制造、建设、施工单位。通过对 BIM 安全管理

系统的开发可实现对安全事故的预防，提高资金利用效率，让公路工程建设取得

更好效果。因此，施工单位在工程建设中，应该充分认识 BIM 技术的作用，结合

项目工程建设具体情况，制定完善的管理制度与措施，将 BIM 技术有效用于工程

建设，使其更好辅助工程施工，最终促进高速公路工程建设质量和效益提升。

管理的目标之一是保证工程的安全，而这也是工程建设的根本，故为提高工

程建设的安全水平，需在正式施工前，用 BIM 技术完成可视化分析，模拟整个工

程进行的过程，对每部分工程的进行情况有基本的了解。同时，管理人员也可以

发现已经出现或潜在的安全问题，并准确反映。即 BIM 技术应用后，管理者可基

于数据完成模拟，用直观的展示帮助管理者分析影响工程质量与安全的因素，确

定最佳的解决方案，提高工程生产的安全性，而用可视化展示整个过程后，人们

也可以评估方案的可行性，找到方案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新的方案并完成模拟。

基于这一方式，管理人可以在确定风险的同时，对事前工作进行有效控制，控制

工程的现场环境，要求施工人员按照工序完成施工，实现对现场的有序管理。

在实际应用中，智慧高速公路模型系统通过建立进度控制，使 BIM 模型与过

程信息进行有效整合得到实现。通过 BIM 模型，可对任意施工段的工程进度、状

态等进行实时查询，可及时发现施工过程中的安全问题，协助管理者发现工程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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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项目技术路线

2.拟解决的问题

（1）如何使用科学计量研究方法与质性研究方法对智慧高速公路施工安全隐

患进行科学识别，通过 Citespace、Nvivo 软件和 BIM 技术进行系统全面地挖掘隐

患因素？

（2）如何有机结合 BIM 技术和智慧高速公路，通过建立高速公路信息模型有

效地实现施工安全信息共享，打破高速公路施工信息断层，有效的控制施工流程

信息，科学地构建出 BIM 技术下的智慧高速公路施工安全隐患预警体系？

（3）如何依靠 BIM 技术科学制定可操作性强的智慧高速公路施工安全隐患防

范对策，改善安全交底方式、防护设置和应急备案，增强施工人员安全防范意识，

避免安全隐患发生，规范施工安全隐患安全管理？

3.预期成果

理论成果：

①基于 BIM 技术的智慧高速公路施工安全隐患源识别与分析研究（扎根理论

质化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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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BIM 技术的智慧高速公路施工安全隐患指标系数确立及预警机制研究（理论

模型建构及内在运行机制分析）

具体形式：

①撰写公开发表 2篇学术论文，其中 1篇为国内核心期刊。

②依托本项目培养与激发大学生（2~3 名）较为全面的科学研究潜力。

③依托本项目锻炼工程管理专业学生构建 BIM 信息模型的基本应用能力。

（六） 项目研究进度安排

本项目研究计划为期一年半，分三个阶段进行（具体研究计划详见表 1所示）。

第一阶段以文献编码研究为主，BIM 技术学习为辅，积累与整合研究素材，系统全

面识别出施工安全隐患因素；第二阶段以施工安全隐患因素分析为基础，结合 BIM

模型构建智慧高速公路施工安全隐患预警体系；第三阶段以学习应用为主，制定

具体的施工安全隐患防范对策与建议。

表 1 年度目标和工作内容

阶段 持续时间 主要内容 阶段目标

第
一
阶
段

2019.06-2019.09

阅览海量文献，挖掘 BIM 技术和

智慧高速公路施工安全管理内在

联系

了解国内外研究现状，熟

悉功能特点，梳理理论概

念，界定研究范围。

2019.10-2019.12

侧重研究施工安全隐患识别的原

理，结合软件和扎根理论进行集

成分析

掌握识别施工安全隐患

因素的内在原理

第
二
阶
段

2019.01-2019.03

基于 BIM 技术确立识别模型、设

计指标系数，推演理论体系分析

研究隐患源预警

构建施工安全隐患预警

体系，整理形成 1篇学术

论文

2020.04-2020.06
定性文献研究，BIM 模型构建及

分析，提出研究假设

掌握 BIM 技术施工安全

管理办法

第
三
阶
段

2020.07-2020.09

积累施工安全管理知识基础，综

合分析施工安全隐患预警体系在

实际工程施工建设的应用

创建实际工程模型，完成

BIM 技术的智慧高速公路

施工安全预警实验

2020.10-2020.12

通过实践分析，根据安全隐患预

警体系，制定针对性的 BIM 技术

的智慧高速公路施工安全隐患防

范措施及解决方案

提出落地实操性强的施

工安全管理方案，整理投

稿 1 篇学术论文

（七） 已有基础

1.与本项目有关的研究积累和已取得的成绩

①曾参与“广西路桥杯”长沙理工大学 BIM 大赛；

②参与学校与校外组织的相关 BIM 培训班；

③多次学习参加 BIM 技术与智慧交通相关议题的讲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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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保持一定文献的阅读量并按进度及时反馈于指导老师；

⑤现已制作完成基于科学计量分析软件（citespace&Nvivo）的智慧公路施工、

BIM 施工安全、公路施工安全管理等相关主题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系统捕捉了

本项目研究主题的国内外发展情况。

2.已具备的条件，尚缺少的条件解决方法

（1）已具备的条件

①数字资源条件

本项目依托于长沙理工大学图书馆，该馆拥有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万方学

位论文数据库、IEEE 数据库等 43 个中外文数据库(含 17 个湖南省高校数字化图书

馆共享资料)，拥有本专业规范和图书资料 8000 余册，相关期刊 260 多种，能够

为项目的研究提供丰富的文献检索支撑。

②软硬件条件

学校对本项目大力支持，提供了驾驶行为模拟仿真实验室、交通监控实验室、

虚拟仿真实验室、BIM 实验室、交通工程实验室等场地及 Vissum、TransCAD、Cube、

EMME/2、Vissim、Paramics、TransModeler 等宏观、微观交通仿真软件用于课题

组成员开展相关研究工作，满足项目研究数据处理、分析及测算的要求。

③理论实践条件

项目形成了固定的课题研究小组，课题组成员熟练掌握文献计量学

（Vosviewer，Citespace,Ucinet,Nvivo）、3D 建模（Revit，Cad，Lumion）等软

件的操作技能，并参加过相应的工程实践与 BIM 技术大赛等活动。小组内保持着

良好的项目研讨与交流氛围，平均每周进行一次集中探讨会，获得学院专业老师

和相关技术人员的高度认可和大力支持。

（2）尚缺少的条件及解决办法

①缺少高性能高配置的电脑，在经费允许的条件下购进高配置的电脑设备。

②缺少 BIM 在智慧高速公路施工项目的实践案例，在之后研究中寻求和企业

联合，进行 BIM 施工案例的实践。

③缺少更专业的 BIM 技术人员的指导，为加强对 BIM 的理解与应用，组织课

题组成员集中参加 BIM 高级应用的讲座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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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七、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领导小组审批意见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