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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同岩土木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同岩科技”）成立于2003年，是第三批国家级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软件企业、专利示范企业。

公司注重科技创新，是上海地下基础设施安全检测与养护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单位，同时，

也是同济大学土木信息技术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建设单位、中国智慧基础设施联盟暨全球智慧基础设施

研究中心建设单位之一。多次获得国家、地方科技创新基金，荣获上海市技术发明一等奖、科技进步一

等奖、中国公路学会特等奖等十余项荣誉。 

具有甲级测绘资质、勘察资质、结构补强资质、电子与智能化专业资质、检验检测机构资质

(CMA)，通过CMMI3认证以及ISO9001质量体系、知识产权体系等六大体系认证。截至2023年12月，公

司拥有知识产权210多件，申请发明专利110多件（其中授权发明专利65件），软件著作权近80件，标

准16件，商标5件。

公司拥有教授级研发团队，员工先后获得“上海市领军人才”“上海市优秀技术带头人”“上海工

匠”“上海市（启明星）扬帆计划”“杨浦区拔尖人才”等荣誉。 

公司坚持一个核心，八大主体。

一个核心：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关键技术、数据采集装备及平台研发。

八大主体

19座城市
轨道交通信息化

22座城市
公路工程信息化

400+科研院所及高校
同济曙光软件

巴基斯坦、阿尔及利亚、
漳州等核电站

核电安全监测系统

上海、天津等6座
智慧城市

BIM咨询、风险咨询等10多座城市
工程咨询健康监测平台

19省市，6000+公里
同济曙光检测车

1 2 3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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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prise Overview
企业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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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待人以诚，尊重客户，尊重员工

创新——以创新求发展，增强核心竞争力

合作——对内团结协作，对外合作共赢

回馈——社会成就企业，企业回馈社会

核心价值观

The Enterprise Culture
企业文化

成为中国卓越的土木工程数字化集成服务商！

愿景

专业——精益求精的行业进取心

合作——善于合作分享的团队精神

创新——激 情 迸 发 的 创 新 精 神

拼搏——勇 毅 笃 行 的 拼 搏 精 神

企业精神

同济曙光，成就百年工程！

品牌口号

数字引领工程，智慧改变建养。

使命

43



 Development History
发展历程

三维有限元软件研发

2004

上海长江隧道项目
（第一个隧道三维数字化项目）

2006

江西景婺黄高速项目
（第一个隧道监控量测项目）

2005

常州市地质工程数字化项目
（第一个智慧城市建设项目）

2008

C3C4巴基斯坦核电项目
（标志着公司正式进军核电领域）

2010

自主研发第一代同济曙
光号公路隧道快速检测
车面市

2015

国内首台轮轨式地铁隧
道检测车上市

2019
荣获甲级测绘资质、
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2021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CMA）
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2023

同济曙光第一款二维有
限元分析软件问世，标
志着国内拥有自主研发
的岩土及地下工程设计
分析软件

2001

上海同岩土木工程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公路隧道设计分析软件
问世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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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or Of Qualification
资质荣誉

截至2023年12月，公司拥有知识产权210多件，发明专利110多件（其中授权发明专利65件），软件
著作权近80件，标准16件；具有甲级测绘资质、勘察资质、结构补强资质、电子与智能化专业资质，检验
检测机构资质(CMA)，通过CMMI3认证以及ISO9001质量体系、知识产权体系等六大体系认证。

本页内容仅为部分荣誉证书

87



盾构管理系统首页

轨道交通保护区管理平台

平台分为八个主要系统，分别为：

安全风险管控系统 隐患排查治理系统01

轨道交通系列产品主要聚焦工程安全，从建设期安全质
量管理，到运维期结构巡查养护管理、地铁保护管理
等，结合智慧感知设备，建立大数据中台，对风险、隐
患、盾构、应急、病害、地保、地质、监测等各类安全
相关数据进行综合管理及智能分析，实现建养安全一体
化智能管控。企业先后参与了上海、广州、深圳、重
庆、南京、济南、郑州、福州、昆明、南宁、苏州、无
锡、佛山等地铁集团信息化平台建设。

轨道交通

盾构远程监控系统 应急综合指挥系统

文明施工管理系统 消防管理系统

教育培训管理系统 监控中心

GIS首页

系统功能包括：

项目管理

审批管理

巡查管理

...

隐患排查治理首页

轨道交通建设安全管理系统（风险、隐患、应急）

轨道交通保护区管理系统

轨道交通安全监视大屏

109



保护区巡检

结构病害记录

渗漏水识别效果裂缝原始图像 裂缝识别效果 渗漏水原始图像

主要功能包括：

主要技术指标：

基础信息管理 结构病害调查管理 结构安全评估管理 结构养护管理 统计分析

任务发布

巡查任务管理 人员实时定位 巡查轨迹查看 异常状态提示

人员实时定位 记录巡查轨迹 作业状态展示

全断面360°一次性检测

全覆盖

地铁隧道检测车TDV-S

裂缝宽度检测能力 0.1mm

高精度

检测速度 80km/h

高效率

病害识别、数据处理分析全自动

智能化

轨道交通结构养护管理系统

Ⓡ

1211

同岩科技联合同济大学，引入人工智能，自研新一代高速高清线阵相机激光补光一体化成像技术，研制
同济曙光号地铁隧道检测车TDV-S，全断面布置、数据高精度采集、病害智能识别。

功能

区域病害面积识别精度

错台/接缝张开检测精度

收敛变形精度

裂缝宽度识别精度

病害类型

限界检测精度

病害识别准确率

里程定位精度

作业速度

技术指标

0.01m²

2mm

+- 2mm

0.1mm

裂缝、渗漏水、剥落剥离、掉块、
错台、收敛变形、接缝张开

静态：5mm；动态：20mm

≥95%

盾构隧道厘米级

0～80km/h（可定制）

功能

数据分析软件

数据采集软件

技术指标

自主研发，纯中文界面，具
有病害识别、收敛变形分析、
限界分析、病害展布图生成、
三维点云模型重构、检测报
告（格式RTF、TXT、XLS、
DXF、PNG）自动生成、数
据管理等功能。

自主研发，纯中文界面，采
集数据实时查看与自动存储，
变形与侵限检测结果实时显
示，设备状态自诊断。

隧道衬砌病害展布图（局部）



项目业绩及应用案例

02

通过公路工程建设阶段及运维阶段全寿命周期的信息化管理，解决
公路工程项目数据标准不统一、数据孤岛等问题，实现数据统一、
实时监管、集中共享、关联分析、辅助决策等，推动工程建设的规
范、有序、高效。企业先后参与了江西、安徽、甘肃、青海、福
建等公路大省信息化平台建设。

公路工程

截止2023年底，轨道交通信息化平台已承接项目          个，业务范围覆盖上海、广州、深圳、重庆、天津、

南京、苏州、济南、郑州等 座城市。19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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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轨道交通工程建设安全管理中心
重庆轨道交通智慧工地信息化管理平台
重庆轨道交通工程建设阶段BIM技术应用项目
重庆轨道交通工程建设阶段BIM信息化管理平台

南宁轨道交通信息管理系统工程一期项目
地铁保护管理系统采购

深圳地铁安全管理平台
深圳地铁安全保护区信息化管理系统
深圳地铁基于BIM的车公庙枢纽建设运营管理系统
深圳地铁安全保护区信息化管理系统2023年维保服务项目
深圳地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第三方巡查评估服务管理子系统
深圳地铁基于BIM的地铁枢纽建设方案优化和运营管理水平提升方法研究
佛山地铁设施保护信息管理系统项目
广州地铁隧道结构检查管理系统及手持记录仪研发
广州地铁地铁安全保护区隧道设施内外关联技术及其系统研制

郑州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地铁设施保护系统一期、二期

昆明地铁保护区受控项目管理
昆明轨道交通结构安全保护研究
昆明地铁轨道和接触轨管理信息系统
昆明地铁土建结构养护管理系统升级
昆明地铁地下隧道结构检查及养护系统开发

福州地铁运营分公司安全管理信息系统
福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地铁保护管理系统

江西隧道养护科学决策技术开发服务

上海长江隧桥道路数字化运营养护管理系统集成
上海地铁一号线结构与病害数字化系统研究与开发
上海申通地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风险监测监控项目
上海轨道交通13号线结构工程建养一体化系统应用研究
上海轨道交通市域线机场联络线（BIM）建设服务项目合同

济南地铁保护区管理系统
济南市轨道交通R1号线BIM建设服务
济南轨道交通安全管控平台建设项目
济南轨道交通集团信息化建设二期开发项目

天津津滨轻轨建养一体化系统数字化技术服务
天津地铁2号线卞兴区间隧道加固工程检测评估
天津地铁3号线天津站-津湾广场区间隧道道床监测检测
天津市Z1线尖文区间及6号线阳尖区间隧道结构现状评估

石家庄市轨道交通有限责任公司巡查装备

宁波轨道交通安全生产信息系统
温州轨道交通保护区信息管理系统
杭州轨道交通工程建设管理系统平台

南京地铁桥隧安全监控信息平台
南京地铁保护区信息管理系统项目
南京地铁集团安全生产管理信息系统
南京地铁监护项目管理信息系统开发项目
南京地铁基于BIM的盾构隧道结构健康监测系统研究
南京轨道交通保护区信息化巡查执法模块（一期、二
期、三期、四期）
无锡地铁设施保护系统
苏州市轨道交通结构维护标准研究方案 
苏州轨道交通结构安全保护及数字化管理系统应用研究
江苏省轨道交通结构安全保护技术标准（无锡地铁地保
指南、南京地铁）

13 14



利用多视角单目摄像的三维重建与点云智能识别算法等先进技术，快速获取围岩地质信息，智能分析掌
子面特征和围岩级别，综合多源数据制定科学合理的施工方案。本产品能够将单次掌子面动态设计全流程时
间缩短至15分钟以内，推动隧道施工动态设计的实际应用，实现隧道施工安全的主动防控，并有效控制施工
成本。

公路隧道施工动态设计系统

公路工程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系统

公路工程运营养护决策系统

健康评估隧道养护管理系统

工程进度三维可视化

系统首页

系统服务于公路工程建设项目全
过程管理，包括项目前期、合同计
量、进度计划、质量数据监控、安全
风险、隐患排查、OA收发文、材料
设备、工程文档管理等功能模块，完
成项目竣工验收，实现对单个及多个
项目综合管理，并根据业主需求进行
统计分析，实现人、机、料、法、环
全方位的管理。

通过对隧道设施设备的病害调查及安全状况巡查，结合监测数据、工程地质数据等信息，对隧道当前健
康状态进行评价预测，合理确定公路隧道养护方案，优化公路养护决策。

开挖面信息
手机智能采集

基于手机微信小程序
隧道内数据无线传输

2

三维点云模型自动重构

（重建、提取、分级）
云平台上三维地质

信息智能提取

4

3

1

采集 传输

分析

动态设计

1615



项目业绩及应用案例

3

公路隧道快速检测车TDV-H

Ⓡ

同岩科技联合同济大学，引入人工智能，自研新一代高速高清线阵相机激光补光一体化成像技术，研
制同济曙光号公路隧道快速检测车TDV-H，全断面布置、数据高精度采集、病害智能识别。

功能亮点

全断面360°检测，包括衬砌、检修道、
路面表观病害及结构轮廓变形

全覆盖

裂缝宽度识别能力0.1mm

高精度

分米级精准定位，病害数字化精确比对

定位准

检测时速80km/h，数据高效处理
（10km/天）

更高效

22
40截止2023年底，公路工程信息化平台已承接项目            个，业务范围覆盖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杭州、

石家庄等            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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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渭源至武都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系统
甘肃公路建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项目建设信息化管理系统
平凉至绵阳国家高速公路（G8513）武都至九寨沟建设项目
土建工程信息化综合管理系统

北京六环路卧龙岗隧道施工监控量测与
运营期检测系统

上海长江隧道工程三维数字化系统
上海外环隧道病害调查与安全评估
上海电力隧道施工控制及运营养护数字系统  

南京长江第五大桥基于BIM的盾构隧道结
构健康监测系统研究

岳西至武汉高速公路安徽段隧道施工隧道
监控量测

德上高速陇首一隧道隧道结构检测及安全状态
分析评估

宁波常洪隧道病害调查与安全评估
杭州秦望通道工程BIM项目（秦望隧道及配套工程）

宜井高速A1标计量管理系统
江西锦路项目计量管理系统
江西抚州东外环高速公路建设项目管理系统
江西吉安赣江大桥危桥改造工程项目管理系统
江西省隧道安全隐患排查与动态风险管理系统
江西井睦高速视频监控系统隧道分项系统集成
江西锦路大广高速吉康改扩建项目计量管理系统
江西锦路遂川至大余高速公路计量管理系统运维
江西吉莲高速公路项目重点施工点监控系统工程
江西省高速集团高速公路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系统
江西井睦高速公路项目全寿命三维数字建管养一体化管理系统
江西铜万高速宜丰联络线项目隧道建设安全智慧综合管控平台
南昌至上栗高速公路项目信息化管理系统
南昌至宁都高速公路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系统
船顶隘（赣闽界）至广昌高速公路建设项目管理系统

厦门翔安海底隧道工程数字化系统
厦门第二西通道（海沧隧道）工程第三方监控量测
厦蓉高速公路漳州段改扩建工程信息化系统
厦蓉高速公路龙岩东联络线信息化综合管理系统
长乐前塘至福清庄前高速公路信息化管理系统技术服务
海西网漳州云霄至平和高速公路项目建设信息化管理系统
宁武高速公路（南平段）隧道地质超前动态探测预报SJ1合同段
漳武线永定至上杭高速公路永定高头至城区段工程建设信息化管理系统
福建机场高速II期金鸡隧道、罗汉山隧道、魅岐1号隧道、魅岐2号双向八车道连拱
或小净距特大断面隧道的监控量测及地质超前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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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海 

浙  江 

贵  州 

青海省花石峡至久治公路隧道地质超前预报及监控量测
青海国道227线老城关经西宁至上新庄段公路工程信息化

贵州高速公路隧道数字化养护管理系统
贵州独平高速公路数字化工程管理系统



面状病害面积识别精度
1c㎡

系统基于近景摄影测量技术，变形检测监测精度达1mm，可7×24小时全天候无人值守监控，应用于在
建及运营隧道的轮廓断面变形自动化监测。

反光贴的相对位置示意图 系统安装布置示意图

裂缝宽度识别精度
0.1mm

项目业绩及应用案例

19 省市 6435 公里 5382 单洞/座 53% 全国覆盖率

河  北 

北
京

天
津

山  西 

内蒙古

辽  宁 

吉  林 

黑龙江

江  苏 

浙  江 

安  徽 

福  建 

江  西 

山  东 

河  南 

湖  北 

湖  南 

广  东 广  西 

海  南 

四  川 

贵  州 

云  南 

西  藏 陕  西 

甘  肃 

青  海 

宁  夏 

台 湾   

 甘肃省十天高速、兰海高速、成武高速、连霍高速、
青兰高速、陇渭等高速

四川省成巴高速、乐自高速

重庆市奉溪高速、泸蓉高速、包茂等高速
河北省涞涞高速、张石保定段、G5、张承
高速等高速

江西省杭瑞高速、福银高速、德上高速等高速

湖南省炎汝高速、莆炎高速、郴宁高速等高速

湖北省麻竹高速、谷竹高速、十房高速、
恩来高速、翻坝等高速

山西省天大高速、离军高速等高速

浙江省龙丽高速、丽龙高速、云景高速、诸永高速、
千黄高速、甬台温高速、杭绍台等高速

广东省粤赣高速、广贺高速、京珠北高速等高速

贵 州 省 蓉 遵 高 速 、 杭 瑞 高 速 、 沪 昆 高 速 、
印 习 高 速 、 遵 余 等 高 速

安徽省京台高速、黄祁高速等高速

云南省高速元磨高速、思小高速、
小景高速、晋红等高速

福建省沉海高速、福银高速、福州国际机场高速
二期等高速

山东省京泸高速济莱段、烟海高速、烟台市政
等高速

河南省二广高速
辽宁省庄盖高速

北京市京漠线

吉林省鹤大线 、石通线、丹阿线、辉
三线、嘉临线 鹤大高速和集双高速隧道收敛视频监测系统

新  疆 

2019



基于物联网、人工智能、无线传输等技术，自主研制同济曙光号隧道智能巡检机器人TJSG-TISR，实现隧
道结构病害的智能化、自动化巡查、交通事件的动态监控，全天候守卫隧道运营安全、协助隧道应急救援。

全断面覆盖式采集隧道结构表观
图像与点云数据

全覆盖

病害与变形高精度识别，缝宽度识
别精度可达0.2mm

高精度

主要功能介绍

智能决策检查频率、重点区段病
害跟踪巡查、应急巡查等

智能巡查

隧道交通环境实时监测，协助救援
引导

环境监测

• 搭载高精度图像传感器、激光扫描传感器、FRID射频等设备，全断面覆盖式采集隧道结构表观图像与点
云数据；

• 嵌入自主研发数字图像AI识别算法与点-线激光数据融合算法模型，实现了结构表观病害的快速巡查、病
害与变形特征的高精度识别以及全线病害的“一张图”可视表达，裂缝宽度识别精度可达0.2mm。

隧道结构病害智能化识别

• 定期开展日常巡查、经常性检查工作，可自动分析病害密
集程度、发展趋势，智能决策检查频率和自主执行针对重
点区段的病害跟踪巡查、应急巡查等工作，及时反馈、预
警潜在风险，实现隧道结构安全24小时无死角巡查。

自动化巡查 

• 采用视频分析、处理，开发交通事件实时检测，有效监测车辆拥堵、交通事故、行人入侵等异常事件，
同时，提供环境温度、有害气体浓度实时检测，实现火灾情况下巡检机器人协助救援引导。

监控隧道交通事件

结构病害展布图

隧道智能巡检机器人现场作业

机器人控制软件界面

撞车事故识别结果 红外热成像检测

主要技术指标

指标 介绍

定位方式 里程码盘+RFID定位

行走速度 0-3.5m/s

充电模式 无线自主充电

事件检测 车辆违停、车辆拥堵、交通事故、行人入侵、火灾和路面异物等环境事件检测

结构检测
衬砌裂缝、剥落剥离，路面积水、坑槽、沉陷，边沟盖板缺损，

隧道拱部渗漏水、断面收敛

续航能力 ≥4km

巡检方式 自主巡检+人工遥控巡检

定位精度 ±0.1m

刹车距离 ≤0.5m

本体重量 ≤2kg

车体材质 新型材质，耐磨、阻燃、防腐防潮

车体尺寸 ≤500*300*450

隧道智能巡检机器人TJSG-TIS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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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岩科技长期致力于核电工程数字化信息系统的研发与集成，包
括结构安全自动监测系统、地震监测报警系统及核电站数字化管
理平台的设计、开发、集成与技术服务，多次参与国内外大型核
电站地震监测、核岛位移监测等项目。

核电安全

通过对核岛位置的地震信号进行24h不间断连续监测，进行SSE/OBE超限判定与预警，及时停堆以保证
核岛的安全。

地震主界面

实现了对核岛基础水土压力以及核岛主体结构在线水准倾斜监测,为核电厂结构健康状态及安全运行状
态评估积累数据，提供决策支持。

应用案例

北京
北京02项目非核地震仪表系统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恰希玛核电站C3/C4安全壳仪表系统

巴基斯坦卡拉奇核电站K2/K3地震仪表系统

巴基斯坦恰希玛核电站C3/C4/C5地震监测仪表系统

地震系统机柜 技术服务

福建
福建漳州核电地震仪表系统

阿尔及利亚
阿尔及利亚比林核电站

B1/B2地震监测系统

核电站地震监测系统

核电站结构安全监测系统

2423



隧道与地下管线

同岩科技已承接上海、天津、厦门、延安、常州、福州6座智慧城市建设项目。

管沟监测

以数据库技术、互联网技术、
GIS技术和二维/三维可视化技术为基
础，建设建立完善的工程业务数据
库、地理信息数据库、工程档案数据
库，通过二维、三维相结合的展示方
式，对工程建设的进度、质量、安全
等进行高效管理。

基于GIS平台开发，并结合计算机技术、地理信息技术、数据库技术和图像处理技术，釆用图示化管
理，应用于综合管网信息查询、统计、编辑、管理、更新，以及管网结构监测管理、地下管线应急抢险管
理；另外可对三维管线进行漫游、查询统计分析，方便用户对区域范围内的复杂三维管线进行漫游、查询、
分析。

应用案例

厦门翔安海底隧道数字化系统 延安新区建设三维数字化系统

常州市工程地质数据库智能系统

天津市建设工程远程数字化监督系统

福州顶管隧道数字化施工监控系统

上海虹桥商务区核心区管沟管网智能监测系统

设备管理

04

涉及城市基础设施、资源环境、城市管理、产业经济四大方
面。是以城市地质为基础，采用智慧感测、智慧分析、智慧决
策、智慧平台、智慧措施这一闭环管理，保障城市基础设施安
全运行，提升城市智慧管理水平，达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并
存的目标。

智慧城市

工程建设一体化管理系统

地下管网监测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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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新型传感技术、产品及结构安全评估技术，搭建基础设施
健康监测系统，高精度、全天候、自动化实时感知结构位移、
应力、振动等指标状态，全方位了解基础设施运营环境及结构
健康状况，为科学化、信息化管养提供技术支撑，提高管养工
作效率以及应急能力。

健康监测

传感设备7*24小时不间断采集严重不良地质段或质量缺陷部位的钢筋/混凝土应力、接头变位等数据，
结合监测指标，进行大数据安全分析，及早判断有无病变风险。同时，结合外部荷载、断面变形、沉降、河
海床等监测数据分析及控制标准或理论计算模型，间接分析判断病变位置及风险，做到针对性养护巡查。

振弦式支撑轴力计
TJSG02-340

光纤光栅式静力水准仪
TJSG04-FBG150

监测设备

振弦式钢筋应力计
TJSG02-110

振弦式裂缝计
TJSG03-140

光纤光栅钢筋计
TJSG02-FBG150

振弦式土压力计
TJSG02-200

光纤光栅式锚索计
TJSG02-FBG300

了解更多监测设备，
请联系相关业务人员

实时监测及时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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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同济大学科研力量，研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民族
品牌产品：同济曙光系列软件。软件致力于解决岩土工
程力学问题，应用于市政、交通、水利、矿山、边坡等
领域。商业用户400+家，已成为国内外知名岩土及地下
工程著名专业软件品牌。

同济曙光系列软件

项目业绩及应用案例

智慧健康监测平台业务已承接            余项，监测设备已应用到全国           多座城市建设项目中，范围覆盖
隧道、桥梁、市政、铁路等业务。

苏通GIL综合管廊工程隧道结构健康智能监测系统 和燕路过江通道南段隧道工程健康监测

江西吉莲高速永莲隧道运营自动化监测

江阴靖江长江隧道工程健康监测等

公路隧道

芜湖城南过江隧道项目盾构段结构健康监测工程

漳州云平高速公路健康监测

市政工程

上海虹桥商务区核心区管沟管网智能监测系统

延安新区基础设施智慧服务系统自动化监测项目

铁路工程

新建南沙港铁路隧道监控量测 漕宝路快速路新建工程1标涉铁段监测等

芜申运河（安徽段）青弋江入江口至荆山河口河道整治工程工后修复期安全监测

南京地铁S3号线高-天区间龙王大街南延道路程项目段地铁安全保护区施工作业监测

天津地铁4号线南段工程土建施工第6合同段昆俞路站主体及附属结构施工监测

南京地铁3号线新庄站-南京站区间G50地块项目地铁安全保护区施工作业监测

南京宁和城际油坊桥站B号换乘通道及2号风亭地铁安全保护区施工作业监测

南京地铁1号线南京南站-双龙大道站区间G84地块地铁安全保护区监测

南京地铁1号线河定桥站-胜太路站区间金长城基坑地铁安全保护区施工作业监测

南京新建地铁7号线永雨区间及雨润路站对既有2号线油雨区间影响监测

天津地铁6号线工程土建施工第17合同段施工监测技术服务

上海轨道交通市域线机场联络线工程JCXG-5标盾构隧道健康监测设备预埋和测量

上海轨道交通市域线机场联络线工程3标盾构隧道健康监测设备预埋和测量

上海轨道交通市域线机场联络线JCXG-7标等

29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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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地下结构（含隧道、地下洞室、基坑等）、地下管线、边坡与挡土结构、桩基、结构与基础的共
同作用（如高层建筑与地基基础、塔桅结构与基础、桥梁与基础、路面与路基等）、软土地基处理、坝体、
矿山井巷、石油管道等各类土建、交通、水电和能源工程的数值仿真静力分析。

更多同济曙光软件产品

力学分析模型 几何模型参数化构建 安全系数云图

基于《公路隧道设计规范》（JTG 3370.1-2018）、《公路隧道加固设计规范》
导式创建公路隧道衬砌结构分析模型，并进行设计、校核、病害及加固模拟分析，是一款公路隧道设计与
分析的专业软件。

（JTG/T 5440-2018），向

二维有限元分析软件5.1 三维地质建模软件1.0

水工隧洞设计分析软件5.0 基坑设计计算软件1.0

盾构隧道管片结构设计与出图软件1.0 盾构虚拟掘进与管片选型软件1.0

联合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开发，盾构隧道管片参数化建模软件。软件考虑多种荷载组
合工况，提供多种类型荷载及计算方法，采用修正惯用法或梁-弹簧模型对管片结构进行三维内力变形分析，
提供设计、校核等多种分析工具，自动生成分析报告。

三维结构模型 网格模型 弯矩图

三维有限元分析软件3.0

盾构隧道管片结构计算与配筋软件2.0
公路隧道设计分析软件7.0

三维基坑网格剖分中隔壁法分析结果三维隧道快速建模-中隔壁法

对比项 盾构1.0 盾构2.0

计算模型 （1）修正惯用法/公式
（2）梁-弹簧模型

（1）修正惯用法/公式
（3）弹性铰模型          

混凝土参数 混凝土标号：C15~C50 按照《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补充
混凝土标号：C15~C80

纵向反应位
移法法

无 增加纵向反应位移法抗震计算

配筋计算
《盾构隧道工程设计规范征求意见稿》
按公路隧道规范配筋计算

增加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配筋计算

纵向抗震内力
计算

无最大拉力 增加最大拉力计算

钢筋参数
H P B 2 3 5 、 H R B 3 3 5 、 H R B 4 0 0 、
RRB400

按照《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补充
HPB300、HRB335/HRBF335、HRB400/ 
HRBF400/ RRB400、HRB500/ HRBF500

地震荷载-
拟静力法

（1）自重惯性力按F=ma
（2）缺少上覆土柱地震惯性力
（3）地震时侧压力系数取值简化

（1）自重惯性力按规范修改
（2）增加上覆土柱地震惯性力计算
（3）地震侧向土压力增量作用于结构全周

盾构隧道管片结构计算与配筋软件2.0功能升级表

（2）梁-弹簧模型
（4）梁接头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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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咨询涵盖BIM咨询、检测评估咨询、安全风险评估、编制规范标准等
多种服务。

BIM咨询

目前BIM技术已在多个项目上实施，实现模型设计、任务管理、设备
检查、人员定位等全流程一站式服务，大力推动BIM技术在轨道交通
行业的发展。

工程检测评估咨询

在隧道结构建设期，与上海同济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原上海同济建设
工程质量检测站）合作承担1000多座地下结构工程的监测、检测工
作，具有丰富的工程经验；同时在运维期，参与200多座既有隧道结
构的病害调查与检测、结构安全评价、结构健康监测、养护和加固一
整套技术咨询服务，在行业内树立了良好的口碑和影响力。

安全风险评估

提供新建、改扩建地下工程（包括基坑工程、盾构工程、钻爆法工
程、冻结工程、沉管工程等）设计阶段、施工阶段的安全风险评估技
术服务，重点围绕安全风险管控平台，强化多元数据融合的管控模
式、实现设计施工风险智能监管预控、提升了建设工程的安全风险防
控水平。

目前已在上海地铁、郑州地铁、重庆地铁、厦门第二西通道、井冈山
隧道等项目进行广泛的评估实践工作，取得了丰硕的工作成果。

编制规范、标准

目前主、参编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共计16项。

工程咨询
深圳地铁车公庙枢纽BIM全生命周期管理

应用案例

上海轨道交通市域线机场联络线（BIM）建设服务项目

苏通GIL管廊盾构隧道BIM三维可视化及结构健康监测平台

济南市轨道交通R1号线工程建设信息化智慧平台

南京长江第五大桥基于BIM的盾构隧道结构健康监测系统研究

重庆轨道交通工程建设阶段BIM技术应用项目

换乘大厅BIM装修效果 站台现场装修图

BIM咨询

换乘大厅现场装修图 换乘大厅现场装修图站台BIM装修效果图

苏通GIL管廊盾构

隧道BIM三维可视

化及结构健康监测

平台

济南市轨道交通R1 

号线工程建设信息

化智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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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上高速陇首一隧道

项目内容

解决方案

通过公路隧道检测车、实地取芯等检测技术手
段，完成对隧道病害、裂缝、断面变形、基底的实
地调查，针对查明的病害，对缺陷端进行结构安全
验算，根据隧道结构检测及安全评估报告，对隧道
病害采取粘钢加固、表面病害处治、低压注浆加
固，裂缝灌浆、开槽修补等技术手段，保质保量按
时完成对隧道结构补强和病害处治工作。

1.隧道结构检测及安全状态分析评估 2.二次衬砌补强施工

江西吉安至莲花高速公路永莲隧道

项目内容

解决方案

借助我司公路工程信息化云平台长期数据分析
报告及现场永莲隧道二衬裂缝安全评估及治理建议，
对永莲隧道内破损二衬拆换和加固，采用循环帷幕注
浆法加固，套拱法、衬砌表面加固等现代公路修复技
术手段，攻克“国内罕见、江西第一难隧道”。

吉莲高速公路永莲隧道二衬裂缝补强施工

应用案例

郑州市至巩义市域铁路市政配套工程土建施工安全风险咨询

上海外环隧道、宁波常洪隧道病害调查与安全评估 厦门海底隧道第二西通道工程第三方监控量测

天津地铁2号线卞兴至曹庄站保护区外部推土影响区域隧道结构安全状态评估 

福建机场高速II期金鸡隧道、罗汉山隧道、魅岐1号隧道、魅岐2号双向八车道连拱或小净距特大断面隧
道的监控量测及地质超前预报

应用案例

上海申通地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风险监测监控项目 南京长江五桥夹江、和燕路隧道风险评估专题

厦门第二西通道海底隧道风险评估重庆轨道交通工程建设安全管理中心项目

泉南高速改扩建工程初步设计阶段新琼隧道安全风险评估

妈湾跨海通道海底隧道三维精细化地质建模方法与地质风险评价模型研究

北京市六环路（良乡-寨口段）卧龙岗隧道建设期安全风险评价及技术咨询

郑州市轨道交通2号线二期、8号线一期、城郊铁路二期工程及市民文化服务区地下交通工程、郑州市至
巩义市域铁路市政配套工程土建施工安全风险咨询项目

江西宁安、上万、铜万、安定、宜丰联络线高速在建公路隧道设计及施工安全风险评估

四川省桃园（川陕界）至巴中高速公路项目米仓山特长隧道初步设计阶段安全风险评估

重庆轨道交通24号线一期、4号线西延伸段及中梁山大修基地土建工程安全风险咨询项目

安全风险评估

公司先后承接上海、重庆、郑州等多地轨道交通工程和全国各地公路隧道安全风险咨询业务，随着工程
建设进入数字化转型时代，通过搭建风险管控平台对建设工程风险进行数字化管控逐渐成为风险管控的有力
手段。

工程检测评估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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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隧道结构养护技术标准》（CJJ/T 289-2018），行业标准，参编 

《公路隧道长期监测技术规范》，行业标准，主编 

《公路隧道检测车》（T/CECS 10024-2019），团体标准，主编

《城市轨道交通隧道结构病害检测车》（T/CECS 10320-2023），团体标准，主编

《城市综合管廊运营管理标准》（T/CECS 531-2018），团体标准，参编 

《在役公路隧道长期监测技术指南》（T/CHTS 10021-2020），团体标准，参编

《公路隧道衬砌结构快速检测规程》（T/CECS G:J61-01-2021），团体标准，参编

《公路隧道施工安全隐患排查技术规程》（T/CECS G:C52-01-2023），团体标准，参编

《岩石隧道工程信息模型 第2部分：地质数据标准》（T/CSRME 021.2-2023），团体标准，参编

《岩石隧道工程信息模型 第3部分：结构数据标准》（T/CSRME 021.3-2023），团体标准，参编 

《公路隧道数字技术标准》，团体标准，主编 

《城市轨道交通盾构隧道结构病害检测技术规程》（T/CECS 788-2020），协会标准，参编

《轨道交通盾构隧道结构保护技术规程》（CCES 04-2016），学会标准，参编     

《城市软土基坑与隧道工程信息化施工安全监控技术指南》（CCES 04-2016），学会标准 ，参编 

《贵州省高速公路隧道检查指南》（JTT 52/07-2016），技术指南，参编

《山东省城市轨道交通BIM技术应用导则》，工程建设导则，参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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