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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建打造“城市仿真”数字孪生底座平台 
 

记者  谢峰 
 
    本报讯（记者 谢峰）10 年，对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下属的北京城建交通设计研究院数字
城市事业部总经理邓进和团队而言，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打造出了“城市仿真”数字孪生

底座平台。在 2023 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首届全国企业数字化应用生态大会上，这项沉淀了
10年的科技成果入选全国企业数字化应用十佳解决方案。 
    平台底座打造最优城市通行顶层规划 
    这个平台是什么？邓进给出了最直观的答案：“依托大数据，为政府提供城市交通规划设计
前端的咨询服务，可以说是服务城市出行的顶层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其中‘交通数据+模型
算法’的组合至关重要。” 
    一座城市的交通出行体系看似是修一条路、建一条地铁线、发一班公交车等具体事件，但如
何让这些投资建设和运营保障更加精准高效，线路怎么划定能覆盖最大人口需求、发布早高峰拥

堵指数来为驾驶员提供帮助⋯⋯这些如何以最优质的投入实现最大的运行效益是邓进团队 10 年
来始终研究的领域。 
    “之所以说它是‘底座’，在于其聚焦为政府在规划投资之前，更加科学地划定线路提供数
据支撑。”在邓进看来，城市交通出行体系的建设应以现实需求为导向，适度超前最佳。 
    打开电脑，邓进点进平台操作界面，智慧平台常见的城市片状热区图被改成了点对点的不同
颜色连线的发散状热图，“比如，我们之前针对地铁房山线和 9 号线是否需要实现换乘的问题进
行的大数据分析可以看出，房山线的大量乘客最终目的地在城市核心区，通过用准确的点对点数

据信息代替热区展示，为政府最终确定两线实现换乘并在今年 1 月 18 日开通换乘提供了数据支
撑。”邓进说。 
    点开平台上回龙观区域，早上 7点至 9点半，人流量最密集的去向便是聚合了互联网相关企
业的中关村以及海淀北部区域，这些区域的线条也被改成了深红色，与近乎于白色的其他目的地

区别明显。 
    一个地铁口高峰期每小时走出来多少人？一个十字路口每小时的行人通行数量是多少？一
个路段每小时的通行车辆的数量是多少？这些问题在平台系统上都可以直观展现出来，一目了

然。 
    打破国外技术垄断 实现中国智造 
    在邓进看来，推动这项工作的意义更在于团队打破了国外在该领域的技术垄断，打造了符合
我国发展实际需求的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交通分析底座平台。邓进团队萌发了建设一套“中国智

造”的城市交通分析系统的想法。而要实现这一需求，交通数据如何获取？数据之下的模型构架

如何搭设？这都成为团队研究了 10年之久的课题。 
    以往的交通大调查工作以 5年为一个周期，不仅时间长，而且单次投入巨大，以北京为例，
单次投入达到数千万元，同时，其获取的样本采取抽样，加之入户调查带来的被调查群体对隐私

的保护，以及调查仅占总量 1%左右的抽样率，导致调查结果准确性和全面性方面都存在一定误
差。 
    在邓进看来，企业的创新并不一定要聚焦原始创新，更应从实际应用领域开展集合式创新。
“我们不生产数据，我们只是整合数据的服务商。”这是邓进团队秉持的理念，通过对国内诸多

大数据平台提供的数据分析，加上以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植入了移动位置数据、城市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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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地理位置信息数据等多层次数据的分析整合，实现了不同数据之间的互相融合，为打造平

台提供了基础。 
    多平台细致切分 实现快速复制 
    而以数据融合为前提，团队围绕模型算法的研究也始终没有停止。首先，团队将整个北京市
划分为数千个交通小区，同时，结合人口普查以街道为最小统计单元的数据进行匹配，通过对辖

区内的建筑功能进行分析，团队在国内首次提出了以建筑单体作为交通分析重要参考指标的理

念，“比如，一栋写字楼，白天时候人员最密集，也是交通出行的目的地，而住宅则是出行的始

发地，通过这两点之间的联系，使用复杂的计算方法可得出整个区域的早晚高峰的交通通行情

况。”邓进说。 
    在邓进看来，实现数据的融合与标准化是平台未来实现可复制可推广的重要基础。“任何交
通通行数据都可以接入我们的平台，而基于对交通出行深入研究的团队总结出的标准化模型，可

以实现对人流量、强度等信息的秒级结果计算。”邓进说。 
    目前，该平台已拥有 PC 端、小程序端、数据大屏、数字沙盘、领导驾驶舱、数据实验室等
多种终端，可直接为各类规划咨询项目提供数据分析支持，也可为相关领域业务决策支持系统开

发及智慧城市建设提供底座平台服务。该平台更是成为国家发改委全国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审

批评估工作的重要支撑，并应用在全国 60 余个城市的交通规划、城市更新、智慧交通建设等工
作中，有力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和精细化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