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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枢纽信息化建设背景

“数字化行业应用”解

决方案提供商

打造完整的业务链

构建联动的生态圈

客运综合交通枢纽的特点

1.多种交通方式“一站式”整合，可实现无缝衔接。

2.单位组成复杂，对综合协调管理、节能环保等要提升。

3.旅客流线复杂，对信息化要求更高。

4.出现应急问题，对处置问题的手段和能力要求更高。



交通枢纽信息化建设背景

“数字化行业应用”解

决方案提供商

打造完整的业务链

构建联动的生态圈

交通枢纽客运高峰期普遍存在问题

1.应急预案有待完善，疏导能力不足。

2.旅客无法及时有效的获得相应信息。

3.运营单位服务保障能力不足。

4.多业务单位协同运营处置能力较低。

5.工作人员业务处理信息化手段缺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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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枢纽信息应用维度

1 3 5

2 6

有助于形成 
“安全、快 
捷、舒适、 
方便”的客 
运环境，提 
高客流、车 
流、物流的 
运行效率

交通运营 服务 出行 安全 节能环保 建设引导

提高交通
系统整体
效益的发
挥，实现
高效协同
运营

有效提高
公众出行
的便捷程
度，提高
服务水平

提高应急
处置手段
和能力，
有效避免
重大事件
发生

良好的信
息服务将
减少无效
出行，改
善交通拥
堵状况，
实现节能
减排

对“智慧
城市”建
设，具有
示范引导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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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枢纽平台-智能巡检

用户可使用第一视角方式，沉浸式浏览站点三维场景。通过对场景漫游位置的选择，实景化指挥调度。可设置巡检路线，实现

直观浏览和自动化路径巡检调度。根据突发事件及应急预案，通过三维场景标注，紧急路线显示，真实三维场景中应急指挥，

直观精准高效。通过路线标识预案及可视化调度，显示不同的疏散预案路线和安全通道路线，满足不同路线设置和标识应用。



信息化枢纽平台-行业监管

利用高铁实景数字孪生应用平台，对地铁站点内的安检人员、警用装备、消防设备、警务室、卫生间、机房、站长室等POI

实现文字、图标、重点区域等突出标识实现实时浏览，实现各类信息系统数据整合、车辆实时状态的感知，打通安检督导

行业壁垒。



信息化枢纽平台-监测告警

通过接入火灾报警装置，实时监测站点传感器状态，根据火灾的严重程度细分相应级别，并把问题位置突出显示，也可通过

接入各类安全传感器达到对整个站点的全面洞察。通过可视化方式的直观表现利于人员的统筹调度，达到快速发现问题，

快速处置问题，对旅客的人身财产安全得到提升。



信息化枢纽平台-警务协同

平台整合属地民警、武警、特警、警犬等力量加强威慑控制，形成“地上地下”、“车上车下”、“网上网下”、“情报

行动”一体化警力的指挥调度，直接在三维场景中，各个部门依据权限，直观精准掌控视频位置，提高日常浏览和应急调

度能力。

在警务联合行动方面，协同治安、内保、出租、刑侦各部门对重大风险合力应对，与属地、交通、城管、综治等相关部门

建立长期会商，形成警种联动机制。



信息化枢纽平台-设备可视化管理

针对警用装备（如防爆罐、抓捕器、防暴盾牌、灭火器等）部署等警力分配情况三维高铁站沙盘场景直观显示，结合不同

的业务，可设置和保存不同的部署预案，满足对不同业务需求的警力应用。



信息化枢纽平台-旅客流量信息可视化

客流量实时监测对于管理部门在应急救援、管理能力、事件处理等方面都得到提升，对于游客方面更多的则

是出游体验舒适度的增强和生命财产的保障。

通过票务系统，可对当天进站出站的旅客进行统计，通过数据对当天可能拥堵的情况进行提前疏导和分流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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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价值

交通运行态势
高铁状态、客运车次、
地铁、公交、出租车
等

社会价值
安全、环保、高效出行、
建设引导

统筹调度
洞察事务、工作谋划、
整体部署、衔接沟通

1 2

4 3

系统服务
客流、巡查、路线、监
控、数据网等服务

“数字化行业应用”解

决方案提供商

打造完整的业务链

构建联动的生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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