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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IM technology has also been widely used in all walks of life. The 
application of BIM technology in railway signal engineering has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part in railway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which plays a vital role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sidents’ daily life. In order to develop railway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t this stage, we must constantly introduce new technology.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of BIM technology 
in railway signal engineering, and analyzes and discusses the convenience of BIM technology to railway signa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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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BIM技术在各行各业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关系到中国经济发展与居民日常生活起着至
关重要的铁路工程建设方面，BIM技术在铁路信号工程中的应用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现阶段铁路建设技术要想有
所发展，就必须不断引进新技术。论文主要从BIM技术在铁路信号工程中的应用来进行分析，对BIM技术对铁路信号工程
所带来的便利之处进行相应的分析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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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传统二维设计存在的问题

目前铁路信号工程设计主要采取 CAD 绘图软件，而交

付完成的成果则是以二维模式呈现出来。通过 CAD 绘图软

件设计的成果就是平面图纸并进行相应的文字说明。因此现

阶段的信号专业设计图纸只是能够对设备的相对地理位置

以及数据进行填写标注，而对信号设备信号问题却不能够得

到很好的体现。并且在图纸设计的过程当，由于人与人之间

不论是在思维方式和专业化水平方面都不相同，很多设计人

员只是凭借以往的工作经验进行设计，这样有可能会在实际

的施工过程中出现很多不确定性因素，从而造成严重的后

果。比如信号设备布置的规范性，信号显示在遮挡方面上

的效果不理想。不论哪一类问题对于铁路运行的安全都会产

生非常大的不利影响。并且二维图纸不能够将成果以直观的

形式展现出来，这就造成在施工中一旦某一环节出现问题，

就必须使整个工期全部停下来加以调整，甚至会进行设计

返工。

在具体的铁路信号工程设计过程当中，信号设备之间

的连接方式主要是通过电缆、光缆等信号设备来连接，相应

的复杂性和要求会比较高。而且每一个设计站内与区间的电

缆排布径路都会有繁重的工作量。实际的隧道与桥梁区段的

站内外电缆管线也很难严格按照设计标准来进行。这些问题

在二维设计图纸上都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因此就会造成管

线径路设计与实际情况不相符，造成设计人员必须到施工现

场进行现场调研，重新设计管线径路，对施工进度造成很大

的影响。

2 BIM 技术信号设计的优势

2.1 可以实现三维可视化和精确的定位

通过 BIM 技术对铁路信号工程的设计，不论是在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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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拟以及具体的运维过程中都具有非常明显的优势。在

BIM 模型设计过程中，可以将不同种类，不同型号的设备

分别建模，再结合具体的设计规范以及相关资料，可以将设

备翻模转换为三维空间模型，再通过 BIM 技术就可以实现

三维可视化的设计 [1]。因此，通过 BIM 技术在铁路信号工

程中的应用，就可以实现三维可视化和精准定位。以往传统

的二维铁路信号工程设计对于铁路信号设备以及光电缆的

分布设置，只是通过二维平面的图纸来进行呈现。虽然通过

二维图纸可以标明相应的位置，以及进行图例的注释。但是

依然有很多细节之处无法标识清楚，这样必然会导致在实际

施工过程中出现误差。但是通过 BIM 技术就可以消除这一

误差。BIM 技术可以将信号设备的形状构建为立体模式，

能够对线路、桥梁、隧道等进行控制和呈现，使之形成一个

三维空间的缩小体，从而以立体呈现的方式极大地减少了误

差，提高了精准定位。同时，在传统的二维铁路信号设计中，

由于二维设计图纸提供的数据比较模糊，或者不够精准，导

致在实际施工过程中就会造成很大的误差。如图 1 所示。

图 1 设备模型精确定位

2.2 可以实现碰撞、遮挡综合检查以及管线径路的

合理布置

在传统的二维基础图纸当中是不能够实现碰撞、遮挡

以及管线路径选择的。由于二维图纸的局限性，使相应的管

道路线等都无法进行明确的标注，在内容上所能够反映出的

设备以及管线情是无法体现与其他专业和系统之间的碰撞、

遮挡关系，这样必然会影响到在实际施工过程当中遇到的相

应问题。而且在实际的通信、电力、桥梁、隧道等多个专业

都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单元，与信号设备之间有着非常多

的联系，在二维设计图纸上是无法体现这些系统与信号设备

之间的关系。但是 BIM 技术就可以实现设备的模型化，通

过 BIM 技术可以将设计成果与多专业协同设计，能够及时

发现在设计过程中的控制遮挡问题。并且 BIM 技术设计具

有非常广泛的灵活性。 

3 BIM 技术在铁路信号工程应用中的价值和

意义

3.1 交付成果的可视化

BIM 技术在实际的应用过程当中，首先需要对相应的

各项设备进行模型构建。通过模型构建可以将现实中存在的

物体以模型的形式呈现出来，使人能够从直观上就能够看到

设计的效果。在模型构建过程中，必须按照实际中的实物比

例以及形态特点等进行构建，不能够脱离客观实际。这样通

过模型构建，相关的设计单位就可以利用构建的模型去指导

实际工程的展开，中间省去了非常多的繁琐工序，对节省人

力和物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设计单位可以根据模

型的构建，使交付的成果形成可视化，这样更利于施工单位

的理解，使施工单位能够根据构建的模型非常清晰直观地了

解到整个施工的具体情况、线路分布以及施工周围的环境等

等。设计单位通过三维成像的方式交付给施工单位，就可以

使施工单位按照相应的标准展开施工。而且交付结果的可视

化也便于不同部门之间展开工作交流和沟通，更有利于部门

之间的协调工作，从而增加了施工结果的准确性。同时，通

过 BIM 技术完成的设计成果，可以在虚拟系统中使设备的

特性与安装清晰地呈现给施工人员。

3.2 碰撞、遮挡综合检查。

设备的碰撞、遮挡综合检查在铁路信号工程中是至关

重要的。检查的主要内容包括对内部设备的碰撞检查，专业

之间的碰撞检查，显示设备的遮挡检查以及电气设备所处位

置的安全净距离检查等 [2]。碰撞检查的主要内容是检查设备

的设计位置是否存在重叠，或者因为尺寸问题而造成的利用

空间不足等。遮挡检查主要是针对信号及设备来进行的一项

专业化检查。安全净距离检查主要考虑信号设备所处的位置

是否能够满足电气特征的要求。这一系列的综合检查如果能

够将 BIM 技术充分的应用进来，就能够使铁路信号工程当

中所使用的设备系统之间的碰撞遮挡现象得到大幅度减少。

3.3 通过 BIM平台指导和辅助施工。

在铁路信号工程中，通过 BIM 平台可以对相应的信号

工程进行模拟施工，特别是对于隧道和桥梁的施工更为关

键。BIM 平台的模型可以将可视化的安全技术呈现给施工

人员，提高了施工人员工程安装的成功率以及保障了施工

人员的施工安全。并且通过 BIM 模型可以对铁路信号设备

进行精确的查询和定位，这样就有利于掌握设备的相关参

数以及准确的位置。同时，施工后期的调试阶段也可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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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 模型进行相应的动画模拟，提高了连锁试验的精准度

以及试验的成功率 [3]。

4 结语

总而言之，通过 BIM 技术解决了在传统铁路信号工程

中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因此，铁路信号工程可以以 BIM

技术发展为核心，不断进行创新和发展，使铁路信号工程施

工效率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减少不必要的资源浪费，提高工

程质量，促进铁路信号工程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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