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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人物

云南省交通规划设计
研究院技术研发部部长、
高级工程师申俊昕是行业
内出了名的敢啃“硬骨头”
的人。他长期参与云南公路
数字化和桥梁建设，坚持走
自主研发路线，攻克行业多
项技术难题，取得诸多成
果。因贡献突出，他先后获
得“全国交通运输青年科技
英才”“云南交通青年科
学技术奖”等奖项。2023年
1月，他荣获云南省第六届
“云岭工匠”称号。

龙江大桥主设计者

2016年5月1日，龙江大桥通车。这是云南首座千米级的桥梁，也是国内第一座高

地震烈度区山区千米级大桥和钢箱梁悬索桥，作为龙江大桥主设计者的申俊昕功不

可没。

申俊昕参与龙江大桥设计最早是在2007年底，从初步设计到工程的方案论证，再

到施工完成，跨度长达8年。“云南地势特殊，要建造大型悬索桥十分不容易，在设

计建设龙江大桥中，我们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申俊昕说，在此期间，他和同事共

研究总结出20余项创新技术，应用了多个国内首创技术，包括在国内大跨径桥梁中首

次采用无人飞行器牵引先导索过江的施工技术，在云南桥梁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过去，云南在桥梁建设领域一直处在专业的末梢。近年来，申俊昕和行业人员通

过向先进地区学习，不断掌握先进的经验和技术，自主研发做好云南的桥梁工程。据

他介绍，2015年之后，在云南建成的各种各样的大桥，就是这些年来努力的结果，现

在云南的桥梁建设逐步跟上了先进地区的步伐。

为公路数字化开疆拓土

作为20世纪90年代上海同济大学桥梁工程专业的大学生，申俊昕在大学时代就对

智慧化系统十分感兴趣。大学毕业后，他回到云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工作，负责

桥梁工程设计的同时，利用业余时间钻研计算机前沿知识。

为构建高质量、智能化的现代综合立体交通运输体系，云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

院抓住机遇，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于2015年在国内率先开展了一系列BIM（建筑信息

模型）技术应用调研工作，并于2016年4月正式成立技术研发部，自主攻关研发“公

路工程设计BIM系统”，申俊昕担任研发部部长。

在申俊昕看来，数据就是无形资产，要完成“公路工程设计BIM系统”并不容

易，这是块难啃的“硬骨头”，他带领团队从零开始攻克难题，整个团队前后经历了

5年终于获得成功。

“随着数字化、信息化技术的进步，从手绘图纸到应用CAD，再从CAD到BIM系

统，不仅改变了设计的技术手段，也改变了呈现效果。而BIM系统的应用不仅改变了

最终呈现效果，还将更多的计算、重复性高的工作交给计算机，提高了生产效率、保

障了生产准确率。”申俊昕表示。

在此之前，公路设计、建设、管护都是相对独立的，互不关联。现在有了“公路

工程设计BIM系统”，就能让所有的数据资源串联起来，设计、建设和管护结合得更

紧密。建设方能看懂设计图纸，设计方知道建设方怎么施

工，未来的管养维护也一目了然。

“一座桥打一个桩下去，数据平台就会显示是哪

个，这个桩有多少吨混凝土，有多少吨钢筋。”

申俊昕说，有了这些数据，就能管控整个建造周

期的进度和安全，利用“公路工程设计BIM系

统”还能对桥梁或隧道做健康监测，查找隐

患，起到预警作用。

目前，申俊昕带头研发的“公路工程设

计BIM系统”已面向全国推广，成果已应用到

省内外50多个公路设计项目中，极大提高了设

计阶段的工作效率，并为施工及运维阶段提供

了有效的数据支撑。

本刊记者 谭江华  郝亚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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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俊昕（中）带领团队察看图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