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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点介绍 

    一、博士点背景介绍  

    测绘学院“交通测绘信息技术与工程”自主设置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0814Z1）从属于土木工程一级学科，拥有一支结构合

理、富有创新精神的高层次科研队伍以及有交叉学科优势的研究团体。现有教授8人（含兼职）、博士生导师2人、副教授16人；具有博

士学位的教师占80%以上。此外，该博士点还聘请了院士、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等一批著名学者为兼职教授。

    城市交通与测绘地理信息是一门集成地理信息系统、遥感、全球定位、计算机、通讯等有关技术，开展数字交通、土木、地质资源

和环境等领域的空间信息技术、理论及应用研究的交叉学科。它围绕保证运行安全、改善环境条件、提高智能化水平为核心内容，为城

市交通、土木等基础设施和地质环境提供相关信息化技术保障，其研究内容具有新颖性和创新性。该学科基础涉及测绘科学与技术、土

木工程、交通运输工程、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仪器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工程等多门学科。  

    二、博士点研究方向  

    城市交通与测绘地理信息学科突出南京工业大学土木、交通、地质等学科特色为重点，形成以下六个主要研究方向：  

    1、城市（际）交通工程：研究基于空间信息技术的交通工程中的数字化问题，包括交通规划、建设管理、设施养护、交通控制、

交通信息服务、车辆径路诱导、物流配送以及交通系统的辅助决策支持和可视化等问题。先进量测技术、信息技术在城市（际）交通基

础设施建设与养护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2、3S技术在城市综合防灾减灾中的应用  

    面向城市综合防灾减灾，研究地理信息系统（GIS）、遥感（RS）和全球定位系统（GPS）等空间信息技术的应用方法与技术，具体

包括：  

    （1）大中城市防震减灾信息管理与应急辅助系统研究。探索基于3S技术的建筑物震害预测方法模型，研究基于3S技术的减震救灾

应急救援指挥调度技术，重点对震后救援需求分析与资源合理配置调度模型、现场救灾行动方案优化方法等技术进行研究。  

    （2）基于3S的城市地质灾害评估与风险分析。研究应用GIS空间差值功能于工程场地液化势分析，研究基于三维GIS的场地地质灾

害可视化技术，探索基于三维GIS的地质灾害评估技术。  

    （3）城市公共安全管理中基于3S技术的建模与分析。研究城市危险源3S建模方法，应用3S技术的空间分析功能，研究危险源的影

响态势和处置急迫性模型与关键技术。  

    3、城市地质与地下工程  

    （1）以地下空间开发之地质环境的形成、演化规律研究为基础，以近地表地质结构的探测和详细描述为手段，以地下空间开发的

地质环境效应分析和评价为核心，系统研究制约地下空间开发的地质安全和地质灾害的主要因素以及地质灾害的预测预报方法和灾害控

制技术。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复杂环境条件下活动构造的地质与地球物理探测和鉴定技术，断层对地下空间开发危害性的评价方法，地

质结构可视化与三维地质信息多维建模与模拟技术，地质灾害多级控制技术。  

    （2）研究地下空间工程建造技术，地下空间工程施工环境效应，地下空间工程施工信息化监控技术。  

    （3）地下空间资源利用技术与可视化  

    4、卫星导航定位与智能交通  

    面向现代交通体系的信息化建设，基于动态实时交通信息进行智能交通管理、控制及信息服务，在传统交通系统的基础上进行了全

面技术革新，实现交通系统的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集成化和智能化，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内容：  

    （1）交通运输智能综合管理系统研究。基于物联网技术、GPS、GIS、3G等应用技术，研究构建大范围、全方位、实时准确、高效

安全的交通运输智能化综合管理系统。  

    （2）基于多源信息集成的交通信息服务研究。面向动态交通服务方式的多元化（手机、车载、互联网、平板电脑、热线电话

等），面向动态交通信息服务对象的多样性（大型集散点、旅游地、枢纽、停车、换乘等）开展多元交通信息服务理论与方法研究。

    （3）基于卫星导航定位技术的交通监控与评估模型研究。开展基于卫星导航定位技术的车辆监控与调度管理、线路规划导航及紧



急救援、交通流量监测、行车安全管理等系统的研究与应用推广。根据交通通畅、低碳、效率等原则，建立城市交通评估方法与模型，

服务于政府和社会的交通管理与应用。  

    5、精密工程与工业测量  

    面向大型的城市/城际的交通工程（如桥梁、隧道、地铁等）和大型建筑工程（如体育馆、火车站、航空港等），研究精密工程于

工业测量的技术与方法，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内容：  

    （1）精密工程测量技术及应用研究。针对大型或高层建筑工程的特点与施工新技术的要求，研究城市高架道路、高层钢结构、大

型空间曲面结构等施工测量的新方法、新技术，探索系统化的精密工程测量理论与实用方法。  

    （2）地下工程精密定位测量研究。借助当代测量信息技术，如GPS定位技术、地下精密自动导向与精密复测技术等，对大型地下工

程进行高精度动态和静态的定位测量研究。  

    （3）工程监测技术的应用研究。研究大型性建筑的变形监测技术，探索监测精度高、可靠度强的基准网与监测网相结合的最优监

测技术与方法。研究变形监测数据的信息化管理方法与技术。  

    6、地下空间与交通规划  

    基于先进的测绘与空间信息技术，研究以地下交通（地下快速路、轨道交通）建设和运营管理为主的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问题。

包括以下研究内容：  

    （1）城市地下环境虚拟现实技术及应用  

    地下交通系统的规划与设计、地下空间需求预测与总体规划、地下空间环境规划与设计、地下物流系统规划、地下空间安全与防灾

规划、地下空间开发效益分析。  

    （2）城市地下空间数字化监控与信息融合技术  

    自动化、高精度、高效率的“监测/检测/成像”数字档案技术，地下空间全生命周期安全“监测/检测—预警—预控”一体化机制

与集成技术和信息化平台。  

    （3）城市地下空间与交通风险管理  

    地下空间规划、设计、施工、运营管理等不同阶段的风险评估方法、风险控制指标和标准、风险管理的基本程序，建立风险评估体

系和防范体制。  

    三、发展前景  

    近年来，我国城市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快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并且在今后一段时期城市化进程仍将高速推进。在这一背景下，城

市（城际）交通设施、大型建筑以及火车站、航空港等大型基础设施工程将保持持续性的规模建设。同时，二十一世纪是信息化、网络

化、数字化、智能化迅猛发展的新世纪。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必将使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实现一个质的飞跃。因此，各类工程的建设

也对测绘与空间信息技术、交通工程以及土木工程等多个学科先进知识的交叉应用提出了更高要求。  

    例如，近年来各大城市纷纷建设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并形成包括地下、地面和高架多种方式的轨道工程体系，这不仅对交通工程的

规划、设计和施工及运营管理水平提出更高要求，同时也需要探索先进的GPS控制测量技术、测量与数据处理一体化的信息系统、变形

测量与监控量测自动系统等新测绘与空间信息技术，为轨道交通这种大型工程提供精密测量技术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