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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发展“数字孪生”技术应用的若干思考 
 

近年来，“数字孪生”相关理论研究日趋深入，逐步在

航空航天、医疗、工业制造、能源、城市建设等领域开展推

广应用，形成“数字孪生”车间、“数字孪生”医疗、“数字孪

生”城市等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新业态新模式，为我区加速产业

数字化建设进程和促进数字产业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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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数字孪生”已进入发展快车道 

从发展历程来看，我国“数字孪生”研究领域正处于迎

头赶上阶段。“数字孪生”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密歇根大学

Grieves 教授在 2003 年提出，之后美国军方和 NASA 在航空

航天器领域提出“数字孪生”应用场景，并将“数字孪生”

定义为一个集成多物理场、多尺度、概率性的仿真过程1。相

比于美国，我国“数字孪生”的研究工作开展较晚，但发展

势头强劲。自 2017 年国内 12 家高校共同发起召开“第一届

数字孪生与智能制造服务学术会议”以来，我国对于“数字

孪生”相关领域研究呈现快速发展态势，据 Scopus 数据库统

计，2019 年，中国单年发表“数字孪生”文章总量达 108 篇，

排名世界第二，累计发表文章总数排名世界第三。 

从政策规划来看，我国各地城市已提前布局“数字孪生”

建设。2020 年 4 月，我国发布《关于推进“上云用数赋智”

行动培育新经济发展实施方案》，将数字孪生与大数据、人

工智能、云计算、5G、物联网、区块链列为共同推进发展的

新一代数字技术。为推动本地区“数字孪生”建设，目前已有

杭州、上海、天津、重庆、雄安、南京、山东、广东等地在出

台的“新基建”行动方案中提出构建“数字孪生”城市，对于

建设“数字孪生”城市的思想理念已逐步开始向市县普及。 

从技术应用来看，我国“数字孪生”技术已开展应用探

索和落地实践。汽车领域，江西省上饶市爱驰汽车超级智慧

                                                
1 于勇，范胜廷，彭关伟，戴晟，赵罡 《数字孪生模型在产品构型管理中应用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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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已建成“数字孪生”智慧工厂，生产线自动化生产率超

过 90%，3 万平方米的冲压车间仅需 32 名工人，实现汽车柔

性设计和生产。电力领域，南方电网建成海口 220 千伏大英

山“数字孪生”变电站，有效提升变电站设备及环境全景实

时感知能力、在线诊断设备健康状态、推动提升设备隐患故

障定位和检修效率、实现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等提供有力支

撑。交通工程领域，深圳市盐港东立交工程首次运用“数字

孪生”模型云服务技术，预计实现 60%以上的现场问题提前

发现解决，避免进度延误、停工、窝工，该项目建设获得 2019

年基础设施年度光辉大奖赛特别荣誉奖，此奖项被称为工程

界“奥斯卡”。 

二、我区推进“数字孪生”应用探索及面临形势 

随着数字广西建设加快推进，我区在 VR、人工智能、

5G、物联网等信息技术领域得到快速发展，数字支撑能力显

著增强，为“数字孪生”技术落地应用奠定基础，目前我区

已在顶层设计、行业发展及人才培育等方面谋划发展“数字

孪生”技术，在推进技术应用也进行了一些探索。一是顶层

设计方面。我区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楼宇数字经济发展规

划（2021—2025 年）》，提出“十四五”时期探索发展楼宇“数

字孪生”，建设楼宇“数字孪生”空间。二是行业领域方面。

广西汽车集团“数字孪生”项目落地试运行，实现基于“数

字孪生”技术的产品设计与仿真、协同工艺规划、能效优化

分析、车间生产调度优化、生产物流精准配送等功能。该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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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也被列入工信部国家级工业互联网创新项目。三是人才培

育方面。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联合广西机械工业研究院共

同举办西门子“数字孪生”培训，培训以西门子 NX MCD

机电一体化产品概念设计解决方案为主要内容，同时在培训

现场展示区内首条以西门子“数字孪生”技术为蓝本的数字

化智能制造实验产线2。 

但从整体发展来看，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问题。一是“数

字孪生”相关领域布局范围小，未形成集聚效应，区内企业

对“数字孪生”技术前景认识不够高，对于现有制造业数字

化改造意愿不强。二是各行业、领域数据采集能力有限，采

集到的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已采集的数据闲置率高，缺少数

据关联和挖掘相关的集成应用。三是工业软件、仿真系统方

面依赖国外技术，“数字孪生”应用目前由美国、德国等发

达国家主导，国内的“数字孪生”项目大多使用 Bentley 软

件公司数字孪生模型云服务（iTwin）技术或是西门子 Process 

System Enterprise（PSE）生产系统工程，在实际使用时候，

会存在国内国外通信协议或标准不统一、部分数据共享开放

难、数据采集质量差、系统集成差等问题，造成“数字孪生”

技术在推广应用过程中存在困难。 

三、对策建议 

（一）构建数据资源体系，提升数据融合供给能力。加

快构建广西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协同创新体系，全面推进数据

                                                
2 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我院成功开展首期西门子“数字双胞胎”技术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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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打通政府部门间、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间数据

壁垒，实施数据要素融合应用“百千万工程”，打造“数据+

生态”开放应用生态圈，构建数据资源应用新体系。建立健

全数据供给制度体系，保证数据传输实时性、准确性，使“数

字孪生”能更准确地实现动态监测、趋势预判、虚实互动等

核心功能3。 

（二）大力推进“新基建”建设，促进“数字孪生”城

市加速落地。将数字孪生纳入“新基建”建设范畴，大力推

进 5G、物联网、边缘计算、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

起“数字孪生”城市技术基座，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技术与传统基础设施融合，形成智能融合基础设施，

推动物理城市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变，构建城市 GIS、

BIM、CIM“一张图”融合建设，形成城市级统一数字底图和

数据资产。 

（三）拓展区域智慧合作交流，推动“数字孪生”领域

跨省共建合作。加强与其他省份共建合作，搭建共同开发、

资源共享、共同使用的“数字孪生”协同创新平台，在数据

资源、数据模型、可视化系统平台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共

同推动区域间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 

（四）培育引进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夯实研究应用智力

支撑基础。以“数字孪生”项目为抓手，吸引国内优秀科研

团队、学者来桂开展项目相关课题研究工作，同时做好科研

                                                
3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数字孪生城市白皮书（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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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转化奖励激励，拓宽成果转化渠道。支持鼓励区内高校

设立“数字孪生”实验室，引进数字化智能制造实验产线，

培育具备数字孪生与其他领域知识储备的交叉复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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