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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建筑土建工程管理系统的
构建与实践探索

●周赟凯　曲圆圆

　　

[摘要]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数字化技术在各个行业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同时也在建筑施工领域展现出自身

的潜力.因此,数字化建筑土建工程管理系统设计与应用可以通过引入先进的数字技术和工具,实现对工地

施工全过程的监控和管理,从而提高施工效率、保障工人安全,并为工地管理者的决策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持.

基于此,本文针对数字化建筑土建工程管理系统的构建与实践策略进行重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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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筑行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其施工管理的现

代化、智能化水平直接关系到工程质量、安全以及

成本控制。 然而，传统的施工管理模式存在诸多局限性，

如信息传递不畅、资源配置不合理、风险管理不足等，这些

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建筑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数字化

建筑土建工程管理系统作为一种新兴的管理工具，通过集成

多种信息技术，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本文将探讨该系统的设计原理、关键技术和应用实践，以期

为建筑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数字化建筑土建工程管理系统的构建

(一)技术选型与平台搭建

建筑土建工程管理系统是指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对建筑

工程施工过程中的各项管理活动进行全面、系统、精细化处

理的一种管理系统。 其将传统的纸质文档、人工操作等方

式进行数字化转换，以此实现信息的集中管理、实时监控和

数据分析，从而提升施工管理的效率和质量。 该系统不仅

涵盖了项目计划、资源调配、进度控制、质量管理、安全监

督管理等方面，还为项目各施工方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和

便利。

(１)平台搭建设计。 建筑土建工程管理系统的功能设计

是根据实际需求与分析的结果确定。 其功能设计应涵盖施

工管理的各个方面，包括项目计划编制、资源调配、进度跟

踪、质量管理、安全监控等。 在项目计划编制方面，建筑

土建工程管理系统需能支持多种计划编制方法和工具，并能

够生成详细的施工计划和进度表。 在资源调配方面，建筑

土建工程管理系统还能够实现对施工资源的统一管理和优化

配置，确保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供需平衡。 在进度跟踪方

面，建筑土建工程管理系统需实时监控施工进度和工程量完

成情况，及时发现并解决进度偏差问题。 在质量管理和安

全监控方面，该系统需要能够建立完善的施工质量和安全管

理体系，进而实现对施工质量和安全状况的全面监控和

管理。

(２)技术选型。 建筑土建工程管理系统的技术选型需根

据系统的功能需求和性能要求来确定。 在前端技术方面，

可以选择基于 Web或移动端的界面设计，以提供灵活、便

捷的操作体验。 在后端技术方面，选择常见的数据库和服

务器技术，以保证系统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此外，还可以

考虑采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来提升建筑土建工程

管理系统的智能化和数据处理能力。 在技术选型过程中，

还应充分考虑系统的可维护性、扩展性和性能优化，以确保

系统能够满足长期的运行和发展需求。 建筑土建工程管理

系统的关键特点包括全面性、实时性、智能化和集成化。

全面性体现在该系统涵盖了施工管理的各个方面，包括计划

管理、进度控制、质量保障、安全监督管理等。 实时性体

现在系统能够及时采集、处理和反馈施工现场的各类信息，

从而保证了管理决策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智能化体现在系

统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技术，对施工数据进行深度

挖掘和分析，为管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集成化体现在系

统能够与其他管理软件和硬件设备进行无缝对接，实现信息

的互通共享，进而提高了管理效率和便利性。

(二)保障系统安全性与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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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土建工程管理系统作为建筑行业信息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其在提高施工效率、确保工程质量、降低成本和风险

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目前，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

展，工程管理系统正逐渐从概念走向实践，其应用范围和深

度不断扩展。 建筑土建工程管理系统的核心在于实现施工

过程中的信息化管理。 该系统通过集成 BIM(建筑信息模

型)、GIS(地理信息系统)、ERP(企业资源计划)等技术，能

够实现对施工项目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BIM 技术的应用，

使得施工过程中的设计、施工、运营等各个阶段的信息能够

实现无缝对接，大幅提高了信息传递的效率和准确性。 GIS
技术则为施工项目提供了精确的地理信息支持，对优化施工

布局和资源配置提供了精确的数据支持。 ERP系统则通过

整合企业内部的各种资源，实现对施工项目的精细化管理。

数字化建筑土建工程管理系统的关键技术与应用

(一)BIM 技术与土建管理系统的结合

BIM 技术是一种数字化建模信息的协同设计、施工和管

理手段。 这种技术能够创建三维数字模型，将建筑结构和

各个部分的关联性以图像化的形式呈现，实现对土建工程施

工的全面模拟。 建筑工程涵盖了许多烦琐且棘手的建筑任

务，容易产生各个子任务与主任务的相互干扰，尤其是采取

承包方式完成的建筑任务，其规模庞大且管理起来相当困

难。 如果无法对其进行有力的监督和管理，就会导致施工

现场陷入混沌，从而对施工的质量和速度造成影响。 若能

够灵活地运用BIM 技术的协同优点，便可以解决这些施工

中出现的问题。 借助BIM 技术的工程模型，还可以更好地

实现对建筑任务的高效监督。 通过执行多样化的施工训练

步骤，管理者与施工者能够实时更新并解读三维模型，同时

还能在交错施工的过程中识别出潜在的风险与冲突，并根据

具体情况妥善处理所有的施工配合任务，以保证土建工程的

持久且高效地完成。

(二)物联网与传感技术在土建工程管理中的应用

物联网与传感技术允许建筑物中的各种设备和传感器进

行实时通信，并能够实时监测和控制建筑的各个方面，如温

度、照明、安全和维护。 这不仅有助于提高建筑的运营效

率，降低维护成本，同时还提供了更舒适和安全的工作和生

活环境。 物联网与传感技术在数字化建筑土建工程管理中

还可以用于监测建筑物的各个方面，如温度、湿度、能源消

耗等。 这些数据可以帮助管理团队更好地掌握建筑的运行

状况，进而提高能源效率和可持续性。

(三)大数据分析与工程决策支持

利用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算法对数据进行分析与处

理，是数字化监控系统实现智能化管理的关键。 大数据技

术主要包括数据存储与管理、数据分析与挖掘等，通过构建

大数据平台对海量数据进行存储和高效处理。 数据分析阶

段，采用多种分析方法如统计分析、回归分析、聚类分析

等，提取数据中的有用信息和模式。 人工智能算法则通过

对历史数据进行分析和识别，以此构建预测模型，实现对未

来趋势的预测和风险的评估。 常用的人工智能算法包括机

器学习算法、深度学习算法、神经网络算法等，这些算法能

够根据历史数据进行学习和自我优化，从而提高预测的准确

性和可靠性。 在异常检测方面利用人工智能算法可以实时

监测数据变化，识别潜在的异常情况，并及时发出预警信

号，从而防范风险，通过对数据的深入分析和处理，数字化

监控系统能够提供准确的决策支持信息，帮助管理者做出科

学合理的决策，提高项目管理的整体水平。

数字化建筑土建工程管理系统的实践效果与案例
分析

(一)管理系统应用案例分析

项目名称，吉林通榆新华东B４９．５MW 风电场工程。 占

地面积，工程用地包括永久用地和临时用地，共１５．１４hm２，

其中工程永久征地５．５６hm２，临时征地９．５８hm２，均属点状

征地。 本工程位于白城市通榆县新华镇境内，地理坐标范

围，东经１２２°５３′~１２２°５９′，北纬４４°３１′~４４°３６′。 项目所

在区域生态环境结构较简单，主要为农田，主要农作物为玉

米及谷子。 拟建风力发电机组最近敏感点为距离 TY０４、

TY０５风力发电机５３０m 处新华牛场西北点，距离 TY０６风

力发电机５２０m 处东北牛队，其他敏感点均在１km 以外。

拟建升压站位于风力发电机组南侧１５００m，站址１km 范围

内无敏 感 点 分 布。 升 压 站 中 心 坐 标 为 东 经 １２２°５７′２７．

１８０４１″，北纬４４°３４′５．１２１５２″。 本工程的土建工程施工分析

融合了建筑土建工程管理系统，旨在提升风电场项目的建设

效率和管理水平。 风力发电机组(如图１)。

图１　风力发电机组

(二)数字化管理系统的实践效果评估

(１)提升工程进度管理的精准性。 在建筑土建工程管理

系统的支持下，风电场项目的工程进度管理显著提升。 通

过具体的数据分析发现，该系统实施后，项目完成的时间提

前了平均１５％，其中一个具体的项目案例显示，在引入智能

化系统之前，预计完成时间为２８０天，实际完成时间缩短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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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８天。 这一改善得益于系统实时更新的工程进度数据和

动态资源分配功能，使得项目经理能够根据最新的工作进展

和资源状态迅速调整工程计划。 除此之外，通过建筑土建

管理系统的实时监控和自动化报告功能，使得每日的工作进

度得到了实时记录和评估，减少了人工记录的误差和延迟。

例如，在项目 A中，通过自动化数据采集，工程进度的数据

准确性提高了３０％，从而使得整个项目管理团队能够基于

更准确的信息做出决策，有效避免了由于信息滞后或不准确

所导致的资源浪费和调度错误。

(２)资源利用率的优化。 建筑土建工程管理系统对资源

利用率的提高同样显著。 在系统实施前后的对比分析中，

平均资源利用率提高了２０％。 在具体实施案例中，风电场

B项目的设备利用率从７０％提升到了８５％，工作人员的工

作效率也由原来的每天完成５个单位工作量提升到６个单

位。 这一变化主要归功于系统中的资源优化算法，它能够

根据项目需求和历史数据智能调配设备和人员，最大化资源

的使用效率，减少空闲时间和重复劳动。 建筑土建系统还

能够预测资源需求的高峰期和低谷期，并提前做出调整，从

而避免了在资源需求高峰时的短缺或在需求低谷时的过剩。

例如，在项目C中，通过系统的预测工具，管理团队能够提

前一周知晓资源需求的变化，并相应地调整人员和设备的配

置，确保每一阶段都能有足够的资源支持，同时避免无谓的

资源浪费。

(３)应对突发状况的能力增强。 建筑土建工程管理系统

显著增强了风电场项目应对突发状况的能力。 通过实时监

控和自动化分析，系统能够在问题出现时即刻发出警报，并

提供可能的解决方案，大幅减少了风险的扩散和影响。 在

项目D中，建筑土建系统在检测到一次关键设备故障时，及

时通知了现场管理团队，并自动调配了备用设备投入使用，

避免了可能的工程延误。 根据统计，引入智能化系统后，

风电场项目的突发事件处理时间平均减少了４０％，处理效

率提升明显。 在另一数据点中，突发事件的影响范围从实

施系统前的影响工程进度的５％降低到了不足１％，有效保

证了工程的连续性和项目的按时交付。

结束语

随着建筑行业的快速发展，数字化建筑土建工程管理系

统的应用已成为提升施工管理效率和质量的关键。 本文通

过深入分析建筑土建工程管理系统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

面临的技术挑战，并提出了一系列创新的解决方案。 通过

案例实践的展示，证实这些解决方案的有效性，为施工管理

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实践指导。 展望未来，随着技术的不

断进步和创新，建筑土建工程管理系统将在建筑行业中扮演

更加重要的角色，同时，推动行业向更高效、更智能、更绿

色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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