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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推动了建筑行业的快速发展，而人们对于建筑要求的提升，也推动建筑企业不断加强对施工管理

的重视。但建筑工程准备和施工阶段会受到很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导致管理水平不如预期。对此，可以积极利用 BIM 技术，

从设计阶段一直贯穿到验收阶段，优化施工资源的配置，不断提高施工管理水平，最终保证施工质量。基于此，文章简单概

述了 BIM技术的内容，并分析其在建筑工程施工管理中的应用优势，最后从施工阶段入手探究该技术具体的应用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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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has driven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and the increasing demand 

for construction has also driven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to continuously strengthen their attention to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However, the preparation and construction stages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are affected by many factors, resulting in lower than 

expected management levels. In this regard, BIM technology can be actively utilized, running from the design stage to the acceptance 

stage, optimizing the allocation of construction resources, continuously improving the level of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nd 

ultimately ensuring construction quality. Based on this, the article briefly outlines the content of BIM technology, analyzes its 

application advantages in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and finally explores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paths of this technology from 

the construction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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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给各行各业都带来深刻的变革，

特别是通信概念和方式，出现颠覆性的改变。而新时期，

网络市场逐渐开放，电信政策也比较宽松，市场上的竞争

也越来越严峻，新业务需求大量出现，推动了网络通信技

术的进一步革新。这给建筑工程的建设也带来新的挑战，

因为先进技术的应用，工程建设水平也需要与之配套，为

先进技术的使用提供支持。本次就从这个角度分析 BIM

技术的合理应用。 

1 BIM技术概述 

BIM 技术也就是建筑信息模型，是建设领域的新技术，

在收集和录入全面的建筑信息的基础上，借助三维虚拟技

术、3DMAX 技术等，建立起立体模型，直接模拟出建筑的

直观信息，方便技术人员进行分析与思考。该技术在工程

设计、施工、管理等方面有普遍的应用，可以帮助技术人

员建立起某个工程的三维立体虚拟模型，将设计的建设信

息录入其中，分析建设方案的科学性与可行性，排查存在

的问题，对建设方案进行优化。这是一种数据化辅助工具，

在建筑工程中的应用，可以将信号通路的设计与施工进行

立体模拟，构建三维模型，然后录入详细的项目设计、施

工、运维等信息，形成系统化的建设方案，方便技术人员

借此分析建设方案的可行性。 

该技术在建筑工程施工管理中的应用，可以帮助优化

建筑工程设计，借助技术优势构建设计方案的对应模型，

联系模型库对设计方案进行仿真模拟试验，分析设计方案

中的漏洞与不足，进行优化，增强其合理性，形成最佳方

案；还可以提高目标管理水平，借助该技术实现信息化管

理，确保施工人员的分工更加仔细，对于施工图纸的分析

更加高效，也能提升施工效率与质量；还可以通过模型的

搭建发现施工各个环节的联系，对于施工顺序的确定以及

进度控制有很大帮助；最后是可以提高造价控制水平，利

用模型的集成性和模拟性，收集施工管理各方面的数据信

息，并录入到系统中，为各项决策提供数据支持，同时强

化对各环节成本费用支出的精细化管控。 

2 BIM技术在建筑工程施工管理中的应用优势 

2.1 可视化 

利用该技术，将工程施工的所有相关内容都编制成三

维立体图形，直观展示给管理人员。同时因为该技术的支

持，可以对工程各方面之间建立起准确的联系，形成互动

性和反馈性的结果。也就是说，如果工程的某个环节的参

http://qikan.cqvip.com/Qikan/Search/Index?key=C%3dTU7&from=Qikan_Article_Detail


建筑工程与管理·2023 第5卷 第12期 

Architecture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2023,5(12) 

138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数改变，在这个互动的联系之下，相关的环节参数也会顺

势做出改变，从而形成全新的工程设计思路图形。特别是

因为工程建设需要各部门的参与，在进行设计时，需要各

部门之间进行技术交底和讨论，但对于一些管理型岗位，

对其中的专业知识并不理解，或者说某个岗位的人员对于

其他领域的知识了解不足，如果只提供书面图纸，可能难

以看懂。但是借助该技术，提供可视化的观看路径，可以

支持各方面人员进行技术交互与探讨协作。 

2.2 数字模拟化 

因为建筑工程整体很复杂，而且建筑的传输受多方面

因素的影响。这意味着设计方案对于工程建设有很大影响，

而且工况的设计，对于信息传输效率有一定影响。如果设

计的方案不合适，设计的工况状态不合理，运行之下可能

降低建筑的传输效率、容错性，甚至影响相关设备的使用

寿命。该技术的应用可以实现数字模拟化，在给出基本的

设计方案之后，对各种工况、运行状态、影响因素的影响

分别进行调整分析，给出结果论述，最终得到最优的方案。

同时利用该技术的这个特点也能实现对施工过程的良好

和动态监督，对工程质量进行全过程监管，从而有效降低

施工成本。 

2.3 模型集成 

该技术可以建立模型，汇总收集到的所有基础信息，

进行量化和分析，建立起充满技术细节信息的立体模型，

直观展现工程内容和设计方案。这个模型涵盖工程施工的

所有要求，并可以根据临时的要求变更而对参数进行调整，

形成新的模型。在模型上可以标识出工程施工涉及到的所有

组件及其相对位置。同时在初步拟定设计方案之后，可以将

信息输入系统中，对模型进行调整，来分析方案的可行性以

及是否存在问题，并据此进行优化，最终得到最优方案。 

3 建筑工程施工管理中 BIM 技术的应用要点 

3.1 参数化建模 

建筑工程施工内容复杂，主要是设计存在较大难度，

需要科学控制进度和各环节的衔接。对此可以利用该技术

进行参数化建模，以此为基础展开结构设计。借助该技术

收集工程施工的所有环节信息，包括使用的设备、线路铺

设要求、技术参数标准等，配合详细的检查，然后构建成

模型。期间如果施工要求或者条件或者安装要求等出现变

动，在模型上可以自动化调整。同时，工程结构设计本身

会涉及到大量的系统图、剖面图、施工总括图等，利用该

技术对这些图纸进行集成，将包括数据、图像等在内的信

息整合到一起，在绘图软件中进行编制，从而建立起三维

立体模型，直观展示施工方案，这便于对施工方案进行优

化和调整。 

3.2 模拟处理 

因为建筑工程的施工难度大，内容复杂，应用该技术

可以实现对施工过程的仿真模拟。技术人员可以借助仿真

软件，搭建好支撑系统，然后使用软件调整施工过程中的

负荷内容，应用三相平衡的方式，以此保证工程建设质量。

比如对于通信渠道的搭建，需要按照要求设定好合适的频

率、信道宽度等，然后考虑建筑使用时的实际通信需求，

比如节能环保、提质增效等要求，对此进行调整，使之设

计方案更贴合实际使用需求。 

3.3 工程量测算及测绘 

借助该技术搭建三维立体模型，然后利用特定软件可

以监督执行工程量的全过程，生成不同环节的单元号，从

而可以自动化计算工程量与实际成本，降低了容错性，避

免人工失误的存在。而且这整个计算过程也可以保证贴合

施工设计方案的内容进行，实效性高。同时在进行成本分

析时，引入精细化管理理念，打造精细化管理模型，细化

应用内容，搞清楚不同环节的成本以及后续成本支出的依

据，从而可以准确计算成本。 

3.4 技术说明 

因为工程的技术要求很高，技术资料的质量直接影响

到工程建设质量。所以可以发挥该技术可视化的优势，利

用动画、虚拟现实等技术来展现施工技术内容。在施工时

可以建立技术要求公开数据库，据此对施工人员进行培训

与评估，要求施工人员明确掌握设计图纸的内容包括标注

内容。同时可以借助人机交互界面，模拟一些难度较大或

者容易出问题的施工环节，要求施工人员对此进行分析，

掌握所使用的关键设备和具体章节，寻找出存在缺漏的内

容，进行调整和优化施工。 

4 建筑工程施工管理中 BIM 技术的应用途径 

4.1 设计阶段 

主要是要保证做好设计前准备工作。这需要技术人员

借助该技术收集建筑工程的要求信息，配合建筑领域以及

国家行业标准规范，将信息转变成可以投入使用的模型。

对此需要安排专业的勘察人员，在确定建设工程的场地进

行仔细的现场勘测，了解地块规划信息、周边信息、地质

勘察报告、建筑要求信息等，然后在确保这些信息准确无

误的基础上，将信息录入到 BIM 共享平台保证信息的实时

共享。这是保证施工质量以及造价控制的关键环节。该技

术在这个阶段的使用，可以优化设计方案，通过不断的对

比分析与施工模拟演练，找出设计方案中的不足，进行优

化调整，重复模拟演练，最终形成更加合理和经济的设计

方案。另外，设计环节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也要求不同

专业的协调合作，不同专业人员按照各自专业的标准要求

进行设计，传统模式下是使用 CAD 等专业的绘图软件进行

设计，但一般个人负责个人的设计内容，难以发现相互之

间存在矛盾的碰撞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存在如果不能及时

解决，在后期施工时会对施工质量与进度造成较大影响。

因此，可以借助该技术在设计阶段进行碰撞检查，汇总所

有涉及人员的设计结果，形成系列的设计图纸，录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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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 平台中，借助平台的协同设计功能，构建起可视化的

三维模型，对各个专业（建筑、结构、机电安装、装修等

专业）实行碰撞检查，及时发现碰撞问题并及时解决，排

查设计方案的隐患，从而有效控制设计风险。 

4.2 施工安装阶段 

在前置策划阶段，借助该技术可以：（1）布置出施工

平面图，过去的 CAD 软件布置形式存在很大的缺陷，只能

表达出需要建设的建筑与周围区域建筑、临建建筑以及各

类设备的平面关系，而借助该技术可以展现出三维立体关

系，反映所有建筑、环境与设备材料之间的关系，从而帮

助设计与施工人员优化场地的布置，合理进行布设，既便

利施工，又不会影响周围区域居民的生活。（2）模拟施工

进度，过去设计的进度规划一般选择用 Project 软件横道

图、文字的形式呈现出来，但只考虑了时间维度。利用该

技术，可以借助三维模型配合时间轴线，将整个工程要求

的辅助建筑、管线铺设、主体结构、绿化工程等模拟到一

起，模拟整个工程的施工进度和过程，实现 4D 模拟施工。

这样可以优化施工顺序，控制施工进度，确保工程顺利施

工。（3）模拟施工方案。主要是针对比较危险和特殊的工

程，比如深基坑、高支模等。如果沿用传统的方式，一般

是施工人员直接按照设计图纸进行施工，对于复杂的施工

方案有时并不能完整呈现，这可能造成施工期间出现安全

风险。而该技术的使用可以完整模拟出施工方案的所有信

息与环节，建立三维立体模型，可以更加精确的进行施工

方案合理性的论证，从而不断提高施工方案的可行性。 

在过程控制阶段。借助该技术可以：（1）强化质量管

理。主要是针对一些施工要素比较复杂或隐蔽的环节，依

靠传统的 CAD 平面图无法全部描述出来，这样施工时可能

出现质量问题。而该技术的应用可以将这些环节的结构形

式、尺寸参数、构造做法等转变成可视化的图像，让施工

人员直观观看此环节最终的施工效果，评估施工中存在的

问题，从而可以规避可能的变更风险。同时，对于工程建

设完成后的验收过程，借助该技术可以录入所有验收现场

的照片与资料记录，在平台上对施工现场进行还原，或者

展开大数据分析，评估是否存在不满足要求的环节，以保

证施工质量。（2）进度管理。借助该技术建立起 4D 进度

管理模型，施工人员可以随时查看施工的整个过程，进行

动态化的进度管理。这样一来可以实现对材料设备与人员

的进场计划、施工进度控制等进行科学管理哦；期间还可

以打造风险预警系统，及时发现材料、设备、人员、进度

的发展与实现的设计规划之间的偏差问题，及时进行调整，

防止拖慢进度或导致返工。（3）安全文明管理。施工安全

是任何建筑工程和建筑单位关心的重点问题。借助该技术

也可以实现对安全施工的文明指导。因此施工阶段是一个

动态变化的过程，利用该技术建立起不同环节的 4D 可视

化模型或者程序，配合制定的安全措施、施工平面布置等

要素，可以指导现场的安全施工。 

4.3 成本管控 

工作人员可以积极应用信息技术，建立起线上造价管

理系统，实现智能化和自动化管理。工作人员需要将工程

各个环节的目标成本划分录入到系统中，实现对成本数据

的智能管理。比如施工设计环节，可以积极使用 BIM 技术

等，按照建筑工程施工的设计需求，并通过对相似工程施

工状况的考察和分析，尤其是相似工程的施工结构和采用

的设备，最终给出个性化和适宜的设计方案；或者通过上

述操作对现有的施工方案进行调整，优化方案设计，关注

重点环节的进行，最终给出最优的施工方案。还有就是对

于材料与设备成本的控制，可以借助该技术通过建立模型

预测施工需要的材料数量，编制预算目标，然后合理进行

采购，防止出现浪费问题；对于设备的管理，可以借助该

技术建立台账，将每台设备的信息录入平台，设备动态出

现变更时平台上的信息也会随之变化，从而实现设备动态

的实时管理。 

5 结语 

建筑工程施工管理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人员、材料、

技术、环境等方面都有一些影响。如果出现不良影响可能

拖慢施工进度，降低施工质量。因此建设单位要积极使用

BIM 技术，认识到该技术的优势和特点，从工程立项设计

-施工过程-竣工验收等整个生命周期进行严格控制，实现

实时监管，建立起协同化管理模式，从而不断提升施工管

理水平，保证建筑工程的顺利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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