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程施工技术·2024 第2卷 第2期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Technology.2024,2(2)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51 

建筑工程技术管理中的控制要点及优化措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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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由于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国家对各类建设工程要求也更加规范和重视。在此形势下，建筑工程技术管理工

作则显现出监督指导的优势，能够督促建筑工程整体质量做到最大限度提升，确保将建筑工程整体综合效益全面扩大，增强

行业竞争力，在新环境当中占有一席之地。基于此，本篇文章从建筑工程技术管理控制工作的优化价值入手，对管理工作中

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指明技术管理控制要点，提出科学的优化措施，力求将建筑工程技术管理水平提升到一个新

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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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due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conomy, the country has placed more emphasis and 

standardization on various construction projects. In this situation, the technical management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has demonstrated 

the advantages of supervision and guidance, which can supervise and guide the overall quality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to achieve the 

maximum limit improvement, ensure the comprehensive benefits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are fully expanded, enhance industry 

competitiveness, and occupy a place in the new environment.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starts with the optimization value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technology management and control work, conducts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main problems in management 

work, points out the key points of technical management and control, proposes scientific optimization measures, and strives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technology management to a new h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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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建筑工程领域，技术管理是确保工程项目顺利进行、

质量可控的关键环节之一。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工程项

目的日益复杂，建筑工程技术管理不仅需要充分满足项目

技术要求，还需要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和技术环境。有效

的技术管理既要关注施工过程中的技术细节，也需要在整

个项目生命周期中保持敏锐的洞察力。为了更好地理解和

应对建筑工程技术管理的挑战，本文将深入探讨关键的控

制要点，并提出一系列优化措施，以提高技术管理的科学

性和有效性。通过对控制要点的分析与优化措施的制定，

我们旨在为建筑工程技术管理提供系统性的指导，推动项

目管理水平的不断提升，确保工程质量、进度和成本的协

调统一。 

1 建筑工程技术管理优化的重要意义 

建筑工程技术管理的优化对整个建筑工程过程至关

重要，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首先，技术管理的优化能

够直接提升工程的质量水平。通过引入先进的施工技术、

材料和方法，以及科学的管理理念，可以确保工程在设计、

施工和验收阶段均达到高标准的质量要求，为建筑的长期

稳定运行提供了可靠的基础。其次，技术管理的优化有助

于提高工程的施工效率。通过科学合理的施工计划和流程

安排，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工程进度的延误和浪费，保证

工程能够按时完成，降低了可能发生的额外成本和风险。

此外，技术管理的优化还直接关系到工程的经济性。通过

合理控制施工过程中的各项技术要素，降低资源浪费，提

高资源利用效率，从而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2 建筑工程技术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2.1 技术管理理念滞后 

在建筑工程技术管理领域，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技

术管理理念滞后。这一问题主要表现在一些项目依然沿用

传统的管理理念，对于新兴技术和管理方法的引入和应用

相对保守。这种滞后的技术管理理念可能阻碍了工程领域

的创新和发展。在科技不断进步的背景下，过时的管理理

念可能导致对新技术和新工艺的应用滞后，影响工程的科

技水平和竞争力。 

2.2 技术管理体系缺失 

在建筑工程技术管理的实践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技

术管理体系的缺失。这指的是在一些项目中，缺乏完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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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技术管理框架，缺乏明确的技术管理流程和标准。

这种缺失导致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缺乏技术管

理体系可能使得项目在技术方面难以实现标准化和规范

化。因为没有明确的技术管理框架，项目往往难以建立起

科学合理的技术标准和流程，导致各项技术活动的执行缺

乏统一的依据和指导。其次，缺失的技术管理体系也会使

得技术管理的执行难以量化和评估。由于缺乏明确的技术

管理标准，项目很难对技术管理的执行情况进行有效监控

和评估，难以及时发现和纠正存在的问题，影响了整体工

程管理的水平。另外，技术管理体系的缺失也容易导致项目

在应对新技术、新工艺的引入和应用方面显得较为被动
[1]
。

没有健全的技术管理框架，项目很难及时吸收和应用前沿

的技术成果，影响了工程的创新和竞争力。 

2.3 监督体系有待健全 

首先，监督体系不健全可能导致技术管理执行过程中

存在漏洞和失职。由于监督不足，一些关键环节可能被忽

视或得不到足够的关注，从而难以确保技术管理的全面覆

盖和有效执行。其次，缺乏健全的监督机制会使得项目难

以及时发现和纠正技术管理中的问题。监督不足可能导致

问题被忽略，长期存在而不被察觉，从而可能给工程项目

带来潜在的风险和隐患。另外，不健全的监督体系也可能

影响对新技术和新工艺的引入和应用。缺乏有效监督机制，

项目难以及时获取新技术的应用情况，也难以在实践中及

时发现新技术的问题和优化空间。 

3 建筑工程技术管理中的控制要点 

3.1 施工技术管控 

建筑工程技术管理中的一个重要控制要点是施工技

术管控。这方面的有效管理对于确保工程顺利进行、质量

可控至关重要。在施工技术管控中，首要任务是确保施工

过程中的技术方案科学可行、符合规范和设计要求。这包

括了对施工图纸的详细审查、技术方案的合理性评估以及

施工过程中可能涉及的新技术、新材料的认真研究。此外，

施工技术管控还要关注施工现场的实际执行情况。这包括

对施工进度、工艺操作、质量验收等方面的全面监督。通

过建立合理的施工计划、强化项目管理团队对施工人员的

培训和指导，可以有效控制施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确保技术要求的实现。另一方面，施工技术管控也需要关

注施工中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通过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

制度、定期组织安全培训，并加强施工现场的巡查和监控，

可以有效降低施工安全风险，确保施工过程的安全可控。 

3.2 施工各方协作 

首先，施工各方协作需要建立明确的沟通渠道和协作

机制。这包括项目管理团队、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

单位等各方之间的信息传递和共享，以确保每个环节的工

作都能够有序进行。定期召开协调会议、建立联络人员制

度等措施都有助于促进各方之间的良好沟通。其次，强调

施工各方协作也需要明确各方的责任和权利。通过建立合

同和协议，明确各方在工程中的角色和责任，可以避免因

责任不清而导致的问题。同时，强化项目管理，确保各方

按照计划履行各自的职责，有利于提高协作效果。另外，

技术管理中的施工各方协作也包括对施工现场的协调和

管理。在施工现场，各个施工队、工种之间需要密切协作，

确保施工过程的顺利进行。项目管理团队需要通过制定详

细的工程计划、资源调配等方式，促使各方协同作业，保

障施工进度和质量。 

3.3 施工安全管理 

首先，建立完善的施工安全管理体系至关重要。通过

明确安全责任体系、建立安全操作规程和应急预案，确保

施工全过程中各方能够遵循安全规范、采取相应的安全措

施，提高事故防范和应急处置的能力。其次，加强施工现

场的安全监管是保障工程安全的重要手段。通过设立专职

安全员、定期进行安全培训、强化现场巡查和检查等手段，

提高现场作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及时发现和纠正潜在的安

全隐患，确保施工现场的整体安全水平。此外，技术管理

中的施工安全管理还需要注重技术操作的规范性和可行

性
[2]
。对于高风险、复杂的施工工艺，需要精细制定详细

的技术操作方案，并确保施工人员了解并按照操作规程执

行，以防范因技术操作不当而引发的安全事故。 

4 建筑工程技术管理控制工作的优化措施 

4.1 依托科学意识，增强管理效果 

为了优化建筑工程技术管理中的控制工作，特别是在

依托科学意识方面，可以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增强管理效果。

首先，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和管理体系。通过引入先进的

决策支持系统和项目管理软件，能够更全面、准确地收集

和分析工程数据，为管理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同时，建

立合理的管理层级和工作流程，确保信息的流通畅通、决

策的高效执行。其次，培养项目管理团队的科学素养。通

过定期的培训和学习，使项目管理人员了解最新的科技进

展、管理理念和工程技术，增强他们的科学意识。这有助

于管理团队更好地理解和应用先进的科技手段，提高管理

水平。另外，建立健全的技术信息共享平台。在项目中，

通过建立统一的技术文档管理系统和信息共享平台，促使

各个管理团队之间的技术信息能够更加顺畅地流通。这有

利于项目中各方在技术层面的合作与沟通，提高整体管理

效果。此外，关注新兴科技的应用也是增强科学意识的一

项重要措施。例如，采用先进的信息技术、物联网、人工

智能等技术，提高工程项目的数字化水平，使得管理更加

智能化、高效化。 

4.2 优化组织体系，加强部门沟通 

首先，建立灵活高效的组织结构。通过对项目管理团

队的组织结构进行合理调整，确保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协作

紧密、高效。建筑工程的复杂性要求管理团队具备较高的

灵活性，能够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进行及时的调整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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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加强部门间的信息共享和沟通渠道。建立起顺畅的

信息传递和交流机制，确保各个部门之间能够及时获取项

目相关信息，避免信息孤岛和信息滞后。通过定期的例会、

报告制度，促进各部门的沟通和协作。另外，采用先进的

协同工具和项目管理软件，提高团队的协同效率
[3]
。这样

的工具能够帮助团队成员实时分享项目数据、文件和进度

信息，降低信息传递的滞后性，使得各个部门的工作更加

协同一致。同时，建立跨部门的协作小组，针对关键问题

和难点进行专项研讨和解决。这有助于集思广益，充分发

挥各部门的专业优势，共同应对项目中的挑战。 

4.3 完善管理制度，提高管理质量 

首先，建立健全的管理制度是提高管理质量的基础。

通过制定明确的管理流程、责任制度、工作标准等，规范

化管理行为，使得每个管理环节都有具体的操作规程可循。

制度的建立需要充分考虑项目的特点和实际情况，确保能

够真实反映项目需求。其次，注重管理制度的落实和执行。

制定的管理制度需要得到全体管理人员的理解和认同，并

通过培训等方式确保制度的有效实施。监督和检查制度执

行情况，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纠正措施，确保管理制度的

落地生根。另外，建立持续改进的机制，及时修订和更新

管理制度。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会面临各种变化，包

括技术进步、法规政策变动等，因此需要建立动态的管理

制度体系，以适应项目不断变化的需求。此外，引入先进

的管理工具和信息技术，提高管理的科技含量。通过项目

管理软件、信息化平台等手段，实现对项目各个环节的实

时监控和数据分析，提高管理的精准性和灵活性。 

4.4 重视技术应用，扩大综合效益 

首先，引入先进的技术和工艺。通过持续关注和采纳

行业内先进的技术、工艺和管理方法，确保项目在技术上

能够始终站在前沿。这不仅有助于提高工程质量，还能提

升施工效率，从而实现综合效益的提升。其次，加强信息

化建设。通过建立数字化、信息化的管理系统，实现对项

目各个环节的实时监控、数据分析和决策支持。这有助于

提高管理的精准性和时效性，为项目提供更强大的技术支

持。另外，推动 BIM 技术在工程管理中的应用。BIM 技术

能够提供全方位的工程信息，并支持多方协同作业，有助

于实现施工过程的优化和协同效应，从而提高整体工程效

益。此外，注重技术培训和人才引进。通过培训现有员工，

使其熟练掌握新技术、新工艺，提高工程人员的整体素质。

同时，引进专业技术人才，为项目提供更强的技术支持。 

4.5 做好团队建设，加强技术学习 

首先，建立良好的团队氛围。通过举办团队建设活动、

座谈会、培训等形式，促进团队成员之间的相互了解和沟

通，增强团队的凝聚力和协作性。在团队中营造积极向上

的工作氛围，激发团队成员的工作热情和创造力。其次，

加强技术学习和培训。建立定期的技术培训计划，包括内

部培训和外部培训，以确保团队成员始终掌握最新的技术、

工艺和管理知识。这有助于提高团队整体的专业水平，使

其具备更强的技术支持能力。另外，注重知识共享和团队

协作。建立起良好的知识管理机制，鼓励团队成员分享项

目经验和技术心得，形成共同的技术积累。通过团队内部

的协作和交流，实现整个团队的技术水平的共同提升。同

时，鼓励团队成员参与专业技术交流和行业会议
[4]
。通过

参与各类技术交流活动，拓宽视野，了解最新的行业动态，

增强团队在项目中的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 

5 结语 

在建筑工程技术管理中，深入分析控制要点与制定有

效的优化措施，是确保项目高效、安全、质量可控的关键

环节。通过本文对施工技术管控、各方协作、施工安全管

理等方面的探讨，我们不仅理清了存在的问题，更提出了

一系列具体可行的优化方案。控制要点的详细剖析有助于

建立更为科学的管理体系，实现对工程项目全过程的全面

管控。优化措施的提出不仅解决了问题，更在于为未来的

技术管理提供了创新的思路和实践路径。科学管理、组织

体系优化、管理制度完善、技术应用重视、团队建设加强

等一系列措施的有机结合，将为建筑工程技术管理的提升

带来全方位的推动力。在未来的工程实践中，我们需要不

断总结经验、吸纳先进理念，积极引入新技术手段，提高

团队整体素质。通过持续的学习和创新，我们有信心迎接

挑战，实现建筑工程技术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为推动行

业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让我们共同努力，打造更加安

全、高效、科技化的建筑工程管理体系，为社会的进步与

发展贡献更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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