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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城市管廊施工中基于 5G 技术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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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城市综合管廊施工的现场安全管理、工程质量把控依赖于现场管理人员，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基于 5G

高速传输的基础上，通过 BIM模型+数字化信息平台，结合 GIS（地理信息系统）和时间数据库，以少量人员就可实现整个施

工范围的事态感知、安全管理、质量把控、应急指挥、人员调度、设备控制等智慧城市管理。在此背景下，伴随着 5G技术的

不断发展，信息化手段、移动技术、智能穿戴等工具在工程上的应用范围不断提升，建设智慧工地在实现绿色建造、智慧建

造、引领信息技术应用、提升社会综合竞争力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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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n-site safety management and project quality control of the traditional urban integrated pipe gallery construction rely 

on on-site management personnel. With the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the basis of 5G high-speed 

transmission, through BIM model + digital information platform, combined with GI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and time 

database, with a small number of personnel, smart city management of the whole construction scope can be realized, such as situation 

perception, safety management, quality control, emergency command, personnel scheduling, equipment control, etc. In this contex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5G technology, the application scop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obile technology, intelligent 

wear and other tools in the project is constantly improved.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lligent construction sit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realizing green construction, intelligent construction, leading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mproving the 

comprehensive competitiveness of society. 

Keywords: urban pipe gallery; 5G technology; BIM; construction 

 

1 工艺原理及特点 

施工过程中全程基于 BIM 模型+数字化信息平台，利用 5G 网络的高速传输，实现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质量把

控、技术指导，再结合穿戴设备、高清探头、巡检机器人等智能设备，结合 AI数据中心运算处理，做到对现场的人员、

材料、机械、环境等的识别及管理。实现了以 5G协同办公为基础，综合管廊 BIM模型为监测数据的信息载体的施工现

场人员管理技术，实现大范围综合管廊线性工程施工中对施工人员的实时、高效、精细化管理；以 5G高速网络为基础

的大范围综合管廊线性工程的质量现场管控技术，实现大场地施工时，质量管控利用远程终端实时管理与验收；以 5G

高速网络为基础的物联网技术，实现远距离物料智能监测、动态感知、要素管控。 

2 BIM+城市管廊施工中基于 5G技术的应用 

2.1 前期准备阶段 

（1）施工部署与现场平面布置：工程位于雄安新区，施工范围广且场地较为平整。所以在施工前期，采用无人机

进行航测，利用 PIX4D mapper 软件处理数据，在处理后的倾斜摄影模型上进行土方计算及使用道路规划，其中平衡调

配土方 800万方，优化场内运距约 3km。然后建立 BIM 模型，导入到倾斜摄影模型进行项目部选址、材料堆放场选址、

钢筋加工场选址等施工场地部署，同时模拟 5G 基站覆盖范围及视频覆盖范围等方案的优化选择，确定最终施工方案，

提高综合施工效益。 

（2）人员入场体检与 9DVR 安全教育：工程践行“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在劳务人员进场时先采用智能



工程建设·2020 第3卷 第10期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2020,3(10)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95 

健康体检机器人进行身体状况检查，在检查的报告的基础上提供合适的预防方案以及安排劳务人员从事身体条件所能

从事的相关工作，做到人岗合一，例如有低血糖或者心脏病或者之类的工人不允许从事高处作业；在工人身体健康的

条件下，如从事带有危险性的工作，必须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及模拟施工体验，实现对操作过程中存在的危险因素的识

别及防护，加强安全教育的落实及现场施工行为规范的保障 

 

图 2.1-1 无人机航测 

 

图 2.1-2入场体检与安全教育 

2.2 基坑开挖阶段 

由于地处正在开发建设的雄安新区，新区内已经拆除所有信号基站，导致在基坑开挖过程中，位于地下施工中的

网络信号弱及出现紧急情况存在无法实时预警的情况。所以项目部搭建了 5G网络基站，以高速网络为基础，在 BIM 场

地模型的基础上接入了 5G 高清视频监控平台及现场施工人员 GPS 定位芯片，结合项目部内搭建的 AI 数据中心实现对

基坑开挖现场进行监控管理及安全管理：例如在监控的施工现场出现火情或者劳务人员位于现场吸烟，均会触发 AI数

据中心的示警功能，直接将截图发送至现场管理人员手机，就近处理；或者 AI数据中心监测到人员在基坑内一定时间

不移动，就会触发示警功能，结合 BIM 模型的数据，AI 数据中心会给管理人员发送警示提醒及基坑内人员定位数据，

以保证基坑底部施工人员的安全。基坑开挖完成后安装沉降检测设备，利用 5G 高速传输的优点，实时反馈基坑沉降情

况，做好沉降观测记录，为后期检测资料做好准备。相比于传统的人员现场测量沉降，节约了人力物力，更是对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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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保障，避免了现场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 

 

图 2.2-1 人员定位 

 

图 2.2-2 5G+AR视频监控 

2.3 结构施工阶段 

（1）管廊属于线性工程，施工战线长，施工区域跨度大，在现场管廊施工过程中，项目技术人员对整体结构质量

的检验及过程中资料的留存较为困难，且现场遇见技术困难或者现场突发情况时，寻求技术指导及专家验证也略显困

难。由于现场存在这些问题，项目通过调研及实地考察，最后决定采用 5G+AI 便携巡检系统来弥补地域上的距离及传

输的时效问题。项目人员使用便携巡检系统检查时，发现现场安全质量问题直接拍照上传，并按照日期及部位归类存

档，且同时将消息推送至相关领导处，做到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在现场遇见突发情况或者技术难题且需要求助技术指

导或专家验证的情况下，项目管理人员通过 5G 协同平台连接协同处理人员的手机或者电脑，实时共享现场问题界面，

听取处理意见，极大的提高了工作效率及安全质量保障。 

（2）5G+AI 巡检：便携巡检系统与人员实名制系统联通，项目管理人员佩戴 AI 眼镜巡检现场施工人员时，能即时

复核现场施工人员的姓名、分包单位、是否进进行入场安全教育等合规性查验。且巡查过程中，发现质量、安全等问

题，及时拍照上传分类归档，并推送至相关领导处，保证问题能第一时间得到解决。 

（3）5G+AI 协同处理：：便携巡检系统适应工地作业环境特点，解放双手，确保行走安全，随时随地第一视角获取

工地现场视频画面，支持现场与后台远程交互，远程连线专家，实时进行语音、文字、视频交互，同步指导，及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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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施工技术难题。 

   

图 2.3-1 核查信息                        图 2.3-2 质量巡检 

   

图 2.3-3 远程协同处理问题 

2.4 土方回填阶段 

管廊结构施工完成后，项目部进行了第二次无人机航测，对航测数据进行后期处理，生成 DOM、DSM、点云成果，

配合 GIS 等软件，生成场地倾斜摄影模型，直观的反应出各堆土场与需要回填的管廊的空间位置关系。在倾斜摄影模

型上以堆土场位置及需要回填部位为参考，进行土方运输路线方案的验证及优化。实现土方平衡调配，为管廊回填做

好前期工作，也为后期创效提供保障。 

3 效益分析 

3.1 经济效益 

（1）与传统施工方式比，基于 BIM 模型+数字化信息平台，利用 5G 网络的高速传输及 AI 协同处理工作，实现方

案优化、碰撞检查、土方平衡及路线规划等工作，直接创效约 26.08万元。 

（2）在管廊模板的选择上，通过 BIM 模拟施工进行方案比选，最终确定采用自行式移动模架作为管廊模型进行施

工，直接节约施工工期一个月。 

3.2 社会效益 

采用本施工技术，提高施工效率，节约施工成本，保障施工的安全性与质量，工程施工期间多次接受政府单位、

企业单位、央视等媒体多次观摩参访等，得到社会一致好评。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运用基于 5G技术的 BIM+城市管廊施工技术，既大大提升了工程项目自身的精细化管理水平，有效的降低

了其在各方面的管理成本。又打破了传统的时空界限，提高了工程的管控效率，为工程施工过程中各个岗位上的技术人

员提供了实时的，精确的工程数据。同时，也为工程项目的有关施工管理内容提供了科学性，合理性的指导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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