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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数字信息化技术在建筑工程管理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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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现代社会中，数字信息化技术正在深刻地改变着各个行业，包括建筑工程管理。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为建筑工程管理

带来了全新的机遇与挑战。通过智能化决策支持、协同沟通与协作、效率提升与质量控制等特点，现代数字信息化技术为建

筑项目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和效益。文章将详细探讨数字信息化技术在建筑工程管理中的运用特点、必要性以及相关的措

施，以期揭示数字化时代对建筑行业的积极影响和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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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modern society, digit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s profoundly changing various industries, including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The arrival of the digital era has brought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Through 

intelligent decision support, collaborative communication and collaboration, efficiency improvement and quality control, modern 

digit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brought unprecedented convenience and benefits to construction projects. The article will explore in 

detail the characteristics, necessity, and related measures of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in order to reveal the positive impact and development prospects of the digital era o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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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数字信息化技术在建筑工程管理中的运用具有

智能化决策支持、协同沟通与协作、效率提升与质量控制

等特点。这些特点提高了工作效率、加强了决策的科学性、

促进了团队的协同合作和知识共享。通过建立全面的数字

化平台、应用智能化监测设备、运用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

技术，以及采用移动应用和云计算服务等措施，数字信息

化技术实现了项目管理的智能化和高效化，推动了建筑行

业的创新和发展。这些趋势将进一步提升建筑工程管理的

效能和质量，为未来的建筑项目带来更大的优势和价值。 

1 现代数字信息化技术在建筑工程管理中的运

用特点 

1.1 智能化决策支持 

通过采集、分析和处理大量实时数据，数字信息化技

术能够为决策者提供全面准确的项目信息和决策支持，从

而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精确性。数字信息化技术利用先进

的传感器和监测设备实时采集项目数据，包括施工进度、

质量检测、材料消耗和设备运行状态等信息。这些数据通

过云计算和大数据分析技术进行处理和分析，形成可视化

的报表和指标，使决策者能够全面了解项目的实时状态。

其次，数字信息化技术结合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能

够通过数据模型和算法对项目进行预测和优化。例如，基

于历史数据和环境因素，可以预测施工进度、材料消耗和

资源需求等，帮助决策者做出合理的决策和调整计划。此

外，数字信息化技术还能够实现智能风险预警。通过对项

目数据的监测和分析，可以识别潜在的风险和问题，并及

时发出警报，提醒决策者采取相应的措施。这有助于及早

发现和解决问题，减少项目风险和延误
[1]
。 

1.2 协同化沟通与协作 

通过数字化平台和工具，各方能够实现信息共享、实

时协同和远程协作，从而改善了项目团队之间的沟通效率

和工作协同性。数字信息化技术提供了虚拟会议和在线协

作平台，使得项目团队成员可以通过视频会议、实时聊天

和在线文档共享等方式进行远程沟通和协作。无论身处何

地，团队成员可以随时交流想法、讨论问题，并实时共享

设计文档、工程数据和进展报告等信息。这大大提高了团

队成员之间的协作效率和沟通效果，减少了信息传递的时

间延迟和误解。其次，数字信息化技术提供了移动应用程

序和云存储服务，使得团队成员可以随时随地访问和更新

项目相关的信息。无论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工地现场，团队

成员可以通过移动设备上传和下载设计图纸、施工计划和变

更通知等文件，实现实时数据同步和共享。这种灵活性和便

捷性极大地提高了团队成员的工作效率和协作便利性。 

1.3 效率提升与质量控制 

通过提供各种自动化工具和系统，数字信息化技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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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提高施工流程的效率和质量控制的准确性。建筑信息模

型（BIM）技术是数字信息化技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

可以实现设计与施工之间的无缝衔接。通过 BIM，设计人

员可以将建筑模型转化为虚拟三维模型，其中包含了详尽

的设计信息和构建要求。施工团队可以基于该模型进行工

序安排、资源调配和施工计划的优化。这种协同化的设计

与施工方式能够大大提高施工的效率，减少冲突和碰撞风

险，提高施工质量。其次，数字信息化技术提供了各种自

动化工具和系统，用于监测和控制施工过程中的关键参数。

例如，通过传感器和智能监测设备，可以实时监测结构变

形、温度、湿度和材料强度等。这些数据可以与预设的标

准进行比较，及时发现偏差和异常情况，并自动发送警报

通知相关人员。这样，可以及时采取纠正措施，确保施工

质量符合要求。 

2 现代数字信息化技术在建筑工程管理中的运

用必要性 

2.1 提高效率与减少成本 

现代数字信息化技术在建筑工程管理中的运用具有

提高效率与减少成本的必要性。数字信息化技术通过自动

化和优化工作流程，能够大幅提高施工和管理的效率。例

如，采用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可以在设计阶段就进

行碰撞检测和冲突解决，避免了在施工过程中的重新设计

和改动，从而节约时间和成本。此外，数字化的进度控制

工具能够实时监测施工进展，及时发现延误并采取纠正措

施，从而保证项目按时完成，避免了额外的费用和资源浪

费。其次，数字信息化技术减少了人工操作和纸质文档的

使用，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通过数字化平台和移动应

用程序，可以实现实时数据共享和远程协作，减少了信息

传递的时间延迟和误解，提高了团队成员之间的协作效率。

同时，数字化的项目管理软件和系统能够自动化资源调度

和计划优化，避免了人工的繁琐工作和资源的浪费，从而

降低了成本。 

2.2 加强决策科学性 

加强决策科学性是现代数字信息化技术在建筑工程

管理中的另一个必要性。数字信息化技术通过实时数据采

集和分析，为决策者提供全面准确的项目信息和决策支持，

使决策更加科学、精确。传感器和监测设备可以实时监测

施工进度、质量检测、材料消耗和设备运行状态等关键数

据，将这些数据与预设的标准进行对比，帮助决策者了解

项目的实时状态和偏差情况。通过大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

技术，可以基于历史数据和环境因素进行预测，提供决策

的参考依据。这使决策者能够基于事实和数据进行决策，

降低主观因素的干扰，减少风险和错误的发生。其次，数

字信息化技术提供了智能化的决策支持工具和系统，帮助

决策者进行准确地分析和评估。例如，利用虚拟现实技术

和建筑信息模型（BIM），决策者可以实时模拟建筑设计和

施工过程，预测可能的问题和冲突，从而做出合理的决策。

此外，通过数据可视化和仪表盘的应用，决策者可以直观

地了解项目的关键指标和趋势，快速作出决策。这种科学

化的决策支持有助于减少决策的主观性和盲目性，提高决

策的准确性和效果
[2]
。 

2.3 实现协同合作与共享知识 

实现协同合作与共享知识是现代数字信息化技术在

建筑工程管理中的另一个必要性。数字信息化技术提供了

协同化沟通和协作平台，促进团队成员之间的信息共享和

协同工作。通过虚拟会议、实时聊天和在线文档共享等方

式，团队成员可以随时随地交流想法、讨论问题，并实时

共享设计文档、工程数据和进展报告等信息。这极大地提

高了团队成员之间的沟通效率和工作协同性，减少了信息

传递的时间延迟和误解，加强了团队的合作能力。其次，

数字信息化技术能够促进跨界合作和整合。通过建立数字

化平台，不仅可以连接建筑设计师、工程师、施工队伍和

供应商等内部团队，还可以与外部顾问、监理机构和业主

进行信息交流和协作。这种跨界合作和整合有助于集思广

益，汇集各方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提高项目的综合管理和

绩效。通过共享知识和经验，团队成员可以互相学习和借

鉴，避免重复工作和错误，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 

3 现代数字信息化技术在建筑工程管理中的运

用措施 

3.1 建立全面的数字化平台 

建立全面的数字化平台是整合了多种工具和系统，以

实现数据的集中管理、信息的共享和协同工作的支持。该

平台可以包括项目管理软件，用于规划、监控和控制项目

的各个方面。这种软件可以集成进度管理、资源分配、成

本控制和风险管理等功能，提供直观的项目状态和指标，

帮助决策者做出科学的决策。通过这个平台，项目团队成

员可以共享项目进展、计划和报告等信息，实现全员参与

和共同协作。其次，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是数字化

平台中的重要组成部分。BIM 可以将建筑设计、施工和运

营过程整合在一个统一的数字模型中。通过 BIM 平台，设

计人员、工程师和施工团队可以共享模型和相关文档，实

时协同工作，检查和解决设计冲突，并准确量化材料和资

源需求。这种整合化的协作平台提高了设计与施工的协同

效率，减少了错误和冲突，提高了项目的质量和效率。此

外，数字化平台还可以利用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

对项目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和分析，提供决策支持和预测能

力。通过数据仪表盘和可视化报表，决策者可以实时了解

项目的关键指标和趋势，从而作出及时的调整和决策
[3]
。 

3.2 应用智能化监测设备 

应用智能化监测设备是利用传感器、监测设备等智能

化工具，实时监测施工进度、质量、安全等关键参数，通

过数据分析和预警系统提供准确的监测结果和警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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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监测设备能够实时监测施工进度。传感器可以记录

施工活动的时间、里程碑完成情况以及资源消耗等数据。

这些数据通过数字化平台汇总和分析，可以得到项目的实

时进度信息，并与预设的计划进行对比。如果存在延误或

偏差，智能预警系统将发出警报，及时通知项目管理人员

采取措施，确保项目按时进行。其次，智能化监测设备可

以监测施工质量。例如，使用传感器和监测仪器来测量结

构变形、温度、湿度和材料强度等参数。这些数据可以与

设计规范和标准进行比较，准确评估施工质量是否达到要

求。如发现质量问题，系统将及时发出警报，帮助决策者

及早发现和解决问题，提高施工质量。此外，智能化监测

设备还能提供施工安全监测。例如，通过传感器检测工地

的安全参数，如气体浓度、噪声水平和振动强度等。如果

超出安全限制，系统会自动触发报警，确保及时采取措施

保障工人的安全。此外，通过使用无人机和摄像监控系统，

可以实时监视工地的安全状况，防止事故发生。 

3.3 采用移动应用和云计算服务 

采用移动应用和云计算服务可以实现数据的移动化

和共享，提高团队成员之间的协作效率和信息交流效果。

移动应用程序为建筑工程管理提供了灵活性和便捷性。通

过移动设备，项目团队成员可以随时随地访问和更新项目

相关的数据和文件。他们可以使用移动应用程序上传和下

载设计图纸、施工计划、变更通知等文件，与团队成员进

行实时沟通和协作。这种移动化的工作方式大大提高了团

队成员的工作效率和协作便利性。其次，云计算服务为建

筑工程管理提供了高效的数据存储和处理能力。团队成员

可以将项目数据存储在云端，而不是依赖于本地服务器或

硬盘。这样做可以确保数据的安全性、可靠性和持久性。

同时，云计算服务还提供了强大的计算能力和数据分析工

具，帮助团队成员对项目数据进行深度分析和挖掘，提供

决策支持和预测能力。此外，采用移动应用和云计算服务

还可以实现团队成员之间的实时协作和信息共享。通过共

享文件夹和在线文档编辑工具，团队成员可以在同一个平

台上协同工作，共享设计文档、进度报告和会议记录等信

息。这种实时的、协同化的工作方式能够大大提高团队成

员之间的沟通效率和工作协同性，减少信息传递的时间延

迟和误解
[4]
。 

3.4 运用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 

运用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可以实现

建筑模型的可视化展示和模拟，帮助决策者更好地理解设

计意图、进行冲突检测，并进行虚拟培训和模拟施工等。

虚拟现实技术可以创建逼真的三维环境，让用户沉浸其中。

在建筑工程管理中，可以将设计模型转化为虚拟现实场景，

让决策者和项目团队成员以虚拟的方式体验建筑空间。这

使决策者能够更好地理解设计方案，从而做出更准确的决

策。同时，虚拟现实技术还可以用于模拟施工过程，帮助

决策者评估施工流程的可行性和效果，发现潜在的问题和

冲突，减少施工阶段的调整和改动。其次，增强现实技术

将虚拟信息叠加在现实世界中，通过可穿戴设备或移动设

备进行展示。在建筑工程管理中，增强现实技术可以将设

计模型投影到真实场景中，使决策者可以在实际环境中查

看建筑设计的效果。这种实时的、交互式的展示方式可以

帮助决策者更好地理解设计方案，并进行冲突检测。例如，

决策者可以通过增强现实技术在施工现场上查看管道系

统、电气线路等细节，快速发现潜在的冲突和问题，提前

解决，避免后期的额外成本和延误。最后，虚拟现实和增

强现实技术可用于培训和安全演练。通过创建虚拟环境，

工人可以接受虚拟培训，学习特定施工工艺和操作技能，

减少对实际施工场景的依赖。同时，增强现实技术可被用

于进行安全演练，模拟危险场景和应急情况，让工人和管

理人员在安全的环境中接受培训和演练，提高安全意识和

应对能力。 

4 结语 

现代数字信息化技术在建筑工程管理中的运用，提供

了智能化决策支持、协同沟通与协作、效率提升与质量控

制等特点。这些必要性和措施推动了建筑行业的创新发展，

提高了工作效率和质量，实现了协同合作与知识共享。数

字信息化技术为建筑工程管理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使

建筑项目更加智能、高效和可持续。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

数字信息化将继续推动建筑行业向更加先进和可靠的方

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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