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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建造物联网平台建设流程及方法
李 栋 景 鑫 董丹萍 潘瑞杰

中建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 100070

【摘 要】智慧建造物联网平台是通过将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等信息技术与建筑工业化技术深

度融合，建立感知层、网络层、平台层和应用层，形成的工程项目信息综合管理与应用系统。通过该系统实现对工

程项目的设计、施工和运营等全过程的智能感知，可实时监测施工现场人员、材料和设备，并对工程项目进行智能

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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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业务需求

基于在区域项目中建立的物联网平台，智能装备是

智慧施工企业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如何更好地实现对装

备的访问、对装备的监测、对其接入协议的重用、对终

端的使用以及对上游和下游厂商的能力进行集成，是智

慧建筑行业发展的关键。为此，需要以区域项目物联网

平台为平台，搭建一个专属的智能施工物联网平台，充

分利用物联网技术、设备、数据、运维管理等方面的强

连通性，以一种“一站式”的方式为核心，为设备的访

问与发展，实现设备的访问与发展，统一的标准和协议，

以数据的累积，将各个系统的信息壁垒给打破，从而为

物联网的应用与物联网设备搭建一个高效、稳定、安全、

开放的平台。智慧建造物联网平台的主要业务包括工程

项目设计、施工、运营等全过程的智能感知，实时监测

施工现场人员、材料和设备，并对工程项目进行智能管

控。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工程项目设计阶段，通过物联网技术实时采集相

关设计数据，实现设计方案优化；

2.工程施工阶段，通过物联网技术实时采集施工现

场的人员、材料和设备等相关信息，实现施工过程实时

监控；

3.工程运营阶段，通过物联网技术实时采集工程运

营数据，实现运营状态智能监测。

通过建设智慧建造物联网平台，可提高项目管理的

信息化水平，实现设计、施工和运营全过程的智能感知。

在此基础上可进一步提升项目管理水平，提高效率，降

低成本。

2设计方案

1.系统整体设计方案：在整体规划的基础上，从客

户需求出发，提供满足客户需求的解决方案。智慧建造

物联网平台系统整体设计方案如图 1 所示。

2.系统架构：智慧建造物联网平台采用分层架构设

计，将数据采集层、数据访问层和应用层划分为三个层

次，各层次之间采用不同的通信方式连接。

3.系统组成：智慧建造物联网平台主要由感知层、

网络层、平台层和应用层组成，各部分的功能如下所示：

（1）感知层：是智慧建造物联网平台的基础，主

要包括传感器、视频监控系统等；

（4）应用层：是智慧建造物联网平台的最终实现，

主要包括基于 GIS 的建筑信息模型、基于 BIM 的建筑信

息模型和基于云平台的系统集成。

3系统架构

智慧建造物联网平台主要由感知层、网络层、平台

层和应用层构成，其中感知层包括传感器、RFID 等设备，

实现对建筑过程的数据采集。网络层包括基于无线传感

器网络的无线通信技术，实现多源异构数据的实时采集。

平台层提供对传感器采集数据的集成、计算及分析功能，

并提供各种接口，支持上层应用系统和智能设备接入。

应用层通过对数据分析和处理，实现对建筑过程的智能

控制和决策支持。

4硬件选型

硬件选型主要考虑系统平台建设需要的功能和应

用场景，即需要解决哪些问题，这些问题分别对应哪些

功能和应用场景。本阶段硬件选型主要从两个方面考虑：

一是确定产品功能。根据建设需求，确定产品的功

能需求，包括数据采集、传输、存储、分析和展示等。

根据产品类型确定产品的技术方案，包括芯片选型、通

信协议、硬件接口设计和软件开发环境等。智慧建造物

联网平台所涉及的硬件产品主要包括：传感器、嵌入式

操作系统、协议转换器（CPU）、通信模块（SIM 卡）

和数据采集终端（HPC）。其中传感器产品需要实现数

据的实时采集，并传输到物联网平台；嵌入式操作系统

和协议转换器（CPU）需要满足平台对通信模块的控制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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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开发建设

智慧建造物联网平台的开发建设，需要通过一套完

整的开发工具和管理工具，来完成物联网平台的搭建。

智慧建造物联网平台主要由物联网数据采集系统、物联

网数据管理系统、数据分析与决策系统、业务应用系统

和智能门户系统五大部分组成。

（1）物联网数据采集系统：主要完成现场设备和

环境等实时信息的采集，通过网络将数据传输到云平台。

（2）物联网数据管理系统：主要完成设备信息的

存储与管理，以及现场设备、传感器等数据的分析处理。

（3）数据分析与决策系统：主要完成对采集到的

各种现场信息进行处理，对处理后的信息进行综合分析，

根据不同的需要产生不同的决策结果。

（4）业务应用系统：主要完成对采集到的信息进

行进一步处理，产生业务应用结果。

6实施部署

1.本项目将在现有办公、生产系统中嵌入物联网平

台，通过网络设备与现场设备的连接，实现对现场生产

和施工过程中的各项数据采集、处理、分析与展示，形

成具备实际意义的信息化解决方案。

2.通过现场设备与本项目物联网平台的连接，实现

对施工现场人员、材料和设备的实时监控与管理。该解

决方案具有开放性，可根据不同应用场景进行灵活定制，

支持不同业务类型。

3.本项目采用集中部署方案，平台采用主流云计算

技术进行部署和运行。云计算具有弹性伸缩、按需服务

的特点，可根据项目特点进行弹性部署和灵活调整，以

适应项目不同阶段的应用需求。

4.本项目在实施过程中采用成熟的 B/S 架构模式，

开发环境采用主流 Linux 操作系统。并在后期根据实际

情况进行技术升级与更新。

7上线运行

1.完成建筑工业化集成设计模型标准建立

2.完成建筑工业化集成设计模型标准建立，包括建

筑工业化设计模型、装配式结构设计模型、BIM 技术应

用模型及其他相关技术模型。

3.完成装配式结构设计模型标准建立，包括构件加

工工艺标准、装配式结构构件安装工艺标准及相关的质

量检验标准。

4.完成 BIM 技术应用模型标准建立，包括 BIM 技术

在项目工程中的应用标准和相关的技术要求。

5.完成项目工程数据信息采集软件开发，包括项目

工程数据采集软件开发。

6.完成智慧建造物联网平台及应用系统（智慧建造

云平台）开发，实现对工程全过程的智能感知，并对施

工现场人员、材料和设备等进行智能管控，并对工程项

目进行智能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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