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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管理信息化建设，有助于提高工程管理效率。在
建设过程中，应当从各个方面入手开展，首先是施工质量管理方
面，管理人员应当借助信息化管理系统记录每日施工情况；其
次，则是要对建筑施工设备和材料进行信息化管理，合理调度施
工现场所使用的物资，确保施工成本可以得到有效控制。当然，
在施工人员方面也应该实施信息化管理，将每一个施工人员的个
人信息都录入到线上管理系统。

1  建筑工程管理信息化的必要性
将信息技术应用于建筑工程管理，首先可以提高施工效

率，信息化管理主要是利用信息技术搭建管理平台，在平台上实
施管理。不同于单纯的采取线下管理，线上管理模式下各类施工
物资，以及人员的实时信息更准确，施工人员在执行相关管理工
作的过程中，只需要在系统上完成相应的操作，后台就可以自动
完成信息的更新。其次，依托信息化管理，可以更好的保障建筑
工程施工质量。就信息化管理而言，从建筑施工材料，再到人员
调度，每一条信息都会被上传至线上管理系统，当施工质量检测
不达标的时候，就可以在系统中查找对应的负责人，而如果是材
料导致的问题，可以调阅所使用建筑材料的批号。当然，信息化
管理可以实现精准化施工，施工单位可以对施工进度进行全流程
把控，能够实现有效控制施工成本的目标。

2  建筑工程管理信息化具体实施的策略
2.1施工质量信息化管理
建筑工程信息化建设，应先从施工质量入手，借助信息技

术手段来把控施工质量。一方面，在例行巡检的过程中，应当使
用电子仪器对所完成施工项目部分进行质量鉴定，将所检测到的
数据录入线上平台，后台会自动归档保存相关信息，并和设计方
案中的建筑建设信息进行比对，确保实际建筑误差在可控范围
内。另一个房名，应当借助信息化平台，根据建筑工程合同要求
的交付时间合理规划，设置不同的时间节点，在预定时间时将有
关工程施工进度的内容以短信的形式发送至各个施工项目负责人
的手机上。

基于信息技术的价值，可以有效保障施工质量，施工单位
应当根据建筑工程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信息化管理方案。

2.2 人员、设备调度信息化
就建筑工程管理工作而言，为了提高施工效率，应当对人

员以及设备调度实施信息化管理。
首先，在人员调度方面实施信息化的过程中，施工单位应

当将每一位施工人员的个人信息以及工作经历等主要信息录入到
线上人事管理平台中，并制作成电子档案，随时可以根据施工
人员的手机号或者身份证号查找到对应工作。通过施工人员档
案系统的建立，能够方便管理，根据每一位施工人员的工作经
历指派施工任务。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的提高施工效率，确保多
数施工人员都可以在其最熟悉的岗位上工作。与此同时，还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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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将信息化人事管理应用在考勤工作上。就我国目前大多数建
筑施工项目而言，需要大量的施工人员，施工现场也较为复杂，
传统管理模式下考勤工作开展困难，且容易出现纰漏。基于此，
应当合理运用信息化技术开展人事考勤，要求施工人员上、下班
的时候按照规定完成打卡。

其次，建筑工程各个施工阶段都需要使用到大量的机械设
备，但是一次性购置工程所需要的机械设备显然成本过高，所以
就需要在现场进行合理的调配，才能有效提高施工效率，避免出
现“设备慌”等现象出现。实施信息化设备调度，施工方应先将
施工现场所有的机械设备进行信息登记，从型号、功率，再到出
场时间。在此基础上，在施工期间对机械设备进行合理调度，并
及时更新设备信息。最为重要的是，施工所使用的机械设备需要
定时维保，而在设备管理系统上，相关管理人员可以随时查看每
一台设备上一次维保的时间，从而可以及时对设备进行维保，避
免其在施工的过程中突然出现故障。

2.3借助信息化系统实施全流程把控
建筑工程施工涉及到多个项目，从地基处理开始，到施工

中期浇筑混凝土，再到后期建筑内部装饰，整个施工周期较长，
一般都要在两年半到三年的时间。而仅凭借传统施工管理模式，
显然无法达到预期管理目标，所以要借助信息化系统实施全流程
把控，确保每个施工环节的质量和流程都可以得到保障。在信息
化系统实际应用的时候，施工方应当在每个施工项目结束后及时
进行施工质量检验，管理人员需要将检验结果上传至系统平台，
并就检验工作中发现的一些问题进行深入探究，在分析原因的基
础上提出新的施工办法，调整施工思路，确保下一阶段项目的施
工质量可以得到提升和改善。

3  结束语
建筑工程管理应用信息化技术 ，可以有效提高建筑施工

效率和质量。对施工单位而言，应当重视信息化技术的应用，并
根据各个施工项目的特征合理运用信息技术，基于信息管理系
统组织开展施工管理工作。对管理人员而言，应当积极运用各
类信息技术开展建筑工程管理工作，从细节入手，切实提高建
筑施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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