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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管理手段在建筑工程管理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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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也进入“数字化”时代，不同的行业也都应用上了“数字化”来完善企业内的管理。建设企

业想要实现科学、高效的发展就必须使用数字化的手段，这也是建设工程施工管理的必要途径。文章在分析建筑施工数字化

管理内涵的基础上，围绕建筑工程施工数字化管理的理论基础，对数字化概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构件建筑工程施工数字化

管理工作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具体步骤。目的是作为理论参考，提高我国建筑工程施工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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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China has also entered the "digital" era, and different industries have also applied "digital" 

to improve the management within enterprises. If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want to achieve scientific and efficient development, they 

must use digital means, which is also a necessary way for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onnotation of 

digital management in construction, the paper makes an in-depth study of the concept of digitalization around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digital management in construction. On this basis, specific steps are put forward for the digital management of component building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The purpose is to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level of China's construction projects as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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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施工管理数字化指的建筑工程的内容通过数据处理

量化，并有目的地收集、处理施工中产生的各种数据，再反

馈给有关部门。这样的一种管理形式，叫做数字化管理，是

在科学地处理和分析相关数据后，完成对建筑工程建设过程

的管理和控制，最终达到预期的建设工程目标[1]。在传统的

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应用的是人为手工编制统计报表，这

种方式不仅工作量特别大，而且效率还不高，更难以保证记

录信息的准确性和及时性。随着数字化的发展，数字化管理

也被应用到了建筑工程管理的应用中，这时建筑工程管理的

一项突破。

1  建筑工程数字化管理的意义

建筑工程数字化管理是指在建筑施工过程中，对各种相

关数据进行采集和处理，并用计算机技术对这些数据进行科

学分析处理，最后作为管理层决策依据反馈给有关部门。数

字化管理运用先进的数字化处理技术和设备，使建筑工程施

工管理水平跃上一个新的发展台阶，从而大大提高了施工管

理的效率和水平[2]。

2  现在建筑施工管理的现状

数字化管理应用到建筑施工工程的管理中还是初步的发

展阶段，还没能形成一套完整的系统，并没能够发挥出数字

化管理的优势，从下面几个方面就可以体现出来。

2.1  成本控制不到位

现如今，我国大部分的建筑工程施工队伍都没有对建筑

施工过程中的费用预算进行具体的规划和进行系统的管理。

小一些小账单往往不会被人注意到，也没有人详细记录这些

小支出[3]。这往往使得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成本无法控制，

项目预算无法准确计算，从而造成了不必要的项目损失。我

国大部分建筑施工单位对成本费用只做了粗略的估计，没有

进行详细的系统的管理，还有不少没有预算到的额外支出，

致使在建设过程中，费用无法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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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信息管理不到位

由于建筑工程的工作内容十分复杂，很多的数据和信息

会出现在项目建设过程中，这就要应用到顶尖的科学技术。

并且一定要在以后的项目建设中做好成本预算，写好工作计

划，对项目材料进行划分等等，这些都是需要数据信息的。

在施工过程中，整个施工的工程在没有这些数据和信息的情

况下，就会走到垮塌的边缘[4]。对于这些管理数据和信息，

大多数的中国建设单位还是用纸笔这样的古典方式记录下

来。这样做，只会造成建筑单位资料存储量的降低，然后使

得施工企业在建筑检测、规划等方面都无法做相关方面的工

作。目前国内除了那些大型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和国家级的工

程项目外，的其他的建筑工程项目大多还是半电脑操作，这

使得建筑公司缺乏信息储备，无法为下一步的建筑施工改进

提供数据参考，而信息管理落后的建筑企业更是对建筑行业

的发展形成了严重的阻碍。

2.3  企业管理方面

项目在建设的时候，都是需要建设队伍到现场施工。但

通常情况下，企业管理者不会去施工场地，所以再施工过程

中的一些问题上下之间级大多会用手机或电脑的方式来处理

彼此的问题，但这种信息交流的方法是由缺陷的，解决问题

的时间长度可能会造成工程施工时间上的延迟，增加工程造

价，而且无法保证信息的正确性[5]。如果再出现对信息理解

错误的情况，后果就更加不堪设想了。

2.4  管理方法与调整的落后

由于我国大部分建筑单位仍选择采用古典金字塔式的建

筑管理方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造成整体管理工作效率和信

息发送能力的不断下降，同时也给整个建筑单位带来一定的规

划、建议等方面的影响。如果不能在有效的时间内发挥作用，

单纯的数据的增援，也不是规划和建议就能实现的[6]。所

以，决策人和经理们的建议，只凭自己的相关经验在亏损的

情况下整理出来就可以了。我国大部分建筑企业缺乏创新能

力，仍然沿用传统的建筑管理模式，这也使得建筑工程管理

的整个管理的工作效率低下，信息传递能力不足，决议和计

划没有数据和信息的支持，就会影响到管理层的决策，领导

层所出具的决策往往是靠自己多年的领导经验来进行的，而

不是依靠数据和信息来完成。

3  运用数字化管理的优势

数字化管理在建筑工程中，具有网络化、智能化、信息

化数字化、可视化等优势，与传统的人工信息化管理相比具

有较大的优势。建筑工程施工管理中实施数字化管理，可将

施工过程中的各项数据全部录入电脑中，通过软件智能分

析，利用现代化的电子设备对整个建筑工程实施监控、管

理、预报等工作。通过客观、准确的数字分析，管理者不

仅可以对整个建筑工程的情况进行全面、精确的控制，还可

以及时了解局部的运行状况，并能方便及时的做出正确的

决策。

4  数字化管理在施工管理中的应用

4.1  系统化的解析

根据建筑工程工程量的数据单子写出其中内容，在依据

建筑更成施工的分队、分工程的这一特点来确定这些内容，

这就是系统工程施工程序的理论分析。分解完成后，对其中

各版块进行综合编码。各版块的编码也是依照建筑工程的

单子规定的编码来确准的。由于每个施工模块的单位造成

好多都会比建筑施工的工程清单的最小模块还小。因此，

对清单编码的自编码、建设工程中的部分位数要达到一定幅

度的增加，分解完成的版块全部编码后，再实施下一版块目

标的确定。

4.2  数字化挂你板块的管理目标

版块特征化目标的确定要思考三个方面的问题，建设

时间、工程质量、工程的预算。工程的预算主要包括三个数

值，施工的投资数、工程的价值、工程最终的效益。工程的

工期的数值又包括完全工期、相应工期。工程的质量就是一

个标准化的质量数据[7]。在各单元版块中，用数据标识出这

三个方面的数值，辅助解释则用文字来进行。单位版块详细

数值的确定是要全方面的思考市场因素、企业的状态、施工

情况、具体投标的细节等这几个方面的。

4.3  落实数字换管理工作

前面的基本工作完成后，就可以进行建筑工程施工的管

理工作了，尽可能多的开展建筑工程每个模块的施工，同时

进行数据采集的工作。在具体进行管理工作时，要依照工作

前期的策划，认真仔细的进行建筑施工管理的展开，对管理

中篇碰到的难题及时反应和解决。

4.4  对数字化管理工作进行检验

管理者应在施工过程中加强检查和跟踪，并对建筑工程

施工现场不同情况的了解和相关数据进行收集。根据版块特

征目标重合的原理，将收集到的所有数据进行对比，从而明

显显示出各个数据之间的差值。然后分析这个差值，得出预

算的高低、施工时间的规划、质量过关的程度等等。在这一

环节上，不能只用简单对比的方法所得出的结果就作出最终

的判断，而要特别注意这三个目标之间的对立性和统一性，

这才是最重要的。

4.5  改进和处理施工数据信息

管理者需要解决工程施工检查中得出结论这一步骤中

找到问题产生的原因，从而更好地实现对建筑工程的科学管

理，无论检查结果如何，都需要通过对施工过程的的结论来

分析和归纳原因。对存在的问题，只有找到产生问题的原

因，才能对症下药。解决问题的方法不但要使问题得以解

决，又要遵循施工管理系统的原理。。对于工程项目来说，

信息也是一种资源，信息资源如果无法有效存储、处理、传

输等都是在浪费资源，例如，拿建筑工程在建造过程中混凝

土的浇灌为例，如浇灌前除了混凝土的强度标号和数量信息

之外，其它的数据几乎全部忽略了，而被忽略的混凝土的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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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工厂、搅拌人员的情况、水泥、沙石等原材料的物理、化

学品质、出厂时间、天气情况、运输时间、出厂时的道路交

通状况，都与混凝土质量有关。在浇灌之后，只有浇灌的额

部位和方数有记录，其它的数据像混凝土的捣固操作人员的

情况、养护情况、试块情况、钢筋制作的情况等这些数据全

部忽略的话，同样关乎工程质量的好坏。所以信息数据的记

录和有效处理也是保障工程顺利进行的关键。

4.6  进行数据管理

基于对单元版块特征目标的肯定和处置步骤，建筑工

程的管理工作将通过不断的实践被带上正规路线。管理数字

化的目标就是管理效果的精确性，提高管理的数据的管理流

程不仅仅是针对这些最小单位在版块上的管理环节，这也是

我们要重视的一个方面。在版块组合确定后，工程分部、工

程分项、单位工程及个别项目等都开始被纳入资料管理程序

里。版块在组合之后，不论构成的是怎样的单位，版块的特

征目标只有在版块合并后才可以形成工程单位的目标特征。

5  实现多智能体施工的数字建设管理

可以融入自己所处的环境，也可以在周围环境中获得新

的认识，以提高自己的能力，这些智能实体都是独自进行运

作的，以获得自己的计划目的或任务要求，从而获得具有学

习和分辨能力。多智体技术是一个可以单独运行，也可以与

其他智能通信相结合组成的智能计算系统。最终通过很多小

的系统来实现协调和沟通，建立一个更大的管理系统，人工

智能区域的多智体系统是一个跨越性的转折点。散乱性、独

立性、和谐性，还具有学习工程、辨别能力、组织功能等，

这些都是多智体系统的特征。

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很多新的技术，材料、

科技涌了上来。项目的规模范围越来越大，样式也慢慢多起

来，施工的相关工作人员也越来越多。因此，对规划、调

整、合理管理的建设项目，更应严格要求。就这套数据的管

理系统而言，有效使用工程技术是保证建设工程顺利实施的

前提条件，总体而言，建设管理过程中进行数字化管理在施

工过程中逐湖渗透，这对今后工程施工在信息管理上带来

了一定的影响。以规范管理为准绳的的产生和运用，不仅

有利于量化管理思路的展现，更重要的是使信息化管理再

创佳绩。

结语：

在建设施工过程中，以数字化的方式来显示建设过程，

就是建设工程的数字化管理。在建设项目的建设过程中，为

了既安全又能按时完成建设项目，首先要具体分析建设项目

的数据和预算，并将整个建设过程绘制成简单的流程图，我

们把数据管理系统用在信息化工程上，是想把管理施工过程

的效果提高上去，建筑施工中要使用进口的生产技术机械，

同时也要使用数字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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