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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BIM技术的施工现场质量安全管理探究及应用

林　晟

上海信力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 200000

摘　要：建筑工程结构的复杂程度越来越高，施工现场的复杂性也随之增加。为保证工程建设的顺利进行，施工现场大量

的人员、物料以及机械设备等的综合调度问题需要得到妥善解决。本文将结合工程案例，对施工现场的质量安全管理中的

BIM 技术应用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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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概况

某项目包含商业、办公、地下车库、机电用房。总建

筑面积约 19.8 万 m2， 5 栋主楼，建筑高度最高 146m， 3~4

层地下室。项目重难点为：协调难度大、工期紧、场地狭隘、

交通受限、超大异形深基坑、超高层、工程体量大。

2 BIM 技术在质量、安全管理的应用

2.1 基坑支护内力分析及加固方案制定

项目地块呈倒“凸”形，场地受限进行分区施工。基

坑极易发生坍塌和倾覆，施工难点多。为合理安排现场施工、

不延误工期，基坑支护按 10 个分区且按楼栋分部分段拆撑，

结合理正深基坑软件进行支护整体计算分析，考虑周围各种

条件对位移、内力的影响，最终呈现支护、内撑构件的位移

及内力结果。通过建模及数据输入对拆撑顺序进行分析，在

拆撑过程中大门钢栈桥处应力值最大，结合监测数据并经讨

论，对大门钢栈桥进行了加固设计，做了应急措施。在拆撑

过程中，为保证质量安全，拆撑采用绳锯切割，并做了监测

和应急措施。拆撑时，支撑梁有裂缝，且大门钢栈桥处发生

轻微塌陷。实际与软件模拟分析结果相似，准确性较高。

2.2 方案优化及模拟

2.2.1 助力钢平台堆场方案优化

基础施工阶段，通过方案模拟、设计优化及比选，最

终采用钢平台 + 支撑梁补混凝土栈板方案。栈桥端头支撑梁

补混凝土栈板、局部支撑梁补板及设置钢平台作为钢筋加工

场及各类材料堆放场；采用钢平台安拆简便，工期较短；减

少混凝土栈板拆除材料浪费，钢材可回收利用，施工成本较

低，符合绿色环保的施工理念；功能分区明确，满足生产需

求。在施工前通过方案模拟对分包班组进行交底，了解质量

要求、安全风险及工艺做法，同时通过模型对现场临边防护

进行预布设，优化安全通道。该方案比合同工期节约 12d，

节约措施费 11 万元。

图 1 钢平台堆场方案优化展示

2.2.2 塔式起重机布置方案优化

项目地下室 3 层（局部 4 层），塔式起重机布置考虑

因素较多。方案编写初期，使用有限元计算方法，将工作状

态和非工作状态下塔式起重机基础的整体稳定性进行验算，

提取塔式起重机基础的坐标点，发现布置的不合理之处，对

其进行优化（见图 2）。

图 2 塔式起重机基础布置方案优化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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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图纸管理

2.3.1 模型审查及信息记录

设计中存在的错、漏、碰、缺等问题，通过 BIM 精细建模，

提前变更，避免返工、误工等，提升质量、保证进度。将变

化前后的差异、变更依据，以及概述、蓝图下发时间、工程

量变化、成本差价等信息赋予模型构件，形成 2 套模型。发

现图纸疑问 438 处，图纸变更 80 处。

2.3.2 净高分析

基于 Dynamo 可视化编程开发净高复核节点，自动运行

结构梁下净高计算，对不同净高自动赋予不同颜色标注，对

净空不足处进行审查，避免原设计净高不足 11 处，提升工

程质量及美观性。

2.3.3 可视化交底

除通过将图纸问题整合到模型中方便调阅外，每周结

合图纸难点及问题进行模型可视化交底，便于对图纸难点的

理解，加深对图纸的印象，施工过程中巡查，避免造成返工。

2.4 质量创优策划 BIM 专项方案深化

2.4.1 结构深化

通过模型直接进行结构深化及出图，采用着色管理的

方式，标识问题图纸及变更的构件，提醒施工人员重点核实

现场情况。提高了工作效率及准确率。

2.4.2 砌体排布深化

对构造柱的位置进行模拟选择，使整砖砌块数量达到

最多，减少碎砖，通过精细化排布并出图上墙，集中裁切、

减少二次搬运，解决现场砌块切割浪费。

2.4.3 上人屋面深化

对将即将封顶的楼栋屋面排水砖排布方案进行深化，

选定方案并制作交底，保证屋面排水砖排布整齐美观，同时

将深化成果贴图上墙，方便过程施工管理。

2.4.4 机电深化设计

将各专业模型整合进行碰撞检查，出具碰撞报告，进

行管线综合调整，复核机电管线净空并调整，优化并出具深

化图，业主、设计单位确认可行后，对各部门进行 BIM 深

化图交底。基于调整后的综合管线模型，预留洞开设、支吊

架设计，发放现场施工，避免后期洞口开凿返工，省工省材。

2.4.5 悬挑脚手架方案优化

通过 PKPM 施工安全软件进行外架设计后，进行外架

工字钢平面图的布置及外架模型的建立，在建立过程中发现

难点并进行记录，交底时重点讲解。搭建完成的模型可直接

出图，漫游模拟，提高外架搭设的安全性。

2.4.6 场地 CI 布置

在已建立的模型基础上进行安全 CI 布置，通过模型提

前策划，使 CI 布置合理美观，现场整洁大气，提升品牌影

响力。模型出量，方便加工，为商务管理提供收量的数据，

方便安全管理（见图 3）。

图 3 办公区及场地 CI 策划

2.4.7 临边洞口防护布置

使用模型进行临边洞口防护布置，提取防护栏杆的工

程量，方便下料（见图 4）。防护模型可进行漫游模拟，对

易疏忽的隐患点进行交底，保障施工安全。

图 4 临边洞口防护规划展示

2.5 质量、安全样板交底

建立样板模型，直观地对工人进行交底，策划后期项

目观摩的质量及安全样板，指导现场样板施工。

3 BIM 技术在工程质量控制中的应用

3.1 人工控制

    主要指在施工过程中对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作

人员的控制，进而保证施工质量。将 BIM 技术引入施工项目，

既可对施工现场进行模拟，又可准确把握人员动向，且对施

工现场的不同工作进行合理分工，避免出现主观错误。

3.2 材料控制

建筑材料的好坏直接影响工程项目的优劣。使用 BIM

技术对施工项目进度、计划和实际工程内容进行综合分析，

检验材料是否合适，也可通过分析选择合适材料，为每个工

程环节合理配置相应的材料数量。BIM 技术还可对材料的使

用情况进行实时记录，既避免浪费，又保证施工的有效利用。

3.3 机械控制

施工机械是高层建筑和高难度建筑施工的必要工具。

BIM 技术可对施工现场的各种机械进行组合、配置优化并控

制运行。利用 BIM 虚拟施工技术，模拟施工现场和机械配置，

优化方案，节约时间和空间，提高效率。

3.4 方法控制

BIM 技 术 可 对 施 工 方 法 进 行 控 制， 施 工 方 法 直 接

影 响 工 程 质 量。 通 过 BIM 技 术 的 对 施 工 工 法 进 行 模

拟， 观 察 各 种 工 法 的 过 程 和 效 率， 进 行 综 合 分 析， 选

择 最 合 适 的 工 法、 工 艺 及 技 术 措 施， 保 证 工 程 质 量。 

3.5 环境控制

工程项目受地理条件、天气状况等多种因素影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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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整个工程的进度和质量。BIM 技术不仅可预知各种外来

因素对项目的影响，还可预测外来因素对项目的影响，进而

提前做好预防措施。

结束语：项目通过 BIM 技术应用，将质量、安全管理

工作中数据采集与记录、建筑工程信息管理、粗放式管理模

式等进行结合，从而革新传统管理方式，初步做到精细化管

理。可见，BIM 技术在工程精细化管理上具有优势，经济效

益及社会效益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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