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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 技术下信息化管理在建筑工程中的应用

游桂山

浙江鼎力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温州　325000

摘　要：BIM在建设项目设施实体中的应用有助于实现施工安全管理的信息化，促进施工安全管理的可见性、沟通
性和协调性，有效预测施工过程中的风险，促进管理沟通过程中信息的畅通。随着使用 BIM生成的大量信息以及监
控系统输出的可用性，建筑服务工程师的角色正在发生变化，处理和解释模型内和在用建筑监控创建的大型数据集

的能力变得越来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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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in building 
engineering under BIM technology
Guishan You

Zhejiang Dingli Engineering Project Management Co., LTD., Wenzhou, Zhejiang 325000 

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of BIM in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facility entity helps to realize the informatization of construction 
safety management, promote the visibility,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of construction safety management, effectively 
predict the risks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and promote the smooth flow of information in the process of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With the vast amount of information generated using BIM and the availability of monitoring system outputs, 
the role of the building services engineer is changing and the ability to process and interpret large data sets within models and 
created with building monitoring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important.  
Keywords：BIM technology；Information management；Construction project

引言

BIM 是一个综合性技术过程，它把它方式拓展到全

部工程施工行业，在所有建筑项目生命周期的差异相关

者中。他在提高生产效率和效果层面的巨大优点，为可

持续发展的建筑自然环境作出贡献。BIM 在危害建筑行

业领导者层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引导他们在各类建筑环

境里推动与执行 BIM。自 20 个世纪 70 时代至今，从过

去建筑实践活动到根据 BIM 设计的改变已经成为建筑实

验中最广思考和编写活动的主题之一。因为 BIM 是一个

繁杂的过程，需建筑参加者有更大范围认知和协作，因

而需投入很多勤奋摆脱从过去过程向根据 BIM 的过程变

化的考验；除此之外，BIM 的实施要了解可利用的专用

工具、技术、信息内容能力和合作，来确认实施 BIM 的

部门准备度和成熟情况。在建筑工程项目的开展过程中，

最重要的特征是开发周期长、投资额大，这在一定程度

上提升了建筑工程项目的监管难度系数。与此同时，近

些年，因为建筑工程项目管理方法欠缺有效的办法，因

而，经常会出现总体目标无法控制、实施高效率降低等

诸多问题。在以往管理机制的应用下，建筑工程项目的

监管也会出现信息源不一样等一系列问题，使建筑工程

项目管理显现出极其很明显的局限与不适应能力。近年

的建筑工程项目管理年会均将建筑工程项目的数字化管

理作为重要讨论总体目标，而 BIM 技术的形成恰好是根

据那样市场需求环境。BIM 技术最开始始于美国。在美

国，对于 BIM 技术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诸多，该技术也

逐渐运用到了建筑工程项目设计和施工过程中。特别是

针对一部分构造更复杂的工程项目，运用 BIM 技术可以

实现并对设计的数据可视化和一体化。

一、当前 BIM 技术概述

《绿色建造技术导则（试行）》中指出，BIM 要在

建设工程及设备全使用寿命期限内，并对物理学和功能

特点开展智能化表述，并以此设计方案、工程施工、经

营的过程与结果总称。建筑施工运用 BIM 技术有着许多

优点，主要通过手机软件及设备将建筑空间预制构件、

作用等彼此关联主要参数信息，直接地以三维可视化的

形式呈现出来，再和绿色施工融合，最终形成用以绿色

施工的解决方案。BIM 关键技术于建设工程绿色施工信

息管理规范化具备可视化、集成化、参数化设计、提升

性、仿真模拟性、灵活性等优点。作为一种新的管理方

案，BIM 适合于建设工程项目的项目生命周期。因其强

悍的可视化作用，BIM 可以为构造完善监测提供更好的

可视化表述自然环境，减少监测信息了解难度，提升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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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全面的监测效率互动性。BIM 技术中的产品造型设计

全过程根据3D情况，有别于CAD中根据2D情况设计。

在以往 CAD 状态下的设计里，制作墙和柱等预制构件

的时候不考虑到构件属性，只应用由点、线揉面所组成

的关闭图型。在BIM技术下制作的部件有之自己的属性，

每一个部件利用其单独的X、Y和 Z坐标属性室内空间。

在规划环节中，工程设计师预想的三维图形可以从电脑

屏幕上虚拟化技术，并实现三维可视化设计方案；与此

同时，BIM 可以提供一个合作作业平台，提升不一样单

位之间信息分享水平 [1]。因而，将 BIM 关键技术于构造

完善监测，可以实现监测信息的可视化表述，提升监测

数据库的管理效益和分享，提升管理的信息化水准。

二、建筑工程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 数据传递方式滞后

在如今信息爆发的年代，信息变的运维服务方法也

帮建设工程项目带来更多的魅力。较之前的运维模式，

一些比较优秀的 APP 开始被广泛运用，但是随着 APP

的开发运用的要求愈来愈多，各大手机软件开发企业也

开始对它进行开发运用；此外，因为每个开发企业的标

准规范各有不同，而且手机软件的好多一部分格式也存

在着兼容问题的现象，这就在信息传递时发生阻拦 [2]。

所以目前相关建设工程的 APP 开发还是处于初中级探寻

环节，因此数据信息传递方法有落后的状况。一个建设

工程项目在各个阶段所需要的信息及其目的不一样，每

个参加项目的企业的专业度也有所差异，这就蕴含着这

些人在信息传递时仅涉及到自身负责任的一部分，也就

会导致信息在传递时发生不完美的状况，没法进行合理

传递和信息分享，在信息融合、应用及其合理传递间存

在一定难度系数。

2 信息化程度较低

现阶段，国家对建设工程运维服务还是处于探索环

节，只是单纯且反复重复的电子计算机记录，从而产生

一系列文本文档，并存放计算机中。在之上流程中就会

造成一系列的情况，比如，在人工记录数据时发生误差，

造成资料信息不全面等诸多问题 [3]。而且有一些运维管

理相关的管理者对设计构思及其建设工程里的施工步骤

掌握不完善，因此在信息上传时容易发生错误，从而造

成不必要的损失。比如，当遇到紧急状况时要马上读取

相关运维管理资料，可是却接到信息通告开始，就需要

许多时间和精力搜索搜集相关信息，待搜集完信息并梳

理后，还要加派每人必备送至相关管理者的手里，在过

程中就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而且很多资料

全是纸版，不能随意分割，在拷贝备份数据的时候也需

大量时间，减少了工作效能。

3 管理模式落后

现阶段，有一些建设工程项目要以物业管理为基本

主管部门，在发现问题时先通过上报，有关物业管理接

着登记信息并把情况进行归纳交给设计部门进行修复。

对规模较小且结构紧凑的一些工程项目，基本的物业管

理模式彻底可以满足各种各样规定，但是对规模庞大且

管理方法模式繁杂的新项目，选用物业管理模式很难处

理各种问题，解决问题全过程也会逐渐减缓 [4]。物业管

理模式是主要是以人力为主导，易缺乏长久的工作规划，

而且物业管理体系比较单一，管理方法能量较差，在具

体的管理方面开展时很难保证高工作效率及其高效的监

管。物业管理公司在教学及其培训制度仍不完善，绝大

多数工作员存有缺乏安全性使命感，使安全管理制度仅

仅形式化，不能得到贯彻落实。

三、我国 BIM 技术下信息化管理在建筑工程中的应

用

1 基于全寿命周期的建筑工程各阶段信息获取

（1）对于管理决策阶段的信息网络资源获取。这

一阶段包括主要内容有项目定义、总体目标论述、施工

条件调研、建设规模等。从以上归类能够得知，在这一

阶段所产生的信息南非几何图形信息占多数。因而，进

一步对这一阶段的信息开展区划，以此来实现对管理决

策阶段信息的精细化管理获取 [5]。（2）对于工程施工

阶段的信息网络资源获取。这一阶段的重要目标就是对

设计进一步明确，并给出对应的每日任务设计要点、工

程施工阶段体系等信息。实际执行过程中还会继续涉及

到提前准备阶段、设计方案阶段、工程施工阶段以及其

它环节信息网络资源，新项目的整体工程进度、项目投

资、品质等分析与论证报告信息；对于各种问题会议记

录及其小区业主和各参与者间的交往信件等信息；工程

概况信息、相关法律法规信息、各种标准信息等 [6]。（3）

对于中后期运维管理阶段的信息网络资源获取。在这一

阶段，信息管理工作的目的是为了完成工程项目运作升

值实际效果。因而，这一阶段必须管理工作的信息可划

分成财产信息和运作信息，在其中财产信息又包括室内

空间信息、会计信息与用户信息，运作信息又包括智能

化信息和维护信息等。因而，在确定以上全生命周期过

程中需要进行监管的信息资源的特点后，管理者可以通

过纸版、手机、互联网、多媒体系统信息等方法，获取

工程建筑工程项目并对在全生命周期所产生的全部信息

网络资源，并且能够做好必要的筛选工作 [7]。

2 基于 BIM 构建建筑工程项目信息集成管理模型

在获得以上全生命周期各建设工程环节信息的前提

下，制订一套完整的根据 BIM 的编码管理体系，可以对

以上信息进行筛选和编码，以保证上位机软件可以对各

种信息开展精确鉴别，并依据数据信息的方式，把它划

分成结构数据与非结构数据。该编码管理体系将以上信

息网络资源里的表格、视听资料等归为非结构数据，将

能通过分析或互换的存放在数据库文件的数据归为结构

数据。该协同管理实体模型依据业主单位和实际建设工

程项目每个参与者的主要任务，以确保项目成功为原则，

并实现对多方总体目标权益的更大化为管理方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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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搭建以上实体模型时，研发人员必须得出

对应的前提条件 [8]。与此同时，研发人员还应当充足确

立各种难题发生的缘故，在预估业主承包单位分别收益

值、有效施工期及鼓励抗压强度的前提下，对分别收益

值开展数据分析，进而明确在哪种情况下可以确保分别

收益值都达到了最佳。

3 建立建筑工程项目管理二层规划机制

为了能确保模型在实际应用中具有更高合理化，文

中根据二层运行机制的统一性和动态性意见反馈水平，

对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工作的二层整体规划体制开展搭

建，以此作为管理方法模型给予靠谱根据。为了方便阐

述，文中在相关模型的前提下，以业主方与施工总承包

战略方针对工程施工阶段的实际施工期目标开展举例说

明。针对一项具体建设工程项目来讲，业主方关键目标

追求的是项目效益的最大化 [9]。在经营环节中，在授权

委托合同的前提下，业主中应选择一个科学合理的鼓励

指数，为此促进总承包商可以采取相应对策，积极地压

缩工期。针对总承包商来讲，它在模型中主要是作为下

一层管理决策，所追求的目标乃是确保个人利益的最大

化。为此，确保在开展建设工程项目数字化管理时，持

续保持业主方是承包单位的彼此权益。

4 加强安全管理工作中的应用

从现阶段施工安全工作的实际水平看，造成施工环

节安全生产事故的因素主要包括工程项目挑战性的多元

性、对安全工作的认识不到位及其安全工作方式比较落

伍。BIM 技术作为建筑工程信息化和产业发展的关键媒

介和平台，它不但包括大量建筑工程数据信息，并且可

以实现建筑工程的高效仿真模拟，进而提升建筑工程成

本管理的过程。根据安全性层面的扩展，BIM 技术下信

息化程度和水平的提升，大幅提升建筑工程安全性管理

能力。建筑工程施工当场，特别是繁杂的建筑工程，存

在很多与施工安全有关风险因素。在其中，在人为因素

层面，主要包括施工工作人员实际操作不合规所造成的

安全生产事故或安全隐患。据调查，建筑安全生产事故

基本上都是人为因素所造成的。在原材料因素层面，施

工当场涉及到的原材料主要包括建筑材料、施工专用工

具以及相关工程机械。这种物质的破坏力为事件的发生

打下物质条件 [10]。如不因规范方法应用，很容易导致风

险。施工自然环境因素作为容易被忽略的因素，容易引

发安全生产事故；最终，在建筑工程安全工作因素层面，

建筑工程施工安全和管理能力息息相关。

四、结语

总而言之，一个建筑新项目需要更多网络资源，因

它需要更多资产，而高效地应用资源和资金是衡量一个

项目成功和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BIM 技术应用也

将会对建筑公司的管理产生革命性的转变，改变施工公

司的生产制造经营观念和方法，也降低信息传送过程的

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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