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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技术在建筑领域内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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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数据技术发展至今，已经在众多领域中得到充分发挥。传统建筑业产生的数据是海量的，急需被进一步分析利

用。但多年来，建筑行业一直存在数据难通，数据不统一的现象，这些难题阻碍了建筑行业的发展进程。对建筑大数据进

行挖掘、处理和分析，不仅有助于打破行业信息孤岛的局面，改善行业乱象，更能提升行业的资源配置效率，节省人力、

物力成本，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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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ig data technology has been fully utilized in many fi elds since its development. The data generated by the traditional 
construction industry is massive and urgently needs to be further analyzed and utilized. But for many years,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has been plagued by data diffi  culties and inconsistent data, which have hindere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The mining,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of construction big data will not only help to break the situation of the industry's information silo, 
improve the industry's chaos, but also improve the effi  ciency of the industry's resource allocation, save human and material costs, and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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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筑行业大数据建设困境

1.1  行业的特殊性，大数据应用存在天然壁垒

建筑业作为我国传统的支柱型产业，涵盖了从规划、设

计、施工、装修、维护和拆除等多个领域，粗放型的发展

模式长期处于主导地位。

产业结构复杂：建筑行业的产业结构是一个集合综合设

计、咨询、采购、生产、建造、管理等各项活动的复杂集

合体，在这个集合体内，各个环节之间相互联系，互为前

提，整个建筑产业构成了重叠交错、千丝万缕、密不可分

的各个子系统，因此内容数据难以统计。

数据透明度低：建筑行业涉及到的业务领域较多、

产业链长、生态结构复杂、供需信息严重不对称，且存

在各自为政的典型行业现象，导致当前建筑行业中大量

数据信息不公开透明，因此数据质量低下，系统之间没

有数据通道，统计不精准，结构不统一，信息孤岛现象

较为严重；

人员流动性大：建筑行业部分工作环境艰苦，且受到经

济与房地产市场影响，设计需求会随之变化；同时，建筑

行业工程环节复杂，工程模式多样，项目地点分散、作业

模式高度分散导致行业从业人员具有较高的流动性，行为

数据难以统计。

1.2  行业创新动力不足，缺少数字化人才

建筑行业作为典型的传统行业，涉及的专业多、维度

广，形成的数据量大，结构复杂，因此对于数据的统计整

理分析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投入成本高，其中部分企

业对大数据时代的行业变革尚未形成全面深刻的认识，导

致只着眼于眼前利益，缺乏长期战略，创新改革的动力不

足。同时全员意识及对数字化转型的认同度不高，整个行

业的研发投入占比较低，专业数据人才较少，本行业人员

的数据素养还需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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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筑行业大数据建设分析探究

目前的建筑业大数据建设依旧处于初期阶段，数字人才

缺乏、结构复杂等问题普遍存在，建筑行业需要提高对大

数据领域专业知识的认识，加大数字化建设投入，利用分

布式存储、云计算、机器学习、区块链等数据处理技术，

贯穿建筑行业生命全周期。

2.1  建筑规划阶段大数据应用分析

建筑从业人员在规划阶段需要对工程以合理成本最低化

为原则进行管理。因此需要充分了解建筑内外部环境、政

策、技术、经济市场等方面需求，在此阶段，大数据可通

过自动识别、图像采集、爬虫、物联感知等技术手段收集

历史数据、现有数据以及实时数据[1]，使用机器学习、云计

算、自然语言处理等手段，为建筑项目的设计和规划提供

更加准确、科学的决策指导。比如在评估交通对于建筑设

计的影响时，可以通过收集建筑周边的交通状况，通过机

器学习的相关算法提前模拟交通状况；或者通过社交媒体

软件，通过文本数据挖掘技术收集民众对于建筑的态度与

意愿，帮助建筑师规划建筑形态。

2.2  建筑建造设计阶段大数据应用分析

建筑设计一般可分为策划设计、方案效果图制造与施

工图设计等阶段，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人与商业客户

的信息更加透明，由此建筑设计也逐渐向数字化与智能化

方向发展。在本阶段，建筑公司可根据以往的项目设计方

案、地区天气情况、历史建筑形态、客户消费习惯与行动

模式等数据提高建筑设计用户的满意度。同时，因大数据

技术的发展，新的设计理念也在不断涌现。比如“生态+科

技+创意”的仿生建筑，通过BIM技术融合各类大数据技术

对建筑结构进行自动优化；或者使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辅

助设计，自动完成装修、点位、管线等基础设计。

2.3  建筑施工阶段大数据应用分析

施工阶段作为建筑行业全生命周期的主体，在现场管

理中应充分使用大数据手段是非常必要的。在此过程中，

因建筑行业的分散作业特性，会产生海量的过程与行为数

据。数据技术不断提升，在施工场地可以通过各类传感器

全天候全方位的对施工过程进行监控。

随着工程的展开，建筑垃圾会不断产生，通过对施工现

场的实时监控，甲方可以随时监测建筑物料的消耗，通过

物料消耗的历史数据，准确预测物料需求，避免产生建筑

浪费，节约成本的同时减少建筑垃圾的产生。

生产安全无疑是施工阶段最受关注的环节，通过机器学

习、视觉图像分析等技术手段，统计出最容易发生安全事

故的场合与环境，帮助施工单位技术调整自己的安全政策

与工作方式，比如通过与天气有关的历史伤害记录，持续

关注天气状态，实现实时预警，保证工作人员安全；或者

对施工过程中的作业人员进行人像识别，实现安全帽佩戴

提醒、危险区域监控等。

时间成本在施工阶段也是重要的关注点之一，以往的

时间成本控制一般靠人力的计算与经验，现在大数据技

术给出了新的解决方案。通过收集各类作业的过程与行

为数据，通过相关算法尽可能的优化施工流程，提高工

作效率。

2.4  建筑装修阶段大数据应用分析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建筑装饰的关注程

度越来越高，从美观度逐渐向智能化方向发展。因此在

此阶段融合大数据技术，可以显著提高客户的居住体验。

比如楼宇自动化管理系统，通过感应器收集环境状态变化

信息，对建筑内HVAC、水、照明、温度、停车、消防、安

保、电梯、电力、燃气等数据进一步优化，提高用户的居

住体验。

2.5  建筑维护阶段大数据应用分析

作为建筑行业全生命周期的最后一步，此阶段主要负

责建筑物的使用保养和维护，确保建筑的正常使用，延长

建筑物的使用年限。通过大数据图像采集装备可以实时获

取建筑外观图像，通过大数据视觉分析算法，准确判断建

筑物的损耗程度，判断是否需要维护与修缮；同时可不断

收集建筑材料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的使用情况，比如一座大

桥，通过大数据去分析影响大桥寿命的各种指标，预测大

桥的最佳养护时间，延长大桥的寿命，生产更好的建筑物

料等；最后通过监测建筑物内的安全设施、消防设施以及

位置变化等数据监测建筑安全管理，提高建筑安全性。

3  建筑行业大数据思维人才建设

建筑行业的数字化人才缺口较大，研发投入较少，需进

一步提高从业人员的大数据素质，持续加强数字化思维转

变。历来的商业社会变革都是由生产工具推动思维方式转

变开始的，随着技术的进步，如果思维不能与时俱进，不

能跟随新技术的变革而转变的话，就会成为发展前进的阻

力。新思维将重新组织社会与各行各业的结构、文化、策

略，结合新技术开辟出新道路。目前人类社会数字化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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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正在加速，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

等新兴技术不断发展，这些技术不断推动着经济的数字化发

展，因此需要我们进行智能化的进行决策，具备大数据时代

的思维才能让我们从传统的行业模式中跳脱出来。

3.1  全局观念思维

作为建筑行业从业人员，要学会利用全部的数据而不是

依赖部分数据。牢固树立全局观念，比如传统的建筑商业模

式注重市场划分，通过不同的特征比如学历、职业、年龄进

行多维度划分，而在数字经济社会，大数据思维人才面对的

是每一个人，而不是某一类人，所以要用全局观念，将市场

细分到每个人，提供精准到个人的个性化服务。

3.2  开放包融思维

数字经济社会打破了传统建筑行业模式中的封闭和垄

断，新建筑从业人才必须具备开放、共享、合作的大数据思

维，打通建筑项目之间的信息流，加强各环节的有效沟通，

将各类分散信息进行高效串联。同时不仅要关注数据中的因

果关系，更多的是要关注数据之中的相关性，提高数据容错

率，强化包融思维。

3.3  趋势思维

数字经济加速传统建筑领域的更迭，建筑业大数据思维

人才更加关注相关性，因此也更容易实现通过大数据技术提

前预知事物发展趋势，比如在建材的选择上，可以通过相关

数据预测价格变化，更好的控制建筑成本，在多种环节，通

过大数据技术挖掘市场潜在价值。

3.4  创造性思维

建筑行业的创造性思维需要建立在大量同类型项目基础

之上，通过机器学习特征提取，总结发掘各项目的相关性特

点，从而形成自己的行业新思维。数据时代所带来的海量数

据提供给建筑从业人员充足的数据可以对建筑过程数据进行

多维度的解读和再利用，因此也更容易突破原有的思维框

架，重铸思维模式，更易产生创造性的想法和产品。

4  结语

综上所述，建筑行业的行业复杂度使得其大数据进程变

得缓慢，现如今的建筑业大数据应用处于分散不系统的局

面。在日后的发展过程中，行业应顺应大数据采集、存储、

分析、应用的生命周期全过程，建立大数据平台，提供行业

数据化的基础数据保障，实现数据采集安全可靠、数据存储

共联共享、数据模型规范统一、数据应用全面展开，提升建

筑信息化管理水平，支撑建筑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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