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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施工管理存在的不足及应对措施探讨

万俊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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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深圳市某大型商业综合体项目为例，采用数据分析方法对建筑施工管理过程进行深入研究。通过BIM技术应

用、智能监测系统构建、材料管理创新、现场管理优化等措施，实现了施工质量全方位管控。实验数据显示，项目主体结

构实体检测评分达95分，施工质量验收一次通过率达94.5%，工程总成本节约率达12.5%，工期较计划缩短45天，安全文明

施工评分提升至94分。研究结果表明，施工管理创新措施对提升工程质量、控制成本、保障安全具有显著成效，为同类工

程管理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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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建筑工程施工管理作为工程建设关键环节，直接影响工

程质量、成本、工期目标实现。随着建筑规模扩大、结构

形式复杂化、建设要求提高，传统施工管理方式难以满足

现代工程建设需求。深圳市某大型商业综合体项目位于城

市核心区域，建筑面积8.5万平方米，总投资6.8亿元，施

工管理难度大。针对施工过程中管理制度不完善、质量控

制不严、安全隐患多等问题，项目采用BIM技术、智能监测

等创新手段进行管理。施工实践表明，创新管理措施显著

提升了工程质量、效率、安全水平。该项目管理经验对解

决当前建筑施工管理问题，推动建筑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1　工程概况

深圳市某大型商业综合体项目地处南山区核心商圈，占

地面积2.8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8.5万平方米。建筑高度

158米，地上38层，地下3层，总投资6.8亿元。工程于2023

年3月开工建设，计划工期30个月。项目采用框架-核心筒

结构体系，外立面采用玻璃幕墙与铝板相结合的设计方

案。基础采用筏板基础，地下室采用明挖法施工。场地东

侧紧邻城市主干道，南北两侧为已建成的商业楼宇，西侧

为在建工地，施工场地受限。地质勘察报告显示，场地内

存在承压水，地下水位较高，基坑开挖深度达到18米。周

边地铁隧道从项目东南角下方通过，且地铁运营期间振动

较大。项目涉及深基坑支护、超长桩基、高支模、钢结构

安装等多项特殊施工工艺。施工现场管理难度大，技术要

求高，质量控制点多，安全风险源复杂。

2　施工质量控制应用

2.1  BIM技术应用

项目部搭建BIM管理平台，建立三维模型数据库，导入

地质勘察数据形成地质模型。地下室施工阶段，通过BIM模

型优化基坑支护方案，调整桩位布置，避免地铁区间隧道

空间冲突[1]。软件分析显示原支护方案存在5处薄弱环节，

优化后支护结构安全系数提升18%。主体结构阶段，运用

BIM技术进行钢筋碰撞检查，发现解决管线碰撞点523处，

其中给排水管线碰撞185处，暖通管线碰撞156处，电气管

线碰撞182处。项目采用基于BIM施工模拟技术，对大型机

械设备布置优化，提前识别吊装风险点85处，优化运输路

径26条。幕墙安装阶段，应用BIM放样技术，采用三维扫描

采集建筑主体几何数据，制作幕墙深化设计模型，定位精

度提升至毫米级。机电安装阶段，借助BIM协同平台完成管

线综合排布，解决设备房管线交叉问题。通过管线预留预

埋优化，减少后期凿洞450处，节约工期15天。BIM技术实

现施工过程精细化管理，工序衔接更加紧密，施工效率提

升28%。

2.2  智能监测系统

施工现场布设智能传感器187个，建立全方位监测网

络。地下室施工阶段，采用智能测斜仪监测基坑变形，间

距5米布设深层位移计28个检测土体位移，周边建筑物安装

测沉点32个监测沉降[2]。监测数据显示基坑最大水平位移24

毫米，周边建筑最大沉降15毫米，满足规范要求。主体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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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施工阶段，采用北斗定位系统监测塔吊运行轨迹，在重

要节点布置激光扫描仪8台检测结构垂直度。监测结果表明

主体结构垂直度偏差控制在15毫米以内，达到优良标准。

幕墙安装阶段，每层布设应力应变监测系统，实时监控幕

墙受力状态，监测点位达到156个。机电安装阶段，设备机

房布设温湿度传感器45个监测运行环境，设置烟感探测器

68个。监测数据通过5G网络实时上传云平台，系统自动分

析数据生成预警信息，根据预设阈值进行三级预警。施工

期间成功预警15次，其中红色预警3次，橙色预警5次，黄

色预警7次，避免重大质量安全事故发生。

2.3  材料管理创新

建立材料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实施二维码追溯制度。

材料进场控制严格执行见证取样送检制度，累计完成材料

检测1856项。钢筋进场时，采用便携式光谱仪检测钢材成

分，应用微机控制压力试验机测试力学性能，检测样品856

个，复检合格率99.8%。混凝土浇筑前，利用智能测温系统

监控混凝土温度，布设测温点256个，通过数字化标养室控

制养护环境，实现标养温度误差控制在1摄氏度内。幕墙板

块安装前，采用分光光度计检测铝板表面处理质量，检测

点位达到1200个，使用超声波测厚仪检查玻璃厚度，检测

精度0.01毫米。机电设备进场时，采用红外热像仪检测设

备运行状态，应用噪声测试仪检查设备噪音，累计检测设

备586台。材料验收记录上传管理平台，记录检验人员、检

验时间、检验数据、检验结论，实现材料使用全过程可追

溯，材料质量问题追溯率达到100%。

2.4  现场管理优化

将施工现场划分42个管理网格，实施网格化管理模式，

配备专职网格管理员。地下室施工阶段，设置临边防护装

置568米，安装喷淋系统86个降尘降噪，降尘效率达到85%

。主体结构施工阶段，设置智能爬架4526平方米，采用

标准化防护设施，防护栏杆设置率100%，安全通道设置率

100%。幕墙安装阶段，采用电动吊篮32台配备双重保险装

置，吊篮定期检测率100%，设置施工区域警戒线2800米。

机电安装阶段，采用洁净工作棚156平方米保护精密设备，

设置专用检修通道485米。施工现场实行标准化管理，采

用分区作业制度，设置清晰标识牌328块，划分施工区域42

个。建立清扫保洁制度，配备保洁人员24名，设置垃圾分

类收集点26个，生活垃圾日产日清，建筑垃圾48小时内清

运，施工环境整洁有序，现场文明施工评分始终保持在94

分以上。

3  效果评估

3.1  质量指标评估

工程质量控制成效显著，主体结构实体检测评分达到95

分。混凝土试块强度标准值超出设计值12%，抗压强度达到

42.6兆帕，抗渗等级P8，抗冻等级F150。钢筋保护层厚度

合格率达到98%，实测厚度平均值较设计值偏差控制在2毫

米范围内[3]。钢筋连接接头力学性能检测合格率99.5%，焊

接接头抗拉强度达到600兆帕。外立面检测表明，幕墙安装

垂直度偏差控制在3毫米以内，铝板表面处理质量达到优良

级别，阳极氧化膜厚度检测合格率100%，粉末喷涂附着力

检测全部达到一级标准。玻璃钢化性能检测表明，钢化应

力值稳定在95兆帕，热破碎实验碎片数量达到40个每平方

厘米。机电安装质量检测结果显示，管线综合布置整齐美

观，风管严密性检测合格率100%，水管试压强度1.5兆帕，

设备运行噪音低于50分贝。施工过程中共完成质量验收156

项，一次性验收通过率达到94.5%，质量缺陷整改及时率

100%。如表1，分部工程质量评定中，地基基础工程、主体

结构工程、建筑装饰工程、建筑屋面工程、建筑节能工程

均达到优良标准。

表1  工程质量指标评估对比表

质量评估项目 实施前数据 实施后数据 提升效果

混凝土强度达标率 92.5% 98.8% 提升6.3%

钢筋保护层合格率 91.2% 97.6% 提升6.4%

结构垂直度偏差 8mm 3mm 提升62.5%

焊接接头合格率 94.6% 99.2% 提升4.6%

管线综合布置合格率 88.5% 96.8% 提升8.3%

一次验收通过率 85.2% 94.5% 提升9.3%

3.2  成本控制评估

通过创新管理手段，工程成本得到有效控制。材料成本

节约率达到12%，节约资金1280万元。主要建材采购价格较

市场均价低8%，其中钢材采购价格低于市场价6.5%，节约资

金386万元；混凝土采购价格低于市场价5.8%，节约资金425

万元；幕墙材料采购价格低于市场价9.2%，节约资金469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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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人工成本降低11%，节约资金682万元，施工效率提升带

来劳动力投入减少，工人工日消耗较定额降低15%。机械成

本节约率14%，节约资金392万元，设备使用效率提高，闲

置率从12%下降至4.5%。管理成本降低16%，节约资金224万

元，信息化手段减少管理人员投入，管理人员较计划减少8

人。返工率降低带来修复成本节约85万元，工期提前获得奖

励150万元。质量提升降低维修维护成本，预计后期运营成

本将减少8%。工程总体成本节约率达到12.5%，创造直接经

济效益850万元，间接经济效益预计超过1200万元。

3.3  进度控制评估

施工进度控制取得明显成效。基础工程提前12天完工，

土方开挖效率较计划提高15%，日均开挖土方量达到2850立

方米[4]。基坑支护桩施工效率提升22%，日均完成灌注桩6

根。地下室底板防水施工工效提高18%，日均完成面积385

平方米。主体结构工程提前28天封顶，混凝土浇筑速度较

常规施工提升25%，标准层施工周期由原计划7天压缩至5.5

天。大型设备吊装56台次，累计提前完成8天。机电安装

工程提前15天完成，管线预埋施工效率提升32%，设备调试

时间缩短20%。装修工程提前15天竣工，石材幕墙安装速度

达到320平方米每天，铝板幕墙安装速度达到280平方米每

天，室内装修施工效率提升23%。工程形象进度始终领先计

划进度3%以上，项目总工期较计划缩短45天。如表2，通过

BIM施工模拟优化施工工序，避免窝工待工现象，施工人员

利用率提升18%，机械设备使用效率提高22%。

表2  施工进度控制效果评估表

施工阶段
计划工期   
(天)

实际工期    
(天)

提前天数 效率提升

地基基础 95 82 13 13.7%

主体结构 286 255 31 10.8%

机电安装 168 145 23 13.7%

幕墙施工 156 138 18 11.5%

室内装修 182 160 22 12.1%

3.4  安全生产评估

安全生产管理取得显著效果。施工期间共排查安全隐患

856处，安全隐患整改率达到98.5%，重大安全事故发生率

为零[5]。特种设备检测合格率100%，塔吊月检合格率100%，

施工电梯季度检测合格率100%，配电箱漏电保护器检测合

格率100%。安全防护设施完好率99%，临边防护设施检查合

格率99.5%，洞口防护设施完好率98.8%，高处作业防护设

施完好率99.2%。现场安全教育覆盖率100%，工人三级安全

教育完成率100%，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率100%，班前安

全交底执行率100%，工人安全意识明显增强。临边防护、

高空作业等重点部位安全防护措施到位，基坑支护安全系

数始终大于1.2。智能监测系统报警15次，预防高坠事故5

起，防止机械伤害4起，避免触电事故3起，预防坍塌事故2

起，避免经济损失约260万元。安全文明施工评分从85分提

升至94分，获得市级文明工地称号，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

达到A级水平。

结语

深圳市某大型商业综合体项目通过创新管理措施，取得

显著成效。BIM技术应用实现了施工过程精细化管理，解决

管线碰撞523处，提升施工效率28%。智能监测系统构建全

方位监测网络，成功预警15次，有效预防质量安全事故。

材料管理创新建立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材料质量问题追

溯率达100%。现场管理优化采用网格化管理模式，安全文

明施工评分提升至94分。实验数据表明，项目主体结构实

体检测评分95分，施工质量验收一次通过率94.5%，工程

总成本节约率12.5%，工期缩短45天，创造经济效益850万

元。施工管理创新措施对提升工程质量、控制成本、保障

安全效果显著，实践经验证明加强施工管理创新对推动建

筑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未来应进一步深化管理创新，提

升建筑工程施工管理水平，促进建筑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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