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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总承包施工管理，是承担项目施工管理的一项工作任务，此项工作涉及的要点、环节诸多，为了确保总承

办施工管理工作效率及质量的提升，需重视现代化科学技术在其中的应用。其中“BIM＋智慧建造”为总承包施工管理

工作提供了全新的思路方法，BIM 技术具有可视化、模拟性、协调性等特点优势，而智慧建造则有助于施工管理精细

化程度的提升。因此，本文以 BIM 技术的特点优势为切入点，进一步分析 BIM＋智慧建造在总承包施工管理中的具体

应用要点，希望以此全面提升总承包施工管理工作的效率及质量。 

[关键词]总承包施工管理；BIM 技术；智慧建造；特点优势；作用；应用要点 

 

近年来，在社会经济稳步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建设工程事

业呈现了较为快速的发展态势。值得注意的是，在建设项目施

工环节，受到现代化科学技术的影响，有必要与时俱进，树立

智慧建造理念，使建设项目绿色施工目标得到有效实现。与此

同时，由于 BIM 技术的可视化、模拟性、协调性以及可出图性

等特点优势鲜明，因此可联合使用 BIM 技术与智慧建造理念方

法，促进建设工程项目施工管理质量水平的全面提升[1]。此外，

总承包施工管理较为特殊，涉及的环节、要点诸多。由此可见，

从总承包施工管理工作效率及质量协同提升角度考虑，本文围

绕“BIM+智慧建造在总承包施工管理中的应用”展开分析研究

价值意义显著。 

1.BIM 技术的特点优势概述 

BIM 技术，即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其特点优势较多，具体

包括： 

（1）可视化。与二维 CAD 图纸相比，三维 BIM 模型能够

将各构件的关联性直观、形象地反映出来，BIM 技术具备的可

视化特点优势，可以把设计意图通过三维的方式展现出来，让

相关工作人员通过三维建造效果的查看，对构件信息进行查

阅，使建造过程失误问题减少发生，进一步提升建造效果。 

（2）模拟性。基于施工作业开展前期，通过 BIM 模型，

可对建设工程施工项目进行模拟，找出施工过程存在的缺陷问

题、隐蔽性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使实际施工过程相关问题避

免发生。 

（3）协调性。建设工程施工方较多，在施工作业开展前

提，通过 BIM 平台模型，可对各施工方案在实际施工过程的任

务、责任、目标进行模拟，明确各方主要责任之后，认真部署，

规范施工流程，使实际施工过程各方施工作业顺利、有序开展，

提升各方施工的协调性，进而提高施工质量安全效益[2]。 

2.“BIM＋智慧建造”在总承包施工管理中的具体应用要

点分析 

如前所述，BIM 技术特点优势鲜明。因此，在网络信息时

代背景下，从总承包施工管理工作质量水平提高角度考虑，需

重视“BIM＋智慧建造”在其中的应用。具体而言，主要应用

要点如下： 

2.1 了解项目基本信息及特点 

以国内某地区房地产开发项目为例，地块用地面积为 1.98

公顷，项目构成部分包括：  

（1）1-3#楼，①1#楼，即 1 栋，为商业楼，地上一共 3

层，总标高为 23.00 米，使用框架结构，为桩基＋承台基础结

构形式，抗震等级为三级，防裂度为 7 度，耐久年限为 50 年。

②2#楼，即 2 栋，为办公楼，地上一共 29 层，建筑高度为 107.75

米，结构为框架-核心筒结构，基础形式为桩基＋承台基础形

式，抗震等级为二级，防裂度为 7 度，耐久年限为 50 年；③

3#楼，即 3 栋，为公寓办公楼，地下一共 38 层，建筑高度为

138.80 米，结构为剪力墙结构，桩基＋筏板基础形式，抗震等

级为一级，防烈度为 7 度，耐久年限为 5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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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下车库一栋，面积为 37000m2，地下一共 3 层，为

框架结构，且为桩基＋承台基础形式，抗震等级为三级，防烈

度为 7 度，耐久年限为 50 年。 

（3）附属用房若干。 

从本项目的特点层面分析，由于施工区域环境较为复杂，

且施工场地比较狭小，因此施工场地协调工作难度较大，尤其

是在总平面图布置方面，存在较大的难度。在本项目 3 栋，13

层到 27 层采取的是铝合金模板，与木模板比较，在构件方面

较多，查找的难度较大。同时，对于项目部相关管理工作人员、

施工班组，均第一次与铝模施工接触，在组装方面潜在较大的

难度。在本项目 2 栋，采取的主要施工工艺为叠合板、装配式

楼梯，在施工吊装方面存在很大的难度，且构件定位比较困难。

在项目图纸方面，大多数为原理图，3 栋是精装修交付，其施

工图纸变更比较多，且参与施工方比较多，在项目协调方面存

在很大的难度。考虑到本项目工程诸多特点，为了提高施工效

益，在现场施工方面辅助应用了 BIM 技术，并结合智慧建造理

念方法。 

2.2“BIM＋可视化交底”要点 

在成立项目 BIM 小组的基础上，需及时开展项目建模相关

工作。期间，需认识到项目 BIM 应用的效果，会受到 BIM 模

型精度、信息承载量等要素的影响。对此，本工程项目经过深

入分析研究，明确了 LOD350 建模精度，然后制定出完整的项

目部 BIM 实施方案，在对 BIM 实施细节进行详细规划的基础

上，使项目实施效果得到有效保证。BIM 小组在对 AUTODESK

平台加以利用的基础上，使建筑、结构、机电、幕墙、精装修

模型得到有效完成。与此同时，以项目的实际情况为依据，对

项目场地布置模型、铝膜模型、叠合板模型、钢筋模板脚手架

模型进行构建。总体而言，在确保制度的完善、三维模型充足

精细的基础上，才能够使 BIM 的应用效果得到有效提升[3]。 

在局部整合模型方面，需在完成项目模型构建之后，对三

维模型加以应用，发挥其高可视性优势，通过三维模型交底，

得出比二维图片文字交底更直观、形象的展示效果。比如，在

项目铝膜交底环节，基于构件进场组装之前，由于部分项目工

作人员对铝膜施工工艺不够熟悉，因此需发挥 BIM 小组的作

用，对铝膜虚拟样板进行构建，然后对云平台电脑端手机端加

以应用，由相关项目管理工作人员进行查看，并做好交底工作。

在后期，考虑到交底实施效果能够得到有效保证，BIM 小组需

对标准层铝膜模型进行构建，对 Compser 加以利用，使互动式

交底文档有效生成出来，然后把文档转化成 EXE 格式之后，

相关施工人员不需要安装软件，便可以对互动式交底作业书进

行查看，使施工工作人员在交底文档方面的学习积极性得到有

效提升。 

考虑到重点管控区域施工精准性的提升，同时提升交底的

互动性，对于项目部需对 AR 增强现实技术合理利用，然后做

好技术交底工作。对于增强现实技术来说，可以对摄影机摄像

的位置、角度实时计算，且该技术支持图像、视频、3D 模型

等多项功能，可以在屏幕当中将虚拟世界的事物具象化，形成

互动。因此，项目部可对增强现实技术充分利用，并利用基于

增强现实技术的传送门软件，通过智能手机，可使 AR 沉浸式

机房混合现实体验得到有效实现，主要实现流程为：①由项目

BIM 小组将模型构建好，然后将 unity 软件导入，完成编程处

理，导出 APK 手机端，然后安装；②基于手机端，将软件打

开，对摄像头进行激活处理，进一步基于主体结构利用摄像头

进行扫描处理；③点击地面，放置没有建造的机房模型，手持

移动端，然后进行自由移动；④进入机房之后，对机房效果进

行浏览；在对机房细部进行浏览观看的基础航，确保后期安装

过程中，各阀门部件连接顺序正确、达标，使各专业交叉矛盾

问题避免出现[4]。 

2.3“BIM＋施工模拟”要点 

对 BIM 虚拟建造功能加以应用，然后完成施工模拟建造工

作任务，期间需选取质量与性能优良的施工机械设备、材料、

施工方案等。基于前期项目临建搭建过程中，因施工场地存在

一定的限制，因此处于办公区域当中，需对非标准施工板房加

以应用。施工板房选取过程中，BIM 小组需将 BIM 集装箱模型

提前构建完好。比如，在采光、光控照明计算过程中，需对原

来标准样式的门窗尺寸比例加以改进，让每天开灯时长下降大

概 2 小时，在灯光采光时长得到有效缩短的基础上，使节电的

效果得到有效提升。 

2.4 自然采光计算要点 

由于本工程项目施工现场比较狭小，一些施工建筑材料在

1 栋堆放，安全隐患问题突出，对此需对 BIM 模型加以应用，

对火灾烟雾蔓延规律进行模拟，将火灾隐患查找出来，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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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建筑烟气蔓延、温度场对逃生的影响展开重点分析，然后对

人员疏散路径、逃生口进行合理科学设置，并对现场材料堆放、

消防器材放置等细部工作进行规范指导，在展开现场消防演练

活动的基础上，提出相关改进建议。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人员

疏散模拟，需把整体人员逃生的时间控制在 100 秒范围内，使

现场人员逃生能够控制于火势蔓延前期，以此使施工现场的安

全性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 

在 2 栋楼，施工采取了叠合板施工工艺与装配式楼梯施工

工艺，因施工吊装的难度比较大，且在构件定位方面存在一定

的难度。对于项目部而言，需对 BIM 技术加以利用，对叠合板

堆放位置、吊装路径进行提前模拟，使构件吊装的规范性得到

有效提升。此外，考虑到项目领导能够对项目进度实时了解，

可利用大疆无人机，通过定航线拍摄的方式，对项目吊装工艺

进度进行全面观察。 

2.5“BIM＋总承包协调管理”要点 

由于本项目分包单位较多，在协调管理方面存在很大的难

度，考虑到项目部各参与方能够实现协调运行，有必要对 BIM

智慧工地云平台进行构建，使总承包技术、质量、安全、进度、

生产模块各项管理目标得到有效实现。在各平台模型共享与信

息共享的支持下，使工作传输的效率大大提升。 

在智慧宫底安全管理系统方面，结合了现场监控、环境监

测系统、升降机系统以及塔吊管理系统等，可对设备运行状态

进行实时监控，并将设备运行信息反馈出来。针对采集获取的

数据，集成于云平台总体看板之上，可统计分析设备运行情况。

对于管理者，通过智能手机端、计算机电脑端，可对操作设备

进行查看，使安全风险降低，使设备管理流程有效优化，进一

步促进投资回收率的提升。 

需认识到的是，在质量管理过程中，需合理控制质量整改

率。项目部在质量检查工作开展期间，需对智慧平台手机端、

客户端加以利用，将施工现场查找出来的问题，通过智能手机

端上传到 BIM 智慧工地云平台当中，数据则存储于计算机电脑

端当中，然后通过数据集成汇总，由项目部制定合理科学的考

核方法，每个星期闭环质量问题，并做好人员奖惩工作。在此

基础上，可使项目管理流程得到有效简化，使劳务分包互相推

卸责任等问题避免出现，进一步促进管理工作效率的全面提

升。 

对于传统纸质技术资料，在传递方面难度较大，并且收发

不够便利。因此，项目部可对云平台客户端加以应用，整合上

传纸质版资料，然后和模型信息相结合。基于移动端，使模型

浏览、技术交底、现场变更、材料统计等功能有效实现，以此

提高资料传递、整合工作效率，进一步提升现场办公质量水平。

与此同时，对项目平台合理应用，做好方案报批工作，由项目

管理工作人员通过网页端，对项目方案报审流程情况进行查

看，在简化报审机制的基础上，移动端可对报审结果进行查看。

企业方面，对管理平台加以应用，可了解企业项目方案报审统

计、管理情况，使企业方案管理工作的质量水平得到有效提升。 

对于传统生产信息来说，在记录媒介、格式方面不够统一，

通常采取口头询问方式，或者会议记录方式。对此，项目部通

过 BIM 云平台的应用，使项目现场生产进度管理流程更具规范

性。并利用平台的大数据分析功能，在积累项目生产进度管理

数据的基础上，对积累数据加以应用，使项目生产管理工作顺

利开展，对施工日志详细记录下来，以此使精细化管理工作目

标得到有效实现。 

3.结语 

综上所述，BIM 技术的特点优势鲜明，包括可视化、模拟

性、协调性等特点优势。因此，在网络信息时代背景下，为了

提升总承包施工管理工作的效率及质量，则需重视“BIM＋智

慧建造”在其中的应用，即结合总承包施工管理项目的基本情

况、特点，把控好可视化交底、施工模拟、自然采光计算、总

承包协调管理等工作要点，在全面提升总承包施工管理工作质

量的基础上，进一步为建设工程项目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协

同提升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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