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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现代化社会的飞速发展，建筑业日益重视建筑工程施工中的安全管理。由于建筑安全事
故时有发生，危险行为预警方法在建筑工程施工领域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传统的施工危险预警方法
主要依赖于施工人员的经验判断，这不仅增加了工作量，而且容易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存在漏报等
问题，预警效果不佳；并且传统方法对施工现场的部分危险因素监测不及时，无法全面反映整个施工
现场的安全状况。为解决上述问题，获得更优异的预警效果，本文以建筑工程施工危险行为预警为研
究对象，运用物联网技术，结合实际情况进行深入研究与分析。 
[关键词] 物联网；建筑工程；预警方法 
 
 
Early warning method of dangerous behavior in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Internet of Things 
Du Zhenjiang 

Xinjiang Kunlun Engineering Consulting and Management Group Co.，LTD.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dern society，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pays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safety management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Because construction safety accidents occur from 
time to time，the dangerous behavior warning method is more and more widely used in the field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The traditional construction danger warning method mainly depends on the experience of 
construction personnel，which not only increases the workload，but also is vulnerable to the influence of human 
factors，some problems，the warning effect is not good；and the traditional method does not monitor some risk 
factors in the construction site，cannot fully reflect the safety situation of the whole construction site.In order to 
solve the above problems and obtain more excellent early warning effect，this paper takes the early warning of 
dangerous behavior in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as the research object，uses the Internet of things technology，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to carry out in-depth research and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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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国存在许多中小型民营企业，这些中小型企业对我国经

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不仅解决了人员的就业问

题，也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当前，我国城镇化进程正

在持续地加速，各地建设项目的数量和规模都在稳步增长。随

着建筑功能的增加，人们对建筑物的使用安全也越来越重视，

从而对建筑物的防火水平也有了更高的要求。由此可见，建筑

工程施工和互联网技术的结合是时代发展之下的一定趋向，在

此环境下，强化物联网技术在建筑工程施工中的运用探究有助

于更深层次地提升物联网技术的实际应用价值。 

1 物联网概述 
物联网又叫传感网，它可以将实质上的对象和信息相互联

系在一起，并根据各种信息采集装置采集的对象的各种信息，

以繁杂的运算方式对物体信息做更深层次的处理，然后按照约

定协议接入互联网，从而达到信息交换和通信的目的，最后以

网络形式完成智能化识别、定位、追踪、监控、管理等功能。

在一定意义上来说，物联网技术就是互联网理念与模式的扩

展，它扩张到了物理世界中，并在两个维度上实现了信息交换

和通信。 

从技术上讲，物联网技术由三大部分组成，分别为传感网

络、传输网络及应用网络。传感网络是指用感知设施进行物体

识别的网络。拥有物体识别能力不仅是物联网和互联网的一个

主要区别，更是促进当前物联网技术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

一。传输网络根据网络技术传输数据信息。应用网络对这些数

据信息进行加工处理。 

物联网和互联网具有本质区别。虽然二者在原则方面有某

些相同点，但是，物联网把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进行了有效融

合，互联网完全就是虚拟世界。要做到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

结合，需要保证物理世界的对象可以生成数据信号、感知设施

负责数据信号的收集，以及按照不同对象数据信号分配类别、

智能化处理。在这个期间，电子标签识别系统占据了统治地位，

它可以给各类对象打上标记，也就是建立电子标签，物理世界

里各种对象都有独自的电子标签，才可以进一步从系统中得到

数据信息，同时实现信息的处理和全面运用。 

2 施工危险行为预警 
2.1 施工危险行为图像采集及预处理 

为了精准获取施工危险行为图像，运用物联网技术进行布

控采集。在物联网架构下，各个传感器节点通过相互连接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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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中的其他节点通信，共同形成一个无线传感网络。将节点

采集的图像传输到控制站中，但是图像在网络层传播过程中会

产生噪音，使得采集到的危险行为图像的质量难以满足设计要

求。所以，需要对图像进行预处理。对图像中的危险行为特征

进行分类识别。通过使用三维卷积方法，对输入的多帧图像样

本进行训练后得到三维图像特征。 

2.2 建筑工程危险行为实时预警 

对危险行为特征进行分类识别后，结合施工现场中的实际

传感器数据，划分出需要进行施工活动预警的区域。运用越界

预警的方法，当施工人员的行动轨迹越过警戒线时即划定为施

工中出现危险行为。 

3 信息化的建筑工程管理挑战 
3.1 技术挑战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创新，信息化技术在建筑工程管理

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和发展。然而，这也带来了技术更新迅速的

挑战。新的技术层出不穷，旧的技术很快会被新的技术取代。

这对建筑工程管理者来说意味着需要不断学习和熟悉新的技

术，以保持与时俱进。同时，也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资源来

更新和升级已有的信息化系统，以满足新技术的要求。另一个

技术挑战是技术应用的难度较大。尽管信息化技术在建筑工程

管理中的应用已经取得了许多成果，但是信息化技术大多都是

基于计算机和网络，对于一些缺乏技术基础和资源的企业和个

人来说，技术应用可能存在一定困难。而且不同的建筑工程项

目具有不同的特点和需求，因此需要针对性地选择和应用信息

化技术。如何选择和应用合适的信息化技术，需要对技术进行

深入理解和分析，这对非技术人员来说可能会比较困难。 

3.2 人才挑战 

在信息化背景下，建筑工程管理对于信息技术人才的需求

急剧增长，信息化在建筑设计与施工、项目管理、运维等各个

环节都有广泛的应用，因此需要具备相关技术和知识的人才来

驱动和支持这些应用。例如，需要具备计算机辅助设计（CAD）

技术和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的设计师、熟悉施工管理软

件和监控系统的施工人员、具备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的

运维人员等。在信息化背景下，建筑工程管理对于人才的素质

要求不仅仅是专业技术能力，还应具备更广泛的能力和素质。

建筑工程管理需要具备信息化相关的知识和技能，能够熟练运

用各种信息化工具和技术；建筑工程管理需要具备跨学科的综

合素质，能够在多领域的合作中协调沟通，并具备团队合作和

项目管理的能力。 

3.3 管理与协同挑战 

信息化技术的广泛应用改变了建筑工程管理的传统模式，

对管理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对于传统管理者而言，要

适应这样的变革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和培训，同时管理者也应

具备良好的信息化思维和能力。信息化背景下，建筑工程管理

还面临着跨部门协同难度增加的挑战。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应

用，建筑工程项目不再以传统的线性流程进行，而是通过数据

共享和协同工作的方式进行。这就要求不同部门之间进行更加

紧密的协同和合作。然而，由于各部门信息系统的独立性和数

据孤岛现象，导致跨部门协同的难度增加。不同部门之间的数

据无法实时共享和交流，信息流通和决策协调存在一定困难。 

4 基于物联网的建筑工程施工危险行为预警方法 
4.1 物联网传感器构建的工程感知网络 

信息、数据的感知，是实现智慧城市管理以及建筑工程管

理的重要基础。相较于传统建筑工程管理信息的获取方式，物

联网传感器提升了信息感知的范围和全面程度，为建筑工程管

理信息化提供了多方面的数据支持，而这些建筑信息数据也会

作为智慧城市管理中的重要数据内容，从而全面提升智慧城市

管理决策的准确性与可靠性。在此过程中，通过在建筑工程现

场布置温湿度传感器、光照、运动等类型的传感器，从而构建

较为完整、全面的工程感知网络，使建筑工程管理信息化平台

能够准确、全过程的感知建筑工程现场出现的各种变化。及时

收集数据的同时，将其快速传输到云平台进行处理和分析，在

保证完成现场监控效果的同时，为建筑工程管理提供准确的数

据决策支持。而智慧城市可以利用建筑工程感知网络进一步收

集详细的建筑工程信息，从而在智慧城市建设和管理的过程

中，运用相关的信息实现城市的智能数字化管理。例如在对建

筑结构监控的过程中，利用物联网传感器可以全面收集建筑结

构的振动、位移、表面病害等情况，及时发现建筑工程的质量

问题并进行主动修复，为建筑的可持续运行提供可靠的保障。 

4.2 火灾识别预警系统 

物联网技术可以通过部署智能传感器网络来实时监测环

境中的温度、烟雾、气体浓度等指标。传感器可以分布在建筑

内的各个区域，甚至可以安装在设备和电路板上，系统对传感

器获取的数据进行实时分析和模式识别。通过机器学习、数据

挖掘等技术，系统可以学习火灾爆发时的特征模式，以区分正

常情况和火灾事件，这样可以减少误报，提高火灾识别的准确

性。物联网技术可以实现对火灾识别预警系统的远程监控与报

警。当系统检测到火灾风险时，可以通过物联网平台向消防部

门、建筑管理人员和居民发送实时警报信息，同时还可以触发

其他自动应急措施，如启动喷水系统、关闭通风设备等。例如：

当系统发出火灾警报时，可以自动关闭建筑内的电梯、启动应

急照明系统、开启紧急通道等，以确保人员安全疏散和火灾扑

灭工作的顺利进行。除此之外，物联网技术还可以对火灾识别

预警系统进行远程诊断和维护，系统管理员可以通过物联网平

台远程监控设备运行状态和诊断故障原因，并进行远程维护和

更新软件程序，以确保系统长期稳定运行。 

4.3 BIM 技术的深入应用 

BIM 技术可谓是建筑工程管理信息化的核心。BIM 技术的

信息集成化、可视化优势，使其可以快速、简便、准确地展示

建筑工程数据，即便是在专业不同的情况下，也能够利用可视

化的优势，提升建筑工程信息的理解程度。因此，相关人员应

当进一步探索 BIM 技术的深入应用。在实现信息集成、协同管

理的过程中，保证建筑工程的设计、施工、运营过程的信息一

体化和互通性，为实现智慧城市管理目标打下良好的系统基

础。首先，需要进一步提升 BIM 技术的仿真与可视化水平，在

虚拟环境中构建更加真实的建筑工程模型，以便于从工程管理

实践、智慧城市管理的角度，确保不同专业能够依据建筑工程

模型展开多专业协同管理。例如，在建筑工程模型构建的过程

中，打造更加真实的建筑外墙纹理模型，使其可以真实反馈外

墙在太阳辐射下的反射、吸收情况，从而评估外墙的隔热、吸

热能力。并协同建筑能耗管理，模拟建筑在各种运行环境下的

节能表现，提升能源管理的准确性。其次，应当进一步建立统

一的 BIM 数据标准。基于智慧城市管理的要求，确定 BIM 数据

的标准以及相互操作的规范，从而确保不同软件、建筑管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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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之间的数据交换和协同管理，进一步保障建筑工程管理信息

化的协同水平，使其能够深入应用到智慧城市管理的各个角落

中。此外，应当基于数字孪生体技术，实现建筑工程运营、维

护的智能化，全面监测建筑工程运行的状态，以便于准确掌握

建筑工程数据信息，为提升建筑工程的寿命、运营效益打下良

好的基础。 

4.4 实时监测智能建筑 

在危险动作的识别检测方面，该方法也展现出了显著的效

果。通过对危险区域进行划分，进一步提高了预警危险行为的

准确性。此外，为了能够给工作人员提供更为及时的预警信息，

需要对预警所需时间进行分析。现今，物联网技术已深度渗透

到现代社会的各个角落，各类关键区域均布设了精密的网络感

应装置，持续监控消防路径和设施动态。在构建智慧城市消防

管理系统的过程中，设计者需全面考虑当前城市管理与建设的

整体框架，将各种尖端科技手段与实时更新的城市信息融合，

高效捕捉城市火灾隐患的源头、消防设备的工作状况、火灾事

件的演变轨迹以及潜在损失等关键数据；借助大数据分析和人

工智能技术，对频繁发生的此类事件进行深入剖析。该系统不

仅有即时响应和处理能力，还能积累宝贵的数据，为应急处置

提供强有力的数据支持和决策依据。 

物联网技术驱动下的智慧建筑消防工程在当今社会已展

现出前所未有的效能，为决策者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资源。尤其

在防火检查这一关键环节，亟须将信息技术与消防业务实践深

度融合，构建一个立体且无遗漏的火灾预防综合体系，从而有

力推动社会火灾防控能力的整体提升，推动消防工程从传统的

消防模式迈向现代科技引领的消防新时代。 

结束语 
本文深入研究了基于物联网的建筑工程施工危险行为预

警方法。通过该方法可以在施工过程中提前预测事故发生的可

能性，减少事故的发生，保障施工安全。本文利用物联网技术

实现信息空间和管理空间的高度融合，进而捕获施工现场的危

险源动态，监控和分享相关施工信息。基于物联网的建筑工程

施工危险行为预警方法具有更高的准确度，能够有效地解决传

统预警方法存在的问题，提高施工安全预警的效率。通过本次

研究，可针对已经发生的施工危险行为，加强应急响应，以最

大程度地减少事故损失。相关企业通过基于物联网的建筑工程

施工危险行为预警方法的应用，能够有效提高施工安全水平，

今后将针对这些问题加以完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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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环境变化带来的考验。以超高性能混凝土（UHPC）为例，

它以其卓越的强度和韧性，抗压能力远胜于常规混凝土，并拥

有出色的抗渗和抗冻性能，适合用于对强度和耐久性要求极为

严格的工程。同时，轻质高强度混凝土作为一种新兴材质，以

其质轻、强度大、保温隔热效果显著的特点，在高层建筑和特

殊构造中得到了广泛运用。 

5.2 自动化与信息化在混凝土施工中的应用 

现代施工技术正经历一场革命，借助自动化与信息化的融

合，使得混凝土施工的效率与品质得到显著提升。依托于机器

人技术、智能算法、海量数据及物联网技术的持续进步，这些

高科技手段在混凝土施工领域的应用前景广阔。譬如，智能化

混凝土浇筑技术的运用，能够依赖机器人的精准控制，精确控

制混凝土的下料量和流速，从而降低人工操作的失误率，实现

施工效率与精度的双重提升。同时，智能化的混凝土搅拌装置

和自动化的配送体系亦在逐步推广，它们能够通过传感器实时

监测搅拌情况，自动调整混凝土的配比与水分，保障混凝土质

量的一致性。 

5.3 环保与可持续发展要求对混凝土施工的影响 

在国际社会对可持续发展的呼声越来越高的今天，环境保

护观念在建筑业中的普及与运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包括混凝土

工程在内。在混凝土制造中，水泥用量巨大、能耗高、CO2 排

放量大，产生巨大的生态压力。所以，在确保混凝土的品质与

使用寿命的前提下，降低其对周围的环境污染，是今后混凝土

建设中需要解决的问题。首先，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使用

环境友好的混凝土材料。目前，国内外学者已将目光转向采用

低碳化、低污染的地粉煤灰、矿渣、天然矿物等，以期在减少

CO2 排放量的同时，提高其耐久及抗渗性。其次，对混凝土结

构进行了节约能源和减少排放的研究。比如，对混凝土的搅拌

过程进行了优化，从而达到了节能降耗的目的。采用先进的养

护工艺降低了混凝土的干燥收缩及开裂，达到提高结构使用年

限，降低维修与改建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结论 
在当今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的混凝土生产正逐步由过去的

人工作业、单纯的机械作业向智能化、自动化和环保的发展。

随着绿色、可持续发展观念的深入人心，建筑业不仅要考虑到

自身的功能性要求，还要考虑到对生态环境、对资源的有效利

用。随着新材料的研发与使用，对提高工程质量、延长建筑寿

命、减少环境污染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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