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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现代土木工程向着更高、更大、更复杂的方向发展，施工过程的管理难度不断增加。各
专业之间都需要更为先进的管理手段。BIM 技术以其三维可视化、信息集成性等独特优势，逐渐成为
土木工程施工过程协同管理研究的热点，对提升施工管理水平具有深远意义。基于此，以下对基于 BIM
技术的土木工程施工过程协同管理策略进行了探讨，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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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ollaborative manage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process 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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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ivil engineering in the direction of higher，larger and more 
complex，the management difficulty of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is increasing.There is a need for more advanced 
management tools among the various professions.With its unique advantages such as three-dimensional 
visualization and information integration，BIM technology has gradually become a hot spot in the research of 
collaborative manage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process，which is of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the level of construction management.Based on this，the following discussion discusses the collaborative 
management strategy of civi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process based on BIM technology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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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土木工程施工领域，项目规模日益庞大，施工过程涉及

众多参与方和复杂的工序流程。传统的施工管理方式面临着诸

多挑战。BIM（建筑信息模型）技术的出现为解决这些问题带

来了新的契机，它能够整合施工过程中的各种信息资源，为实

现高效协同管理提供有力支撑。 

1、BIM 技术对土木工程施工协同管理的重要性 
1.1 提高信息共享效率 

在土木工程施工中，众多参与方如业主、设计单位、施工

单位、监理单位等需要频繁地进行信息交流。传统方式下，信

息分散在各个部门，以不同的格式存在，导致信息共享效率低

下。BIM 技术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局面。BIM 模型是一个包含建

筑几何信息、材料信息、施工进度信息等多维度的数据库。所

有参与方都可以基于这个统一的平台获取和更新信息。例如，

设计单位可以将设计变更及时反映在 BIM 模型中，施工单位能

立即查看变更内容及其对施工的影响。而且，BIM 技术支持多

种数据格式的交互，方便不同专业软件间的数据传输。这使得

各参与方能够及时、准确地掌握项目的全面信息，避免因信息

滞后或错误造成的决策失误，从而大大提高了信息共享效率，

为协同管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2 优化施工流程 

BIM 技术为土木工程施工流程的优化提供了强大的工具。

BIM 的可视化特性让施工团队能够提前对整个施工过程进行虚

拟建造。通过在三维模型中模拟施工顺序、施工工艺等，可以

直观地发现潜在问题。例如，在模拟混凝土浇筑过程中，能够

确定最佳的浇筑顺序和路径，避免出现混凝土供应不及时或浇

筑中断的情况。BIM 模型中的信息可以与施工进度计划相链接，

形成 4D（3D+时间）模型。这样一来，施工管理人员可以根据

实际进度与计划进度的对比，及时调整施工资源的分配。如果

某个工序出现延误，能迅速分析对后续工序的影响并做出优化

安排。同时，BIM 技术还能与成本信息集成，构建 5D 模型，帮

助施工方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选择最经济的施工方案，从而

实现对施工流程从时间、资源、成本等多方面的优化。 

1.3 减少施工冲突 

土木工程施工涉及多个专业，如结构、给排水、电气等，

各专业在施工过程中容易产生冲突。BIM 技术在减少施工冲突

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在传统施工管理中，各专业分别进行设计

和施工，往往在施工过程中才发现管线碰撞、空间布局不合理

等问题。而 BIM 技术可以将各个专业的模型整合到一个综合模

型中。例如，在建筑的 BIM 模型中同时包含结构框架、给排水

管道和电气线路的模型。通过软件的碰撞检测功能，可以快速

准确地找出各专业之间的冲突点，如水管与电线管的交叉碰

撞、结构构件与预留孔洞位置不符等。在施工前发现这些冲突，

施工团队就可以提前协调各专业进行修改和优化。这不仅避免

了施工过程中的返工，减少了材料浪费和工期延误，还提高了

各专业之间的协同性，确保施工顺利进行，有效提升了整个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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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工程施工项目的质量和效率。 

2、BIM 技术在土木工程施工协同管理中的具体应用 
2.1 施工进度管理中的应用 

BIM 技术在土木工程施工进度管理中具有多方面的重要应

用。BIM 可构建 4D（3D+时间）模型，将建筑的三维模型与施

工进度计划紧密结合。在这个模型中，每个施工任务都与特定

的时间节点和建筑构件相关联。这使得施工团队能够直观地看

到整个项目的进度安排，例如，在某个时间段内哪些楼层的结

构施工应该完成，哪些部分开始进行装饰装修工作。通过这种

可视化的方式，管理人员可以提前发现进度计划中的不合理之

处，如工序之间的衔接过于紧凑或存在过长的等待时间。BIM

技术有助于进行进度跟踪和控制。在施工过程中，通过在 BIM

模型中输入实际的进度数据，如某一构件的实际完成日期，就

可以与计划进度进行对比。一旦出现进度偏差，系统能够迅速

分析出是哪些因素导致的，例如是资源供应不足、施工工艺问

题还是外部环境影响。管理人员可以根据分析结果及时调整进

度计划，重新分配资源或者优化施工顺序，确保项目能够按照

预定的工期顺利进行。利用 BIM 技术还可以进行进度模拟。 

2.2 质量管理中的应用 

在土木工程的质量管理方面，BIM 技术发挥着不可或缺的

作用。BIM 模型包含丰富而详细的建筑构件信息，这些信息为

质量管理提供了依据。从建筑材料的规格型号到施工工艺的标

准要求，都能在 BIM 模型中得到体现。在施工前，施工人员可

以通过查看 BIM 模型，详细了解每个构件的质量标准，从而进

行有针对性的施工准备。在施工过程中，BIM 技术可以辅助质

量监控。一方面，可以在 BIM 模型中标记出关键的质量控制点，

如梁柱节点处的钢筋锚固、防水工程的薄弱部位等。施工人员

在现场施工时，就能够重点关注这些部位的施工质量。另一方

面，BIM 技术可与物联网技术相结合，实现对施工现场质量数

据的实时采集和分析。如果发现数据异常，就可以及时采取措

施进行调整，防止质量问题的发生。一旦出现质量问题，BIM

模型能够辅助进行问题溯源。由于模型记录了施工过程中的各

种信息，包括施工人员、施工时间、施工工艺等，通过对这些

信息的分析，可以快速准确地找出质量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而

制定有效的整改措施，提高质量管理的效率和效果。 

2.3 安全管理中的应用 

BIM 技术在土木工程安全管理中的应用具有显著意义。在

施工前期，BIM 技术可用于安全风险的识别和评估。通过创建

BIM 模型，可以对施工现场的各种危险区域和危险作业进行可

视化分析。例如，识别出高处作业区域、深基坑周边、临时用

电设备附近等容易发生安全事故的地方。结合工程特点和历史

数据，对这些风险区域的危险程度进行评估，为制定安全防范

措施提供依据。在施工过程中，BIM 技术与安全监控系统相结

合，实现动态安全管理。例如，在施工现场设置监控摄像头，

将监控画面与 BIM 模型中的对应区域进行关联。一旦监控系统

检测到有人员进入危险区域或者未按照安全规定进行操作，如

未佩戴安全帽进入施工区域，系统就会立即发出警报。BIM 模

型还可以用于安全交底和安全教育培训。由于其具有可视化的

特点，能够生动地展示施工现场的安全风险点、安全设施的正

确使用方法以及安全事故发生时的应急处理流程等内容。通过

这种方式，施工人员可以更加直观地了解安全知识，提高安全

意识和应对安全风险的能力。 

3、BIM 技术在土木工程施工协同管理应用中存在的
问题 

3.1 技术标准不统一 

BIM 技术在土木工程施工协同管理应用中，技术标准不统

一是一个显著问题。不同的软件开发商、不同地区甚至不同项

目可能采用不同的 BIM 标准。这导致在数据交互、模型共享时

出现困难。例如，一个项目中的设计单位使用一种标准创建 BIM

模型，而施工单位采用另一种标准的软件，在模型传递过程中

可能出现信息丢失或无法准确识别的情况。缺乏统一的技术标

准也使得不同专业间的协同工作受到阻碍，难以实现无缝对

接，影响了 BIM 技术在施工协同管理中优势的充分发挥。 

3.2 施工管理体系不完善 

土木工程施工管理对工程质量影响重大，当前很多土木工

程施工单位重视施工技术的提升，易忽视施工管理，导致发生

施工安全事故。因此，完善的施工管理体系是施工质量的根本

保障。施工管理，包含施工技术管理、施工材料管理、施工人

员管理等。国家对施工管理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很多施工单

位也更加重视施工管理体系的完善，但现在依然存在一定的问

题，还需要相关人员对问题进行分析和解决，不断完善施工管

理体系，从而达到安全施工的目的 5。 

3.3 人员培训不足 

人员培训不足是BIM技术在土木工程施工协同管理应用中

的重要问题。BIM 技术相对复杂，要求相关人员具备多方面的

知识和技能。然而，目前很多施工企业对员工的 BIM 技术培训

不够重视。许多一线施工人员和部分管理人员对 BIM 技术缺乏

深入的了解，不知道如何利用 BIM 模型进行施工协同管理。例

如，在一些项目中，即使有了 BIM 模型，但施工人员仍然按照

传统方式施工，无法充分发挥 BIM 技术在优化施工流程、提高

质量和安全管理等方面的作用，从而限制了 BIM 技术在土木工

程施工协同管理中的有效应用。 

4、基于 BIM 技术的土木工程施工过程协同管理措施 
4.1 建立统一技术标准 

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准是基于BIM技术的土木工程施工过程

协同管理的关键措施。行业内应积极推动BIM技术标准的制定。

由相关的专业协会、政府部门和企业共同参与，综合考虑不同

项目类型、不同参与方的需求，制定涵盖 BIM 模型创建、数据

格式、信息分类与编码等方面的统一标准。例如，明确规定建

筑构件在 BIM 模型中的命名规则、属性参数的定义方式等，确

保不同来源的模型数据具有一致性。在项目层面，从项目规划

初期就确定采用的 BIM 技术标准。要求所有参与方，包括设计

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等严格按照该标准执行。建立标准

审核机制，对各方提交的 BIM 模型和相关数据进行审核，确保

其符合项目统一的技术标准。这有助于消除因标准不统一导致

的信息交流障碍，提高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实现各参与方

在 BIM 平台上的高效协同工作，从而提升整个土木工程施工过

程的协同管理水平。 

4.2 提高软件兼容性 

提高软件兼容性对于基于BIM技术的土木工程施工协同管

理至关重要。一方面，软件开发商应加强合作与沟通。通过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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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等。数字化技术使得决策不再依赖于经验和直觉，而是基

于准确的数据和科学的分析，从而大大提升了决策的科学性。 

4.数字化技术应用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4.1 技术兼容性与数据安全挑战 

在建筑和市政工程管理中，数字化技术面临着技术兼容性

和数据安全的严峻挑战。从技术兼容性方面来看，不同的数字

化技术和软件之间往往存在兼容性问题。例如，BIM 软件与项

目管理软件之间的数据交互可能存在格式不兼容的情况，这就

导致数据在不同平台之间传递时出现信息丢失或错误的现象。

在市政工程中，物联网设备可能采用不同的通信协议，这使得

它们之间的互联互通存在困难，影响了整个物联网系统的协同

工作。在数据安全方面，建筑和市政工程涉及大量的敏感信息，

如建筑结构安全数据、市政设施运行数据等。随着数字化技术

的广泛应用，这些数据面临着被窃取、篡改的风险。网络攻击

可能导致工程数据泄露，从而给工程安全带来严重威胁。例如，

黑客攻击可能修改市政桥梁的结构健康监测数据，使管理者做

出错误的决策。 

4.2 人员培训与意识提升策略 

为了应对数字化技术在建筑和市政工程管理中的挑战，人

员培训与意识提升是关键策略。对于建筑和市政工程领域的从

业人员，首先要进行数字化技术基础知识的培训。例如，针对

BIM 技术，要让设计师、施工人员和项目管理者了解 BIM 的基

本概念、功能和操作流程。对于物联网技术，要使市政工程管

理人员熟悉物联网设备的安装、调试和维护。其次，要开展数

字化技术在工程管理中的应用培训。以项目管理软件为例，要

教会从业人员如何利用软件进行项目计划、资源管理、质量控

制等工作。在大数据分析方面，要让相关人员掌握数据收集、

整理和分析的方法。同时，要提升从业人员的数字化意识，让

他们认识到数字化技术对工程管理的重要性。通过宣传成功案

例，如数字化技术在大型建筑工程或市政工程中的高效应用案

例，使从业人员主动接受和积极应用数字化技术，从而推动建

筑和市政工程管理的数字化转型。 

结语： 
总之，数字化技术在建筑和市政工程管理中的应用前景广

阔。虽然面临着一些挑战，但通过积极应对，不断完善技术体

系和人员能力，能够更好地发挥数字化技术的优势，实现建筑

和市政工程管理的可持续发展，提升整个行业的竞争力，为城

市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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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行业联盟或合作框架，共同制定软件兼容性的规范和接口标

准。例如，不同的 BIM 设计软件和施工管理软件之间可以约定

统一的数据交换接口，使得模型和数据能够在不同软件之间准

确、高效地传输。另一方面，开发通用的中间转换格式或插件。

这些中间转换格式或插件能够在不损害模型数据完整性的情

况下，实现不同软件之间的兼容。例如，开发一种可以将多种

BIM 软件模型转换为通用格式的插件，在转换过程中能够保留

模型的几何信息、材料属性、构件关系等重要数据。同时，企

业在选择 BIM 软件时，应充分考虑软件的兼容性，优先选择能

够与其他常用软件较好兼容的产品，从而确保在土木工程施工

协同管理过程中，不同软件之间能够顺利交互数据，提高协同

管理的效率。 

4.3 加强人员培训 

加强人员培训是提升基于BIM技术的土木工程施工协同管

理水平的重要举措。企业应制定全面的培训计划。针对不同层

次的人员，如高层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一线施工人员，设计

不同的培训内容。对于高层管理人员，重点培训 BIM 技术在战

略决策、项目整体管理方面的应用；对于技术人员，着重培训

BIM 软件的高级功能、模型分析与优化等知识；对于一线施工

人员，则侧重于 BIM 模型的基本查看、施工任务与模型的关联

等内容。培训方式应多样化。可以采用内部培训、外部专家讲

座、在线学习平台等多种形式。例如，邀请 BIM 领域的专家到

企业内部进行面对面的讲座，详细讲解 BIM 技术在土木工程施

工中的应用事例和操作技巧；同时，利用在线学习平台提供丰

富的学习资源，让员工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和进度进行学习。

此外，还应建立培训效果评估机制，通过考核、实际项目应用

评估等方式，确保员工真正掌握了 BIM 技术相关知识和技能，

从而提高全体员工在土木工程施工协同管理中运用BIM技术的

能力。 

结束语 
BIM 技术在土木工程施工过程协同管理中具有巨大潜力。

它能够打破信息孤岛，提升各参与方的协同效率，优化施工流

程，提高工程质量和安全性。随着 BIM 技术的不断发展完善，

其在土木工程施工协同管理中的应用将更加广泛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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