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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筑行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物质生产部门和支柱产业之一,同时,建筑业也是一个安全事故多发的高危行业。如何加强施工现场安全

管理、降低事故发生频率、杜绝各种违规操作和不文明施工、提高建筑工程质量,是摆在各级政府部门、业界人士和广大学者面前的一项重要研

究课题。在此背景下,伴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信息化手段、移动技术、智能穿戴及工具在工程施工阶段的应用不断提升,智慧工地建设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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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工地是智慧城市理念在建筑施工行业的具体体现,是建立在工地的

信息化基础之上的一种对人和物全面感知、全面智能、工作互动互联、信息

协同贡献、决策科学分析、风险智慧预控的新型信息化手段。他聚焦工程施

工现场,紧紧围绕人、机、料、法、环等关键要素综合运用BIM、物联网、云

平台、大数据、移动和智能设备等软硬件信息化技术,与一线生产过程相融

合,对施工生产、上午、技术等管理过程加以改造,提高施工现场的生产效率、

管理效率和决策能力等,实现工地的数字化、精细化、智慧化管理。 

众所周知,传统建筑行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粗放式的管理使工地

的劳动力、材料、机械设备的利用都存在着严重的浪费。美国行业研究院

的研究报告中显示,工程建设行业的非增值工作(即无效工作和浪费)高达

57%,制造业这一数字仅为26%。从国外的经验及目前国内建筑行业的发展

情况来看,开展“智慧工地”建设是实现精细化管理的 佳手段,也就是说

“智慧工地”建设是手段,实现工地精细化管理是目标, 终达到在减少施

工成本、保护环境的情况下,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工程的目的。 

2013年以来先后印发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意见》、《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城市地下管线建设管理的指导意见》,部署开展城市地下

综合管廊建设试点工作。政府规划部门作为地下管线工程规划的综合协调机

构,大力推动管廊的建设及实施,管廊的建设将成为城市建设规划的一部分。 

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即地下管道综合走廊,就是在城市的地下建造一个

隧道空间,将电力、通信、燃气、供热、给排水等各种工程管线集于一体,

设有专门的检修口、吊装口和监测系统,实行统一规划、统一建设和管理,

是保障城市运行的重要基础设施和生命线。 

在管廊施工中,智慧工地的应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BIM云平台管理。以BIM轻量化引擎为核心,将设计单位出具的建筑信

息模型以及地形地貌模型,现场用电机械,视频摄像头等设备模型组成的工地

完整三维模型轻量化处理,使得在浏览器端就能浏览。并且工地实时数据通过

数据协议接口从传统物联网管理平台输出到BIM云平台,BIM云平台端能够将

接收到的设备运行信息实时反应到工地三维模型中,与物联网摄像头无缝相

连,可以调取任意现场的物联网摄像头,以此来监控实景。(2)劳务实名制管理

系统。该系统用互联网思维,以大数据、云平台、物联网等新兴信息技术为手

段,以劳务实名制管理为突破口,以提高行业劳务管理水平为目标,逐步推动行

业实现建筑工人的职业化、劳务管理的数字化、资源服务的社会化和政府监管

的法制化。系统实现了对现场人员的管理以及劳务实名制,配合门禁闸机系统,

通过软硬件结合的方式,掌握施工现场人员的出入情况。劳务管理采用云+端的

产品形式,使用闸机硬件与管理软件结合的物联网技术,实时、准确收集人员的

信息进行劳务管理。(3)远程视频监控管理系统。智能远程管控系统由前后端

硬件以及后端软件组成,主要硬件设备有超高清摄像头、无线WiFi盒子、无线

电源盒子等。项目管理人员可对监控视频进行录入、回放、导出等操作,发现

违规行为可以及时予以制止。因高清监控均为数字信号,固本系统传输通过现

有环境、架设光纤、无线传输的方式或者其他网络方式等将前端数字信号进行

回传。(4)环境监测系统。现场实时数据的在线监测,其中监测的数据包括扬尘

浓度、噪音指数以及视频画面。通过物联网以及云平台技术,实现了实时、远

程、自动监控颗粒物浓度以及现场数据通过网络传输。扬尘监控系统在工作的

时候,对于一些数值超标的数据会进行自动采集,再通过网络将采集到的数据

传输到服务器。并且具备自动报警功能,可以随时掌控环境发生的变化,进而告

知有关部分进行整顿,具备报警联动信息输出,可以外接喷雾降尘设备,实现联

动。(5)物料现场验收管理系统。物料验收系统,以建筑项目管理理论和业务

积累为基础,在“互联网+”理念引导下,以“整体规划、碎片应用、自下而上”

信息化思维,综合运用物联网技术、云平台技术、大数据技术、移动互联技术,

实现大宗物资进出场称重全方位管控。该系统改变行业大宗物资管理系统以往

的“重硬件、轻软件”、“强业务、弱管理”等现状,运用物联网、移动互联等

新信息化技术成果应用于建筑项目物资管控现场。(6)工程资料管理系统。

工程资料管理云平台系统实现档案信息的共享。云平台工程资料信息化,彻底

打破了各部门之间的屏障,实现了信息的有效沟通与共享,云平台资料能够为

构建系统化的资料信息资源地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能够满足更多的用户需求,

使工程资料使用者能够更加便捷、快速、简单的获取信息资料,同时也体现了

资料信息化所带来的社会价值,使工程资料管理实现了开放、互动的现代工作

模式。(7)VR技术应用。基于虚拟现实技术在建筑展示中的应用,利用VR仿真对

重点、难点、高风险方案进行可视化分析,优化决策,降低风险。通过对管廊基

坑土方开挖、支护及廊体施工方案进行仿真模拟,减少施工过程中的风险。在

安全培训方面,当体验者戴上VR眼镜后,会置身于整个工程当中,可以在虚拟场

景中随意“进出”、“攀爬”,查看工程结构的每一个部件、切实感受工程施工

中的危险。相比于传统的安全培训,VR技术可以激发工人参加安全教育的兴趣,

工人对安全事故的感性认识也会增强；并且占地面积小、体验耗时短、可无

限模拟不安全场景,同时可以在不同的项目中重复使用；体验者还能对细部节

点、优秀做法进行学习,获取相关数据信息,同时还可进一步优化方案、提高

质量；同时可以避免材料和人工的浪费,符合绿色施工的理念。 

多种技术和智能装备的运用改变了传统意识中工地的模样,为现代化

建筑施工提供更多更为高效、安全、便捷的建筑企业信息化管理整体解决

方案,让智慧工地真正智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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