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程与管理科学
第 5 卷◆第 07 期◆版本 1.0◆2023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705-0637(P) / 2705-0645(O)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40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Science

基于 BIM 技术的建筑施工全过程协同管理
杨亮 肖迎银

中佳环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DOI：10.12238/ems.v5i7.7041

[摘 要] 在当今建筑行业中，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的应用已经成为促进项目管理向更加高效和协同

化方向发展的关键动力，深入探讨了 BIM 技术在整个建筑施工流程中的协同管理应用，目的在于显著提升

施工管理的效率及工程质量。通过细致分析 BIM 技术的核心特性以及其在项目管理全域的实际运用情况，

揭示了 BIM 技术如何有效促进项目各参与方之间的深度信息共享、紧密协作及高效决策支持，展现了其在

优化建筑项目管理过程、提高项目执行效率和质量控制中的巨大潜能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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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aborative management of the entire construction process based on BIM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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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oday's construction industry， the application of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BIM）technology has become a key driving force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project management

towards more efficient and collaborative directions. This paper deeply explores the collaborative

management application of BIM technology in the entire construction process， with the aim of

significantly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nd engineering quality.

Through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core characteristics of BIM technology and its practical

application in project management， this paper reveals how BIM technology effectively promotes

deep information sharing， close collaboration， and efficient decision support among project

participants. It demonstrates its enormous potential and value in optimizing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process， improving project execution efficiency， and quality control.

[Keywords] BIM technology；construction；collaborative management；project management；information

sharing

引言：

随着建筑行业对效率和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传统的项

目管理方法面临着诸多挑战。BIM 技术以其高度的信息化和

集成化特性，为建筑项目管理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本文旨

在分析 BIM 技术在建筑施工全过程协同管理中的应用及其效

益。

一、BIM技术概述

（一）技术特点

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代表了建筑行业信息化的一大

进步，其核心在于利用数字技术创建建筑项目的三维信息模

型，这一模型不仅包含了建筑的几何形状，还融合了时间维

度（4D）、成本维度（5D）、可持续性维度（6D）和设施管理

维度（7D）等多维信息为建筑项目的设计、施工及后期运营

管理提供了全生命周期的支持。与传统的二维图纸和表格相

比，BIM 技术通过其三维可视化特性，使得项目参与者能够

直观地理解设计意图和施工要求，大大降低了理解误差和沟

通成本。BIM 技术支持实时信息更新和共享，任何项目参与

方的修改都会即刻反映在模型中，保证了信息的一致性和准

确性，这种集成化的工作方式有效促进了跨专业团队的协作，

为解决设计和施工中的冲突、优化项目执行方案提供了强有

力的技术支撑。通过高度集成的信息模型，BIM 技术还支持

复杂的分析和模拟，如日照分析、能源效率分析等，帮助项

目团队在设计阶段就能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决策。

（二）应用范围

BIM 技术的应用范围极为广泛，几乎涵盖了建筑项目的

所有阶段，从项目的最初概念设计到规划、详细设计、施工

以及后期的运营和维护阶段。在设计阶段，通过 BIM 技术，

设计师可以在三维空间中直观地展现设计方案，及时发现和

解决设计中的问题，有效避免了传统设计过程中可能出现的

重大错误。在施工阶段，BIM 技术能够帮助施工团队准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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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设计意图，优化施工计划和方法，提前模拟施工过程，预

测并解决潜在的施工冲突。更进一步，BIM 技术还在项目运

营和维护阶段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利用 BIM 模型，运营团

队可以高效地管理建筑设施和资产，进行能源管理和维保规

划，提高建筑的运营效率和降低运营成本。BIM 技术的应用

还扩展到了城市规划和基础设施项目中，支持大规模项目的

信息管理和协调工作，显著提高了项目管理的效率和质量。

BIM 技术改变了传统建筑项目管理的方式，通过信息化、数

字化手段，实现了设计、施工及运营各阶段的深度集成和全

方位协同，为建筑行业带来了创新和变革。随着技术的不断

发展和应用领域的不断扩大，BIM 技术有望在未来进一步提

升建筑项目的效率和质量，推动建筑行业向着更加智能化、

绿色化的方向发展
[1]
。

二、施工准备阶段的协同管理

（一）施工策划

施工策划是建筑项目管理中的关键环节，它决定了施工

过程的效率和质量，BIM 技术的应用在施工策划阶段发挥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 BIM 模型，项目团队可以在虚拟环境

中对整个建筑施工过程进行模拟和分析，这种模拟不仅包括

建筑物本身的构建过程，还涉及到施工现场的物流管理、材

料存储和人员分布等方面。通过这种全面的模拟，项目团队

能够在施工开始之前就识别潜在的问题和冲突，如物理空间

的限制、材料供应的瓶颈等从而优化施工方案，提出更合理

的施工顺序和方法。BIM 技术还支持成本和时间的管理，通

过 BIM 模型，项目管理者可以更准确地预估工程量，制定更

合理的预算和施工时间表，这种精确的预估减少了资源的浪

费，确保了项目成本和进度的控制。同时 BIM 技术的应用还

提高了施工策划的灵活性，任何设计修改或施工调整都可以

迅速反映在模型中，并立即评估其对成本和进度的影响，使

得施工策划更加科学、合理和高效。

（二）风险管理

在建筑施工项目中，风险管理是确保项目顺利完成的另

一项关键任务 BIM 技术在风险管理中的应用为项目团队提供

了一个强有力的工具，通过 BIM 模型，项目管理者能够在施

工前对项目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包括安全风险、技术风险、

时间风险和成本风险等。BIM 技术使得风险识别和分析更加

直观和准确，帮助项目团队更好地理解风险发生的原因和可

能的影响，从而提前制定有效的应对措施和预案。例如通过

BIM 技术，可以模拟施工现场的安全情况，识别潜在的安全

隐患，如施工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坍塌、撞击等风险，BIM 模

型还可以用来评估天气对施工进度的影响，预测可能的延误

并制定相应的缓解措施。通过这些预先的风险分析和管理，

BIM 技术显著降低了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保障了项目的顺利

进行。BIM 技术在施工准备阶段的应用，不仅优化了施工策

划，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还强化了风险管理，确保了施工

安全和项目的顺利完成，这种技术的应用为建筑项目管理带

来了革命性的变化，显著提升了项目的管理水平和施工质量。

随着 BIM 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其在建筑施工管理中的作

用将会更加凸显，为建筑行业的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
[2]
。

三、施工执行阶段的协同管理

（一）进度控制

施工执行阶段是建筑项目管理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其中

进度控制对于确保项目按时完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BIM 技

术的引入极大地改善了传统进度管理的方式，支持实时监控

施工进度，并提供了一个动态的、可视化的管理平台。通过

BIM 模型，项目管理者可以实时跟踪施工活动与计划之间的

关系，准确地了解每一个施工阶段的完成情况，及时发现进

度偏差。BIM 技术使得进度控制变得更加灵活，当施工进度

出现偏差时，管理者可以迅速调整施工计划并立即在 BIM 模

型中模拟调整后的影响，从而制定出最合适的应对策略。这

种实时的调整和反馈机制保证了项目能够灵活应对各种突发

情况，有效避免了项目延期，BIM 技术还支持与其他管理软

件的集成，如项目管理软件和资源管理软件，通过这种集成，

项目团队可以实现更加精细化的进度控制和资源分配。例如

可以根据 BIM 模型提供的详细工程量信息，精确计算材料需

求和人力分配，确保施工资源的高效利用，从而进一步支持

进度控制。

（二）质量管理

建筑质量是项目成功的另一个关键因素，BIM 技术在质

量管理方面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优势。通过 BIM 模型，项目团

队可以在施工前对建筑细节进行详尽的审核，识别设计和施

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这种预先的质量检查帮助减少了

施工过程中的错误和缺陷，提高了建筑的整体质量。在施工

过程中，BIM 技术支持对施工质量的实时监控和检测，例如

利用 BIM 模型与现场激光扫描技术相结合，项目团队可以对

施工实际情况与 BIM 模型进行比对，即时发现偏差和不符合

标准的地方，及时进行调整和修正，这种即时的质量控制不

仅确保了施工质量，也大大减少了后期修正的成本和时间。

BIM 技术还支持质量管理的文档化和标准化。通过记录和分

析施工过程中的质量问题，项目团队可以积累经验，不断优

化施工技术和管理流程，形成标准化的质量管理体系。这种

体系不仅适用于当前项目，还可以应用于未来的项目中，为

持续提高建筑质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BIM 技术在施工执行阶段的协同管理中发挥了关键作

用，不仅实现了对施工进度的精确控制，还显著提高了建筑

质量，随着 BIM 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其在建筑项目管理

中的价值将进一步增强，为建筑行业的进步和发展提供强有

力的支持
[3]
。

四、施工后期的协同管理

（一）设施管理

施工后期的协同管理重点之一是设施管理，这涉及到建

筑物的运营和维护工作，BIM 技术的应用极大地简化了设施

管理的过程，提高了管理效率和准确性。BIM 模型存储了建

筑项目的详细信息，包括材料属性、设备规格及其位置信息，



工程与管理科学
第 5 卷◆第 07 期◆版本 1.0◆2023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705-0637(P) / 2705-0645(O)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42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Science

使得设施管理者能够轻松获取所需的所有信息。利用 BIM 模

型进行设施管理，管理者可以直观地查看设备的具体位置和

状态，方便地规划维护和修理工作，从而减少了设施运营中

的时间和成本开销。例如通过 BIM 模型，可以精确地安排空

调系统的维护时间，确保设备在不影响建筑物正常使用的情

况下进行维护。BIM 模型还支持设施管理的长期规划，包括

空间规划、能耗分析等，帮助管理者制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

运营和维护策略，BIM 技术还支持设施管理的可持续性发展，

通过对建筑物能源使用和环境影响的分析，帮助管理者优化

建筑运营，减少能源消耗，提高建筑物的环境绩效。这种管

理方式不仅有利于降低运营成本，还有助于提升建筑物的可

持续性和社会价值。

（二）资产管理

资产管理是施工后期协同管理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它涉

及到建筑项目中所有资产的有效管理和利用，BIM 技术通过

提供一个详尽的数字化资产清单，使得资产管理变得更加高

效和准确。BIM 模型中的每一项资产都有详细的记录，包括

其购置成本、位置、使用状态和维护历史等，便于管理者进

行全面的资产跟踪和评估。通过 BIM 技术，资产管理者可以

更有效地规划资产的配置和利用，确保每一项资产都能发挥

其最大的价值，例如利用 BIM 模型进行空间规划，可以确保

办公空间和设备的最优配置，避免资源浪费。同时 BIM 技术

支持资产绩效的评估，管理者可以根据资产使用效率和成本

效益，做出更合理的维护和更新决策，从而提高整体资产的

使用效率和价值。

BIM 技术还促进了资产管理的数字化转型，通过集成 IoT

技术和智能传感器，管理者可以实时监控资产的状态，实现

预测性维护，减少意外故障和停机时间。这种高度数字化和

智能化的管理方式，不仅提高了资产管理的效率，还增强了

建筑项目的运营能力和竞争力。施工后期的协同管理通过

BIM 技术的应用，在设施管理和资产管理方面取得了显著的

进展。BIM 技术的深入应用不仅简化了管理流程，提高了管

理效率，还为建筑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和长期价值增长提供了

坚实的技术支撑
[4]
。

五、BIM技术的挑战与未来发展

（一）技术挑战

BIM 技术虽然在建筑行业中带来了革命性的改变，提高

了项目管理的效率和质量，但其推广和应用过程中也遇到了

不少挑战。技术挑战是其中之一，尽管 BIM 软件和工具在不

断进步，但与新兴技术的兼容性、数据处理能力以及模型的

精细度等方面仍有待提高。BIM 技术的高度复杂性要求项目

参与者具备相应的技术知识和操作技能，这对于许多建筑行

业从业者来说，尤其是那些习惯于传统工作方式的人员是一

个不小的挑战。人员培训是实现 BIM 技术广泛应用的关键因

素之一，有效的培训计划可以帮助提升团队成员的 BIM 技能，

但目前在实际操作中，高质量的 BIM 培训资源相对缺乏，且

培训成本较高，这限制了 BIM 技术在行业内的普及速度。数

据交换标准的缺乏或不统一也是 BIM 技术面临的一个主要挑

战，项目参与各方可能使用不同的 BIM 软件和工具，数据格

式不统一会导致信息交换困难，降低协同工作的效率。虽然

行业内已经开始制定一些标准和协议，但全球范围内的统一

标准尚未完全建立。

（二）未来发展趋势

尽管面临挑战，BIM 技术的未来发展前景依然广阔，随

着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预计

BIM 技术将实现更深层次的集成和应用。云计算的应用使得

BIM 模型和数据可以在云端存储和共享，提高了项目团队的

协作效率，同时也降低了软件和硬件的投入成本。大数据技

术的结合可以优化建筑设计、施工和运维管理过程中的决策

制定，通过分析历史数据和实时数据，为项目管理提供科学

依据。人工智能（AI）在 BIM 技术的应用将进一步提升建筑

项目的设计质量和施工效率，AI 算法可以在设计阶段自动

识别最优设计方案，预测和解决潜在的构建问题，同时在

施工和运维阶段，AI 可以辅助进行风险评估、进度控制和

设施管理，实现智能化、自动化的项目管理。数字孪生技

术的结合将是 BIM 技术的另一个发展方向，通过创建物理

实体的数字副本可以在虚拟环境中模拟和分析建筑物的性

能，为建筑的设计、施工、运维提供全生命周期的管理支

持。尽管 BIM 技术在实际应用中面临着一系列挑战，但随

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行业内部的逐步适应，预计 BIM 技术

将在建筑行业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新兴技术

的支持下，BIM 技术的应用将更加广泛为建筑行业的发展带

来更多可能
[5]
。

结束语：

BIM 技术在建筑施工全过程协同管理中展现出显著的优

势，通过促进信息共享和协作，显著提高了施工管理的效率

和质量，尽管存在一定的挑战，但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

用实践的积累，BIM 技术在建筑行业的应用前景仍然广阔。

未来 BIM 技术的深入应用将为建筑项目管理带来革命性的变

革，推动建筑行业向更高效、智能化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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